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调整（2019～

2024 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征询公示 

 

一、线网规划概况 

武汉市组织编制完成了《武汉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8-2035

年）》，于 2019 年 1 月 5 日获市人民政府批复。规划构建“强心强轴、

环射成网、区域融合”的多层次多模式轨道交通线网体系，至远景年

武汉大都市区范围形成 10 条线、650 公里的市域铁路网，市域范围

形成 32 条线、总长 1600 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网。 

二、建设规划概况 

本次近期建设规划调整包含 7 个项目，新增轨道交通 3号线二期

调整、21 号线延伸段、11 号线四期、5 号线延伸段、6号线延伸段、

10 号线一期、9号线一期。各线概况如下： 

（1）3 号线二期起于沌阳大道，终点至文岭，线路长 11.8km，

全为地下线，设车站 5 座。 

（2）21 号线延伸线起于后湖大道，终点至中一路，线路长 3.2km，

全为地下线，设车站 2 座。 

（3）11 号线四期起于武汉西站，终点至白沙洲大道，线路全长

16.2km，全为地下线，设站 6 座。 

（4）5 号线延伸线起于黄家湖，终点至南三环，线路全长 1.1km，

均为高架线，设站 1 座。 

（5）6 号线延伸线起于东风公司，终点至博艺路，线路全长



2.7km，均为地下线，设站 2 座。 

（6）10 号线一期起于工业四路，终点至武汉商务区，线路全长

20.3km，均为地下线，设站 9 座。 

（7）9 号线一期起于地质大学，终点至五里界，线路全长约

20.2km，其中地下线 15.8km，高架线 4.4km，共设车站 13 座。 

 



 

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调整（2019～2024 年）线路

示意图（本图仅为本次公示使用，最终以国家批复为准） 



三、环境影响 

轨道交通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城市生态

和社会经济的影响，二是对沿线区域噪声、振动、电磁、水等环境要

素的影响。从环境因素的性质特征看，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与建设项目

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涉及区域广、方案和环

境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其对城市生态、社会经济环境和各环

境要素的影响呈宏观特性，影响范围和程度难以准确预测；而轨道交

通建设项目因方案确定、受影响的敏感点和环境具体明确，其对环境

的影响可以较为准确的预测，并可据此提出具体明确的环保措施。 

（1）对城市生态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城市生态系统是由某一特定区域内的人口、资源、环境通过各种

相生相克的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类聚集地，由其构成的这一系统中，可

分为生物系统、非生物系统、社会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对该系统的影响，在生物系统方面主要是对植

被、城市绿化系统等的影响；在非生物系统方面主要是对人工创造的

物质系统中道路交通设施的影响、对环境资源系统中土地资源的影

响、对能源系统中自然能源（水电）和化石燃料（煤电、燃油）的影

响；在社会系统方面主要是对居民、企业的拆迁造成的社会影响、对

各类文化、自然保护设施的影响等。 

本次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调整是在确保符合城市性质、

城市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生产布局等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下编制的，

因此，它与城市总体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绿地系统规划等城市专项



规划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且相互影响和制约。 

（2）对相关环境要素的影响 

根据现有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经验和实际运营结果，

总体上讲，其对各环境要素的影响是以能量损耗型为主，即噪声、振

动、电磁辐射，以物质损耗型为辅，即污水、废气、固体废物。 

城市轨道交通的环境影响从空间概念上可分为以下单元：高架

段、地下段、车辆段、停车场、变电所、冷却塔、风亭等。 

从时间序列上可分为施工期和运营期。规划实施过程中对环境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施工期和运营期。施工期相对运营期而言时间较为短

暂，且多数随工程行为的结束，环境的影响也将逐渐消失；运营期的

环境影响将是持久的、长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