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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吕港口发展有限公司

南通港吕四作业区西港池 8#-11#码头工程（阶段性）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8月 18日，江苏通吕港口发展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南通港吕四作业

区西港池 8#-11#码头工程（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验收会议的有江

苏通吕港口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南通通洋港口有限公司（运营单位）、

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等单位领导及代表，并邀请了 3

位专家共同组成验收工作组（验收组名单附后）。

建设单位介绍了项目主体工程及环保设施的建设情况，验收调查单位介绍了

验收报告的主要内容与验收结论。验收工作组检查了项目环保设施建设与运行情

况，查阅了相关的建设与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材料。

综合验收工作组各成员意见，江苏通吕港口发展有限公司根据南通港吕四作

业区西港池 8#-11#码头工程（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严格依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指南 生态影响类》、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审批部门核准意

见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本工程在吕四作业区西港池南侧建设 2个 10万吨级通用码头，建设内容包

括码头、引桥、靠泊区及堆场；靠泊区外侧的回旋水域位于公共港池，由地方政

府统一实施疏浚。10#-11#泊位码头岸线长度 556m，码头前沿停泊水域（靠泊区）

设计底高程-14.8m，宽度 92m，靠泊区疏浚挖深至设计水深，疏浚土方约 124.52

万 m3。

本项目泊位散杂货年吞吐量为 320万 t/年；其中钢铁 170万 t，建筑材料 20

万 t，石材 30万 t，机械设备 60万 t，其他杂货 20万 t、风电叶片 20万 t；其中

石材为条石，长 1m左右，重量约 200kg以上；建筑材料为瓷砖、玻璃、地板、



2

钢构件，10#、11#泊位后方配套堆场约 13.66万平方米。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本项目于 2020年 3月取得了南通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工程建议书批复文件

（通行审批[2020]61号），于 2020年 1月由南京师大环境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完成环评，于 2020年 6月 25日由南通市行政审批局以（通行审批[2020]152号）

通过环评审批。本项目于 2020年 6月 28日开工建设，2021年 12月竣工，2022

年 1月调试完成。

（3）投资情况

项目设计总投资 36.0609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4259.3万元，占总投资的 1.2%；

实际总投资 36亿元，实际环保投资 2289.99万元，占总投资的 0.64%。

（4）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南通港吕四作业区西港池 10#-11#码头工程。主要建设内容

包括：10#-11#码头、港池、引桥和后方堆场以及配套的环保工程和其他附属工

程内容。本项目吞吐量为 320万 t/年；其中钢铁 170万 t，建筑材料 20万 t，石

材 30万 t，机械设备 60万 t，其他杂货 20万 t、风电叶片 20万 t。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工程变动情况如下：

（1）根据吕四管委会招商情况，入驻粮油企业数量减少，本项目 10#-11#

码头取消粮食货种 400 万吨/年，原糖 10 万吨/年，增加货种风电叶片 20 万吨/

年，10#-11#码头吞吐量由原环评 710万吨变动为 320万吨/年。

（2）取消货种粮食和糖，对应的粮食和糖的装卸工艺、运输设备等取消建

设，原环评粮食装卸粉尘不再产生，对应的粉尘污染防治设施取消建设。

（3）后方陆域粮食平房仓取消建设，原址变动为建设一座普通件杂货仓库，

一个件杂货堆场，占地面积不变。辅建区内建筑布置略有调整。

（4）本项目含油废水排放量不变，为了远期规划，含油废水处理设施设计

处理能力由 2.5m3/h变动为 3m3/h。

（5）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到港船舶废水均由原环评批复的由海事部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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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保接收船接收处理变更为统一在码头区域接收上岸，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接收

处置。

（6）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到港船舶生活垃圾由原环评批复的在海事部门指

定专门地点搜集上岸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置变更为统一在码头区域接收上岸，委

托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置。

（7）根据《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南通港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调整的复函》

（苏环函[2021] 71号），码头前沿海域水环境功能区由Ⅱ类调整到Ⅳ类。

对照原环保部《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

知》（环发[2015]52号）“港口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本项目变动不属

于重大变动，属于一般变动，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建设单位于 2021年 2月和 4月委托上海鉴海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开展本

项目施工期海洋环境进行跟踪监测，于 2022年 3月委托大连华信理化检测中心

有限公司开展了试运营期海洋环境跟踪监测。调查结果显示，本项目施工及运营

期对海洋生态产生的影响较小。建设单位委托了江苏泰洁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了《南通港吕四作业区西港池 8#-11#码头工程生态修复方案》，并于 2021

年 6月通过了专家评审，设置了生态专项补偿资金 284.29万元，已统筹考虑 8#-9#

码头，方案实施周期 2年，目前已完成部分增殖放流工作。

（2）废水

本项目运营期间产生的废水主要包括码头面冲洗水、初期雨水、含油废水、

码头工作人员生活污水、船舶舱底油污水和船舶生活污水。

来港船舶含油污水、船舶生活污水统一在码头区域接收上岸，委托有资质的

单位接收处置。建设单位已与南通顺维船舶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接收处置合同。

1）码头面冲洗水、初期雨水收集后经场内含尘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城

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18920-2020）中城市绿化、道路清扫标

准要求后，回用于洒水抑尘和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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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面设置带盖板的排水沟，码头面含尘初期雨水和冲洗污水经排水沟收集

后排入至引桥后方的集水池。堆场四周设置带盖板的排水沟，将污水收集后排入

含尘废水处置设施，含尘废水处理采用“预沉调节+混凝沉淀”工艺，处理后的含

尘废水接管至回用水池，回用水池容积为 260m3。含尘污泥为一般固废，人工清

理后外委托环卫清运。

2）机修含油污水、流动机械冲洗水等含油废水经“隔油+油水分离器”处理后

接入吕四港镇污水处理厂。

本项目新建含油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能力 3m3/h，含油废水经过含油污水处理

设施处理后达接管标准后接入吕四港镇污水处理厂，隔除的油污水属于危险废

物，危废暂存间暂存，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建设单位已与张家港市华瑞危

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签订了危废处置协议。

3）含油废水、生活污水均接入吕四港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海。

（3）废气

本项目粮食货种取消，对应的粮食装卸粉尘不再产生，本项目营运期的废气

主要是装卸机械和车船排出的尾气、港区道路扬尘等。装卸机械和车船排出的尾

气、港区道路扬尘排放量很小，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噪声

项目营运期间的噪声主要来源于生产设备及装卸设备机械噪声、港区内车辆

和船舶鸣号产生的交通噪声等。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隔声、减震措施，加

强机械设备保养，装卸作业尽量做到轻起慢放等措施降低运行过程中噪声污染。

（5）固体废物

营运期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含尘废水处理污泥和机修废机油、含油污泥

等。营运期来自疫情地区的船舶垃圾申请卫生检疫处理；非疫情地区的船舶垃圾

和港区陆域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南通顺维船舶服务有限公司、启江市

玮杰环卫保洁有限公司）；含尘废水处理污泥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启江市玮杰

环卫保洁有限公司）；在辅建区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收集机修废机油、含油污

泥，委托危险废物资质单位妥善处置（苏州中吴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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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有限公司）。

项目在机修车间设置 10平方米的危险废物暂存间，并对地面作防渗防腐处

理；各种危险废物单独的贮存罐均防腐防漏密封，不相互影响。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危废经桶装后运往危险废物暂存间统一贮存，可有效防止危废分散贮存所引发

的二次污染问题。

（6）风险防范措施

运营单位与南通顺维船舶服务有限公司、南通通远港口有限公司签订了应急

救援协议，建立了应急联动机制，与南通通远港口有限公司签订了应急互助协议，

应急物资共享互助，配备的应急物资基本满足应急要求，明确了组织机构及主要

职责，并针对可能发生的各种环境风险事故，制定了详细的应急处理程序及要求。

企业配备了充足的应急设备和物资，已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并加强与当地政

府和海事等部门的应急联动。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施工期间，建设单位于 2021年 2月和 4月委托上海鉴海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开展了海洋环境跟踪监测；试运营期间，于 2022年 3月委托大连华信理化

检测中心有限公司开展了海洋环境跟踪监测。

施工期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施工对海水水质、沉积物未造成明显影响，对生

物生态和渔业资源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该影响均在承受范围内，且通过施

工结束和生态修复的实施将会得到有效削减。

运营期监测结果表明，运行期间，项目海水水质、海域海洋沉积物状况保持

稳定，各站位符合一类沉积物质量标准；海洋生态、生物质量保持稳定。工程在

运行期未对海水水质、周边海域沉积物、海洋生态和生物质量产生明显影响。

（2）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水

建设单位委托江苏正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和 7月分别对本项

目污水总排口、中水池出口和雨水排口进行现场监测，监测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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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3月 02-03日期间对该项目废水总排口进行监测，各污染因子的最大

日均浓度分别是 COD：139mg/L、SS：148mg/L、NH3-N：18.7mg/L、TP：2.19mg/L、

石油类：＜0.06mg/L、动植物油 0.92mg/L，均满足吕四港镇污水处理厂接管水质

标准。

2022年 7月 08-09日期间对该项目中水池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中水池中

各污染因子的最大日均浓度分别是 pH：6.2～6.3、色度 6、臭和味：无任何臭和

味、浊度：0.8、BOD5：8.3mg/L、氨氮：0.36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0.21mg/L、

溶解氧：4.95mg/L、总氯：0.36mg/L，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标准》（GB/T18920-2020）标准要求。

2022年 7月 08-09日期间对该项目雨水排口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雨水排

口 1中各污染因子的最大日均浓度分别是 COD：44.5mg/L、SS：14mg/L均符合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一级标准；雨水排口 2中各污染因

子的最大日均浓度分别是 COD：60.5mg/L、SS：15.5mg/L均符合《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GB-8978-1996）表 4一级标准。

2）废气

建设单位委托江苏正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对本项目厂界下风

向无组织废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

2022年 3 月 02-03 日期间颗粒物周界外最大小时浓度为 0.210mg/m3，符合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 3标准限值要求。

3）噪声

建设单位委托江苏正康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2年 3月对本项目厂界噪声

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

2022年 3月 02-03日，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生产正常，各减噪设备及防护

设施运行正常。各厂界昼间环境噪声监测值范围 55B(A)～58dB(A)，夜间厂界环

境噪声监测值范围 46dB(A)～49dB(A)，噪声排放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4）固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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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期来自疫情地区的船舶垃圾申请卫生检疫处理；非疫情地区的船舶垃圾

和港区陆域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理；含尘废水处理污泥由环卫部门收集处

理；在辅建区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收集机修废机油、含油污泥，委托危险废物

资质单位妥善处置。

项目在机修车间设置 10平方米的危险废物暂存间，设置了标识牌，地面与

裙角均采用防渗材料建造，涂有耐腐蚀的环氧地坪，现状地面无裂缝，整个危废

暂存间可以做到“防风、防雨、防晒”，设置了防渗托盘，配备有消防、照明设备，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上墙，危废台账规范，危废仓库由专人管理和维

护，符合《危险废物污染控制标准》、《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

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危险废物贮存规范

化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的要求。建设单位制定了危废转移计划，废机

油与苏州中吴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废油泥与张家港市华瑞危险废物处理中心

有限公司签订了危废处置合同，正在准备“江苏省危险废物动态管理系统”管理账

号申请相关工作。

（3）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率

2022年 7月 08-09日含尘废水处理设施对 SS的平均处理效率为 58.6%，含

油废水处理设施对 COD、SS和石油类的平均处理效率分别为 95.8%、75.8%和

65.4%。

（4）污染物总量

本项目变动后无大气污染源，无需要申请总量。

废水总量核定结果表明：本项目废水接管量：19512吨/年，COD：2.702吨

/年、SS：2.855t/a、NH3-N：0.365吨/年、TP：0.042t/a、石油类：＜0.006t/a，均

符合总量控制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通过对本项目的环境调查及监测，表明本项目实施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通过对《南通港吕四作业区西港池 8#-11#码头工程（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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