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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轨道交通带动城市基础交通发展的意义重大,在给人民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减轻项目建

设和运营的环境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工程介绍、项目特点、施工期和运营新环境影响分析等方

面,综合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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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rail trans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basic transportation, 

which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project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while 

bringing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fe. This paper comprehensively analyzes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urban 

rail transit projects from the aspects of project introduction,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operation new environmental impac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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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一般位于大型

城市轴线的核心区域,对引导中央商务

轴土地的合理开发,支撑近期建设,引

领打造公交化绿色出行,充分发挥轨道

交通的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功能意

义重大。 

1 工程介绍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一般由土建工

程、设备系统、依托工程、环保工程等

组成。其中土建工程由线路工程、隧道

工程、轨道工程、车站及附属建筑、车

辆基地构成；设备系统由车辆系统、供

电系统、控制中心、通风空调系统、采

暖系统、给排水系统、行车组织构成；

依托工程主要为电力系统和给排水系统

等；环保工程按照环境要素可分为振动

防治、噪声防治、废水、地下水、大气、

固废等环保工程。 

2 项目特点 

(1)项目为行业类别属于交通运输

类。(2)正线一般为地下线,采用无缝轨

道。(3)项目施工期车站、区间及车辆基

地等的土建施工持续时间长,施工土方

量大,投入的材料、人员、施工机械数量

多,主要为扬尘影响、噪声影响。正线地

下区间隧道主要采用盾构法,对周边环

境影响较小。(4)运营期环境影响主要为

列车产生的振动及二次结构噪声影响、

风亭和冷却塔产生的噪声影响,需要针

对项目特点对沿线敏感点采取减振措施,

并提出规划控制建议。(5)项目的建设将

改变城市交通结构,提高客运能力,缓解

地面交通拥堵问题,减少汽车尾气的排

放和缓解城市地面交通噪声污染,符合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同步增

长的原则[1]。 

3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工程永久占地为车辆基地、主变电

站、地下线车站出入口、风亭(冷却塔)

等工程所占用,一经征用,其原有的土地

功能将会发生改变；工程永久占地将使

评价区域的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上述工

程均属点状分布,对整个评价范围而言,

工程永久占地对沿线地区的土地利用格

局影响轻微。项目临时占地主要是临时

堆土场、施工生产生活区用地等临时工

程的占地,工程临时占用建设用地主要

在施工期对既有道路交通产生干扰影

响。针对临时占地,应避免占用城市绿地,

施工过程中应尽量缩小对植被的破坏范

围,加强道路两侧及绿化林木的保护,对

于有成活能力的树木、苗木尽可能采取

移栽措施,以减少对既有植被的破坏。工

程结束后将对其采取绿化恢复、工程治

理措施或进行复垦。 

工程对评价区植被的影响主要是工

程施工过程中造成的植被破坏而导致的

生物量减少以及植被覆盖率降低等方

面。工程施工将造成车辆基地、地下线

车站出入口、风亭(冷却塔)等永久占地

内植被破坏和施工营地、临时堆土场地

等临时用地内植被的暂时性消失。 

区间隧道主要采用盾构法,盾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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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线路两侧20m内的振动影响基本可以

忽略,但在线路正上方会有一定的振动

影响,建议在张旺渠村、七彩曙光艺术幼

儿园以及镐京遗址等敏感目标处的隧道

施工作业,注意控制土压力及盾构机掘

进速度,保持平稳推进,加强同步和二次

注浆,做好注浆量和注浆压力双控制,减

缓对上述敏感点的振动影响。 

施工噪声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中遇到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当施工在

人口稠密的市区进行时,使施工场地周

围居民受到噪声的影响,工程建设周期

长使噪声问题显得比较严重。施工场地

噪声主要来自于各种施工机械作业和车

辆运输,如大型挖土机、空压机、钻孔机、

打桩机。 

施工期间对周围环境空气的影响主

要有：施工过程挖掘、回填、渣土堆放、

装卸过程中产生的扬尘污染、车辆运输

过程中引起的二次扬尘；施工机械和运

输车辆排放的汽车尾气；施工过程中恢复

地面道路时使用沥青所带来的大气影响。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施

工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生活垃圾,以及

拆迁引起的建筑垃圾。应委托有经营建

筑垃圾运输资质的单位清运,且必须在

工程开工前向环境卫生管理部门申报建

筑垃圾处置计划,并签订市容环境卫生

责任书。 

4 运营期环境影响分析 

由于城市生态系统属于典型的人工

生态系统,因此本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对

于城市生态环境影响是有限的,主要体

现在地铁地面构筑物对城市景观的影

响。车站及风亭的建筑形式、体量、高

度、色彩等设计必须与周边风景区及文

物保护单位的景观相一致,并要充分考

虑到不同区域功能定位及绿化特色。为

城市发展节约土地资源,改善城市绿地

景观,协调场段与周边用地关系,车辆基

地可采用上盖物业开发设计。利用在运

用库、咽喉区上盖顶板开发和车辆基地

周围开发,将地铁车辆基地完全隐匿于

城市,使大规模大体量的轨道交通车辆

基地真正与城市融为一体[2]。 

振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车辆条

件、运行速度、轮轨条件、轨道结构、

隧道结构、隧道埋深、地质条件、地面

建筑物类型、敏感建筑距线路的距离等,

对振动的影响分析可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城市轨道交通》(HJ453-2018)

对地下线路外轨中心线两侧50m评价范

围的敏感目标振动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分

析[3],并采取相应的减振措施。项目运营

后对振动敏感建筑物设监测点位,对其

沉降、变形和振动影响进行定期监测,

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措施[4]。 

城市轨道交通一般为地下线,工程

对外环境产生影响的噪声源主要有车站

风亭、冷却塔噪声,车辆基地车辆出入、

试车噪声以及主变电的厂界噪声。根据

《关于做好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的通知(环办[2014]117号)》,

应合理布局风亭和冷却塔,风亭排风口

的设置尽量远离敏感点,一般不应小于

15m。科学规划建筑物的布局,临近风亭、

冷却塔的建筑宜规划为商业等非噪声敏

感建筑。后期规划的敏感建筑距风亭组

距离如不满足防护距离要求,则应自行

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采取有效的噪声防护

措施。 

工程各车站污水主要为生活污水,

各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水水质

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

准》(GB/T31962-2015)B级标准后,处理

后的污水就近接入周边既有和规划市政

污水管网,纳入城市污水处理厂统一处

理。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

水环境》(HJ610-2016)11.2.2节分区防

控措施的具体要求,项目涉及场地根据

预测分析结果和建设项目场地包气带特

征及其防污性能,提出防渗技术要求,避

免对地下水环境造成影响。 

5 结论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要分析与产业政

策、相关规划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符

合性分析,确保选线合理。线路尽量采用

地下形式,减少了拆迁和占地数量,体现

了环保原则。工程在施工和营运过程中

会对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并产

生噪声、振动等不利环境影响,要认真执

行“三同时”、落实设计和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以减轻对周

围环境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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