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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新机场人工岛建设海洋环境影响敏感目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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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机场建设是地方城市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随时国民经济发展，民众出行选择方式更加便捷，航空出行增长迅

速，而城市机场运行服务容量往往滞后于增长需求，一定程度上制约地方经济发展，需要扩建或新建城市机场。部分滨海旅

游城市新建机场用地规模大，受建设用地、空域影响等因素，而被迫选择近海造地建设城市新机场，项目填海建设将对周边

海洋环境敏感保护目标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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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海南省地理位置特殊、军事战略地位突出、机场密度

较大，全省三万多平方公里陆地面积内有多个机场。三亚

凤凰机场1994年7月建成通航，历经多次改扩建，2018年

和2019 年连续两年旅客吞吐量突破2000万人次，接近单条

跑道机场的运行极限，机场长期超负荷运行。三亚区域预

计2035年旅客吞吐量为5600万人次、2050年旅客吞吐量为

8000万人次，凤凰机场已无法满足航空增长需求，制约三

亚经济社会发展。

海南省自2011年正式启动新机场选址，历时7年，经多

轮比选后，民航局2018年批复同意将红塘湾场址作为三亚新

机场推荐场址，目前已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

2  项目概况

三亚新机场选址位于红塘湾海域，拟填海面积约17平方

公里，离岸距离约4公里，平均水深21米。建设两条远距跑

道，预留一条近距跑道，近期满足2035年旅客吞吐量5600万

人次，远期按照满足2050年旅客吞吐量8000万人次进行规划

设计。

三亚新机场总平面布置图

本项目填海规模较大，周边海域海洋生态敏感目标较

多，属于特大型填海工程，适当扩大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东

西方向评价边界距离各30公里，南侧向海延伸20公里，北侧

至岸边。东侧是天涯海角景区，西侧是南山观音旅游区，岸

边有珊瑚礁资源分布、西侧海域有中华白海豚活动等。

三亚新机场周边敏感目标分布图

3  项目建设对海洋环境影响

1.1  岸滩冲淤影响

工程建设海岸潮流动力较弱，主要为基岩和砂质海岸，

波浪是近岸泥沙运动的主导动力因素。海岸在常年波浪作用

下，横向和纵向输沙均可能成为泥沙流失和海岸侵蚀的主要

输沙途径，也可能成为局部淤积的泥沙来源。

波浪作用下工程前后变化率

通过采用拟建方案数学模型预测判断，人工岛实施后，

后方区域因工程掩护波浪作用力减弱，近岸海底泥沙受波浪

力启动后在掩护区形成落淤，周边岸线两侧区域岸线因泥沙

流失平衡则形成侵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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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滩冲淤模拟分布图

岸线是滨海城市重要旅游资源，社会公众主要关注的敏

感目标，是项目海洋环境影响评价重点，红塘湾海域主要是

砂质及基岩岸线为主。从泥沙来源角度看，工程附近无大江

大河入海，陆源泥沙非常有限，岸线长期处于侵蚀趋势，自

然条件下这种趋势性的冲刷过程在缺少外界干扰情况下不会

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改变。但新机场人工岛建设将改变现有岸

线分布格局，加速岸线的侵蚀与淤积。近些年，国内已经有

较多的滨海城市开展岸线生态修复，通过人工补砂软措施及

离岸沙袋潜堤等方式，缓解工程建设对岸滩的不利影响，进

而在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及经济发展的同时，落实城市岸线资

源保护，尽可能做到生态环境与地方经济平衡发展。

1.2  珊瑚礁影响

三亚周边海域水质较好，红塘湾近岸海域有较好珊瑚

礁生态分布，人工岛填海施工过程悬浮物扩散可能引起水质

发生变化，对珊瑚礁生境造成影响，同时人工岛建设导致岸

滩局部冲淤也将会危及珊瑚礁部分生长环境。在项目围填海

施工过程须采取必要的工程环保措施，控制悬浮物的扩散范

围，工程实施后，建议可采用迁地移植及生态护岸等形式重

新构建新的生态系统。

周边海域珊瑚礁分布图

1.3  机场噪音影响

机场噪声影响是城市重点关注的污染源，项目选址位

置相对避开飞机起降噪声对周边的影响，其噪声影响主要

沿跑道方向向两边延伸，主要影响区域在海上，对陆上的

南山文化景区、天涯海角景区、居民生活等造成的影响是

相对有限。

机场噪音分贝模拟范围示意图

4  综述

海上机场建设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国内案例较少，机场

填海规模大，审批程序复杂，环保要求严格。项目建设对海

洋环境影响不可逆，需通过采取方案模型预测、后期跟踪监

测等方式，充分论证项目建设对海洋环境的长期影响，提出

切实可行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相应的补偿方案，落实责任

主体单位，方可顺利推进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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