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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1、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金风科技秦皇岛国管海域 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

（2）建设单位：昌黎县润加新能源有限公司

（3）项目性质：海洋工程，新建

（4）地理位置：

金风科技秦皇岛国管海域 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

县东南海域，经度范围为 E119°47′47.3039″-E119°54′52.4167″，纬度范围为

N39°19′25.4634″-N39°29′04.8094″，项目地理位置详见图 1-1。

项目涉海面积 64km2，场址中心离岸距离约为 85km，水深位于 19m~21m之

间。

（5）投资规模：工程静态总投资 557426万元，装机容量 50万 kW。

（6）工程组成：

本工程包括风电场工程和电缆工程，主要工程内容包括 36台 14MW风机及

配套升压设备、220kV海上升压站、场内 66kV海底电缆、220kV送出海底电缆、

陆上集控中心。其中海域工程部分包括：36台单机容量为 14MW的风力发电机

组，场内 66kV海底电缆 93.3km、220kV送出海底电缆 99.6km（99.6km×2根海

缆），以及 1座 220kV海上升压站。

注：本项目陆上集控中心和陆缆位于陆域，因此不再本次论证范围之内。涉

及部分本次论证仅进行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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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工程地理位置图

2、总平面布置方案及结构尺度

2.1工程组成及等级、规模

（1）工程组成

本工程主要由风电场和电缆工程组成，主要工程内容包括 36台 14MW风机

及配套升压设备、220kV海上升压站、66kV海底电缆、220kV送出海底电缆、

陆上集控中心。

（2）工程等级、规模

参照《风电场工程等级划分及设计安全标准》(NB/T10101)有关规定，按照

装机容量划分，工程规模属于大型。风电机组地基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结构安

全等级为一级，风机基础设计使用年限为 25年；本工程海上升压站结构安全等

级为一级，建筑物级别为 1级，陆上集控中心结构设计等级为二级，建筑物结构

安全等级为 2级。

2.2风电机组

1、风机机型

本工程初步选定单机容量为 14MW的WTG266-14型风力发电机组。机组主

要参数见表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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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风机机组技术特性表

指标 单位 WTG266-14
单机容量 MW 14
转轮直径 m 266
轮毂高度 m 149.6
切入风速 m/s 3
额定风速 m/s 10
切出风速 m/s 25
机舱重量 t 648.804

2、风机平面布置

风电场共布置 36台 14MW风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500MW。风电场区平面

布置图见图 1-2a所示，工程总平面布置图见如 1-2b所示。

图 1-2a 本项目风电场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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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b 本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3、风机基础

本项目推荐采用单桩基础方案作为风电机组基础方案。经初步计算，单桩基

础与风机塔筒连接处外径 8.5m，水中部分通过锥形段过渡到 9.0m，泥面以下为

单根直径 9.0m 钢管桩。钢管桩平均桩长约为 96.0m，平均入土深度约为 57.0m，

钢管桩壁厚 75~100mm，单桩基础主体结构重量约 1750t。桩端进入粉砂或粉质

粘土层，桩底平均高程约-83.0m。桩顶高程为 13.0m，桩顶通过法兰系统连接上

部塔筒。

为减少海上施工作业时间，附属构件采用集成式套笼结构，将外平台结构、

防撞结构、爬梯、电缆管及外加电流系统等附属构件设计为整体套笼结构，安装

于钢管桩上。

4、防腐设计

根据《海上风电场工程防腐蚀设计规范》，对主体结构钢构件的防腐设计，

风机基础采用防腐涂层方案和外加电流的阴极保护法，海上升压站采用防腐涂层

方案和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并预留腐蚀裕量；对附属结构钢构件，只考虑防

腐涂层保护。

5、靠船防撞设计

为了风机的安全运行，防止船舶意外撞击，在风电场最外侧风机连线以外一

定距离，拟布置黄色航行警示标，以警示航行船舶进行有效避让。船舶在靠泊到

风机结构时，要减速慢行停靠到风机基础的靠船结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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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上风电场工程风电机组基础设计规范》(NB/T10105)，正常靠泊工

况按 500t 级运维船以 0.45m/s 的法向速度靠泊，要求防撞构件可以正常使用；

事故撞击工况按 500t级运维船以风电场运维期间可能出现的最大表层流速进行

校核，允许靠泊防撞构件出现一定程度的损坏，但主体结构不出现影响正常使用

的破坏。

2.3海底电缆

1）电缆布置

（1）220kV电缆

本工程海上升压站初拟布置在场址中心偏西北区域，220kV高压海底电缆一

端为海上升压站，另一端为登陆点。

220kV海底电缆共 2回，共 2根，单根长度约 58km，总长度约 130km，两

根送出海缆之间间距约为 30m。

图 1-3 220kV三芯海底电缆典型结构示意图

2）66kV海底电缆

风电场场区集电线路采用 66kV海底电缆，共设置 7回 66kV集电线路。考

虑便于采购和敷设，选择海缆截面为 3×95、3×185、3×400、3×630四种，光缆

采用 2×48芯。

2）电缆结构

本工程220kV送出海底电缆从经济性考虑选择三芯，127/220kV，XLPE 绝

缘、钢丝铠装（其中 0.3km为铜丝铠装）、光电复合海底电缆 3×630mm2。220kV

海缆送出路由长度约99.6km，一共两回路电缆，则电缆长度为199.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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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kV海底电缆初拟选用交联聚乙烯绝缘，分相铅护套，钢丝铠装，光电复

合，三芯海底电缆。考虑便于采购和敷设，选择海缆截面为3×95、3×185、3×300、

3×400、3×630五种，光缆采用 2×48芯。

2.4海上升压站

2.4.1升压站选址

本项目新建一座 220kV海上升压站，布置 2 台 220/66kV，容量为 260MVA

的主变压器，220kV侧采用线变组接线方式，66kV 侧采用单母线分段接线；升

压站采用 2回 220kV三芯 3×630mm2 XLPE 绝缘海底电缆送至陆上集控中心。

海上升压站选址于整个风电场北部海域，即在初拟位于 2#和-35#风机之间的海

域。此处距海岸线直线距离约 82.2km，距 220kV海缆登陆点约 99.6km。

2.4.2升压站布置

海上升压站推荐采用预制舱模块化布置，海上升压站上部组块总体为 2层布

置，含顶层甲板共计 3层。其中二层甲板标高 7m，二层甲板主变室两侧的预制

舱高度分别为 4.5m和 5.2m，顶层甲板主变上方区域标高 17m(局部升高)，各层

布置如下(以一层甲板为基准 0m)：

一层甲板平台标高 0m，主要布置有柴发油罐、事故油罐、蓄电池预制舱、

小电阻柜、水泵房、休息室、1t小吊机、消防救生设备及空调外机等设备，兼做

电缆层，层高 7m；其中污水处理间布置于一层甲板临时避难间下方。

二层甲板平台标高为 7m，主要布置有 2间主变室、主变室左侧布置有 1#继

保室预制舱和站变、低压、应急配电、柴发预制舱；主变室右侧布置有 220kVGIS

预制舱、66kVGIS预制舱、2#继保室预制舱。除主变室层高 10m外，220kVGIS

预制舱层高 5.2m，其他设备预制舱层高均 4.5m。

三层甲板主变区域主变顶层平台标高为 17m，主要布置 1台悬臂起重吊机，

1#、2#主变检修孔(带可开启盖板)、巡检通道以及部分暖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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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a 海上升压站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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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b 海上升压站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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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集控中心

2.5.1集控中心选址

本项目设计一座 220kV 陆上集控中心，场地位于秦皇岛市昌黎县茹荷镇前

七里庄村，陆上集控中心用地面积为 34200.00m2。陆上集控中心内布置生产楼、

生活楼、电气设备楼、SVG室、GIS室、附属用房、门卫室等建筑物，总建筑面

积 6215.64m2。生产楼、生活楼、电气设备楼、SVG室、GIS室、附属用房、门

卫室等建筑物结构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基础形式采用 PHC桩基础。

2.5.2集控中心布置

根据设计资料，陆上集控中心所在的GIS楼采用单层布置，室内布置 GIS 设

备；另设置 1座控制楼，楼内布置 35kV配电室、继保室、蓄电池室、工具间等；

无功补偿装置单独布置于无功补偿室。集控中心在陆域不在本次申请用海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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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海基本情况

（1）项目用海需求

本项目的用海类型属于工业用海中的电力工业用海。项目申请用海的工程为

36台风机、海上升压站和海底电缆，风机和升压站的用海方式为构筑物中的透

水构筑物，海底电缆的用海方式为其他方式中的海底电缆管道。本项目用海总面

积为 672.5881hm2。

本项目申请海域使用期限为 27年。

（2）占用岸线情况

本项目风电场布置于离岸 85km的国管海域，风电场建设不占用岸线。

海缆登陆点位于昌黎县王家铺村东侧海岸线，距拟建距离 220kV 海上升压

站直线距离约 99.6km。该段岸线类型为围海养殖人工岸线，涉及占用长度 2.7m

（外扩后占用 22.7m）。

（3）申请用海期限

本项目设计使用年限为 25年，项目总工期 15个月，本项目申请用海期限为

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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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用海必要性

1、能源发展战略及风电规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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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需求将持续增长。增加能源供应、保障能源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和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为实现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国家出台了《可再生能源法》、《能源

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2020年）》指导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国家

能源局发布了《“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作为“十四五”我国新能源发

展的依据。

金风科技秦皇岛国管海域 5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是《河北省海上风电发展

规划（2022-2035）》国管海域海上风电场规划场址之一，位于秦皇岛市昌黎县

东南部海域，涉海面积为 64km2，场址中心离岸距离约为 85km，规划装机容量

50 万 kW，因此，本风电场的建设符合国家及河北省大力推进新能源风电发展

的政策。项目的开发建设符合河北风电规划的相关要求。

2、地区能源结构优化要求

河北电网基本由火电组成，目前网内主要电厂均为燃煤电厂，电源结构形式

单一，发电用煤需求量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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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是海洋大省，海上风能资源丰富，同时在海洋资源、海洋产业、海洋

科技等方面优势突出。做大做强新能源产业对河北沿海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1）保障能源供应的需要。发展风电新能源产业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河北

能源压力；

（2）推进生态建设的需要。目前再生资源已成为全球蓬勃发展的绿色产业、

新兴产业在减少能源污染、优化能源结构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充分利用风能、光

能等资源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可以为促进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3）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需要。河北拥有丰富的风能资源，如果这些沿

海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将会形成较强的经济拉动力，不仅可以提供能源保障、

改善区域环境，更重要的是能以点带面，优化地方产业结构，促进整个区域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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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成为河北沿海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综上所述，积极开发利用河北省丰富的风力资源，大力发展风力发电，替代

一部分矿物能源，对于降低河北省的煤炭消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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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河北省能源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3、风电建设对其他产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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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风电发展目标的逐步推进，

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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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建设的优势

本工程所在风能资源较丰富，风能资源具有较好的开发价值。风电场的建设

周期短，投入发电运行快，发挥效益早，同时可增加当地财政收入，推动经济发

展，提供就业机会。另外，风电作为清洁能源，不排放任何有害气体，对环境保

护有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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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12月，国家能源局批复《河北省海上风电场工程规划报告》。规划

确定的发展目标为：2015年建成 340万 kW海上风电场，2020年建成 700万 kW

海上风电场。根据河北海上风电发展规划布局，金风科技秦皇岛国管海域 50万

千瓦海上风电项目属于规划内建设项目。

本工程选址海域风能资源丰富，具有开发建设的有利条件和资源优势。风电

作为清洁能源，不排放任何有害气体。通过该项目的建设及运行，对于大规模开

发河北海上风电场可积累宝贵的经验。同时风电场的建设不但可以增加当地财政

收入，推动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可向当地电网输送清洁的电源，

对于区域电源结构的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积极开发本工程是必要的。

本工程主要涉海工程由风电机组、220kV 海上升压站及海底电缆等部分组

成。其中透水构筑物用海面积为 35.6444公顷（风力发电机组用海面积为 33.5927

公顷，海上升压站用海面积为 2.0517公顷），海底电缆管道用海面积为 636.9437

公顷（66kV集电海底电缆用海面积为 132.0350公顷，220kV海底电缆用海面积

为 504.9087公顷），这些涉海工程和设施建设均需占用一定海域，其用海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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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

四、资源生态影响分析

本项目风机基础施工时打桩和电缆敷设沿线将形成小范围的悬浮物高浓度

区，对周边海域的水质会产生短期的影响及对海洋生物的仔幼体可能造成伤害。

但施工产生的悬浮泥沙影响是暂时的、可逆的，随着施工的结束，慢慢可以得到

恢复。

经分析，本项目不会对岸线资源造成明显影响；项目风机基础和海缆施工会

对底栖生物及渔业资源造成一定的损失，但随着工程结束，生物的栖息环境会慢

慢恢复。对于项目施工造成的海洋生物资源损失，建设单位后期将通过增殖放流

等方式予以补偿。

五、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协调分析

通过对本项目周围用海现状的调查（见下图），分析规划用海对周边开发活

动的影响情况，按照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原则，确定本工程用海利益相关者为韩立

民扇贝开放式养殖、赵景成扇贝开放式养殖、王坤扇贝开放式养殖、秦皇岛国超

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扇贝开放式养殖、秦皇岛乐琪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扇贝开放式

养殖、昌黎县振利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扇贝开放式养殖、秦皇岛香纳森宾馆有限公

司昌黎分公司扇贝开放式养殖等确权的养殖单位和个人，利益协调责任部门为港

航主管部门、渔业管理部门、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等。

建设单位应尽快与上述利益相关者和有关主管单位进行协商，本报告建议与

利益相关者达成一致意见后，用海可行。

本项目用海属经营性用海，按国家有关规定交纳海域使用金，不存在损害国

家权益的问题；项目所使用海域及附近海域有国防设施，其工程建设、生产经营

可能会对国防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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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项目周边海域开发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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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国土空间规划符合性

本项目用海符合《河北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河北省国土空间

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秦皇岛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等国土空间规划文件要求；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河北省、市“三线一单”

的管控要求；项目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十四五”现代

能源体系规划》《关于进一步规范海上风电用海管理的意见》《河北省海上风电发

展规划（2022-2035）（报批稿）》《秦皇岛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河北

省秦皇岛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等各级相关规划的相关要求。

项目属于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路

由在铺缆过程中会直接造成所在海域海底海洋生物的损失，悬浮物扩散对位于生

态红线区海洋水质产生短暂的影响。施工应尽可能选择在海流平静的潮期，采取

相应手段减少海底电缆敷设、桩基础施工过程中对水体的扰动并降低沉积物扬起

量，控制悬浮物的发生量，减轻对水生生物的影响，并采取生态补偿措施，促进

生态环境的恢复。这种影响是暂时的，施工结束后，会恢复到原来的悬沙浓度，

总体来说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影响较小。项目建设采取积极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

禁止任何生活、生产污水排入海域，积极保护周边海域生态保护红线区的生态环

境，项目用海不会改变或影响所在及周边生态保护红线区的自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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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河北海上风电场场址总体布局示意图

七、项目用海合理性分析

（1）选址合理性

风电场区具有较丰富的风能资源，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电网接入条件好；

风机场址的选择尽量避让航道、航线区，工程地形地貌、工程地质条件适宜风电

场建设；场区水深条件、工程地质条件、周边的港口码头等满足施工要求；项目

建设对周边海域资源和环境的影响较小；对周边其它海洋开发活动的影响在可控

范围，项目选址合理。

（2）用海方式合理性

本项目用海主要涉及风机、海上升压站和海底电缆，用海方式为透水构筑物

用海和海底电缆管道。风机塔基和升压站桩基导管架形式，对潮流的影响仅集中

于桩基附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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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不影响周边海域水深和地形。

本工程 66kV及 220kV输电线路拟采用海底电缆。海底电缆施工过程中会产

生悬浮泥沙，且随着施工的完成这种影响也随之消失，因此总体对环境影响不大。

此外，利用海底电缆传输电的方式对海洋资源进行立体开发，充分利用海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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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其用海方式也是合理的。

风机基础结构采用透水构筑物的用海方式，海底电缆埋设于海底，没有改变

该海域的自然属性，也没有对周边海域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逆转的破坏，项目用海

方式合理。

（3）用海面积合理性

项目用海面积的界定是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工程总平面布置，依据《海籍调查

规范》和《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面积计算。电缆

用海与风机用海有部分重叠，电缆用海不计重叠面积。

因此，项目用海面积合理。

（4）用海期限合理性

本项目用海期限申请为 27年。用海期限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

管理法》第二十五条和工程本身的需求进行界定的，项目用海期限界定合理。

八、 生态用海对策措施

本项目施工及占海造成的海洋生物资源损失，建议建设单位编制生态修复方

案，投入相应的资金用于开展增殖放流等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九、结论

本项目建设与项目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宜，与周边海域开

发利用活动不冲突；与利益相关者有较好的协调性；与国家宏观政策、地方城市

发展战略规划相一致；工程建设用海与国土空间区划及相关规划相符合；工程选

址、用海方式、申请用海面积和用海期限合理；工程建成后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产

业结构调整，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能够较好的发挥该海域的自然环境和社

会优势，风电场的建设为河北省海上风电产业基地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因此，本项目建设方案可行、环境影响可控、利益相关者可协调，从海域使

用角度分析，本项目用海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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