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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C 区项目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福州市东部，东濒台湾海峡，

西与松下镇毗邻。长乐外海 C 区位于长乐海岸线以东，理论水深在 32-43m 之间，场

址中心离岸距离约 40km，该区域水下地形相对平缓。 

 
图 2.1-1 地理位置图（行政图） 

项目共布置 57 台风力发电机组，其中 8MW 的风机 37 台，10MW 的风机 20 台，

总装机容量 496MW。风电场配套建设一座 220kV 海上升压站，风电机组所发电能通

17 回 35kV 海底电缆接入 220kV 海上升压站，通过 2 回 220kV 海缆敷设上岸，然后

转 220kV 陆缆接至陆上集控中心。电能汇流后再以 220kV 线路接入 500kV 东台变，

并入省电网。工程总投资约 111.9 亿元。 

1、风机平面布置 

本项目风电场海域盛行风向集中在 NNE，风能集中度很高；充分利用风电场风

能资源集中特点，结合场址范围，选择较小的列间距、少行布置方案，可避免征迁

养殖区面积减少 35kV 海缆投资，同时减少尾流对长乐外海风电场 C 区的影响。根

据场区内风资源分布特点，充分利用风电场盛行风向进行布置，合理选择风电机组

间距，一般列间距取 3D~3.5D，行间距取 9D~11D。推荐方案布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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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行 C3-C4 轴的布置行列间距采用 3.25D×10D，布置 5 排，最北面一排沿着边

界布置，拉大后排间距；沿着 C1-C2 轴的布置一排，列间距采用 4D（主风向上为

2.2D）。装机规模 37 台 8MW 机组和 20 台 10MW，总装机规模 496MW。 

2、海底电缆 

本工程海底电缆主要连接风机与风机、风机与海上风电场升压变电站及海上风

电场升压变电站与陆上集控站，均按电缆直埋方式布置。 

220kV 海缆：本工程 220kV 海缆海底路由起自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C 区海上升

压站 220kV 间隔，终止于海陆缆转换接头。线路自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C 区海上升

压站往西，与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A 区 220kV 海缆线路平行于已建福州-淡水海缆

项目（TSE-1）海底光缆线路，将海缆敷设至本工程海缆登陆点，后利用海陆缆转

换接头改为陆缆接至陆上集控中心。本工程 220kV 送出线路路径长度约为

37.4×2km。 

35kV 海缆：各风电机组采用分段串接汇流接线方式，风场内共设 17 回 35kV

集电线路，每回集电线路容量按不超过 32MW 设计。 

3、海上升压站 

本项目新建一座 220kV 海上升压变电站，升压站通过海底电缆至陆上登陆点，

接入陆上集控站，经陆上集控站就近送至变电网系统。从风电场集电线路角度考虑，

本阶段考虑海上升压站布置在 C 区风电场 C3#机位北侧约 880m 的海域。 

整体式海上升压站是将上部组块作为一个整体，在陆上建造、组装，并完成设

备安装和调试，然后整体运至现场，采用整体吊装就位。本工程海上升压变电站采

用整体式布置，包括上部组块和下部结构，暂不考虑布置直升机平台。 

上部组块采用三层布置，平面尺寸约为 39.7m×40.7m（含吊装平台）。一层最

外边缘尺寸：46.02×36.76 m；二层最外边缘尺寸：46.02×40.8 m；三层最外边缘尺

寸：46.02×40.8 m；顶层最外边缘尺寸：46.02×35.07 m；高约 21.0m（不包括吊机和

避雷针）。底层、二层、三层上表面标高分别为 30.5 m、36. 0m、41.5 m（不包括

吊机）。各层均设有两部疏散楼梯，直接从顶层一直通到底层，满足疏散通道要求。 

二、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用海类型：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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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为“工矿通信用海”，二级类为“可再生能源用海”。根据《海域使用分类》，

一级类为“工业用海”，二级类为“电力工业用海”。 

用海方式：根据《海域使用分类》，风机和海上升压站用海方式为“构筑物”

中的 “透水构筑物”；海底电缆用海方式为“其它方式”中的“海底电缆管道”。 

根据《海籍调查规范》相关要求计算，本项目申请用海总面积 599.8398hm2，

其中透水构筑物用海面积为 94.7131hm2（风机基础、海上升压平台基础用海面积），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505.1267hm2（35kV 海缆用海面积、220kV 海缆用海面积）。 

三、项目用海必要性 

1、建设必要性 

（1）风电建设政策及规划 

能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随着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常规化石

能源供需矛盾的日益突出和全球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促

进能源结构转型，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2015 年 12 月 12 日，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气候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要求到 2030

年全球碳排放量控制在 400 亿 t，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温室气体的净零排放。

《巴黎协定》标志着全球气候新秩序的起点，将极大促进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 

我国已成为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能源

需求还将持续增长。为减少对一次能源的依赖，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2014 年 9 月

我国出台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了中国 2020 年前应

对气候变化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2015 年 6 月，我国向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

（IPCC）提交了中国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文件，成为第 15 个提交国家自主贡献的缔

约方，明确了中国二氧化碳排放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并力争尽早达峰等一系列目

标，并提出了确保实现目标的政策措施。《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了能

源气候方面更高要求的目标指标：单位 GDP 能源消耗年均累计下降 15%，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年均累计下降 18%。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构建低碳

能源体系是实现以上目标的重要途径。 

根据《福建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福建省共规划海上风电场装机规模

1330 万 kW，规划提出的至 2020 年底，全省建成海上风电装机规模 200 万 kW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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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位于福州长乐海岸线以东 22~60km 海域，分 A、B、C、D、E、

F、G、H 八个区，该场址 A、B、C 区项目规划装机分别为 30 万 kW、30 万 kW、

50 万 kW，总装机规模 110 万 kW，整体按一个海上风电场开发建设，统一规划、

统一建设、统一运行和管理。本风电场属于规划中的长乐外海 C 区海上风电场项目，

开发本风电场符合国家能源发展规划及福建省风电发展规划。 

（2）地区能源结构优化要求 

福建电网隶属于华东电网，以火电和水电为主，其中火电占总装机规模一半以

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远景需用电负荷、电量将持续增长，发电用煤需求量将更大。

另一方面，燃煤电厂在消耗煤炭资源的同时，还产生了大量的 SO2、CO2、CO、NOX、

烟尘等污染环境和造成温室效应的有害气体，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

积极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开发利用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是保持福建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能源战略。 

积极开发利用福建丰富的风力资源，大力发展风力发电，替代一部分矿物能源，

对于降低福建省的煤炭消耗、缓解环境污染和交通运输压力、改善电源结构等具有

非常积极的意义，是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具体体现，是福建省能源发

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3）风电建设的促进作用 

风电场的开发建设将促进风电产业链的快速发展，推动国内风机制造业在产品

研发、行业管理等方面日趋发展和完善。风电机组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机组设

计的针对性更强，可开发的区域更广；行业管理上国家能源局依托各科研机构和开

发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制定了一系列的技术检测及行业标准，风电行业管理趋于

完善。 

随着国家风电发展的逐步推进，主机及配套企业纷纷在地方落户建厂，利用风

电发展提供的市场机遇发展设备制造业。风电场建设可以增加当地财政收入，推动

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4）工程建设优势和作用 

风力资源是最具商业化和规模化开发条件的可再生能源，经过几年的规模化发

展，技术条件日趋成熟。福建省地处欧亚大陆的东南边缘，濒临东海和台湾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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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季风和台湾海峡“狭管效应”的共同影响，沿海风能资源十分丰富。 

长乐外海 C 区海上风电场工程具有开发建设的有利条件和资源优势： 

1）场区风能资源丰富，具备开发建设风电场的资源条件。根据对周边测风塔测

风数据的分析，测风塔 90m 高度处年平均风速 10.0m/s，风功率密度为 963W/m2，

风电场风功率密度等级为 7 级，风能资源具有很好的开发价值。 

2）福建处于我国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又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主体，港口、航

运业发达，具有大型海上风电场建设的有利条件，也可极大促进本地区风电相关产

业的进一步发展。 

3）项目建成后，不会对电网稳定产生较大影响，并且可补充电网的电力缺口，

满足当地的用电需求； 

4）风电场的建设周期短，投入发电运行快，发挥效益早； 

5）风电作为清洁能源，不排放任何有害气体，对环境保护有利。 

6）风电场建设可以增加当地财政收入，推动经济发展，提供就业机会。 

7）风电场建成后，可向电网输送清洁可再生能源，改善电源结构。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开发建设，符合《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福建

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等的要求，风电场的开发建设能有效的促进地方经济，带

动风电产业链的发展，对于改善当地电网的电源结构，推动福建省海上风电事业的

发展，开发可再生能源有着积极的意义，并且社会效益、环保效益显著。 

2、用海必要性 

为了改善福建省能源结构、大力发展绿色能源、保护环境，并推动我国海上风

力发电机组制造技术的进步，加强我国东南沿海海上风电基础建设，在福建省陆上

风电项目基本开发完毕的情况下，海上风电的开发是福建省电源开发和发展的新目

标。因此，需要在海上风能资源优越的区域开发风电场。项目建成后，要向电网提

供清洁可再生能源根据风场。 

本项目开发海上风场要建设风机基础、海上升压站和海底电缆，需要使用一定

面积的海域，因此本项目的用海是必要的。 

四、资源生态影响分析 

（1）资源影响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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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不占用海岛，风机机组距离海岸线和海岛较远，海缆位于泥面以下，对水动

力条件和冲淤环境无影响，因此不会影响大陆和海岛岸线的形态及其稳定性。  

本项目风电场施工作业期间，施工产生的噪声、悬浮泥沙会造成一定的渔业资源

损失。项目建设会对周边渔民的捕捞作业活动产生一定的影响。 

（2）生态影响分析结论 

1）水文动力环境 

工程建设后，由于桩基的阻水作用，桩基周围均出现了一定的流速减小区域，且

桩基背流面流速减小值大于迎流面流速减小值。 

大潮段，流速减幅大于 0.03m/s 的范围，迎水面基本为桩前 0~80m 左右，背水面

范围出现在桩后 0~180m 附近。小潮段，流速减幅大于 0.03m/s 的范围，迎水面基本

为桩前 0~20m 左右，背水面出现在桩后 0~40m 附近。工程后流速增加不明显，且流

速增大的范围比流速减小的范围小很多，大潮期流速增大最大值约 0.03m/s，小潮期

流速增大最大值约 0.02m/s，且均主要集中在桩基根部。 

总体上，工程建设前后涨、落流场变化较小，流速变化主要集中在风电场风机桩

基附近。 

2）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的影响 

工程建设后，由于桩基的阻水作用，在桩基周围均出现了一定的流速减小区域，

导致桩基周围 300m 范围内的淤积强度普遍在 0.03m 之上，淤积强度超过 0.10m 的

范围主要集中在桩基根部；桩基的周围 300m 范围以外的淤积强度普遍在 0.03m 以

下。由于工程海域旋转流特征明显，工程后流速增加不明显，冲刷幅度很小，一般

小于 0.03m。工程建设后 1~2 年内即可达到冲淤平衡。随着冲淤过程的深入和地形

向适应工程建设后动力环境方向的调整，冲淤强度将逐年减小。 

因此，工程建设前后床面冲淤强度大值主要集中在桩基周围及相邻风机之间区

域，其他地方的冲淤强度较小。 

3）生态补偿措施 

为了弥补项目建设对渔业生态造成的损失，本项目采取了人工增殖放流的生态

补偿措施，实施的生态补偿费用共 999.67 万元。 

4）噪声影响结论 

由于施工期相对时间较短，同时某些鱼类可以采用游离避开噪声源等方法远离

施工区，在施工结束后再返回该区域。风机运行后，海平面最大噪声值约为 70dB(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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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参考声压级的不同进入水体不考虑衰减则为 96dB)，由于工程场区水深大，水下

噪声随深度增加和温度降低衰减量不大，但在从空气介质进入海水介质过程中气～

水界面能量损耗较大，进入水体后将接近海域的海洋水体噪声背景值，目前风机的

机械结构噪声源强较小，传入水体后可能不会对周边声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总体看

来，水下噪声不会引起桩基周围的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具有驱赶效应，但对鱼类机

体、种群数量等影响有限。 

5）电磁影响结论 

根据国内外现有电磁场对海洋鱼类的影响研究资料分析，风电场运行期期间，

电压等级不高，海底电缆经保护层及沉积物屏蔽后，产生的工频电磁场不会改变鱼

类的洄游路线及洄游形式，对鱼类的影响有限。 

6）鸟类影响结论 

目前，项目已施工建设完成。回顾施工期间，风机施工、海上升压站施工及海底

电缆铺设会破坏项目区的海洋底栖生物和鱼类的生境，使施工区的底栖生物和鱼类的

种类和生物量减少，进而影响水鸟的觅食。但由于施工影响范围仅限于风机周边，且

距离岸边较远，施工活动对水域的扰动影响有限，仅局部影响周围水域内水生生物的

种类和数量，因此项目建设对鸟类产生影响有限。 

运营期间，结合鸟类飞行高度以及昼夜活动特征，鸟类与风机发生撞击的概率较

小，且对于本工程采用大功率风机，其转速较慢，更有利于鸟类的趋避飞行。 

五、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分析 

（1）《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 

《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指出：“积极推进规模化集中连片海

上风电开发，研究开发远海风电，重点推进平海湾、兴化湾、漳州六鳌、平潭等地

区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支持风电与光伏储能一体化、屋顶太阳能光伏分布式发电、

潮汐能发电、农光互补、海上养殖场渔光互补、远海海上光伏发电、中小型分布式

中低温地热发电等新兴能源项目研发建设。加快建设抽水蓄能电站，选点布局储能

电站示范项目，提高电网调峰能力。”本项目位于规划中的长乐外海海上风电场 C

区，项目建设属于国土空间规划支持的重点风电项目建设。 

《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指出：按照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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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的优先序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确保三条控制线不

交叉不重叠不冲突。将三条控制线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作为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的基本依据，统筹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扎实推进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对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

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项目位于《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中的海洋开发利用空间区域，

不占用海洋生态空间和三条控制线。 

本项目位于福州市长乐区外海海域，属于海洋开发空间利用区域，项目不占用

《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中的三条控制线。220kV 海缆敷设产生的

悬沙会短暂影响双脾岛特殊保护海岛生态红线，随着施工的结束，影响很快消失，

不会对生态红线区的水质、生态等产生长久影响。 

风机和升压站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海底电缆的用海方式为海底电缆管，用

海方式均不会改变海域的自然属性，不会对保护区水文动力环境产生影响，不会影

响黄河沉沙。施工期产生各类污染物均有合理的处置措施，不外排。运营期风力发

电为清洁能源，基本不会产生其他污染物。 

综上，项目建设符合《福建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的要求。 

（2）《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 

本项目风机、海上升压站、35kV 海底电缆及 220kV 海底电缆的风电场附近段位

于近海农渔业区（B1-01）内，220kV 海底电缆的近岸段位于下沙旅游休闲娱乐区

（A5-07）及松下港口航运区（A2-16）。 

（1）闽江口外矿产与能源区（B4-03） 

该功能区的用途管制要求为保障固体矿产开采工业用海，须经科学论证确定开发

范围与规模。用海方式要求为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然属性。海洋环境保护要求为保护

海域自然环境，开发过程中执行不劣于第四类海水水质标准、不劣于第三类海洋沉积

物质量标准、不劣于第三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 

本项目位于该功能区东侧约 1km。本项目为风机基础、升压站及海底电缆建设，

不占用该功能区。本项目建设不会影响该功能区的固体矿产开采作业。 

（2）长乐海蚌海洋保护区（A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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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区的用途管制要求位保障海洋保护区用海。用海方式要求为禁止改变海域

自然属性；岸线整治要求为保护自然岸线。海洋环境保护要求为重点保护海蚌。严格

执行保护区管理要求。 

本项目位于该功能区东侧 23.5km。本项目实施对该功能区的影响主要考虑施工期

悬浮对水质的影响。依据水动力、施工期悬浮泥沙扩散及泥沙冲淤影响预测，该功能

功区距离本项目较远，施工期悬浮泥沙不会影响到该功能区。 

因此，本项目建设对该功能区无影响。 

（3）福清湾-兴化湾港口航运区（B2-05） 

该功能区的用途管制要求为保障船舶停泊和通航用海。用海方式要求为除进行必

要的航道疏浚外，禁止其他改变海域自然属性和影响航行安全的开发活动。海洋环境

保护要求为保护航道、锚地资源，执行不劣于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不劣于第二类海

洋沉积物质量标准、不劣于第二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 

本项目位于该功能区东北侧 23.6km。本项目实施对该港口航运区的影响主要考虑

工程建设和运营期间施工船舶来往及水动力条件变化对港口航运区的影响。在施工期

间应注意施工船舶来往对航道的影响，现项目已施工完成，未对航道通航产生影响；

运营期应布设相关标记设施，降低通过此航运区的船舶误闯入风场区的风险。依据水

动力及泥沙冲淤影响预测，本项目距离该功能区较远，工程建设不改变港口航运区的

冲淤环境，不影响该功能区港口航运区的基本功能。 

（4）山洲列岛海洋保护区（B6-08） 

该功能区的用途管制要求为保障海洋保护区用海，保护厚壳贻贝资源。用海方式

要求为禁止改变海域自然属性。岸线整治要求为保护海岛自然岸线。海洋环境保护要

求为重点保护厚壳贻贝、海岛及周围海域生态系统。严格执行海洋特别保护区管理要

求。 

本项目位于该功能区东北侧 15.7m，距离较远。根据水动力、悬浮泥沙和泥沙冲

淤影响预测可知，项目建设不会对该功能区的水质、水动力及冲淤环境产生影响。不

影响该功能区的海洋保护区的基本功能。 

（5）东庠岛农渔业区（A1-15） 

该功能区的用途管制要求为保障开放式养殖用海，优化养殖结构，兼容休闲渔业

用海。用海方式要求为禁止改变海域自然属性。岸线整治要求为保护海岛自然岸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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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保护要求为重点保护海域自然环境，执行不劣于第二类海水水质标准、不劣

于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不劣于第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 

本项目位于该功能区东北侧 21.5km，距离较远。根据水动力、悬浮泥沙和泥沙冲

淤影响预测可知，项目建设不会对该功能区的水质、水动力及冲淤环境产生影响，不

影响该功能区的养殖用海的基本功能。 

（6）马祖保留区（B8-03） 

该功能区的用途管制要求为严格限制改变海域自然属性，兼容新能源和海岛海洋

保护区建设用海。用海方式要求为保障国防和船舶通航安全用海，用于海洋渔业捕捞。

海洋环境保护要求为执行不劣于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不劣于第一类海洋沉积物质量

标准、不劣于第一类海洋生物质量标准。 

本项目位于该功能区南侧 4.5km，距离较远。根据水动力、悬浮泥沙和泥沙冲淤

影响预测可知，施工期产生的悬浮泥沙不会影响到该功能区，项目建设不会对该功能

区的水质、水动力及冲淤环境产生影响，不影响该功能区的基本功能。 

可见，项目建设对周边海洋功能区基本无影响。 

本项目用海超出海洋功能区划部分因岸线修测于 2020 年后划入为海域，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的有条件建设区和限制建设区。长乐 C 区项目用海超出功能区划部分的

用海方式为海底电缆管道用海，采用海底穿越方式，用海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

基本农田，不涉及土地证，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规划。本项目已纳入在编的《福

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予以保障。 

本项目风电场、海上升压站及 35kV 海底电缆及 220kV 海底电缆的近海段位于近

海农渔业区（B1-01）内，220kV 海底电缆的近岸段位于下沙旅游休闲娱乐区（A5-07）

及松下港口航运区（A2-16）。项目用海符合所在功能区的管理要求，对邻近功能区

无影响，因此项目用海符合《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六、所在海域开发利用现状和利益相关者协调分析 

工程区及附近海域的海洋开发活动主要有码头、航道、锚地、海底管线、养殖区、

保护区等。 

本项目属于用海变更，本次变更没有产生新的利益相关者，且项目于 2021 年 12

月施工完成，涉及的相关利益相关者已协调完成，本次变更没有需协调的利益相关者。 

项目施工前已于港航、海事、渔业、水利等主管部门进行了充分交流，并与相关

部门进行了协调，本此变更没有需协调的部门。 



 

11 

七、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 

（1）选址合理性分析 

项目施工时，海缆长度有所变化，调整后的项目仍位于《福建省海上风电场工程

规划报告》中的 C 场址。根据原论证报告，项目所在区域自然条件好，地质条件较好，

海域宽阔，具备建设工程的基本条件。 

（2）平面布置合理性 

本报告根据项目海底电缆路由探测技术报告进行用海范围调整。施工时 35kV 海

缆由 118.9km 调整为 119.2km；220kV 海缆由 2×42.5km 调整为 2×37.4km。此次变更

根据实际用海情况进行调整，用海调整后用海范围界定符合《海籍调查规范》等相关

要求。本次用海调整与实际情况相符，调整后的海缆仍全部位于规划的场址范围内，

因此平面布置的用海调整是合理的。 

（3）用海方式合理性 

本次用海调整后的用海方式未发生变化，项目用海涉及风电机组基础、海上升压

站、海底电缆，用海方式有透水构筑物用海（风电机组基础、海上升压站）和海底电

缆管道用海（35kV/220kV 海底电缆）。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用海方式

合理性与否，需要考虑用海方式是否有利于维护海域基本功能，能否最大程度地减少

对水文动力环境、冲淤环境的影响、是否有利于保护和保全区域海洋生态系统等。 

风机、海上升压站基础采用桩基基础，对潮流的影响仅集中在桩基附近，不会形

成群桩效应，对潮流影响较小，基本不改变周围海域水动力条件，且风机墩柱之间距

离较大，不影响水流在风机之间养殖区域流通。建成后风电场区及周边海域将有所淤

积，除桩基附近淤积幅度较大之外，其余区域冲淤幅度较小。风机的建设将占用少量

海域，但由于面积较小，不会影响海域功能的发挥。因此，风机、海上升压站采用透

水构筑物的用海方式是合理的。 

本项目 220kV 及 35kV 输电线路均采用海底电缆，海缆全程埋设于海底，对海洋

环境影响较小，因此海缆用海方式合理。 

综上所述，项目采用透水构筑物和海底电缆管道用海方式有利于维护海域基本功

能，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水文动力、冲淤环境的影响，同时有利于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等。 

因此，本项目用海方式合理。 

（4）用海面积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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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海上风电用海管理的意见》（国海规范[2016]6 号），

对于风机集约节约用海、严格控制用海面积提出要求“单个海上风电场外缘边线包络

海域面积原则上每 10 万千瓦控制在 16 平方公里左右”。本项目装机容量 496MW（49.6

万千瓦），本项目风机外包络面积约 49.9km2。因此本项目占用的海域面积符合《国

家海洋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海上风电用海管理的意见》的要求。且项目用海面积能够满

足项目用海需求。 

风机用海范围为风机中心点至风机基础最外缘连线再外延 50m 的圆形区域，海缆

的用海范围为海缆两侧外扩 10m 的范围，由此确定用海面积为 599.8398hm2，项目用

海面积的量算符合《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办法》《海籍调查规范》的要求。 

（5）用海期限合理性 

根据本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风机基础、海缆设计使用年限为 25 年，项目

原确权用海期限 25 年。本次用海调整仅对用海范围进行调整，调整后用海期限与原

确权用海期限一致，用海期限至 2048 年 11 月 05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港口、修造船厂等建设

工程用海最高期限为五十年”。本项目为电力工业用海，属于建设工程用海。因此本

项目调整后的用海期限是合理的。 

八、结论 

综上所述，本项目所在海域自然条件适宜，区位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条件优良；

选址合理、用海面积和使用期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规划

要求，用海调整前后对周边环境和用海活动影响变化不大，利益相关协调完成。因

此，本项目用海调整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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