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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以便捷、高效满足城市现代

化客运需求 ,适应各大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截至

2007年 1月 ,全国已有北京、上海、天津等 10城市

开通城市轨道交通 ,而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环

境影响评价正处于起步阶段。2003年 9月 1日生

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从法律上

确定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简称《规划环评 》,

PEA)的地位 , 是规划层次上实施的战略环评

( SEA )。2004年颁布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

导则 》(试行 )仅给出了规划环评的一般原则、技术

程序、方法和要求 ,但没有统一的“城市轨道交通规

划环境目标与评价指标体系 ”。现以苏州市城市快

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为例 ,对轨道交通规划环评技

术要点及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尝试研究。

1　规划案例

《苏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于 2003

年 10月上报国务院 ,规划建设 4条线路 ,线路总长

141. 5km,车站 107座 ,形成两纵两横“井 ”字形总

体布局。具体线路构成详见表 1。

表 1　规划线路构成 (按微调后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

线路号 起点站 终点站 长度 ① l / km 车站 ② /座 车辆段

1号线 天平山灵天路 工业园区钟南街 26. 1 (3. 864) 24 (3) 天平车辆段及维修基地

2号线 相城区太平镇 吴中区迎春南路 27 (9. 55) 22 (6) 太平车辆段及维修基地

3号线 苏州新区 唯亭镇 43. 2 (8. 7) 31 (4) 浒莲车辆段

3号线支线 苏州新区长塘江 苏州新区华山路 14 (13. 9) 8 (8)

4号线 黄埭镇 吴中区苏旺路 31. 2 (13. 09) 22 (7) 尧南车辆段与综合基地

合计 141. 5 (49. 104) 107 (28)

　　①括号内数据为高架段 (含敞开段 )长度 ; ②括号内数据为高架站数量。

　　规划目标 :到 2010年 ,居民出行的交通方式

中 ,公交出行的比例达到 20% ,其中轨道交通运量

占公交运量超过 10% ;到 2020年 ,城市快速轨道

交通出行总量占城市公交出行总量的比例将超过

40% ,占城市出行的比例将超过 18%。

2　轨道交通规划环评技术要点

(1)分析“轨道交通规划方案 ”与上层位政策、

规划的相容性 ,与同层位规划的协调性。主要分析

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功能区划、文物保

护规划等的相容性、协调性。

(2)进行规划可能造成的自然、生活等方面环

境影响识别 ,调查并分析规划所在区域水文地质特

征、规划线路沿线声环境等自然、环境概况 ,确定规

划实施的环境目标及规划评价指标体系。

(3)调查规划线路各类环境敏感区如生态环

境敏感区、历史文物古迹、城市饮用水源包括地下

饮用水源地。明确“轨道交通规划 ”是否具有环境

风险 ,分析规划实施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

(4)土地利用 :分析规划线路走向、铺设方式

(分高架段、地面段、敞开段 )、沿线用地布局及停

车场 /车辆段布局合理性 ,分析其是否存在生态

“瓶颈 ”;分析规划实施可能引导的城市土地开发

利用对环境敏感区等的影响 ;根据环境保护目标的

要求 ,提出线路走向、铺设方式、布局等的优化与调

—43—

第 20卷 　第 4期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08年 8月



整建议。

(5)噪声与振动 :预测、评价规划线路两侧轨

道交通噪声达标距离 ,对建成区和规划区分别提出

减缓措施 ;预测规划线路 (主要是地下段 )两侧特

殊区 (主要指文物古建筑 )、居民文教区、混合区振

动防护距离 ,识别重点减振区段 ,避让敏感目标、工

程技术措施及敏感目标防护措施等。

(6)地表水 :分析规划线路、停车场 /车辆段与

饮用水源保护区的临近度 ;分析车场废水接入相应

污水处理厂的可行性。

(7)地下水、地质灾害方面 :分析轨道建设对

区域内地下水补给、径流和排泄的影响 ,特别注意

对具有地下水供水意义的主要含水层的侵害与阻

塞 ,对于地下换乘枢纽 ,应特别注意分析各换乘站

之间形成的封闭区域对地下水的阻流作用 ;分析轨

道交通建设主要地质灾害环境风险。

(8)环境经济效益 :分析轨道交通运营减少的

燃油消耗量 ;预测规划实施对城市地面交通带来的

汽车尾气污染状况的改善 ;分析由于规划实施使电

厂负荷增加进而导致 SO2 排放量增加 ;分析轨道交

通建设规划节省占用的城市土地面积 ;分析规划实

施对城市交通状况的改善效应。

(9)公众参与 :通过专家咨询、媒体公示、个体

问卷调查、政府相关部门调查等方式充分调查社会

各界对规划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10)环境可行的推荐方案与减缓措施 :分析

规划方案涉及的环境保护目标可达性 ;分析、预测

规划方案实施的环境承载能力 ;通过综合分析线路

走向的环境合理性、环境制约因素等提出规划方案

优化调整建议 ;按不同环境要素提出可行的环境影

响减缓措施 (给出减缓措施的可行程度 )。

(11)监测与跟踪 :对规划线路沿线土地利用

状况进行跟踪调查 ;对工程建设对饮用水源、文物

等敏感目标的影响与相关保护措施等进行跟踪调

查 ;对地下水水位进行跟踪监测 ;工程建成后对高

架、地面段沿线敏感目标进行声环境 (两侧 100 m )

及振动 (两侧 50 m )跟踪监测。

3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DPSIR模型是一种在环境系统中广泛使用的

评价指标体系概念模型 ,它将表征一个自然系统的

评价指标分成驱动力 (D riving forces)、压力 ( Pres2
sure)、状态 ( State)、影响 ( Impact)和响应 (Respon2
ses) 5种类型 ,每种类型中又分成若干种指标。针

对苏州市的实际情况 ,利用德尔菲法对初选指标进

行筛选 ,得到苏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评价指

标体系 ,见表 2。

表 2　苏州市轨道交通规划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环境目标 评价指标

土地 符合苏州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确保土地资源有效利用

与管理

①轨道交通线路及辅助设施所占用的土地类型 :如保护

区、农业用地、文化和历史遗迹、居住用地等 ; ②轨道交

通线路及辅助设施所占用的各类土地面积 ( hm2 ) ; ③轨

道交通网络干线与居民居住区临近度 (m)

自然资源与生

态环境

减少规划可能造成的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尤其

是减少对生态敏感区 ①如水源地、园林绿化用地及其他具

有特殊环境价值的区域 (包括文化古迹、风景名胜区等 )的

各种干扰、破坏和负面影响 ,保护生物多样性

①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线路影响的生态敏感区类型及数

量 ; ②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线路与生态敏感区的临近度

( km) ; ③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线路与生态敏感区交界面

的长度 ( km) ; ④轨道交通线网建设占用生态敏感区的

面积 ( hm2 )

声环境 控制区域环境噪声水平和城市交通干线两侧的噪声水平 ,

保障居住、文教等噪声敏感点的声环境达标 ,减少居民投诉

①地下段风亭和冷却塔噪声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 ; ②距

轨道交通线路两侧噪声影响范围和超标范围

振动环境 控制沿线区域环境振动水平 ,保障居住、文物、文教等振动

敏感点的振动环境达标 ,减少居民投诉

①轨道交通线路地下线振动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及超标

范围 ; ②轨道交通线路高架路段振动影响范围、影响程

度及超标范围

社会经济与环

境效益

改善交通拥堵现状、节省出行时间 ;节省城市用地 ;减少汽

车尾气排放 ;改善城市土地利用格局和城市空间结构 ;促进

沿线经济的发展

①单位长度年客运量 [万人次 / ( km·a) ] ; ②轨道交通

公共出行分担率 ; ③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节省占用的城市

土地面积 ; ④轨道交通代替地面交通 ,减少汽车尾气

CO、THC等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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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环境目标 评价指标

环境承载力 轨道交通是“以人为本”、对环境友好的“绿色交通” ①对电能的需求量 (105 kW·h) ; ②对土地资源的需求

量 ( hm2 ) ; ③对水资源的需求量 (m3 / d)

规划相容性与

布局合理性

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一部分 ,与总体规划是相容的 ,但也应

与相关专项规划保持一致

①与一体化交通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的

相容性 ; ②与生态市建设规划、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及古城控制性保护规划等的协调性 ; ③轨

道交通建设规划线路走向、车场布置的合理性

地下水 控制工程施工及运营对地下水位及流向的影响 ,避免由此

引起地质灾害

①轨道交通工程埋深与地下水位关系 ; ②地下水流场的

分割度 (即地下水流场被规划线路分割的程度 )

景观、绿化 尽量少侵占景观、绿化用地 ,并使轨道交通成为城市一道新

的风景 ,做好风亭四周及轨道交通沿线的绿化

①轨道交通工程特别是高架段与周边建筑、景观保持一

致 ; ②高架段与居住区之间加强景观与绿化设计 ,确保

D /H②值满足 1∶1～3∶1的范围要求

电磁辐射 保障沿线居住、文教等敏感点的电磁辐射环境达标 ①电磁辐射对电子设备的干扰 ; ②变电所影响范围

水土保持 合理处置弃土 ,防止水土流失 弃土重复利用、合理处置率 ( % )

　　①指古城风貌、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及景观、风景名胜区、园林绿化、城市森林等 ; ②D为视线距离 , H为建筑物视平线以上的高度。

4　主要评价指标定量计算结果

(1)苏州轨道交通规划车辆段及维修基地、停

车场、控制中心共需占地约 118. 29 hm
2

,现状用地

类型以农田、空地为主。规划用地性质为教育科

研、生态或生产防护绿地、居住、工业用地 ,需与相

关规划部门协商解决用地性质转变事宜。

(2)苏州轨道交通规划线路涉及的生态敏感

区主要有水源保护区 (阳澄湖饮用水源准保护

区 )、特殊农产品生产区 (娄葑鸭和太湖鹅生产敏

感区 )、古城保护亚区、绝对保护亚区 (金鸡湖 - 独

墅湖控制单元 ) ,交界面长度约 38 km。

(3)不采取降噪措施时 [ 1 - 5 ]
,苏州轨道交通高

架段一类区、二类区、三类区昼间的声环境达标距离

分别为 250 m、140 m和 85 m,夜间达标距离分别为

480 m、270 m和 160 m。一类区、二类区风亭昼间达

标距离分别约 8 m 和 4 m,夜间达标距离分别约

12 m和 6 m;风亭 +冷却塔昼间达标距离分别约

25 m和 14 m,夜间达标距离分别约 40 m和 22 m。

(4)在不采取减振措施时 [ 1 - 5 ]
,苏州轨道交通

地下段经过敏感目标时 ,“特殊住宅区 ”振动达标

距离在隧道 10 m埋深时需 60 m,“居民、文教区 ”

振动达标距离在隧道 10 m埋深时需 46 m。

(5)预计至 2020年 ,苏州轨道交通单位线路

长度年客运量为 539. 73万人次 / ( km·a) ,轨道交

通占公交运量比例约 42%。

(6)苏州轨道交通可有效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量 ,以 2020年水平估计环境效益 ,可减少 CO排放

量 5 459. 70 t/ a, THC 3 179. 74 t/a, NOx

1 071. 80 t/ a。

(7)苏州轨道交通规划对能源、土地、水资源

的需求量约 :年耗电量 115 665 ×10
5

kW ·h、占地

135 hm2、用水量 3 000 m3 /d。

5　结语

轨道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关键首先是明

确规划评价目标 ,分析与其他规划相容性并结合当

地实际 ,确定规划实施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和评价

指标体系 ,然后选用合理实用的评价方法完成评价

工作。

规划环评评价指标体系既可以是定性的 ,也可

以是定量的。以轨道交通规划环评为例 ,可类比已

建轨道交通线路的建设、运营经验 ,使评价指标尽

量定量化 ,逐步建立起轨道交通规划环评的评价指

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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