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重庆轨道交通 5A线（富华路~跳磴南）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

(简本)

评价单位：中冶赛迪重庆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2018.11



1

1 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重庆轨道交通 5A线（富华路~跳磴南）工程”全长 28.96km，

起于富华路站，经过歇台子、杨家坪、黄桷坪，从李家沱长江复线桥

跨越长江进入李家沱片区，通过白居寺大桥跨越长江，进入大渡口区，

经过白居寺、伏牛溪至跳磴，终于跳磴南站，敷设方式为地下线与高

架线。设车站 19座，其中高架站 7座，地下站 12座。全线考虑设

置金鳌寺车辆段 1座，富华路停车场 1座；设电厂、白居寺主变电所

2座。控制中心依托大竹林综合控制中心，不考虑单独建设。

2 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2.1 声环境影响

(1)在未采取降噪措施的情况下，本工程高架段及地下段沿线声

环境保护目标受列车运行和风亭区影响，部分预测值超过《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相关要求。金鳌寺车辆段运营期间，昼间

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2类标准要求。

(2)采取半封闭声屏障，整体隔声达到 12dB(A)的情况下，工程

高架段沿线声环境功能区 4a类区、2类区达标距离分别为近期 15m、

40m，远期 18m、47m。

(3)采取全封闭声屏障，整体隔声达到 20dB(A)的情况下，工程

高架段沿线声环境功能区 4a类区、2类区达标距离分别为近期声屏

障处、声屏障处，远期声屏障处、9m。

(4)按照风亭设置 3m长消声器、冷却塔采用低噪声冷却塔考虑，

工程地下段风亭区规划控制距离为 15m。

2.2 振动环境影响

(1)在未采取减振措施的情况下，本工程地下段沿线环境振动保

护目标受列车运行振动影响，部分预测值超过《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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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GB10071－88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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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

(2)振动控制距离

在无专项减振措施时，对于“混合区、商业中心”和“交通干线道路

两侧”，地下线路两侧地表振动防护距离为 33m，高架线路两侧地表

振动防护距离为 10m。对于“居民、文教区”区域，地下线路两侧地表

振动防护距离为 61m，高架线路两侧地表振动防护距离为 22m。如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规划地块所在里程采取了减振措施，则控制距离

可根据具体减振措施结合计算结果调整。

2.3 地表水环境影响

本工程不穿越或跨越水源保护区。评价范围内主要水环境保护目

标为长江、花溪河、伏牛溪。工程建成后，沿线车站和车场排水均接

入市政污水管网。生活污水经预处理池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生

产废水经气浮、过滤工艺处理后排入城市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城市污

水处理厂处理，对工程沿线地表水环境影响小。

2.4 地下水环境影响

工程运营期对地下水环境影响小。车场污水处理构筑物采取防腐、

防渗措施，并按照环评要求设置地下水监控井，定期进行地下水水质

监测，若发现污染物浓度异常，应立即对各处理设施进行排查，找出

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2.5 电磁辐射影响

经类比预测，本工程地面主变电所产生的工频电磁场和无线电干

扰均不会超过相关国家标准限值，对周边电磁环境影响不大。高架线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较小，对高架线的布局不存在制约性。

2.6 环境空气影响

根据排风异味类比调查，本工程地下车站均位于城市主干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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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车站风亭保证与建筑物的控制距离（对风亭周边 15m范围内进

行控制），并优化排风口设置，风亭运营不会对周边造成异味影响。

车场职工食堂炉灶燃料采用天然气，排放的油烟必须采取净化处

理后经排烟井高空排放。车场生产车间产生的打磨、焊接、吹扫粉尘

等经设备自带的除尘净化设备处理后排放，对大气环境几乎无影响。

工程运营后，可替代部分地面交通运输，从而减少了机动车尾气

的排放，对改善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是有利的。

建议在工程竣工后，对隧道及站台进行彻底清扫，降低运营初期

地铁内的粉尘及异味。

2.7 固体废物环境影响

工程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车站、车场产生的生活垃圾

及生产废物。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一般生产废物

如金属切削、边角料等一般回收利用；危险废物中废油按国家和重庆

市对危险废物的有关规定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妥善处置，废蓄电池由

厂家统一回收处理。运营期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经妥善处置后，对环

境影响很小。

2.8 城市生态与景观影响

本工程基本位于城市建成区内，沿线以城市生态系统为主，不涉

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区域。

根据分析，本工程基本沿既有和规划城市道路敷设，且以地下敷

设方式为主，不会对沿线城市土地利用造成影响。地下车站进出口、

风亭、冷却塔等构筑物体量较小，占地面积小，整体上景观敏感度较

低，容易实现与周围景观环境的协调，景观影响较小。

2.9 文物影响

本工程建设符合《重庆红岩遗址保护区管理办法》和《重庆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相关要求，通过对局部线路采取高等级减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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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运行对沿线文物保护单位的影响较小。

2.10 社会环境影响

本工程实施有利于促进城市综合交通客运体系的形成，有助于完

善公共交通体系，改善市民的出行条件，促进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和

城市建设，引导城市人口的重新分布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城市空

间布局。

3 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3.1 噪声控制措施

(1)高架段噪声防治措施

高架段全线现状敏感点及规划的科研和居住用地均需设置声屏

障。高架段全线设全封闭声屏障 8处，共 6400m，半封闭声屏障 1

处，共 500m，并要求高架段全线（江面区段除外）、出入段及车辆

段预留声屏障安装条件。高架段全线（江面去段除外）设桥面吸声板，

并考虑在敏感地段设置梯形轨枕进行综合降噪。高架段降噪措施投资

合计约 18382万元。

(2)地下段噪声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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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选择低噪声或超低噪声型冷却塔；合理布局风亭、冷却

塔位置，且风口不正对敏感建筑；风亭区加长消声器，冷却塔设置直

管阵列式消声器，以满足环境质量要求。

(3)车场及主变电站噪声治理

设备选型时选用低噪音设备和使用电机变频调节技术；设备安装

隔振机座或减震垫，管道采用弹性连接，通风排气设备安装消音器等；

车辆段围墙均采用 3m高实心围墙。对牵引变电所排风机选用低噪设

备，并采取消声措施，并将排风口背对规划居住地块；变电所设置

3m高实心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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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振动防治工程措施

根据轨道振动的产生机理，在车辆类型、轨道构造、线路条件等

方面进行减振设计，将降低轮轨撞击产生的振动源强值，从根本上减

轻轨道交通振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即在车辆选型中，除考虑车辆的

动力和机械性能外，还应重点考虑其振动指标，优先选择噪声振动值

低、结构优良的车辆；铺设 60kg/m 重轨无缝线路，采用减振扣件(如

Lord扣件、Vanguard扣件等)，减振道床(如弹性短轨枕或支承块、

浮置板道床、橡胶隔振垫等)等轨道结构振动控制措施。

对振动预测超标的敏感目标均采取减振措施，新增投资 3828万

元，增加各类减振措施 15414延米。其中，特殊减振措施 60延米，

投资 72万元；高等减振措施 3384延米，投资 2200万元；中等减振

措施 11970延米，投资 1556万元。

4 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

“重庆轨道交通 5A线（富华路~跳磴南）工程”的建设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符合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重庆市生态文明建设“十三五”规

划等相关规划，与《重庆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第三轮建设规划

（2018~2023年）》相符，执行了规划环评审查意见的要求。工程建

设及运行主要带来生态、噪声、振动、地表水、地下水等环境影响，

通过在设计阶段、施工阶段、运营阶段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措

施后，工程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可得到有效控制和缓解。

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论证，“重庆轨道交通 5A线（富华路~跳磴

南）工程”建设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