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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自然资源部海洋咨询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自然资源部海洋咨询中心、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核

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頔、李涛、张绍丽、张宇、杨亮、刘志军、孙岳、石欣、吴建政、贾朋、许

波涛。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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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排水节约集约用海标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温排水用海基本要求、范围界定和温排水节约集约用海评价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滨海核电厂、滨海火电厂温排水用海，其他工业冷却水排放设施项目的温排水用海范

围界定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485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GB/T 39361 海水冷却水排放要求

GB/T 50102 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

HJ 1037-2019 核动力厂取排水环境影响评价指南（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温排水 thermal drainage
用于输送废热的冷却水和工业过程用水，其水温高于排放区自然水体的温度。
注：来源于HJ 1037-2019定义3.9。

3.2

温排水用海范围 sea range for thermal drainage
由温排水引起的海水温升超过该海域自然水温4℃的平面范围。
注：本文件的温排水用海范围不同于宗海图绘制中的温排水用海范围。

3.3

温排水节约集约用海评价 Evaluation of conservation of sea use for thermal drainage
评价某项目温排水用海体现节约集约用海的程度。

4 基本要求

4.1 温排水用海应坚持节约集约原则，促进海域资源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4.2 温排水用海界定应坚持科学、客观的原则。

4.3 温排水的排放口设置应综合考虑地理条件、水动力及资源生态等因素，宜采取离岸深排方式，排

水口应离岸设置，不宜贴近潮间带，尽可能减少温排水用海范围，禁止漫滩排放。

4.4 排水口选址应尽量避开对温度变化敏感海域，包括生态保护红线所在区域，红树林、珊瑚礁、海

草床等重要生态系统所在海域。

4.5 排水口的温升限值应符合 GB/T 39361规定。

4.6 核算扩建项目温排水用海面积时，应结合该厂址已建项目取排水口的情况，对已建项目和扩建项

目温排水进行整体论证和优化。

5 范围界定

5.1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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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温排水用海的影响范围应基于温排水三维数值模型方法，并满足以下要求：

a) 温排水三维数值模型应进行潮位、海流（流速、流向）验证，具体的验证精度要求应满足 GB/T
19485的要求。

b) 在工程区域附近存在已运营项目的温排水用海时，原则上应收集该项目排水口周边的水温现

场或遥感（包括航测）观测数据，并通过背景温度提取得到温升数据。温排水三维数值模型

原则上应利用温升数据进行参数率定和模型验证，参数包括扩散系数、涡粘系数。

c) 在工程区域附近无已运营项目的温排水用海时，或因客观条件无法取得可用作率定的温升数

据的，可参考附录 A。
d) 温排水三维数值模型应考虑项目取水以及周边已确权温、冷排水用海项目取、排水带来的叠

加影响。

e) 在计算表面综合散热系数时，应采用水面以上 1.5m处的气温、水汽压和风速。
注：气象站观测到气温和风速一般为10m高度处的气温和风速，采用气象站气温观测值时，应分别转化为水面以上

1.5m处气温和风速，或进行水面以上1.5m处气温和风速观测。

5.2 结果统计

根据温排水三维数值模型的模拟结果，确定温排水用海范围，作为温排水节约集约用海指标确定的

依据，具体要求如下：

a) 根据温排水三维数值模型模拟结果，按照各层各时刻最大温升超过 4℃的包络范围界定温排水

用海范围。

b) 界定温排水用海范围时，应在模型稳定运行后，采用冬、夏两季半月潮（连续排放 15天）的

影响范围包络。

c) 统计温排水影响范围时，应包括温排水用海范围内的透水构筑物、取、排水口等用海的面积。

d) 温排水三维数值模型的计算结果应包括温排水用海范围的平面位置图件和面积、界址坐标等

统计数据的表格，格式可参照附录 B。

6 温排水节约集约用海评价

涉及温排水的项目用海进行海域使用论证时，应核算单位装机容量温排水用海面积，并依据表1确

定的节约集约用海评价等级，开展温排水节约集约用海评价。

表 1 温排水节约集约用海指标与等级

序号 单厂址规划装机容量(MW) 评价指标（hm2/100MW） 评价等级

1

≤2000

≤3.5 高

2 （3.5,4.0] 较高

3 （4.0,5.0] 中

4 ＞5.0 低

5

（2000，4000]

≤3.5 高

6 （3.5,4.0] 较高

7 （4.0,5.0] 中

8 ＞5.0 低

9

（4000，6000]

≤4.0 高

10 （4.0,4.5] 较高

11 （4.5,5.5] 中

12 ＞5.5 低

13

＞6000

≤4.0 高

14 （4.0,5.0] 较高

15 （5.0,6.0] 中

16 ＞6.0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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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温排水三维数值模型推荐方案

A.1 控制方程

控制方程采用三维浅水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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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笛卡尔坐标，�、�、�为�、�、�三个方向上的流速分量，�为点源产生的源项。

�为时间；�为水面高程；�为静水深；ℎ = � + �为总水深；� = 2� sin �为柯氏力参数，�为旋转角

速度，�为地理纬度；�为重力加速度，�为海水密度；�0为参考海水密度；��为大气压强；（��, ��）
为排（取）水的流速；��为垂向涡粘系数；�为水平涡粘系数，可采用Smagorinsky公式，即：

� = ��2�2 2S��S��··················································(A.6)

式中：

��为常数，�为特征长度，形变率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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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温度和盐度，��为垂直紊动扩散系数，��为温度产生的源项，��为水平扩散项，�ℎ为水平

扩散系数，��为与大气热交换产生的源项，包括蒸发散热、对流散热、短波辐射和长波辐射散热，经验

公式为�� = ��∆�
�0��

，其中��为水面综合散热系数，∆�为水温和气温差，��为水的比热容。

A.2 推荐模型

采用的温排水三维数值模型应具有以下条件：

a) 宜采用三角形网格划分计算域，推荐采用控制体积法的数值方法。

b) 应采用广泛应用的主流软件，并提供具有行业软件适用性检验证明。

c) 能够实现第三方重复试验。

A.3 推荐配置

A.3.1 取（排）水源强应按照设计取（排）水量和位置设置；取排水明渠按照实际水深地形设置取（排）

水口；取（排）水有多个取（排）水口时，对小于30m间距的多个排水口可合并为1个取（排）水口，

且这个取（排）水口设在多个取（排）水口连线的中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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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2 模型主要参数取值参照表A.1设置。

表 A.1 温排水三维数值模型主要参数推荐表

序号 项目 推荐值

1 网格步长
距排水口500m范围内网格步长≤30m；

距排水口5km范围内网格步长≤300m。

2 分层 不少于3层，水深较大时不少于6层

3 计算时长
模型稳定运行后继续运行15天以上，一般不少于30天，连续15天潮型

应包含典型大、中、小潮过程。

4 表面综合散热系数�� 根据GB/T 50102确定，我国沿海一般取值在25-55 W/m2/℃之间

5 水平涡粘系数� 采用Smagorinsky公式，��取0.28。
6 水平扩散系数�ℎ �ℎ = �
注 1：对于扩建电厂，在温排水现场调查的基础上，可对参数进行适当的调整。

注 2：在潮汐作用较弱海区，应分析主要水动力因子，合理选取典型海流过程。

A.3.3 温排水三维数值模型模拟时可采用两种启动方式，热启动方式或者水动力稳定后再输入源强。

A.3.4 模型计算范围不小于一个潮周期内水质点可能达到的最大水平距离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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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滨海核电厂温排水用海范围计算成果示例

表B.1示意了某核电厂温排水三维数值模型模拟所得的垂向最大温升面积统计表，图B.1示意了夏

季半月潮条件下垂向最大全潮最大温升范围，图B.2示意了冬季半月潮条件下垂向最大全潮最大温升范

围。

表 B.1 某核电厂垂向最大温升面积统计表（hm2）

≥4℃ ≥2℃ ≥1℃
冬季半月潮 1.16 6.81 34.48
夏季半月潮 0.67 4.12 24.41

叠加 1.18 6.91 36.55

图 B.1 夏季半月潮垂向最大全潮最大温升范围

图 B.2 冬季半月潮垂向最大全潮最大温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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