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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名称 

徐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 

1.2 项目规模与线路走向 

2 号线一期工程（新台子河站～新区东站）快速串联了九里山片区、老城区、徐州

新区，衔接了客运北站等交通枢纽以及彭城广场、徐州新区商务与金融中心等重要功能

中心。沿线主要经过华润路、中山北路、彭城路、解放路、解放南路、梨园路、南三环、

昆仑大道等。2 号线一期工程全线均为地下线。2 号线一期工程里程范围线路长 23.9km，

均为地下线，设站 19 座，5 座换乘站，平均站间距 1.30km，设新台子河停车场 1 处，

新区东车辆段与综合基地 1 处，控制中心利用 1 号线一号路控制中心。 

具体走向及位置见徐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走向示意图。 

1.3 建设单位 

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1.4 相关背景 

2012 年 1 月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承担并编制完成了《徐州市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及线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2012 年 3 月 8 日，环境保护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在江苏省徐州市主持召开了《徐州市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线网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查会；2012 年 6 月，环境保护部下达

了《关于<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线网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意见》（环审

[2012]168 号）审查意见。 

1.5 本项目评价工作概要 

受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江苏省环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徐州

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项目组对工程研究范围进行了详细的

现场踏勘，收集城市规划等相关资料，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国家环

保总局环发［2006］28 号文）要求，于 2015 年 2 月 2 日在江苏环保公众网上进行了第

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图 1  徐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线路走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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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概况与工程分析 

2.1 工程概况 

2.1.1 线路工程 

 正线数目：双线。 

 线路平面最小曲线半经 

正线：一般情况 450m，困难条件下 300m； 

辅助线：200m，困难条件下 150m。 

 最小圆曲线长度为 20m。 

 夹直线最小长度是 20m。 

 线路纵断面最大坡度： 

正线：30‰，困难条件下 35‰； 

辅助线：40‰； 

车站：一般车站采用平坡，长大车站采用坡度 2‰。 

 竖曲线最小半径 

区间竖曲线半径：5000m(困难地段 2500m)； 

车站端部竖曲线半径：3000m(困难地段 2000m)； 

辅助线竖曲线半径：2000m。 

2.2 车站设置 

2 号线一期工程共设置地下车站 19 座。 

2.3 轨道工程 

钢轨：正线及辅助线、出入线和试车线采用 60kg/m 钢轨，其它车场线采用 50kg/m

钢轨。轨距：1435mm； 

扣件：正线及辅助线一般地段推荐采用 DTⅢ2 型扣件；出入线地面段、试车线及

库外线地段推荐采用国铁弹条Ⅰ型扣件；车场库内线地段推荐采用无挡肩弹性分开式

DJK5-1 型扣件；试车线检查坑地段推荐采用Ⅱ型检查坑弹性分开式扣件。 

道床：正线采用整体道床，车场线采用有砟道床。 

道岔：正线及辅助线、出入线和试车线根据最高行车速度的要求采用 9 号道岔，车

场线采用 7 号道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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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车辆 

B 型车，列车编组初、近期、远期均为 6 辆编组。 

2.5 车辆段与综合基地 

新区东车辆段选址位于徐州新区故黄河以东、京沪高铁以西、昆仑大道以北地块内，

与一期工程终点新区东站接轨。由车辆段、综合维修中心、物资总库组成，其中车辆段

为 2 号线定修车辆段，承担全线配属车辆的定修、临修和该段配属车辆的停放、运用整

备、清扫洗刷和双周三月检任务。 

新台子河停车场设置在线路起点茅夹铁路以南和华润路以西位置，并与起点站新台

子河站接轨，其定位为 2 号线停车场，承担所配属列车的停放、运用整备和双周三月检

等项任务。 

2.6 施工方法 

地下车站：明挖法、半盖挖。 

区间隧道：盾构法、矿山法。 

2.7 运营方案 

运营时间：5﹕00～23﹕00，全天运营 18 个小时。 

行车计划：全日开行列车 144 对；近期全日开行列车 211 对；远期全日开行列车 258

对。 

3 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3.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根据引用的监测数据，评价区各监测点 SO2、NO2 的小时及日均浓度和 TSP 的日均

浓度均达到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二级标准要求。 

3.2 地表水环境现状 
 

本工程线路穿越的主要河流有废黄河、奎河、溢洪道河、徐运新河、荆马河、丁万

河等。根据《徐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奎河水质劣于地表水 V 类水质功

能的要求，呈重度污染，其中有机类呈重度污染，氨类呈严重污染，重金属类大多未检

出。奎河主要污染物有氨氮、DO、BOD5、CODMn，是以氨氮类为主的有机型污染。故

黄河水质整体呈现中度污染，其中氨类污染较为突出，氨氮指标呈现严重污染。主要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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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有氨氮、BOD5、DO、CODMn、石油类等，故黄河因为生活污水引起的氨类污染仍

很严重。 

3.3 地下水环境现状 
 

徐州市地下水主要储存在第四系地层的孔隙和基岩地层的岩溶裂隙中，属潜水和岩

溶水两种类型。 

根据《徐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徐州市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如下： 

潜水超标项目较多，总硬度超标率为 100%，总大肠菌群超标率为 83.3%，溶解性

总固体、总锰超标率为 66.7%，氨氮、细菌总数、硫酸盐、氯化物、亚硝酸盐氮、浊度

均有不同程度超标，潜水水质综合评价为极差（V 类）。 

岩溶水主要是总硬度超标，溶解性总固体，总锰、氨氮也有一定程度为超标，其它

19 个项目均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III 类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水质要求，岩

溶水水质综合评价为 I 类。 

3.4 环境振动质量现状 
 

工程沿线的振动主要是由城市道路交通及社会生活引起的。监测结果表明，沿线

敏感目标环境振动 VLz10 值昼夜间均能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 标准》(GB10070-88)

之相应标准限值要求。工程线路两侧文物结构最大速度响应值对照《古建筑防工业振动

技术规范》(GB/T50452-2008)，基本可达到相应标准要求。 

3.5 声环境质量现状 
 

工程线路基本沿交通干线路中行走，沿线主要分布有居民、学校、机关、企业等。

在主城区内交通噪声是沿线区域的主要噪声源，其次为人群活动产生的社会生活噪声。

在主城区以外，沿线区域的噪声源以社会生活噪声和自然噪声为主。 

根据监测结果可知，本次评价的敏感目标处的噪声监测结果大部分可以满足相应的

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3.6 生态环境现状 

本项目涉及的生态敏感区包括环城国家森林公园、云龙湖风景名胜区、淮塔管理局

园林处古树名木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包括彭城广场地下遗址、彭城路明代官署遗

址、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文庙大成殿、黄楼赋碑、吴亚鲁革命活动旧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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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评价范围 

声环境：距地上线路外轨中心线两侧 150m 内区域；地下段风亭、冷却塔/风冷机组、

变电所周围 50m 以内区域；停车场厂界外 1m 区域。 

振动环境：外轨中心线两侧 60m 以内区域。室内二次结构噪声影响评价范围为隧道

垂直上方至外轨中心线两侧 10m。 

地表水环境：本工程废水直接排入城市污水管网，评价范围为线路下穿河流及污水

处理厂排口。 

地下水环境：主要针对七里沟地下饮用水源保护区、丁楼地下饮用水源保护区进行

评价。 

环境空气：车站和风亭周围 50m 内区域。 

4 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主要控制措施与效果 

4.1.1 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本工程施工期对大气环境影响最主要的污染物是粉尘。另外，还有以燃油为动力的

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增加，而导致的废气排放量的相应增加。以及施工过程中使用具

有挥发性恶臭的有毒气味材料，如油漆、沥青等，以及为恢复地面道路使用的热沥青蒸

发所带来的大气污染。 

本工程运营期的大气影响主要是风亭异味。 

4.1.2 水污染物排放情况 

本工程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来自：施工作业开挖、钻孔和盾构施工产生的泥浆水，

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的冲洗水，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下雨时冲刷浮土、建筑泥沙

等产生的地表径流污水等。 

本工程运营期污水主要来自沿线车站、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停车场的生活污水和冲

洗废水。 

4.1.3 噪声污染物排放情况 

本工程施工期的施工期噪声污染源主要是高噪声施工设备及施工活动。 

本工程本工程主要为地下线路，运营期的噪声源主要为车站风亭区、车场、主变电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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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固体废物污染物排放情况 

本工程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场地的拆迁建筑垃圾、工程弃土和施工人员生活

垃圾等。 

本工程运营期的固废主要为车站的生活垃圾，以及车场的部分工业固废。 

4.2 环境保护目标 
 

（1）声环境及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本工程的地下车站及车场共涉及敏感目标 20 余处。 

（2）振动环境保护目标 

本工程的路段沿线评价范围内共 80余处振动环境敏感目标以及 3 处文物保护单位，

均位于地下线位段。 

（3）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涉及的生态敏感区包括环城国家森林公园、云龙湖风景名胜区、淮塔管理局

园林处古树名木等。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目标包括彭城广场地下遗址、彭城路明代官署遗

址、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文庙大成殿、黄楼赋碑、吴亚鲁革命活动旧址等。 

（4）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涉及的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有七里沟地下水饮用水源保护区、丁楼地下水饮

用水源保护区。 

4.3 环境影响预测评价 

4.3.1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施工期环境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由于工程占地、拆迁安置、施工作业挤占

道路等，而产生的生态景观、噪声、振动、水、大气、固体废物及其他社会影响等方面，

造成城市环境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只要施工期严格按照徐州市施工管理相关条例进行，

做到合理施工、文明施工、并认真落实环评提出的交通疏解措施，施工期项目的社会环

境影响程度能得到有效缓解。同时，随着工程建成运营，工程的社会环境正效应将逐渐

得以体现，并表现突出。城市的自我形象将得到明显提升，居民将有一个安全、稳定、

有序的生活、工作环境；而且工程的运营还会改善徐州市交通条件，促进城市功能完善；

增加就业机会，保障人流物流的畅通，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9
 

 

 

另外，本工程线路主要以隧道形式经过环城国家森林公园、云龙湖风景名胜区，为

缓解工程建设对森林公园、风景区的影响，设计不在保护区范围内设置施工便道、取土

场和弃土（渣）场等临时措施，因此施工期不会对景区景观的完整性和动植物的保护产

生影响。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不会涉及古树名木的移植和砍切，但在线路实施过程中应予以关

注，加强对周边古树名木的保护。 

本项目施工前将依法开展地下文物勘探，同时加强工程施工过程中对文物的发掘和

保护，避免对地下文物的破坏。施工过程中通过严格控制车站施工范围以及弃土临时堆

放占用的场地，及时清运弃土，严格控制施工影响范围以及车站地上部分的合理设计，

可以使规划线路与周边环境达到和谐统一，保持原有环境风貌及历史文化保护区现状。 

4.3.2 营运期环境影响预测及评价 

（1）运营期大气环境影响预测 

根据类比调查，风亭 0～10m 感觉有异味，下风向 10-15m 为嗅阈值或无异味，15m

以远已感觉不到风亭异味。风亭周围 15m 范围内不宜建设学校、医院、集中居民区等人

群密集建筑。 

轨道交通较公汽快捷舒适，同时可减少汽车尾气污染物排放量，降低空气中的可吸

入颗粒物浓度，对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是有利的。 

（2）运营期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各车站、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停车场的废水经预处理后均可排入既有或规划

的城市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不会对周围水环境产生影响。 

（3）运营期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轨道交通工程运营期间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改变地下水径流条件，使过

水断面减小，径流速度变缓，最终导致轨道交通迎水面地下水位的抬升和背水面地下水

位的下降。地下水位的抬升可能导致地下水位的逐级下降，影响到轨道交通附近区域供

水、地下水源地补给量减少等。 

本工程建设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主要有：车辆段工程建设引发岩溶地面塌陷、特殊

类岩土（砂土）地质灾害；停车场工程建设引发岩溶地面塌陷和特殊类岩土（砂土）地

质灾害；地下段工程建设引发岩溶地面塌陷，引发特殊类岩土（砂土）地质灾害，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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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岩土；车站工程建设引发岩溶地面塌陷、特殊类岩土（砂土）地质灾害，引发特

殊类岩土（软土）地质灾害。 

轨道交通建设时，通过施工技术、施工方法的选取等措施，可控制对地下水水质、

水位、水量的影响。在各项地下水环境保护措施落实的前提下，可以保障工程运营过程

中地下水环境不受到破坏。 

（4）运营期振动环境影响分析 

① 敏感目标振动影响预测 

工程地下段敏感点预测结果显示，沿线预测点振动预测值 VLz10 为 52.3～80.5dB。

营运期共有 10余处敏感点敏感点环境振动值 VLz10 超标，昼间敏感点超标 0.3～8.0dB、

夜间敏感点超标 0.3～11.0dB。 

②二次结构噪声影响预测 

工程地下段正上方至外轨中心线 10m 范围内的敏感建筑物室内二次结构噪声在

37.0~51.8dB 范围内，参照《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

方法标准》（JGJ/T170-2009）标准限值，敏感建筑受到地 铁振动引起的二次结构噪声超

标，昼间超标量为 0.1~11.1dB，夜间为 0.4~15.1dB。 

③振动速度预测结果与分析 

工程沿线涉及的 3 处文物和重要近现代建筑的结构最大速度响应值均超过标准要

求，超标量为 0.2~1.8mm/s。 

（5）运营期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地下车站评价范围内，空调期昼间有 11 处敏感点超标 0.2～8.2dB；夜间有 13 处敏

感点超标 0.3～9.2dB。 

（6）运营期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工程以隧道形式经过环城国家森林公园、云龙湖风景名胜区。为缓解工程建设对

景区的影响，设计不在生态红线范围内设置施工便道、取土场和弃土（渣）场等临时措

施；工程运营后，由于列车在隧道内运行，不会对景区景观的完整性和动植物的保护产

生影响。 

本工程风亭、冷却塔设置应力求与周边城市功能融合、与周边建筑风格相协调；在

设计中需充分考虑徐州市的城市风貌和特点，做到既和谐统一，又能成为一道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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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污染防治措施 

4.4.1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加强施工管理，控制大气扬尘污染。对地下车站风亭异味影响防治措施建议

为：对周围涉及敏感目标的风亭区建议优化设计，排风亭和活塞风亭风口背对敏感目标，

开口朝向道路一侧；对风亭进行绿化覆盖；地下车站应采用符合国家环境标准的装修材

料，既有利于保护人群身体健康，又可减轻运营初期风亭排气异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4.2 地表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做好施工场地排水体系设计，施工场地内设置截水沟、沉淀池和排水管道，

各类污废水处理后部分回用于物料冲洗及洒水降尘，其余部分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施工

人员粪便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盾构施工泥浆水经泥水分离系统处

理后污水经盾构机自带的循环系统设施全部回用，污泥经干化后与工程弃渣一并外运至

指定地点由市渣土管理部门统一处置。施工中应做到井然有序地实施施工组织设计，严

禁暴雨时进行挖方和填方施工。雨天时必须在临时弃土、堆料表面覆盖篷布等覆盖物，

以防止弃土在暴雨的冲刷下，进入附近水体，对水体造成污染。 

4.4.3 地下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在基坑开挖和隧道掘进中保证施工机械的清洁，并严格文明、规范施工，避免油脂、

油污等跑冒滴漏进而污染地下水。避免过量抽排地下水。施工降水过程中应随时观察量

测地下水位，避免过多过深排降地下水。做好地下连续墙和钻孔灌注桩等基坑支护和基

坑围护止水；采用基坑内降水，可以较好减弱基坑内外地下水的水力联系，有效减少抽

排地下水量和控制基坑外的水位下降。在满足降水要求的前提下，降水管井优先选用细

目过滤器，可以有效减少抽排水中的细径沙粒，对控制地面沉降也有一定效果。加强对

开挖地段周围的地下水水位观测和地面建筑物的沉降变形观测。设置固定监测点，定期

对地面沉降进行观测，及时取得数据，发生较大沉降时，应马上采取措施，停止降水，

并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及时处理。 

4.4.4 振动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采取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 

营运期：  

（1）在本工程车辆选型中，除考虑车辆的动力和机械性能外，还应重点考虑其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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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防护措施及振动指标，优先选择噪声、振动值低、结构优良的车辆。 

（2）工程设计采用的 60kg/m 钢轨无缝线路，对预防振动污染具有积极作用。 

（3）运营单位要加强轮轨的维护、保养，定期旋轮和打磨钢轨，对小半径曲线段

涂油防护，以保证其良好的运行状态，减少附加振动。 

（4）对超标的振动敏感目标，根据超标量分别采取高、中、低档减振措施。 

（5）为预防地铁振动的影响，根据《地铁设计规范》的规定及本工程实际情况，

对于沿线所处“混合区、商业中心区”及“交通干线道路两侧”区域，地下段和地面段

振动达标控制距离内不宜规划建设居民区、学校和医院等振动敏感建筑。 

4.4.5 噪声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采取加强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选择噪声低的施工方法；施工

机械应尽可能放置于对周围居民造成影响最小的地点；设置临时隔声围墙或吸声屏障；

避免多台高噪声设备同时作业等措施。 

营运期： 

（1）工程措施 

在满足工程通风要求的前提下，尽量采用低噪声、声学性能优良的风机。选择低噪

声或超低噪声型冷却塔。使风口背向敏感点。充分利用车站设备、出入口及管理用房等

非噪声敏感建筑的屏障作用，将其设置在敏感建筑物与风亭或冷却塔之间。尽量选用低

噪、自冷型变压器以及低噪声风机。 

（2）城市规划及建筑物合理布局 

对于新开发区，规划部门应根据噪声防护距离，限制在轨道交通噪声影响范围内新

建居民住宅、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点，否则应按《噪声法》规定提高其建筑隔声要求，

使室内环境满足使用功能要求；科学规划建筑物的布局，临噪声源的第一排建筑宜规划

为商业、办公用房等非噪声敏感建筑。 

（3）敏感点措施 

建议对风亭区采取加强消声处理的降噪措施，风亭排风口背对敏感建筑物。建议对

冷却塔针对性的采用超低噪声横流式冷却塔、设隔音罩等措施。 

（4）车场噪声治理措施 

车辆段检修用设备及配套设施设备尽量选用低噪声产品；车场内禁止夜间进行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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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和高噪声车间的生产作业；车辆段咽喉区处的曲线钢轨涂油；洗车库设置通风隔声

窗；试车线旁设实体围墙。 

4.4.6 生态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本工程以隧道形式经过环城国家森林公园、云龙湖风景名胜区，区间线路加大埋深。 

通过设置钢弹簧浮置板等严格的减振措施，消除 2 号线对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的振

动影响。 

2 号线在穿越彭城广场地下文物埋藏区时，线路应加大埋深，选择合适的施工方式。 

根据景观美学分析及类比调查分析，在设计中充分考虑徐州市独特城市性质以及土

地利用格局，充分运用融合法、隐蔽法设计，使本工程的车站进出口与风亭等地面建筑

物与周边环境和景观保持协调。 

5 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徐州市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工程的建设，将极大地改善徐州市中心城区的交通状况，

有利于徐州市整体交通结构的完善，有利于城市改造、开发和发展，具有显著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轨道交通是一种先进的城市快速交通系统，它以电力驱动，

沿线无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并由于能替代部分公交汽车而减少了汽车尾气排放，有利

于改善城市的大气环境，可以说轨道交通是一种绿色交通工具。由于工程沿线大都为城

市中心区，居民住宅集中，并有医院、学校等重要环境敏感点，工程施工、运营期列车

运行等将产生一定程度和范围的噪声、振动、污水等污染，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

影响。由于设计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施，本报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和建议，只

要这些环保措施与主体工程实现“三同时”，同时加强监控管理，本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可以得到控制和减缓。综上所述，本工程符合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统一

的原则，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