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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的生态影响及对策分析
邓莎，万丽

（江西省赣中航道事务中心，江西 南昌 330006）

摘　要：随着我国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以及国家对于生态保护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各行各业都相应地开展了生

态保护措施。在港口航道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也应当契合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国家的统筹安排，在满足整体施工的

基础上，保障生态环境不受到影响。基于此，本文探讨了航道与港口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存在的生态影响，针对性

提出了解决对策，希望能够保障相关工作能够有效推进，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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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口与航道发展的情况

如今我们国家对港口与航道的建设力度越来越大，

在建设时对于整个工程施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能

够帮助航道与港口建设工程项目的稳定进行。需要对港

口与航道工程的施工，做好相关的质量控制，保障相关

建设能够满足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年来，航道与港

口的功能也在不断地优化与完善。随着在我国的船舶数

量不断增加，港口与航道的功能也日益凸显，为了获取

更多的经济效益，人们开始更加进一步地探索提高整体

效益的途径。

2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的特点

2.1 控制二次污染

实践证明，如果在港口和航道工程中出现疏浚环

保工作方面的问题则整个航道与港口工程都将会受到影

响，甚至会出现二次污染。疏浚工程在运输时可能会在

过程中产生大量的悬浮物，而这些悬浮物将直接影响到

本区域水体的质量环境。所以，为了避免出现二次污染

则需要在港口与航道工程项目施工之前，做好相应的防

护措施，例如可安装相应的设备和设置在开展施工时，

需要定期的对港口中的污染物进行清理，保障水体和周

边环境的安全。

2.2 施工精度高

港口与航道的疏浚工程在开展施工时，需要做好相

应的沉淀污染物的清理工作。通常在进行清理的过程中，

需要将厚度控制在 1 米的范围之内，为了能够更好地做

好河道和港口开挖工程，在进行开挖之前，需要结合本

地的实际情况做好调查工作。根据实际调查的结果确定

好开挖面，这样不仅能够进一步节省时间，同时也能压

缩成本，保护好本地的生态环境和原生土层。

2.3 施工多样化

不同的水域和河道都会有不同的水域生物，所以做

好水域环境的调查工作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由于我

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质环境也有相当大的区别。在此

背景下港口与航道工程，在开展施工的时候，必须要结

合本地的水域实际情况，做好方案的整体设计。

2.4 水上作业多

港口与航道工程在开展施工时，要结合本区域水位

的变化情况，开展相关的施工作业，并提前做好相应的

方案规划，因为在航道与港口施工过程中会涉及较多类

型的水上作业，为了确保作业的安全，所以需要结合本

地水位的变化情况来制定施工的具体安排最终保障项目

工程的顺利开展。

3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的生态影响

本文以江西省南昌市某航道疏浚工程为例，主要讨

论施工作业对水环境造成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水污染

评价预测分析，提出对水环境保护及水污染应急对策。

3.1 疏浚作业污染流程

在航道整治期间，航道开挖、疏浚土抛卸都可能对

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本工程采用 2,300m3 自航耙吸船

进行疏浚。疏浚过程中的主要污染因子是悬浮物，污染

物产生量与疏浚方式以及底泥的颗粒成分均有关系。疏

浚工程产生的悬浮泥沙属于无组织形式排放；疏浚工程

产生的悬浮泥沙极易对水环境造成影响。其主要污染因

子为悬浮物以及疏浚土中溶出的重金属和石油类等 [1]。

3.2 对水中浮游生物的影响

本工程采用 2,300m3/h 的耙吸式挖泥船进行疏浚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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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根据相关工程调查研究，按 4,500m3/h 耙吸船进行

估算，挖泥船作业时产生的悬浮物源强约为 7.5~11.5kg/

s，本工程取值 11.5kg/s，疏浚物陆抛吹填溢流口源强约

为 0.125kg/s。

航道疏浚作业对水环境的影响特征因子是悬浮物。

在疏浚过程中，悬浮物的增多会对水生生物产生诸多负

面影响。其次是对浮游动物的影响。据有关资料，水中

悬浮物含量的增多对浮游桡足类动物的存活和繁殖有明

显的抑制作用。过量的悬浮物对鱼、虾类幼体的存活也

会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此外，在疏浚作业期间施工作

业段的底栖生物将完全被破坏，作业点附近的游泳生物

将被驱散。

3.3 施工船舶的舱底油污水及生活污水

本工程施工船舶日产舱底油污水量，耙吸式挖泥船

按 0.6t/ 日·船计，一般施工船舶按 0.2t/ 日·船计，处

理前含油量按 5,000mg/L 计，处理后含油量按 15mg/L 计；

本项目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主要来自于船舶生活污水和码

头及配套设施建设施工人员的生活污水。施工船舶大型

船舶应设置与生活污水产生量相适应的处理装置，污水

处理达标后排放；小型船舶设置储存容器收集生活污水，

送至岸上进行处理。

表 1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源强

3.4 对底栖生物的影响

港口与航道工程的施工，会影响水底的泥沙和石块

等区域生存物体，该范围内的动物实际繁殖的数量和种

类变化与水体的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如果在开展港口航

道工程的施工进展中，由于各项操作而致使水底环境发

生变化，则会影响水体生物的基本种类数量。由于在开

展施工中需要挖掘底部的大量泥沙，所以一旦生存环境

被遭到破坏，底栖生物需要转移生存的区域，从而会影

响底栖动物数量锐减，原有的生态环境也会被遭到破坏
[2]。

4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的优化策略

4.1 科学设计方案

在开展港口与航道工程项目的施工过程中，需要对

周围的水环境以及生态环境进行深入地了解与分析，从

而确定在工程开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影响，做好相应的防

范措施，通过进一步完善施工材料对周围的环境开展整

体性的评价最后根据生态评价的最终结果确定相应的施

工方案，保障在港口航道施工过程中，做好相应的生态

保护策略，对周围的环境以及动植物的生长具有关键性

的意义，并且在施工过程中也可以选取高质量的施工设

备，保护周围的生态环境。

4.2 选取合适的疏浚季节

在有效推进施工进程中，应当严格地控制施工的整

体时间和进度，避免由于周围生态环境的影响，而导致

施工进度的减缓。在开展施工过程中，应当对现存的实

际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应当对水体周围和环境

周围的生物活动开展分析，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遇到枯

水期时，则应当最大程度上的降低对于工程施工水下生

物的影响。如果水量较大则应当立即开展相关的防范作

业停止施工，通常可以选择在寒冷的季节开展疏浚工作。

由于冬季很多生物的生存活动和范围受到限制，所以为

了能够更进一步的降低生态环境，对于实际施工所产生

的不良影响，有效控制颗粒物的扩散，应当选取恰当的

季节开展疏浚工作 [3]。

图 1 航道的疏浚工作

4.3 规范技术工艺

在对边坡进行分层时，应当做好开挖断面的设置工

作，尤其是在控制外潮的深度时，相关部门应当在开展

施工之前做好相应的试验，对于最终的数据开展分析，

从而更好地把控设计的深度避免出现盲目施工，而对土

质的稳定性造成不良影响。同时需要对水体环境的底层

开展淤泥清洁工作，避免在搅动过程中出现污染，扩大

污染体的范围则会导致水质环境的破坏。最终将影响水

域周围的生态环境。此外，在施工设计时，需要做好精

准的定位工作，保障相关的实际施工能够满足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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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出现了大量的污染物影响工程进行

有效推进时，可以选择高质量的施工标准开展施工方案

的规划，并综合考虑其他的因素做好开挖施工技术 [4]。

在施工中，所产生的噪音也应当做好控制工作，最好对

周围的生态环境开展敏感系数的检测工作，确保施工的

标准，能够与实际的检测情况保持一致。

图 2 边坡的维护工作

4.4 完善管理措施

在开展港口与航道工程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

相应的施工监督以及管理体系。在施工过程中，要秉持

高度负责的态度，落实好相应的安全生产制度规范。因

此，在施工的过程中，相关建设企业需要结合实际的情

况，构建生态管理体系，同时与本地的相关部门做好协

调与沟通工作，在开展施工中，如果遇到了生态环境保

护上的问题应当及时地进行分析，确保港口与航道工程

施工，不影响本地的生态环境和周围的自然环境。施工

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做好工程质量的控制，符合相应的建

设需要，建设企业应当做好相应的施工过程的全生命周

期监管工作，定期开展相应的质量检查，并且对于施工

人员进行定期考核，如果发现在施工过程中存在薄弱环

节，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要加强相关的处理机制，保

障落实好预防和处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为了避免在施

工过程中发生生态事故，企业在施工进程中要落实好生

产安全责任制，责任要落实到个人，提升每个施工人员

的责任感，从而实现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在施工过

程中，也需要结合本地的环境情况，开展分析了解水域

发展的情况，以及水底生物的种类分布情况，才能够做

好相应的应急预案。由于在港口与航道施工中所涉及的

范围较大，因此可能会导致水域结构产生不可避免的损

坏，相关部门要做好相应的补偿机制，通过加强各个部

门之间的协同联动，从而保障港口与航道工程在施工中

不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

4.5 加强环保宣传

在港口与航道工程的施工与建设进程中，作为整个

项目的总负责人和相关的管理人员，不仅要保证工程项

目能够有效推进，同时也应当做好生态保护工作的宣传。

首先需要对相关的施工人员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教育组

织专业人士到现场开展相关的技术指导工作。对周围的

生态环境以及动植物的保护知识进行再宣传和再教育，

加深施工人员对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认识。其次，施

工管理人员也可以借助相应的多媒体平台，甚至官方网

站等等方式，开展环保教育的宣传工作。可以利用微信

推送或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向施工人员推送有关生态保

护的方法以及技巧等等。在召开会议时，可以在会场的

内部设立横幅或宣传展板，让参会人员更加了解生态保

护的重要意义，以及施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要点。施工

企业也需要结合人员的实际操作建立更加完善的奖惩机

制，明确在施工过程中所存在的义务和责任，如果出现

问题应当对工作人员开展相应的追责。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能够保障港口航道工程顺利推进，

提高我国的社会发展，维护我国的社会稳定，需要更进

一步的加强分析。减少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对于周围生

态环境的影响，保障我国的社会自然环境。因此在正式

施工之前，需要做好生态环境的补偿和预防机制，确保

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同时要保障港口与航道工程能够在

规定时间内按期交付，为未来的相关事业发展奠定扎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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