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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设项目概要

（一） 建设地点

本工程自在建郑州至新郑机场城际铁路新郑机场站（地下站）引

出向东，以地下敷设方式走行于规划东进场公路北侧，继续向东下穿

滨河西路（规划）、南水北调工程、滨河东路（规划）、会展路（拟建），

出地面后上跨东进场公路（规划）和省道 S102，引入拟建郑州至万

州客运专线郑州南站（城际场），正线全长 11.144km（双线）。新建

郑州南站 1座。

（二） 建设意义

1.本项目建设是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需要。

城际铁路作为一种高效、快捷、节能、环保的新型交通运输工具，

必将为区域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一方面，能够适应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出行时间和舒适度要求的不断提高；另一方

面，修建城际铁路，将加快地区的人流、物流，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

新的动力和支撑，提升地区吸引力和竞争力，成为中部崛起的引擎。

2.本项目建设是打造中部国际航空枢纽、提升中原城市群综合竞

争力的需要。

建设新郑机场至郑州南城际铁路，为民航客流提供快捷、舒适的

中转服务，为中原城市群走向国际化的有力支撑。

3.是强化郑州中心地位，形成中原城市群城际网主骨架，打造中

原城市群“半小时经济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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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的建设，将加快城市群内各城市间的快速联系，实现中心

城市与周边城市“半小时”经济圈的目标，是实施中心城市带动战略、

创新发展机制、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增强竞争力、辐射力

和发展活力、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的需要。

（4）本项目建设是完善区域综合交通运输网、优化运输结构、

适应城际交通需求不断增长的需要。

为了满足中原城市群高速增长的交通需求以及城际间客运量的

增长，提高城际交通的服务水平，建设速度快、安全性好、运能大的

城际铁路交通，完善综合运输体系，是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5）本项目建设是促进节能减排、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将城际铁路发展成为区域公共交通的骨干，作为区域的主要公共

交通方式，不仅将为改善群众出行做出重大贡献，其建设也是拉动内

需的重要举措。

（三） 工程主要技术标准

项 目 正线

铁路类别 城际铁路

正线数目 双线

设计行车速度 200km/h

最小曲线半径 一般 2500m、困难 2200m

线间距 4.2m

轨道类型 有砟轨道（隧道段无砟轨道）

最大坡度 一般 20‰，困难 30‰

牵引种类 电力

机车类型 动车组

到发线有效长度 650m

列车运行控制方式 列控系统

行车调度指挥方式 综合调度集中

最小追踪间隔 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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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程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主要工程内容包括：轨道、路基、桥涵、隧道、站场、电

力电气化、房建和给排水等，主要工程内容如下：

本线工程正线按时速 200km/h城际铁路标准设计，铺设有砟轨道，

隧道铺设无砟轨道，跨区间无缝线路。与地下段衔接的 U型槽采用

无砟轨道。

路基设计类型有路堤坡面防护、松软土路基、U型槽、低矮路堤

等；正线线路特大、大中桥共计约 1.6km；工程新建隧道 1座，长约

6km；新建中间站 1个，即郑州南站，设到发线 15条（含正线），基

本站台 1座，岛式站台 7座，同时，在城际场与郑万场间设综合维修

工区 1处。

全线采用带回流线的直接供电方式；改造利用拟建郑万铁路郑州

南牵引变电所、增容改造在建郑机城际铁路机场北牵引变电所，新建

郑州南分区所为本线供电；接触网采用全补偿简单链形悬挂。

全线新建房屋建筑总面积 37350m2，新增定员人数为 180人；郑

州南站最高日排水量 137.1m3/d，站区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排放于附近沟渠。

工程拟设置材料场 2处，设预制场、填料拌合站、混凝土拌合站

各 1处；施工总工期 48个月；工程估算总额约 4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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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设项目周围环境现状

（一） 环境现状

1. 生态环境

郑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偏北，北临黄河，西依嵩山，东南为广阔

的黄淮平原，线路经过区域隶属太行山脉与豫北平原的交接地带，地

势总体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地形变化不大。地貌类型主要为冲积平

原，局部地带有交接洼地和岗地分布。

项目区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冷暖气团交替频繁，春、夏、

秋、冬四季分明。冬季漫长而干冷，雨雪稀少；春季干燥少雨，冷暖

多变大风多；夏季比较炎热，降雨高度集中；秋季气候凉爽，时间短

促。

受地形、气候、母质等成土条件的影响，本工程沿线主要分布

有褐土、潮土等土类，表土厚度约20cm。

评价区域内由于长期的人工经营，农业复种指数较高，区域内

已基本没有天然植被群落，主要的植被类型为农田作物、人工林、

灌草丛；土地利用为传统农业方式，农作物产品仍占绝对优势。近

年来，农业产业结构在市场导向下，向着优质化、多样化方向调整。

2. 声环境

工程沿线各敏感点的现状值均能满足声环境 2类区昼夜 60/50dB

标准要求。

3. 振动环境

现状振动值昼、夜均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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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居民、文教区”昼间 70dB、夜间 67dB的限值要求。

4. 水环境

工程沿线地表水体为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II类标准。

工程沿线地下水，部分区域总硬度和溶解性总固体不满足《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标准要求，其他水质因子均能够达到

Ⅲ类标准要求。

5. 环境空气

本项目沿线多经过农村地区，区域环境空气质量良好，受道路扬

尘的影响，部分区域 TSP和 PM10超过 GB3095-2012《环境空气质量

标准》二级标准要求，SO2和 NO2均能够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要求。

（二） 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1. 生态环境

线路工程为外侧轨道中心线横向各 300m范围，施工便道中心线

两侧各 100m区域，施工场地、取弃土场等临时用地界外 100m内区

域。

2. 声环境

铁路外轨中心线两侧 200m以内范围。

3. 振动环境

铁路外轨中心线两侧 60m以内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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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环境

地表水环境：工程设计范围内的水污染源；地下水环境：隧道施

工期地下水水位变化的影响区域，以及可能与建设项目所在的水文地

质单元存在直接补给关系的区域。

5. 电磁环境

收看电视受影响评价范围为距线路外轨中心线 50m以内；牵引

变电所工频电磁场影响评价范围为牵引变电所围墙外 50m以内；

GSM-R基站评价以天线为中心半径 50m区域为分析影响的重点范围。

6. 大气环境

新增锅炉烟囱口。

三、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与效果

（一） 建设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特性

1. 施工期环境影响特性分析

生态环境：工程永久占用土地、路基和桥梁、车站的建设可能对

沿线野生动植物、自然生产力、农业生产等产生影响，并产生一定程

度的水土流失。

噪声：本工程施工期噪声源主要为施工场地挖掘、装载、运输等

机械设备的作业噪声，其他还有各种施工运输车辆、建筑物拆除、已

有道路破碎作业等施工噪声等。

振动：本工程施工期产生的振动主要来自重型机械运转，重型运

输车辆行驶，钻孔、打桩、锤击、大型挖土机和空压机的运行，回填

中夯实等施工作业产生的振动。



7

废水：污废水主要来自建筑施工废水和施工人员生活污水。

废气及扬尘：大气污染源主要为以燃油为动力的施工机械和运输

车辆产生的尾气，施工过程中的开挖、回填、拆迁及沙石灰料装卸过

程中产生的粉尘、车辆运输中引起的二次扬尘。

固体废物：施工引起的房屋拆迁而产生的建筑垃圾；施工期施工

人员日常生活产生的生活垃圾。

2. 运营期环境影响特性分析

噪声：铁路两侧分布有居民区，列车运行噪声会对周围环境造成

一定的影响。

振动：振动的产生是源于列车运行中轮轨之间的碰撞和摩擦，振

动通过轨枕、道床、路基（或桥梁结构）、地面传播到建筑物，引起

建筑物的振动，对居民产生影响。

水污染源：工程完成后，生活污水主要来自郑州南站污水排放。

生活污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和氨氮。

大气污染源：新增站房采暖采用燃气锅炉采暖，大气污染物排放

量较小。

固体废物：工程运营后，固体废物主要来源于车站工作人员及旅

客候车产生的生活垃圾及旅客列车垃圾。

（二） 建设项目评价范围内的环境保护目标分布情况

环境保护目标见下表。

环境要素 保护目标 环境特征 影响因素

生态环境
耕地 旱地

铁路占地，路基填

筑

水土保持 平原微丘 填方，路基、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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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开挖

水环境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总干渠
Ⅱ水体 隧道穿越

声环境、环境振动、

环境空气、电磁环境

和社会环境

三异张、双楼王等 4
处居民点

铁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m范围，分属环
境噪声 2、4b类区

施工噪声和扬尘、

铁路噪声与振动、

电磁等影响

（三） 按不同环境要素和不同阶段建设项目的主要环境影响及

其预测评价结果

1.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有：施工机械的噪声、振动，施工废

水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扬尘及施工期间占用道路及居民出行

的影响。

本工程土石方工程较大，工程取土、弃土工程会产生一定数量的

水土流失；施工过程由于表土开挖、车辆运输等作业将产生一定量的

泥沙及粉尘。

随着施工过程的结束，施工期对环境的影响将逐渐变小直至消失。

2. 运营期环境影响及其预测评价结果

（1） 生态环境

铁路建设项目防护工程较多，在满足工程稳定和运营安全需要的

基础上，对生态环境保护、水土流失防治也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主要是具有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作用的工程、

植物和临时措施，如路基边坡防护、绿化工程和临时工程绿化等。

（2） 声环境

在拟建铁路边界满足昼夜 70/60dBA限值；4类区昼、夜间噪声

值均满足 4类区 70/60dBA限值要求；2类区昼、夜间噪声值均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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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区 60/50dBA限值要求。

（3） 环境振动

沿线敏感点昼夜振动预测值能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10070-88）之“铁路干线两侧标准”80dB限值要求。

（4） 水环境

郑州南站近期最高日排水量 137.1m3/d，经处理后达到《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后排放于附近沟渠。

本工程以隧道、路基、桥梁形式下穿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二

级水源保护区，经预测，工程对该水源保护区影响较小。

（5） 环境空气

工程设置的燃气锅炉，SO2和 NOX的排放浓度符合《锅炉大气污

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相应标准。

（6） 固体废物

本工程实施后，新增铁路职工的生活垃圾和旅客列车及站区旅客

生活垃圾排放量较少。所有垃圾定点收集并及时清运，交由当地环卫

部门统一处理后对环境影响不大。

（四） 环境保护防治措施

1. 施工期环保措施

（1）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应充分利用既有乡村道路和公路作为运输便道，减少新修便道数

量和长度；施工便道产生的弃土渣应尽量移挖作填，调配利用。

施工便道使用完毕后，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清理平整的土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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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并采取种植灌木和撒草籽的植物防护措施予以恢复。

（2） 声环境防治措施

合理安排施工场地、作业时间，合理规划施工便道和载重车辆走

行时间，尽量不穿村或远离村庄，减小运输噪声对居民的影响。

做好宣传工作，倡导科学管理和文明施工，加强环境管理，严格

执行国家、地方有关规定。

（3） 振动防治措施

施工现场进行合理布局，选择环境要求较低的位置作为固定制作

作业场地，应避免靠近居民住宅，与住宅保持 30m以上距离；施工

车辆特别是重型运输车辆的运行通路，应尽量距住宅保持 30m以上，

避免影响居民；在靠近居民住宅等敏感区段施工时，应禁止使用打桩

机、夯土式压路机等强振动的机械。

（4） 水环境防治措施

对施工营地人员的生活应加强管理，避免乱排乱倒；对混凝土搅

拌站、预制厂，应建沉淀池对悬浮物分离，尽量做到清水回用，沉淀

的悬浮物要定期清挖，并作妥善处置；加强对施工机械和车辆的管理

和维护，减少跑、冒、滴、漏现象，减小对环境的污染。

（5） 环境空气防治措施

施工期应加强运输车辆的管理，运送沙土车辆必须覆盖篷布。施

工期运输车辆和各类燃油施工机械应优先使用含低硫汽油或低硫柴

油，机动车辆排放的尾气应满足标准要求。

在可能造成扬尘影响的区域，对运输频率较高、较固定的线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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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施工便道维护，减少运输扬尘；加强施工人员的环保意识，加强环

境管理，设置专人负责保洁工作，减少工程施工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施工工地禁止燃烧会产生粉尘、恶臭之物质。

2. 运营期环保措施

（1） 生态环境

铁路建设项目防护工程较多，在满足工程稳定和运营安全需要的

基础上，对生态环境保护、水土流失防治也具有积极作用。因此，生

态环境保护措施主要是具有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作用的工程、

植物和临时措施，如路基边坡防护、绿化工程和临时工程绿化等。

（2） 声环境

工程沿线铁路边界及功能区噪声预测达标，未考虑降噪措施。

（3） 振动环境

工程沿线铁路边界及功能区振动预测达标，未考虑减振措施。

（4） 水环境

郑州南站污水经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一级标准后排放于附近沟渠。

（5） 大气环境

工程设置的燃气锅炉，SO2和NOX的排放浓度符合GB13271-2014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相应标准。

（6） 固体废物

所有垃圾经定点收集并及时清运、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后

对环境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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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在采取本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与恢复和污染防治措施后，

工程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可以得到控制和减缓，在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

作的前提下，本工程是一项符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

统一的工程。

目前，专题研究工作正在同步开展，在完成专题论证、评审并取

得敏感区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手续后，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是可

行的。

五、 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河南铁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 21号金融大厦（邮编：450000）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371-69097808

传真：0371-69097867

2.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名称：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 15号中铁咨询大厦（邮编：100055）

联系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10-52696534

传真：010-51830110

电子邮箱：huanjingbaohu2008@126.com（邮件主题请注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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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机场至郑州南站城际铁路公众参与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