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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王晨。陈捷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200070)

摘要：综合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在综合体系的层次上，对交通体系及各子系统的环境影响进行整体评价的过程，
评价结果作用于决策，从源头上消除或降低环境影响。建立合理的综合交通规划评价指标可使环评工作更有针对性，确
保综合交通规划的可持续性发展。文章以上海市综合交通“十三五”规划为例，对综合交通规划环评的环境目标及评价
指标体系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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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是指导

城市交通体系发展的战略规划。旨在科学的配置资源，

协调各子系统、近期与远期、城市内外、客货运输的关系，

发展绿色交通，维持城市交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专项规划实施前需

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 130．2014)规定了评价工作的原则、程序、

评价重点等，但对诸如综合交通规划等专项规划的环境

影响评价指标体系未做出统一规定。

1 规划案例

《上海市综合交通“十三五”规划》是引领和指导

上海综合交通发展的五年规划蓝图和行动纲领。旨在将

上海建设成辐射全球、服务全国的交通枢纽；努力确保

交通运行安全可靠；使人员出行和货物运输更加方便快

捷；交通系统有机整合、高效运行：营造绿色、文明交

通环境。规划重点建设项目包括港口、内河航道、公路、

市政道路、轨道交通、铁路、航空、公交枢纽等。

2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环评技术要点

(1)规划相符性分析。分析规划与国家．“十三五”

发展规划纲要、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等上层政策，

以及与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城市总体规划等同层政策的相符性。

(2)规划分析。分析规划目标、功能定位、实施

方案与生态保护红线、环境功能区划的关系。

(3)环境影响识别与确定评价指标体系。调查规

划涉及的生态敏感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

社会关注区，识别规划实施的环境制约性因素，确定评

价指标体系。

(4)环境影响分析与评价。预测、评价规划方案(含

比选方案)对土地利用、生态系统、声环境、环境振动、

地表水、地下水等的影响，判断影响的程度、范围、性质，

分析环境承载能力。

(5)环境影响减缓措施。通过分析规划实施的环

境制约因素提出优化调整建议，提出经济技术合理的环

境影响减缓措施。规划方案比选，从环保角度确定推荐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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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环境经济效益。分析规划实施后公共交通出

行的分担率，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改善城市交通状况，

减少拥堵时间等的间接经济价值。

(7)环境影响跟踪评价。对规划实施后的实际环

境影响跟踪调查，以验证环评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减缓

措施的有效性，提出优化改进建议。

(8)公众参与。通过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

广泛征询专家、群众、社会团体对综合交通规划的建议

和意见。

3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社会经济建设作用于环境，使生态环境系统发生变

化，环境系统变化后又会反作用于社会经济，两者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因此，在环评工作中常根据DPSIR模

型原理建立评价指标体系。DPSIR模型以驱动力(Driving

forces)、压力(Pressure)、状态(State)、影响(Impact)、

响应(Responses)5类指标来分解一个自然系统，5类

指标又可根据需要进一步分解。

本次研究将上海市综合交通“十三五”规划的环境

影响方面逐步分解，得到环评工作的具体指标，并构建

了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4 主要评价指标定量计算结果

(1)上海“十三五”综合交通规划重点建设项目中

占用基本农田的主要为铁路、轨道交通、市政道路项目。

经测算，规划占用基本农田约14．5km2，占全市基本农田

总量的0．66％。此外，规划占用近郊绿环面积约为0．26％，

占用生态间隔带面积约为0．38％，占用生态走廊面积约为

0．60％，占用外环绿带面积约为0．53％，总体上来说对近

郊绿环、外环绿带、生态间隔带和生态走廊影响较小。

其中占用面积较大的项目为市政道路项目。

(2)上海市生态空间格局为“双环、九廊、十区”

多层次、成网络、功能复合的生态空间格局。本次综合

交通规划的部分公路、铁路涉及占用生态走廊，使沿线

一定范围内原有农田等半自然生态系统转变为以交通运

输为主体的人工生态系统，并会分割生境，对动植物油

长期的影响。

(3)综合交通规划的项目类型较多，不同类型项

目噪声影响范围不同。经预测分析，道路沿线达到2类

区功能要求的距离分别为快速路350m、主干路(双向6

车道)170m、次干路110m(双向4车道)；铁路项目

沿线达到2类区要求的距离为65m：轨道交通地上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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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上海“十三五”综合交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环境保护

噪声
敏感目标处声环境质量达标或不劣于现状：

1”

减少因噪声而产生的居民投诉

振动 住宅、文教、文保单位等敏感点处振动达标。

污水 控制水体污染

地下水盔竿桨㈣{蠢意淼生
空气 大气环境质量达标

规划交通项目涉及1类声功能区的面积或长度；规划交通建设项目与居民

居住区的I临近度：交通线路两侧噪声等效声级dB(A)(昼／夜)

影响程度：铅垂向z振级；振动影响范围；达标控制距离；

污水处理达标率

地下工程标高与地下水位；地下水水质指标：地下流场的分割程度

强化港口船舶大气污染防治

减排总量

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危废管理

水土流失控制施工期水土流失，做好水土保持防治工作。

景观 减少占用景观、绿化用地；高架工程与景观协调

综合利用率；危废处置符合相关管理规定

水土流失防治6项目标

规划高架线路与周边景观环境协调，涉及历史文化风貌区域的，与历史

风貌相协调；高架段与居住区之间D／H满足1：1～3：1的范围要求

两侧达到2类区要求的距离为90m；地下线路风亭+冷 达851．8t／年。

却塔夜间达标控制距离为22m。

(4)不采取减振措施，轨道交通地下段1 5m埋

深，列车以80km／h运行时，距外轨中心线外54m可满

足DB31／T470．2009中1类声功能区标准，42m可满足

2类声功能区标准，27m可满足3、4类声功能区标准。

(5)规划重点建设的内河航道项目：长湖申航道

整治、平申航道整治等铁路项目：沪杭铁路松江段改缘

公路项目：沪松公路一松卫北路、松蒸公路．北松公路等，

涉及黄浦江上游饮用水源保护区。

(6)规划建设实施后，全市公共交通、非机动车

出行比例≥80％，使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公交车比例

≥50％；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接近60％，其中轨

道交通客运量占公共交通总量的60％。

(7)轨道交通客运量增加91．6万乘次(占2016年

城市客运交通5％)，替代相应小汽车的使用量，可节

约11．24万t标煤／年，减少NO，排放量76．8t／年。

(8)“十三五”期间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公交车达

50％以上，到“十三五”末新能源公共汽车NO，减排量

5 结束语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可从源头降低规划实施对环

境的影响，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要准确评价规划实施

的环境影响，应根据规划目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建

立完善和准确的指标体系，以量化分析规划实施的各类

环境影响。

综合交通规划涵盖交通建设项目类型较多，可类比

公路、轨道交通、内河航道、铁路线网、航空等专项规

划环评，综合考量提出指标体系，使建立的指标体系可

系统、综合反映不同类别交通项目的环境影响，逐步建

立起综合交通规划环评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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