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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用海基本情况表

申请人

单位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

法人代表 姓名 张国基 职务 局长

联系人
姓名 李瑞博 职务 项目负责人

通讯地址 横琴市民服务中心 2 号楼 B 座 424

项目用海

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供水保障工程（一期）

项目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横琴二桥东侧

项目性质 公益性 √ 经营性

用海面积 1.5091 投资金额 10843.68 万元

用海期限 40 年 预计就业人数 0

占用岸线

总长度 21.28m
预计拉动区域

经济产值
/

自然岸线 0m

人工岸线 10.74m

其他岸线 10.54m

用海类型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 新增岸线 0 米

用海方式 面 积 具体用途

海底电缆

管道
1.5091 公顷 新建 D1800 供水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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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用海基本情况

2.1.项目由来

横琴地处珠江西岸，位于珠海市陆域东南部，与澳门一水一桥之隔，具有粤

澳合作的先天优势，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战略

背景下，横琴使命不断提升，横琴自贸区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促进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载体；将协助澳门打造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经济合作服务平

台，加强与欧美及拉丁美洲等国家的交流合作，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枢纽。

2009 年 8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横琴总体发展规划》，明确横琴作为内地

开放度最高的“先行先试”区域和未来的活力岛、创新岛、智能岛、生态岛，将

逐步建设成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探索改革开放和

科技创新的先行区、促进珠江口西岸地区产业升级的新平台。2016 年 3 月，国

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广州、深圳携手

港澳，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2017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

人大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内

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

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2018 年 10 月，港珠澳大桥

正式通车，填补了珠江口东西两岸交通衔接的空白，横琴成为唯一陆路同时连接

港澳的国家级新区。2019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珠海横琴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建设粤港澳深度

合作示范区、加强民生合作、加强对外开放合作。2021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粤澳合作开发横琴的重要指示精神，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提出为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明确了长远的发展目

标与方向，横琴在金融、科技创新、休闲康体方面都具有明显的核心带动作用和

发展优势，有力支撑澳门——珠海极点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引领作用，辐射带动珠

江西岸地区加快发展，成为西岸地区的重要节点。截至 2023 年 6 月，在横琴注

册的科技型企业已逾 1 万家，包括澳资企业近 800 家，国家级和省级科技创新平

台数量 30 个、国家级高新企业数量 282 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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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常住人口为 43618 人，与 2010 年相比，增长 530.86%，年平均增长率为 20.22%。

2020 年以来，横琴本岛外围供水管网屡遭破坏，造成频繁低压供水或停水，严

重影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发建设。为了优质、高效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急需完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供水干管、提升供水安全性、稳定性，以满

足横琴发展需求，提升区域市政基础设施运行效能，更好地支撑横琴的长久发展。

本项目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横琴二桥东侧海域，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

123—2009），本项目的海域使用类型为海底工程用海（一级类），电缆管道用

海（二级类）。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本

项目的用海类型为工矿通信用海（一级类）中的海底电缆管道用海（二级类）。

本项目用海方式为其他方式（一级用海方式）中的海底电缆管道（二级用海方式）

中的海底输水管道。本项目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供水保障工程，管道涉及用海

面积为 1.5091 公顷，项目申请用海单位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

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该项目的海域

使用应进行海域使用论证，办理用海手续。根据《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本项目用海方式为海底电缆管道用海，管道长度小于（含）10km，

判定本项目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等级为三级，需要编制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受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委托，广州百川纳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工程

的海域使用论证工作，在接受委托后，论证单位组织技术人员踏勘了项目现场，

认真研究了项目的工程资料，编制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供水保障工程（一期）

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公示稿）。

2.2.编制依据

2.2.1法律法规及有关文件

本项目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的编制依据主要有下列相关的国家和部门的法

律法规，以及其他涉海部门和地方的海域使用和海洋环境保护等管理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 年 10 月 27 日第九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23 年 10 月 24 日第十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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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2 号，2018 年；

（4）《海域使用权管理规定》，国海发〔2006〕27 号，国家海洋局；

（5）《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国家海洋局，2017 年；

（6）《海域使用权登记办法》，国海发〔2006〕28 号，国家海洋局；

（7）《海域使用权登记技术规程（试行）》，国家海洋局，2013 年；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 年 4 月

25 日；

（9）《关于印发〈海域使用论证管理规定〉的通知》，国海发〔2008〕4

号，国家海洋局；

（10）《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海洋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国务院，

国发〔2004〕24 号；

（11）《关于进一步加强海域使用论证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家海洋局，国

海管字〔2009〕200 号；

（1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修改；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12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

（1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2022）；

（16）《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2021）；

（17）《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2017 年修正）；

（18）《广东省河道堤防管理条例》（2012 年修订）；

（19）《广东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2020 年修订）；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订）；

（2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修订）；

（22）《珠海市土地管理条例》（2016 年修订）；

（23）《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家发改委，发改规划〔2022〕960 号；

（2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



5

发〔2014〕27 号）

（25）《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评审工作的

通知》，自然资办函〔2021〕2073 号；

（26）《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

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 号）；

（2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市、区）启用“三区三线”划定

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函〔2022〕2207 号）；

（28）《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根据 2021 年 9 月 29 日广东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城镇房屋租赁条

例〉等九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29）《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3 年第 7 号令，2023 年 12 月；

（30）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办法，2018 年 11 月

29 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

环境保护条例〉等十三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31）《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广东省项目用海政策实施工作指引〉

的通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粤自然资函〔2020〕88 号，2020 年 2 月 28 日；

（32）《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启用我省新修测海岸线成果的通知》，

2022 年 2 月 22 日。

2.2.2相关规划依据

（1）《中国海洋渔业水域图（第一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189 号）；

（2）关于印发《“十四五”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通知，环海洋〔2022〕

4 号，2022 年 1 月；

（3）《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自然资

源部；

（4）《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粤府办〔2021〕33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21 年 9 月 30 日

（5）《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国函〔2012〕1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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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6）《广东省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广东省人民政府，2018 年 1 月；

（7）《广东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粤府办〔1999〕68 号）；

（8）《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2017—2030 年）》，广东省人民

政府，粤府〔2017〕119 号，2017 年 12 月；

（9）《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粤环〔2021〕10 号），广

东省生态环境厅，2021 年 11 月；

（10）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

划》的通知，粤环〔2022〕7 号，2022 年 9 月；

（11）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

划》的通知，粤府办〔2021〕33 号，2021 年 9 月；

（12）《广东省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十四五”规划》，2021 年 9 月 29 日；

（13）《珠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珠海市自然资源

局，2023 年 3 月；

（14）《珠海市水利改革发展“十四五”规划》，珠海市水务局，2021 年 7

月；

（15）《珠海市给水系统专项规划（2020-2035）》，珠海市水务局，2022

年 6 月；

（16）《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工程建设项目砂石土余渣利用管理（试行）

的通知》，珠海市人民政府，珠府函〔2021〕1 号，2020 年 1 月 2 日。

2.2.3技术标准和规范

海域使用论证执行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主要有：

(1)《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GB/T 42361-2023）；

(2)《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简明规程》（海洋出版社，1986）；

(3)《第二次全国海洋污染基线调查技术规程》；

(4)《海洋监测质量保证手册》（国家海洋局，2000 年 7 月）；

(5)《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1）；

(6)《海洋监测规范》（GB 17378-2007）；

(7)《海洋调查规范》（GB/T 1276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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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

(9)《海洋生物质量》（GB 18421-2001）；

(10)《海洋沉积物质量》（GB 18668-2002）；

(11)《海洋工程地形测量规范》（GB/T 17501-2017）；

(12)《建设项目对海洋生物资源影响评价技术规程》（SC/T 9110-2007）；

(13)《海域使用分类》（HY/T 123-2009）；

(14)《海籍调查规范》（HY/T 124-2009）；

(15)《地籍调查规程》（GB/T 42547-2023）；

(16)《宗海图编绘技术规范》（HY/T251-2018）；

(17)《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

234 号；

(18)《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19)《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HY 070-2022）；

(20)《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 RTK 测量技术规范》（CH/T2009-2010）；

(21)《海域立体分层设权宗海范围界定指南（试行）》；

(22)《海洋观测规范第 2 部分海滨观测》（GB/T 14914.2-2019）；

(23)《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24)《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25)《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26)《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06）；

(27)《城市供水水质标准》（建设部，2005 年 2 月，CJ/T206-2005）；

(28)《城镇供水水量计量仪表的配备和管理通则》（CJ/T454-2014）；

(29)《低温低浊水给水处理设计规程》(CECS110:2000)；

(30)《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CJJ58-2009)；

(31)《生活饮用水卫生规范》(GB5749-2006)；

(32)《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33)《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GB/T50805-2012)；

(34)《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22)；

(35)《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6-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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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7-2022)；

(37)《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现行》(GB55002-2021)；

(38)《给水排水工程顶管技术规程》(CECS246:2008)；

(39)《广东省顶管技术规程》(DBJ/T15-106-2015)；

(40)《顶管工程施工规程》(DG/TJ08-2049-2016)；

(41)《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42)《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给水规范》(GB50974-2014)；

(43)《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44)《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68-2008)；

(45)《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GB50332-2002)；

(46)《检查井盖》(GB/T 23858-2009)；

(47)《钢制管道防腐技术标准（2019 年修订版）》（珠水集团﹝2019﹞311

号）。

2.2.4项目基础资料

（1）《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供水保障工程（一期）项目建议书（报批稿）》，

2024 年 2 月；

（2）《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供水保障工程（一期）可行性研究报告（初稿）》，

2024 年 6 月；

（3）《洞头区陆域引调水二期工程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公示稿）》，2024

年 1 月；

（4）《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供水保障工程（一期）初步设计（内审修编稿）》，

2024 年 10 月；

（5）建设单位所提供的其他资料。

2.3论证等级、范围及重点

2.3.1论证等级

根据《海域使用分类》（HY/T123-2009），本项目海域使用类型为海底工

程用海（一级类），电缆管道用海（二级类）；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

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本项目的用海类型为工矿通信用海（一级类）中的

海底电缆管道用海（二级类）。本项目用海方式为“其他方式”（一级方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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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项目建设内容

2.5.1工程建设内容及规模

（1）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工程依据规划完善现状香洲区洪保十片区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供水干

管，拟在洪屏二路往横琴二桥方向横琴二桥东侧，过马骝洲水道建设

DN1600~DN1800 给水管，接驳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琴海北路现状 DN1600 输

水干管；在保税区东门位置建设 DN1400 给水管，与南北两侧给水管接驳。

本论证报告仅针对本工程涉海部分进行分析，该段拟建设 DN1800给水管，

管长约 682m，另外设置 2座顶管井穿越马骝洲水道处。北岸布置顶管工作井 1

座，尺寸 D=14.5m，南岸布置顶管接收井 1 座，尺寸 D=8.0m，井深分别为

22.7/22.9m。

（2）项目投资

本工程静态总投资约为 10843.68 万元，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财政统筹安

排。

表 2.5.1-1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规格

1 工作井 座 1 D=14.5m，井深 22.7m
2 直缝焊卷板钢板管（壁厚 20mm） m 652 DN1800
3 直缝焊卷板钢板管（壁厚 16mm） m 28 DN1800
4 接收井 座 1 D=8.0m，井深 22.9m

2.5.2平面布置和结构方案

1、总平面布置

横琴二桥（新湾四路~琴海北路）段给水管北侧给水接驳点位于新湾四路交

洪屏二路路口西南侧，南侧给水接驳点位于琴海北路交环岛西路路口东北侧。陆

上段敷设于广澳高速（横琴二桥北引桥）东侧绿地中，局部穿越红东互通立交，

采用顶管+支护开挖施工。过马骝洲水道段采用顶管施工，垂直南北两侧堤岸、

平行于横琴二桥敷设。考虑到马骝洲水道河面较宽（500m），长距离顶管风险

较大，且根据《珠海市给水工程系统规划（2020~2035）》批复成果，过马骝洲

水道段按 DN1800实施。该段拟建设 DN1600~DN1800给水管长约 1797m，其中

DN1600管长约 1115m，DN1800管长约 68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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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税区东门段给水管北侧接口位于南琴路连屏村路口，南侧接口位于保税区

东门南侧绿带内，拟建 DN1400 给水管沿南琴路（保税区东门段）西侧绿化带内

敷设，接驳南北侧现状 DN1400 给水管接口，管线实施长度约 350m。

工程总体方案见图 2.5.2-1，横琴二桥段管线布置见图 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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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1 给水工程总体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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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2 横琴二桥段管线布置方案图

2、涉海段平面布置

本报告论证内容针对项目的涉海段工程，考虑到马骝洲水道河面较宽

（500m），长距离顶管风险较大，且根据《珠海市给水工程系统规划（2020~2035）》

批复成果，过马骝洲水道段按 DN1800实施。该段拟建设 DN1600~DN1800 给水

管长约 1796m，其中 DN1600 管长约 1116m，DN1800 管长约 682m，沿横琴二

桥及其南北引桥敷设。涉海段管线平面布置见图 2.5.2-3、纵断面见图 2.5.2-4。

本论证涉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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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3a 过马骝洲水道段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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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3b 过马骝洲水道段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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