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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述

1.1 项目单位概况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南通长江水上工程有限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

1.2 项目背景

南通港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境内，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

节点和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是向长江中上游地区能源、原材料中转运输和外贸运

输的四大中转港；也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集装箱运输支线港和长江口北岸发展现代化

物流的重要港口。南通港的主要作用是为南通市及苏北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为江苏省沿江经济带建设和临港工业开发服务，为长江三角洲和长江中上游地区外

向型经济发展服务。

长江干线的服务区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是服务长江大保护和南通港经济腹地

发展，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点工程。

1.3 研究依据和过程

1.3.1 主要依据资料

1)《南通港总体规划（2035年）》南通市人民政府，2022年 2月发布稿；

1.3.2 技术标准

1)《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JTS145-2015）；

2)《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165-2013）；

3)《长江干线通航标准》（JTS180-4-2020）；

4)《海轮航道通航标准》（JTS180-3-2018）；

5)《码头结构设计规范》（JTS167-2018）；

1.4 主要研究结论

1.4.1 建设规模



“二站二基地”，包括：绿色船民服务站、绿色能源服务站-南站、绿色综合服务

基地、应急航修抢险待泊基地。本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政务办理、船员和船民服务、

新能源服务、水上垃圾和生活污水接收、淡水加注、船舶航修抢险待泊等多种功能

于一体的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

1.4.2 建设条件

根据工程所在地自然条件、外部条件等因素的综合分析，工程位置总体受风浪

和水流的影响较小，具有良好的泊稳作业条件。

江苏地区有着成熟的工程建设经验，拥有一批有着丰富的建设和管理经验的专

业人员，为工程建设提供了保障；通过采取相关措施，本工程的建设能够满足国家

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

1.4.3工程建设方案

1.4.3.1 总平面布置

（1）绿色综合服务基地

绿色综合服务基地拟布置于南通港口轮驳有限公司码头处，提供水上绿色服务，

包括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接收，绿色能源服务，水上政务服务，船员便民服务，

港口信息服务等。拟将新建 110m 趸船（110m×21m×4m）布置于现有 90m（90m

×16m×3.2m）趸船处，已建 90m 趸船移位至下游现有 74m 趸船处。

（2）绿色船民服务站

绿色船民服务站：功能定位为提供海事政务、安全检查、船员培训等服务。

（3）绿色能源服务站-南站

绿色能源服务站：为过往小型船舶提供能源加注服务。考虑 2 艘 90m 趸船

（90m×16m×3.2m）通过钢浮趸及两座 25m×2.5m 钢连桥连接。外档靠泊 1万吨

级江海直达货船，内档靠泊加注油船或 LNG加注船。最大设计船型为 1 万吨级江

海直达货船。

(4) 应急航修抢险待泊基地：

位于南通港 2 号锚地，拟采用单浮筒系泊方式，布置 4 个 3000 吨级锚位。



二、 建设必要性

本项目拟建设“二站、二基地”，包括：绿色船民服务站、绿色能源服务站、绿

色综合服务基地、应急航修抢险待泊基地。

绿色船民服务站：为停靠船舶提供船员政务服务、船舶安全检查服务、行政处

罚办理服务、自助证书服务、安全培训及船舶审核服务等。

绿色能源服务站：功能定位为过往小型船舶提供船舶能源加注服务。绿色能源

服务站分为南站和北站。

绿色综合服务基地：提供水上绿色服务，包括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接收，

绿色能源服务，水上政务服务，船员便民服务，港口信息服务等。

应急航修抢险待泊基地：功能定位为驳船应急抢修，完善服务区配套功能。

三、 建设条件

3.1 工程地理位置

拟建工程位于南通市轮驳公司任港基地距上海吴淞口约 105km。

3.2 自然条件

3.2.1 气象

工程河段地处北亚热带季风区，临江近海，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水丰沛，“梅

雨”、“台风”等地区性气候明显，一月为最冷月，七月月平均气温最高。南通气象站

位于南通市区内，根据南通气象站多年资料统计分析，本地区各气象特征值分述如

下：

3.2.1.1 气温

多年平均气温： 15.1℃；

3.2.1.2 降水

多年年平均降水量： 1083.7mm；

3.2.1.3 风况



南通地区夏季多东～东南风向，冬季多以西北风和东南风，年平均风速 3.1m/s，

当地常风向为 E向（9.0%），次常风向为 NE、ESE 及 ESE、SE向，发生频率均为

8.0%。

3.2.1.4 雾况

多年平均雾日数： 30.9d。

3.2.1.5 雷暴

多年平均雷暴日数： 32.2d。

3.2.1.6 相对湿度

年平均相对湿度： 77%；

3.2.1.7灾害性天气

（1）台风

本区受热带气旋影响天数一般为 1天，最长可达 3天。

（2）寒潮

寒潮是冬半年影响本地区的主要灾害性天气之一，除了造成剧烈的降温以外，

还常伴有霜冻、大风、暴雪、冻雨等严重的灾害性天气。本地区寒潮平均每年发生

3.4次。

3.2.2 水文

3.2.2.1 潮汐及水位

（1）基准面及其换算关系

本工程水位及高程均以 1985国家高程基准为起算基面

（2）潮汐特征值

年平均潮位 2.85m；

（3）设计水位

设计高水位 2.76m（高潮累积频率10%）；

设计低水位 -0.57m（低潮累积频率90%）；

极端高水位 5.07m（五十年一遇极值高水位）；

极端低水位 -1.54m（五十年一遇极值低水位）。

3.2.3 地形、地貌与工程泥沙



拟建工程区域地貌单元属于长江三角洲区河漫滩，岸线顺直，近岸地形较缓。

勘区河段属长江河口段的中段—南通河段的一部分，河道走向由上游近东西向

转为 330°。

3.2.4 工程地质

参考相邻工程地勘资料，工程区域自上而下各地层的地质特性如下：

①淤泥混砂、②粉细砂、③粉质粘土夹砂、④粉细砂、⑤粉质粘土夹砂、⑥中

粗砾砂。

3.2.5 地震条件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二组。地基土属软弱土，场地类

别为Ⅳ类。

3.3 外部配套条件

本工程受波浪主要为风成浪，波高、波周期和波长均较小，场地主要分布地层

为粉土、粘性土和粉砂层，未发现不良地质作用，河势较为稳定，气候温和，施工

条件良好。

3.3.1交通条件

本工程位于江边，水陆交通可直达后方。

3.3.2水电及通信

施工用水、用电及通信均与后方陆域留有接口。

3.3.3地方材料

拟建工程位于江苏省，周边地区砂、石等建筑材料供应丰富，砂石料水、陆运

输条件较好，能保证工程施工需要。

3.3.4施工条件

本工程主要为趸船与已建水、电、通信等设施接入与水工、工艺改造及港池疏

浚内容，施工场地的水陆交通方便，基建材料及机械设备均可通过水路或通过拟建

码头后方道路运至工程场地。目前江苏区域有多家技术力量雄厚、施工机械齐全、

施工经验丰富的航务工程施工队伍及趸船制造企业，且各地区正在进行港口建设大



开发，施工技术力量完全能够满足本工程建设的需要，这些良好的外部条件有利于

工程尽快组织实施。

总之，本工程施工干扰小，各方面施工条件均已具备，施工条件良好。

3.4 用地及水域使用条件

3.4.1 用地使用条件

本项目工程范围不涉及拆迁。

3.4.2 水域使用条件

本项目拟利用水域资源区域目前为江，水域使用符合相关功能区划，并与相邻

功能区协调。

本工程停泊水域不占用主航道，符合交通运输部《长江江苏段船舶定线制规定

（2021）》。停泊区与沉底过江电缆的安全距离符合《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中的相关

规定、与航道边线距离符合《长江干线通航标准》（JTS 180-4-2020）中的相关规定。

综上所述，工程的建设用地及水域均符合相关规定。

3.5 环境条件

针对本项目对环境影响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环保、消防措施，能够满足国家相

关规范、政策文件的要求，对周边环境不会产生较大影响。且施工期间对环境造成

的不利影响有限，并且随着施工期的结束，施工产生的不利影响也随之逐渐消失。

3.6 建设条件评价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自然条件、外部配套条件、用地及用水使用条件、环境条

件等均无不利于项目建设的因素，建设条件较好，适合本项目的开工建设。

四、总平面布置

4.1 总平面布置原则

（1）总平面布置需符合城市、港口等相关规划的要求。



（2）符合环保要求。为避免或降低当地自然和人文环境安全的威胁，工程布置

与取水口的安全距离应满足有关规范的要求。

4.2 本工程与相关规划、相邻工程关系

4.2.1 工程建设地点

长江南通段。

4.3 设计依据

4.3.1 设计采用的规范

本工程总平面设计主要，但不限于以下规范：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165-2013)；

《河港总体设计规范》(JTS 166-2020)；

《港口与航道水文规范》(JTS145-2015)。

4.4 总平面布置方案

（1）绿色综合服务基地

绿色综合服务基地：提供水上绿色服务，包括船舶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接收，

绿色能源服务，水上政务服务，船员便民服务，港口信息服务等。

（2）绿色船民服务站

绿色船民服务站：为停靠船舶提供船员政务服务等。

（3）绿色能源服务站-南站

绿色能源服务站：功能定位为过往小型船舶提供船舶能源加注服务。

（4）应急航修抢险待泊基地

布置 4个 3000吨级锚位。



五、装卸工艺

5.1 设计原则

（1）装卸工艺流程力求通畅，尽量减少装卸工艺操作环节。

（2）设备选型以定型产品为主。选用操作简便，性能可靠，能耗低，维修

容易的设备。

（3）结合工程具体特点，设备选型需考虑到今后的发展需要。

5.2工艺方案

根据船员接送的人员数量的不同，选择交通船和环保船。

5.3泊位通过能力

本工程码头主要功能为政务办理、船员和船民服务、水上垃圾和生活污水

接收、淡水加注、岸电使用、船舶待泊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水上绿色综合服务区，

满足其实用功能要求即可，无具体通过能力要求。

六、水工建筑物

6.1.建设内容

采用锚系结构或者定位桩对趸船进行固定。

七、 配套工程

供电：110m 趸船配电配套工程，由水上服务区附近的外部接入点提供一

回路 10kV 进线电缆，新增 1 套 10kV 电源环网柜，包含进线、计量、进线总

柜、10kV 高压出线；新增 1 套 1250kVA 箱变变压器由 10kV 变 6kV 侧出线给

110 米趸船供电，另一路 10kV 出线接至 250kVA箱变，为 90 米趸船供电。



110m 趸船分别配置交流岸电桩和直流充电桩，交流岸电桩主要供来往靠

泊船舶用电，直流充电桩为环保船和海巡艇停靠时充电，同时配置一套新能

源光伏发电系统。

生活污水：趸船生活污水柜内的污水通过船用粉碎泵加压提升送至任港

水上基地陆域新建生活污水收集池，后经槽车外运至有资质单位接收处理。

通信：自动电话系统、无线通信系统、工业电视系统等系统。

计算机管理：配套提供 1 套智能化系统，用于趸船工作人员各项智能化

应用。

八、 投资估算

工程投资估算包括趸船购置、交通船、环保船、巡航救助船购置、钢吊

桥、钢浮趸、钢连桥、疏浚、供电、通信、控制、环保、导助航设施、临时

工程等项目。工程费用 1.5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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