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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北京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07～2015年）》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工作：分析轨道

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实施所面临的环境资源制约因素和环境形势；预测、评价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实施可

能存在的潜在环境影响；将环境因素纳入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战略－规划－项目”的决策过程；明确规

划环境保护目标，论证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的环境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提出北京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

设规划实施过程中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及应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为规划中的建设项目环评、环境管理提

供建议和指南。根据该规划，规划期内建设轨道项目 19项（见附表）。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思路及方法 

评价工作思路 

      本次评价在对北京市城市快速轨道线网规划布局和规模合理性、建设规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初步

规划分析的基础上，主要围绕北京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实施与城市规划的相容性、协调性，以及

规划实施的环境资源制约因素、环境影响进行分析评价，其中以建设规划与城市相关专项规划的协调性分

析为评价重点。本次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总体工作思路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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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评价原则和方法 

      评价原则：科学、客观、公正原则，整体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一致性原则，可操作性原则。 

      本次评价采用的主要评价方法包括：核查表法、类比分析法、资料收集（含现场调查和监测法）、专

家咨询法、叠图法、数学模型法、趋势分析法等。 

  

相关评价 

规划相容性 

      规划与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规划所确定的性质、目标以及城市空间布局和新城发展规划是相容的，有

利于北京中心城调整优化目标的实现。 

      规划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划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北京市城市两个战略调整目标的实现，而且北京市经

济能力基本上可支撑轨道交通建设规模。从总体上看，该建设规划方案是可行的，而且对实现城市生态环

境的建设与保护、资源的节约与有效利用是有利的。 

  

规划协调性 

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协调性 

  

      规划与北京城市景观生态安全格局规划、森林公园和重点生态公益林规划、自然保护区保护现状及规

划是协调的。 

  

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协调性 

      规划在城市规划旧城范围内均为地下线，规划 M6线、M7线、M8线做好车站地面设施景观设计的前

提下，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符合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有关规定的要求。 

  

与城市防洪规划的协调性分析 

      房山线、S1线、M15线一期局部路段的实施在切实履行有关规定的前提下，符合北京市城市防洪规划

及防洪法相关规定。 

  

与水资源保护协调性分析 

      规划布局不涉及北京市现有的主要地表水源地，但部分线路经过了永引上段和京密引水渠等集中式生

活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暗涵段）及地下水源防护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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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排水规划协调性分析 

       规划的近期及远期建设均不会对北京市污水处理能力造成压力。 

  

环境规划协调性 

       规划高架线路在采取必要的噪声防护措施后，可满足城市交通干线两侧噪声控制距离要求；规划的实

施有利于改善北京市交通能源结构、减少机动车排放、改善北京市城市大气环境质量的目标。规划与《北

京市“十一五”时期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规划》具有良好的协调性。 

  

资源承载力分析 

地下水资源保护制约因素 

      规划实施不会对工程所在区域的水资源质量及数量产生不良影响。 

  

土地资源承载力分析 

      轨道交通的土地利用效率高，在缓解北京市中心城交通拥堵状况、引导城市空间布局优化调整的同时，

将大大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效率和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源承载能力，符合北京市总体规划所确定的

土地资源节约、保护与利用的指导原则。土地资源不会成为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制约因素。 

  

水资源及能源承载力分析 

      规划年度北京的水资源、能源供应能有效支撑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建设。 

  

间接环境资源影响分析 

      规划实施有利于北京城市发展战略调整，不会对沿线地区土地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产生不良影响，建

设规模在环境上是合理的。 

  

环境影响预测分析 

      规划中的各项目车站均位于北京市污水收集系统范围内，不经处理可达到排放标准，可直接排入市政

污水管网。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而导致地下水径流发生改变而影响下游水厂供水来源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较小；通

过优化施工工艺、合理选线及对周边污染源采取防渗漏措施，轨道交通不会对地下水水质产生不良影响。 

规划实施期间弃土总量约为 4474万～6264万立方米；规划 2008年和 2015年生活垃圾产生量分别占北京

市生活垃圾转运能力的 1‰～1.8‰和 3.4‰～6.3‰，占北京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能力的 0.6‰～1.0‰

和 2.0‰～3.7‰，绝对量较少。 

      规划轨道交通线路对沿线居民收看电视的影响范围较小，影响程度也较轻。 

  

预防措施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旧城范围内车站地面建筑的建筑物形式、体量、色调都必须与文物保护单位相协调；同时应尽可结合

现有或规划多层现代建筑进行建设，避免拆除成片四合院，并依法履行必要的报批手续。 

      下阶段规划实施过程中，一方面应从古建筑结构保护角度重点分析轨道交通运营期振动对重要文保单

位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对照古建筑结构的容许振动标准，合理确定线路在上述文保单位周边的走向和埋深，

确保古建筑的安全。 

  

城市防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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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山线、S1线、M15线一期和 M6线二期在下阶段的规划实施过程中，应确保工程符合防洪标准。安

排施工时，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位置和界限进行。 

  

地质安全保障 

      M15线一期南法信至府前街段下阶段规划实施过程中加强地质勘察和工程地质评估工作，确保工程设

计安全。 

  

生态环境保护 

      房山线涉及的永定河路段规划实施阶段，在加强工程线路设计优化、减少工程建设对河道用地的占用

和避免挤压河道的基础上，加强环保设计和管理，避免工程施工和运营期对河道水质的影响的前提下，工

程可有条件实施。M10二期线沿京密引水渠段工程，在下阶段规划实施过程中通过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

和绿化恢复措施，合理选择车站施工作业方式，控制施工期对京密引水渠水体可能产生的污染。 

  

地下水资源保护 

      对位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范围内的工程，在动工前应就地下水的回灌细节征求工程所在区域的水务行

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在工程施工方式的选择上，应尽量选用盾构法施工；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委托具备资质

的单位进行环保监理，确保落实回灌措施，以减少地下水资源的流失。 

  

资源保护及节约措施 

节约耕地资源 

      切实执行北京市有关土地资源保护管理规定：严格控制各类建设占用耕地，实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

按照占补平衡的原则，由用地单位开垦与所占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或按市有关规定足额交纳耕

地开垦费，专项用于开垦新耕地。 

  

节约城市建设用地 

      提高运输效率，控制高架车站土建规模；实现资源共享，控制车辆基地规模；适应服务社会化的理念，

控制车辆基地规模；合理采用立体车辆段设计。 

  

节约能源措施 

      通过自然坡度在区间线路采用“高站位、低区间”的“∧”字型节能坡，达到节能的目的；在满足环境保

护要求的前提下，可考虑采用高架线的敷设方案，以减少大量的通风、空调、照明系统的耗电；对于地下

线，应结合地形、地质条件尽可能实现自然通风。 

  

节约水资源措施 

      建议洗车污水经处理后予以回用，通过中水回用，规划实施后可节约自来水 280万吨/年。 

  

控制规划实施社会、经济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 

减少房屋动拆迁数量的对策措施 

      规划实施同时，应加强项目沿线土地利用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保证轨道交通建设用地，

减少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房屋动拆迁数量。并加强规划沿线土地利用控制规划效果的评价，以加强对规划后

续项目沿线用地控制规划编制和拆迁安置工作的指导，减少规划实施过程中的拆迁数量和由于拆迁安置所

引起投诉率，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改善轨道交通服务水平的对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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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轨道交通与城市公共交通枢纽的驳接能力和地面公交服务系统对轨道交通系统的支撑能力。 

  

总体评价 

      《北京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07～2015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划的实施有利

于促进北京市城市两个战略调整目标的实现，而且北京市经济能力基本上可支撑轨道交通建设规模，规划

布局符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与北京城市空间布局是协调的，规划实施不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因素，在

环境上是合理的。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实施，对优化城市布局结构、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以

及推动城市“公交优先”战略实施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轨道交通运输所产生噪声、振动和污废水可

以地得到有效控制。轨道交通的建设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和谐与公平核心价值的实现，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 

      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北京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07～2015年）》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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