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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潍坊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方案图（市区远景） 



 

 

 

 

 

 

 

 

 

 

 

 

 

 

 

 

 

 

 

 

 

 

 

 

 

 

 

 

 

 

 

 

 

 

 

 

 

 

 

 

 

图 2   潍坊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方案图（市域远景） 



 

 

 

 

 

 

 

 

 

 

 

 

 

 

 

 

 

 

 

 

 

 

 

 

图 3    潍坊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方案示意图 



 

 [内容提要]  潍坊市城市轨道线网规划由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

限公司于2014年开始编制，潍坊市人民政府以潍政复[2016]93号文对线网

规划进行了批复。2017年1月，受潍坊市地方铁路管理局委托，中铁工程

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潍坊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以下

简称“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同步开展了线网和建设规划的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 

本次评价的《潍坊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包括近期 2020 年、远期

2030 年、远景 2048 年三个层次，主要评价对象为远景 2048 年规划方案，

远景推荐方案由 6 条线路组成，其中 1、2、3、4 号线为市区线，线路总

长 125.3km，R1、R2 线为市域线，线路总长 76.0km。全网线路全长

201.3km，共设置车站 116 座，其中换乘站 10 座。全网设置综合车辆基

地 5 处（含 1 处综合维修基地）、停车场 6 处。 

●中心市区线（1-4 号线）采用最高运行速度 80km/h 的钢轮/钢轨轻轨、

跨座式单轨等系统均可适应运营要求。若采用钢轮/钢轨的轻轨 B 型车，远

景采用 4 辆编组即可满足要求；若采用跨座式单轨，远景宜采用 6 辆编组

的中型跨座式单轨系统。 

●市域线（R1～R2 线）平均站间距较大，对出行时间目标有一定要求，

可考虑采用适合地面敷设、运行速度较高的轻轨、市域快线系统，也可考

虑采用噪音振动小、环保舒适的跨座式单轨系统。 

本次评价的《潍坊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9～2023）》由 1

号线一期工程、2 号线组成。其中 1 号线一期工程自山水环保至物流园，

正线长度 24.166km，设站 21 座，其中地上站 13 座，地下站 8 座，平均站



 

间距 1.18km；2 号线自潍城开发区中学至吕家张营社区，正线长度

26.496km，设站 22 座，均为地上站，平均站间距 1.24km。近期建设规划

总长度 50.662km，设站 42 座。近期建设物流园车辆基地及潍城开发区中

学基地 2 处，吕家张营社区停车场 1 处，控制中心 1 处。系统制式全线采

用跨座式单轨。 

 规划实施存在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3 号线锦城中学-北辰公园站以高

架线形式穿越潍坊白浪河国家湿地公园合理利用区，穿越长度为 680m；4

号线白浪河公园站-茂子庄站以高架线形式穿越潍坊白浪绿洲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合理利用区，穿越长度为 790m；3 号线坊子立交南站-八马路站，

穿越坊子炭矿历史地段环境协调区约 350m，穿越建控地带约 660m；4 号

线在茂子庄站-王家庄站段以高架线穿越廿里堡火车站、大英烟公司历史文

化街区的环境协调区，穿越长度约 650m。 

规划实施的主要环境影响：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对规划线路沿线的文

物保护单位、居民文教区等环境敏感目标产生噪声和振动影响。规划实施

将对白浪河国家湿地公园、潍坊白浪绿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坊子炭矿历

史地段、廿里堡火车站、大英烟公司历史文化街区的景观和生态功能造成

一定不利影响。 

报告书提出的主要优化调整建议：优化线路穿潍坊白浪河国家湿地公

园的长度及敷设形式，不在湿地公园保护范围内设站，并征得规划部门及

主管部门的同意；优化线路穿潍坊白浪绿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长度及敷

设形式，不在湿地公园保护范围内设站，并征得规划部门及主管部门的同

意；优化线路穿坊子炭矿历史地段、、廿里堡火车站、大英烟公司历史文



 

化街区的长度及敷设形式，不在湿地公园保护范围内设站，并征得规划部

门及主管部门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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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概述 

1.1 规划背景 

潍坊市城市轨道线网规划由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

年开始编制，潍坊市人民政府以潍政复[2016]93号文对线网规划进行了批

复。2017年1月，受潍坊市地方铁路管理局委托，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

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潍坊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以下简称“建设规划”）

的编制工作，并同步开展了线网和建设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1.2 线网规划的主要内容 

根据潍坊市人民政府批复的《潍坊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线网

规划包括近期 2020 年、远期 2030 年、远景 2048 年三个层次，至 2048 年

线网形成由 6 条线组成的线网。其中 1、2、3、4 号线为市区线，线路总

长 125.3km；R1、R2 线为市域线，线路总长 76km。全网线路全长 201.3km，

共设置车站 116 座，其中换乘站 10 座。全网设置综合车辆基地 5 处（含 1

处综合维修基地）、停车场 6 处。根据《线网规划》，潍坊市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实施层次见表 1，2048 年线网规划方案详见表 2，2048 年线网规

划车辆段、停车场用地情况详见表 3。 

表 1            潍坊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实施层次表 

实施层次 线路 线路长度（km） 

阶段一：近期（2020 年） 
市区线 

1 号线一期（山水环保至物流园） 24.2 

2 号线（潍城开发区中学至吕家张营） 26.5 

近期建设线路长度小计 50.7 

阶段二：远期（2030 年） 

市区线 
1 号线二期（浮烟山至山水环保） 9 

3 号线（八马路至西外环） 29.9 

市域线 
R2 线（固堤站至机场站） 23.5 

R1 线（潍坊北站至马来西亚馆站） 52.5 

远期期建设线路长度小计 114.9 

阶段三：远景 
市区线 4 号线（凤凰街办至高里镇） 35.7 

远景建设线路长度小计 35.7 

线网总长度合计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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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轨道交通 2048 年线网规划方案 

线名 

市区线 市域线 
全网汇

总 
中心城区 市域 

1 号线 2 号线 3 号线 4 号线 小计 R1 线 R2 线 小计 

长度
（km） 

33.2 26.5 29.9 35.7 
125.

3 
52.5 23.5 76.0 201.3 

起终点 浮烟山-物流园 

潍城开发区中学-吕
家 

张营社区 

八马路-西外环（民主
街交口） 

凤凰街办-高里镇 / 潍坊北站-马来西亚馆 固堤-机场 / / 

车站数
（个） 

28 22 23 24 97 12 7 19 116 

平均站距
（km） 

1.23 1.24 1.36 1.55 / 4.76 3.92 / / 

换乘站数
（个） 

4 4 4 5 10 2 2 2 10 

主要经路 

长虹街-西外环-高家街-向阳
路-仓南街-白浪河西岸-胜利
街-潍县中路-清源街-经二路

-盛泰路 

卧龙街-志远路--福
寿街-永春路-樱前

街 

北海路-宝通街-清溪
街-虞河路-鸢飞路-民

主街 

凤凰街-福源街-清
平路-中营街-怡园

路 

/ 北海路、渤海路、海安路 
固高路
-S224 

/ / 

途径片区 
符山片区、中央组团、北海

组团、浞河片区 

长松组团、北海组
团、东南组团、综

合保税区组团 

凤凰片区、东南组团、
中央组团、北海组团、
浞河片区、圩河片区、 

凤凰片区、符山片
区、长松组团、圩

河片区 

/ 

固堤镇、泊子乡、滨海新区（先
进制造业组团、科教产业组团、

幸福城城市综合服务组团） 

固堤镇、高
里镇 

/ / 

途径交通
枢纽 

潍坊火车站、联运客运总站、
潍坊高铁北站、客运新北站、 

安顺体育中心枢纽 客运新南站 / / 
潍坊北站、旅游集散 

中心 
规划机场 / / 

主要服务
中心及商
业区 

浮烟山风景区、科技学院、
潍坊医学院新区、技术学院、
经贸学院、人民广场、风筝
广场、潍坊医学院、市政府、

潍坊学院、博物馆 

潍城区政府、鲁台
会展中心、奥林匹
克公园、万达广场、
家居城、高新区政

府、浞河景区 

坊茨小镇、坊子区政
府、植物园、新华广
场、圣荣广场、北辰
绿洲湿地公园、经开

区管委会 

坊子区政府、白浪
河湿地公园、庄头
中学、华景新城、
奥林星城、博鳌国

际、高里镇 

/ 
固堤街道、创业大厦、浅滩主题

公园、欢乐海 

固堤街道、
高里街道、
稻田镇 

/ / 

注：换乘站共计 10 座（未重复计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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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48 年线网规划车辆段、停车场用地概况 

序号 
线路
编号 

车辆基地与停车场
建议选址 

建设时序 
占地 

面积 
用地现状 用地规划 

1 1号线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停车场 

远期 10 耕地 城市发展备用地 

物流园重点维修车
辆基地 

近期 20ha，预留
30ha，共计 50ha 

20（30） 耕地、荒地 
防护绿地和综合

产业用地 

2 2号线 

潍城开发区中学车
辆基地 

近期 25 耕地、宅基 
建设用地、交通设

施用地 

吕家张营停车场 近期 10 耕地、宅基地 建设用地 

3 3号线 
八马路车辆基地 远期 20 耕地、荒地 城市发展备用地 

西外环停车场 远期 10 耕地、荒地 城市发展备用地 

4 4号线 
北外环车辆基地 远景年度 20 耕地、宅基地 城市发展备用地 

凤凰街办停车场 远景年度 10 耕地、荒地 城市发展备用地 

5 R1 线 

中铁工业产业园 

车辆基地 
远期 20 荒地、盐田 工业用地 

物流园停车场 远期 10 耕地、荒地 
防护绿地和综合

产业用地 

6 R2 线 

物流园车辆基地 远期 20 耕地 城市发展备用地 

机场停车场 远期 10 耕地 
防护绿地和综合

产业用地 

合计 215 / / 

合计 215 / / 

1.3 近期建设规划（2019～2023 年）的主要内容 

近期建设项目由 1 号线一期工程、2 号线组成。其中 1 号线一期工程

自山水环保至物流园，正线长度 24.166km，设站 21 座，其中地上站 13 座，

地下站 8 座，平均站间距 1.18km；2 号线自潍城开发区中学至吕家张营社

区，正线长度 26.496km，设站 22 座，均为地上站，平均站间距 1.24km。

近期建设规划总长度 50.662km，设站 42 座。 

近期建设物流园车辆基地及潍城开发区中学基地 2 处，吕家张营社

区停车场 1 处，控制中心 1 处。 

建设规划工程概况见表 4，车辆段、停车场及变电站、控制中心用地

情况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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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近期建设规划工程概况汇总表 

线路名称 起讫点 
线路长度
（km） 

车站数量
（座） 

敷设方式 

1 号线一期工程 山水环保～物流园 24.17 21 高架+地面+地下 

2 号线 潍城开发区中学～吕家张营社区 26.5 22 全高架 

合计 / 50.662 42* / 

注；*含 1 座换乘站 

表 5           近期建设规划车辆段用地情况汇总表 

线别 车场名称 占地面积（亩） 用地现状 用地规划 

1 号线一期 物流园车辆基地 356 耕地 防护绿地和综合产业用地 

2 号线 
潍城开发区中学车辆基地 415 耕地、荒地 建设用地、交通设施用地 

吕家张营社区停车场 174 耕地 建设用地 

1.4 近期建设规划与线网规划 2020 年推荐方案的对比 

潍坊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9～2023）相对于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的变化情况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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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近期建设规划相对线网规划的变化情况汇总表 

类别 线路 线网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 变化说明 

线路长度 
1 号线一期 线路全长 24.2km 线路全长 24.166km 

一致 
2 号线 线路全长 26.5km 线路全长 26.496km 

车站数量 
1 号线一期 设车站 21 座 设车站 21 座 

一致 
2 号线 设车站 22 座 设车站 22 座 

敷设方式 
1 号线一期 高架+地面过渡段+地下 高架+地面过渡段+地下 一致 

2 号线 全高架 全高架 一致 

线路走向 

1 号线一期 

线路自山水环保站起，沿高家街向东至月河路交叉口折
向东北，沿规划向阳路北行，至仓南街交叉口后折向东，
经火车站南广场设潍坊火车站站后前行约 200m 折向
北，下穿胶济线、胶济客专后沿白浪河西岸走行，经白
浪河与胜利街交叉口后折向东，跨越白浪河沿胜利街前
行经市政府，于胜利街与潍县中路交叉路口折向北沿潍
县中路走行，跨越青银高速公路继续北行，于清源西街
交叉口折向东前行 600m 后折向经二路北行，下穿济青
高铁后前行至盛泰街折向东至终点物流园站 

线路自山水环保站起，沿高家街向东至月河路交叉口折
向东北，沿规划向阳路北行，至仓南街交叉口后折向东，
经火车站南广场设潍坊火车站站后前行约 200m 折向
北，下穿胶济线、胶济客专后沿白浪河西岸走行，经白
浪河与胜利街交叉口后折向东，跨越白浪河沿胜利街前
行经市政府，于胜利街与潍县中路交叉路口折向北沿潍
县中路走行，跨越青银高速公路继续北行，于清源西街
交叉口折向东前行 600m 后折向经二路北行，下穿济青
高铁后前行至盛泰街折向东至终点物流园站 

一致 

2 号线 

线路自潍城开发区中学站起，沿卧龙街向东，至志远路
折向南行，于福寿街交叉路口折向东，于永春路交叉口
折向南行，途径潍柴动力、高新区管委会，至歌尔光电
园西侧与樱前街交叉口转向东，后沿樱前街经浞河景区
前行至吕家张营社区设终点站 

线路自潍城开发区中学站起，沿卧龙街向东，至志远路
折向南行，于福寿街交叉路口折向东，于永春路交叉口
折向南行，途径潍柴动力、高新区管委会，至歌尔光电
园西侧与樱前街交叉口转向东，后沿樱前街经浞河景区
前行至吕家张营社区设终点站 

一致 

车辆检修
设施 

1 号线一期 设物流园综合维修基地 设物流园综合维修基地 一致 

2 号线 设潍城开发区中学车辆基地、吕家张营社区停车场 设潍城开发区中学车辆基地、吕家张营社区停车场 一致 

控制中心及供电方式 控制中心 1 座、集中式供电 控制中心 1 座、集中式供电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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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线路 线网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 变化说明 

建设时序 

1 号线一期 

2020 年左右实施，无明确时序 

2019～2022 年实施 
明确了近期实施 2 条线的具
体时序 

2 号线 2021～2023 年实施 

用地规模 车辆基地 

1 号线一期设物流园综合维修基地 20ha 1 号线一期设物流园综合维修基地 356 亩，约 23.75ha 

建设规划阶段物流园综合维
修基地比线网规划用地规模

增加约 3.75ha 

2 号潍城开发区中学车辆基地 25ha，吕家张营停车场
10ha 

2 号潍城开发区中学车辆基地 415 亩，约 27.68ha，吕
家张营停车场 174 亩，约 11.61ha 

建设规划阶段潍城开发区中
学车辆基地和吕家张营停车
场分别比线网规划用地规模
增加约 2.68ha 和 1.61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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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域环境现状 

2.1 自然地理 

潍坊市属暖温带季风性半湿润大陆型气候。冬冷夏热，四季分明；年

平均气温 14.1℃；年平均降水量为 583.1mm；年平均蒸发量为 1887.8mm；

年最大积雪深度 20cm；年平均相对湿度 64.5%；风向受季风环流影响，

随季节变化明显，冬季受蒙古冷高压的影响，盛行偏北风，夏季受大陆热

低压的控制，盛行偏南风，春季是冬季风向夏季风转换季节，偏北风减弱，

偏南风增强，秋季与春季正好相反；土壤最大冻结深度 50mm。 

潍坊市地形自南向北由高到低，南部为中低山丘陵区，向北至莱州湾

依次为冲积、洪积平原，滨海海积平原，地形微向北倾斜。 

场区地貌属白浪河、虞河冲积平原，主要为山前冲洪积平原区和局部

的残丘、丘陵区，海拔高程 3～12m，河流及人工沟渠纵横交错，市区内

建筑物密集，郊区大部分为耕地，局部为水塘、湿地。 

沿线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土层、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粉质黏

土、黏土、粉土、砂类土、圆砾土、卵石土等、第四系上更新统粉质黏土、

圆砾土、卵石土、玄武岩等。燕山期花岗岩和二叠系下统一拉溪组凝灰岩、

凝灰质砂砾岩、流纹岩等。场地地层整体分布稳定，断裂影响较小。 

全线场地土类型为软弱土～岩石，场地类别为Ⅱ～Ⅲ类。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15）确定地震基本烈

度为Ⅶ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为 0.1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为 0.40s。 

（一）地表水 

沿线地表水发育，河流众多，主要有白浪河、虞河等。均为季风区雨

源型平原堆积河流，源短流急，雨季流量大，旱季流量小甚至干涸，两岸

筑有人工堤，堤岸较稳定。 

（二）地下水 

根据沿线地下水赋存条件，可分为第四系孔隙水（潜水和承压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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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岩裂隙水。 

（1）第四系孔隙水 

①潜水：赋存于黏性土以上的砂类土中，埋深 1.5～10m。大气降水

和地表径流补给，水量丰富，水质一般。 

②承压水：赋存于黏性土以下的砂类土中，受季节变化及大气降水影

响较小，水量较丰富，水质一般。区域上发育 2～3 层承压水，浅层承压

水对工程影响较大。 

（2）基岩裂隙水 

为上第三系玄武岩孔洞裂隙水，一般在断裂、破碎带内地下水富集，

其它区域则相对贫乏，主要接受上部第四系孔隙水下渗补给，富水程度取

决于裂隙发育程度及张开度。 

2.2 环境质量状况 

根据《2015 年潍坊市环境质量公报》，潍坊市环境质量如下： 

1）大气环境 

2015 年潍坊市区空气质量良好率为 48.1%，同比增加 13.6 个百分点。

全年空气质量级别范围在Ⅰ-Ⅵ级之间。出现Ⅰ级的天数为 16 天，占 4.4%；

出现Ⅱ级的天数为 159 天，占 43.7%；出现Ⅲ级以上的天数为 189 天，占

51.9%。 

2015 年潍坊市市区环境空气中的主要污染物是细颗粒物和臭氧，其

作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比例分别为 42.8%和 33.7%。 

市区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年均值浓度为 45 微克/立方米，达标，同比

下降14微克/立方米；日均值浓度范围在9-190微克/立方米之间，超标（150

微克/立方米）天数为 3 天，占 0.1%，同比减少 9 天；以冬季取暖期污染

较重。 

市区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年均值浓度为 42 微克/立方米，达标，同比

下降 2 微克/立方米；日均值浓度范围在 12-101 微克/立方米之间，超标（80

微克/立方米）天数为 8 天，占 2.2%，同比减少 3 天；以冬季取暖期污染

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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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环境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年均值浓度为 132 微克/立方米，超过

GB3095-2012 中二级标准 0.9 倍，同比下降 13 微克/立方米；日均值浓度

范围在 25-421 微克/立方米之间，超标（150 微克/立方米）天数为 113 天，

占 31.0%，同比减少 43 天；以春冬季污染较重。 

市区环境空气中细颗粒物年均值浓度为 73 微克 /立方米，超过

GB3095-2012 中二级标准 1.1 倍，同比下降 6 微克/立方米；日均值浓度

范围在 13-325 微克/立方米之间，超标（75 微克/立方米）天数为 133 天，

占 36.5%，同比减少 43 天；以春冬季污染较重。 

市区环境空气中的臭氧年均值浓度为 11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2

微克/立方米；日均值浓度范围在 14-260 微克/立方米之间，超标（160 微

克/立方米）的天数为 76 天，占 20.8%，同比减少 35 天；以夏季污染较

重。 

市区环境空气中的一氧化碳年均值浓度为 1.0 毫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0.1 毫克/立方米；日均值浓度范围在 0.3-3.5 毫克/立方米之间，均达标；

以冬季取暖期污染较重。 

2）水环境 

2015 年度应监控地表水河流及湖库断面 31 个，其中，因干旱少雨等

影响，导致唐家老庄和流河闸断面常年断流；马宋水库和牟山水库常年干

涸；金口坝断面只有 4 月、5 月、6 月的监测数据，其余月份断流。水质

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水质的断面有 3 个

（冶源水库、白浪河水库和金口坝）；达到Ⅲ类水质的断面有 7 个（央子

桥、墙夼水库、峡山水库、柿子园、辉村、彭旺店子、高崖水库）；达到

Ⅳ类水质的断面有 7 个（盘龙山、东南河出口、杨家庄、民主桥、枳沟、

九台、古县）；达到Ⅴ类水质的断面有 7 个（羊口、八面河、张建桥、东

贾庄、柳疃桥、莳家庄、潘家庵）；水质属劣Ⅴ类的断面为 3 个（侯辛、

巨淀湖、董家）；分别占总数的 11.11%、25.93%、25.93%、25.92%、11.11%。 

2015 年水质达到地表水功能区划目标要求的断面有 21 个，分别是八

面河、冶源水库、盘龙山、东南河出口、杨家庄、白浪河水库、民主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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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贾庄、柳疃桥、央子桥、墙夼水库、枳沟、九台、古县、峡山水库、柿

子园、辉村、金口坝、彭旺店子、莳家庄、潘家庵，占控制断面的 77.78%，

比上年度上升了 14.45 个百分点。 

2015 年潍坊市地表水饮用水源地—峡山水库、白浪河水库水质中各

项监测指标全部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的

Ⅲ类标准。 

地下水饮用水源地寒亭朱里（6#、8#）、东寺水源地水质较好，水质

中各项监测指标全部符合国家《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中

的Ⅲ类标准。 

3）声环境 

A、道路交通噪声质量状况 

2015 年监控市区主要交通干线 172.35 公里。昼间路长加权平均车流

量为 2159 辆/小时，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值为 66.8dB(A)，比去年下降

1.3dB(A)。 

按《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中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分的规定进行评价，潍坊市区昼间的道路交通

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声环境质量为“好”。 

B、区域环境噪声质量状况 

2015 年潍坊市市区区域环境噪声共监测 150 个测点，昼间平均等效

声级值为 55.7 dB(A)，比去年上升 0.6dB(A)。 

按《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中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的规定进行评价，潍坊市区昼间的

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为“三级”，声环境质量 为“一般”。 

C、功能区噪声质量状况 

潍坊市市区功能区噪声 2015 年度布设测点 20 个，昼间和夜间平均等

效声级值各类功能区年均值均不超标。 

2.3 环境敏感区 

报告书识别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涉及文物保护目标 2 处、穿越 2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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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敏感区。同时，规划线路沿线还分布现有及规划的居住区、文教卫生

区、行政办公区等噪声、振动敏感区。规划线路与主要环境敏感区的相对

位置关系见表 7。 

表 7       规划线路涉及的环境敏感目标及与线路相对位置关系 

序号 名称 保护级别 规划线路 位置关系 

生态敏感区 

1 

潍坊白浪绿

洲国家城市

湿地公园 

国家级 4 号线 
规划 4 号线白浪河公园至茂子庄区段以高架线穿越白浪

绿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790m 

2 

潍坊白浪河

国家湿地公

园 

国家级 3 号线 
规划 3 号线锦城中学至北辰公园区段以高架线穿越潍坊

白浪河国家湿地公园 680m 

文物保护单位 

3 
坊子炭矿历

史地段 
省级 3 号线 

线网规划 3 号线在坊子立交南八马路区段以高架形式穿

越坊子炭矿历史地段建控地带约 660m 

4 

廿里堡火车

站、大英烟公

司历史文化

街区 

省级 4 线 
4 号线茂子庄至王家庄区段穿越环境协调区约 650m，距

离建控地带约 218m 

2.4 规划实施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 

规划实施存在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1）规划 3 号线锦城中学至北辰

公园区段以高架线穿越潍坊白浪河国家湿地公园 680m。（2）规划 4 号线

白浪河公园至茂子庄区段以高架线穿越白浪绿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790m。

（3）线网规划 3 号线在坊子立交南八马路区段以高架形式穿越坊子炭矿

历史地段建控地带约 660m。（4）规划 4 号线茂子庄至王家庄区段穿越环

境协调区约 650m，距离建控地带约 2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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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境影响分析、预测与评价 

3.1 规划协调性分析 

报告书认为，本次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与《潍坊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潍坊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潍坊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 年）》等空间规划基本相符，与潍坊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城市排水规划等生态、环境规划相协调。在采取相

应的减缓措施后与绿地系统规划等规划相协调。 

3.2 环境影响识别和评价指标 

报告书结合轨道交通规划与区域环境特征，筛选了规划实施对区域

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识别了规划实施可能影响的主要环境敏感目

标，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 

3.3 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 声环境 

报告书重点预测了高架线、车辆段、停车场及施工期的噪声影响。 

1）高架线 

建设规划 1 号线一期、2 号线一期采用的跨坐式单轨列车。报告书选

取重庆的单轨列车实测源强即 81.3dB(A)，类比条件为：距外轨中心线

7.5m，测点在轨面下 1.5m（距地面 9.2m），监测时的速度为 75.0km/h。根

据预测结果，在无遮挡情况下，近期规划线路两侧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4a 类区昼、夜标准的距离均为小于 10 米，2 类区昼、夜

达标距离为小于 14 米、10 米，1 类区昼、夜达标距离分别为 27 米、50 米。 

报告书提出，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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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既有城市道路规划红线宽度一般在24～60米，跨座式单轨两侧24±5

米之内均为交通干线红线范围，适用声环境 4a 类区标准。根据报告书预测

结果，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声环境的附加影响较小，在现状声环境质量达

标的情况下，各类功能区昼夜噪声预测值均达标。 

分析预测结果可知，跨座式单轨的噪声贡献值很小，对各声功能区

的噪声增量也较小。各声功能区昼夜间的声环境质量现状均达标，叠加跨

座式单轨的噪声贡献值后预测值也达标，4a 类区声级增量为 0.3~0.8dB(A)。

总体而言，跨坐式单轨交通建成后，对城市声环境影响较小，没有改变城

市原有声环境质量和功能等级，不影响城市声功能区划目标的实现。 

（2）车辆段、停车场 

报告书认为，车辆基地内的试车时间相对较短，一般在白天进行，

对周围环境的等效连续 A 声级贡献量不大。1 号线一期、2 号线一期车辆

基地车间固定声源设备配备消声减振装置，经建筑物遮挡后，作业噪声对

外界环境影响较小，车辆段、停车场厂界噪声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相应声功能区要求。 

（2）振动环境 

报告书振动预测结果中，振动源强采用 65.7 分贝，预应力混凝土桥梁

（PC 桥梁），桥高 11 米，行车速度为 72 公里/小时。根据预测结果，在无

减振措施情况下，规划地下线路中心线两侧 4 米以外，即可达到《城市区

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中“交通干线两侧”和“混合区、商业中心

区”标准要求；8m 以外能达到“居民文教区”标准要求。报告书认为，规划

线路主要在既有城市道路上建设桥梁，城市道路规划红线 24～60 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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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线两侧居民、文教区等距离轨道交通中心线较远，在对轨道交通建设规

划区域进行用地控制后，轨道交通对用地规划范围外振动贡献值很小。 

报告书对施工期的振动影响进行了预测。施工作业设备产生的振动在

距离振源水平距离 10 米处的源强为 74～85 分贝，在距离振源 30 米处，

即可达到《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中“混合区”（商业中

心区）的限值要求。 

（3）地表水环境 

根据报告书，规划线路的车站、车辆段、停车场等近期污水排放总

量为 1248 立方米/日，其中车辆段的生活污水 240 立方米/日，车辆段的生

产废水 760 立方米/日，车站 248 立方米/日。 

场段及车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进入城市污水管网，最终接入污

水处理厂。但停车场及车辆基地的检修污水和洗车污水存在石油类指标超

标的情况，应当在基地内进行隔油、气浮及生化处理，达标后回用。 

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实施后，城市排水系统将同步完善，工程运营

期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经处理后可接入市政污水管网，不会对地表

水体产生影响。 

（4）地下水环境 

根据地质构造展布特点、地层赋存状况及其岩性特征，潍坊市地下

水可分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潜水、新近系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承压水。潍

河、白浪河、弥河等地表水体是沿线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之一，此外地

下水还接受大气降水下渗补给。地下水排泄方式分为垂直方向排泄和水平

侧向排泄。垂直方向排泄在平原区以蒸发为主。沿线地下水排泄方式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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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平侧向排泄为主，向沿线河流排泄。报告书认为，潍坊市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施工过程对地下水水质水位的影响有限，根据地下水的总体流向和

地下水与河水的补排关系，规划实施不会导致径流状态明显改变。各类生

产废水和生活污水具备纳入城市管网的条件，避免施工废水直接排放，不

会对地下水质产生影响。报告书建议在施工期桥墩基坑开挖时，通过水位

预测合理选择工法及降水方案，降低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问题。 

    （5）大气环境 

报告书认为，车辆段、停车场食堂燃气（油）污染物和车辆段油漆

库喷漆废气在经过净化处理后，不会对环境空气质量造成不良影响；根据

重庆市相关研究、及类比上海申通地铁公司的研究资料，橡胶轮胎在运行

过程中磨损产生的微粒量小，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施工活动扬尘的影响，

随施工活动结束随之消除。 

（6）环境敏感区 

1）生态敏感区 

本次线网规划的 3 号线锦城中学至北辰公园区段以高架线穿越潍坊白

浪河国家湿地公园 680m。评价建议在后续规划建设过程中，应优先调整

规划线路，尽量绕避潍坊白浪河国家湿地公园。如需占用湿地，应严格履

行湿地占用及审批手续，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制定合理可行

的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防护措施，以降低工程建设对湿地公园的不利影

响。同时湿地公园内桥梁的设计、风格和色彩等应当与周边景观与环境相

协调。通过上述措施，本次规划不会对潍坊白浪河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

造成较大影响及导致湿地生态环境质量明显降低。满足《国家湿地公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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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办法（试行）》的相关保护要求相符。 

本次线网规划 4 号线白浪河公园至茂子庄区段以高架线穿越白浪绿洲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790m。评价建议在后续规划建设过程中，应优先调整

规划线路，尽量绕避白浪绿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如需占用湿地，应严格

履行湿地占用及审批手续，落实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制定合理可

行的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防护措施，以降低工程建设对湿地公园的不利影

响。同时湿地公园内桥梁的设计、风格和色彩等应当与周边景观与环境相

协调。通过上述措施，本次规划不会对白浪绿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生态环

境造成较大影响及导致湿地生态环境质量明显降低。满足《《城市湿地公

园管理办法》（建城[2017]222 号）的相关保护要求相符。 

2）文物保护目标 

规划 3 号线坊子立交南站-八马路站，穿越坊子炭矿历史地段环境协

调区约 350m，穿越建控地带约 660m，距文物保护范围约 65m，线路在

既有道路上方架设高架线，不会破坏坊子炭矿历史地段现有工业设施及风

貌，评价建议规划部门需征得潍坊市文物主管部门的同意，建设在这些区

段施工时，要加强施工人员教育，提高其对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工业设施

（如厂房、设备、厂区、输煤廊道等）及坊子炭矿历史地段的保护意识。

施工期加强施工管理，工程建设对文物景观环境及结构影响较小。 

规划 4 号线在茂子庄站-王家庄站段以高架线穿越廿里堡火车站、大

英烟公司历史文化街区的环境协调区，穿越长度约 650m，距离建控地带

约 218m，评价建议规划部门需征得潍坊市文物主管部门的同意，同时设

计时注意与环境的协调，尽量以灰色系为主，适度使用饱和度较中低的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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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系等，另外建设在这些区段施工时，要加强施工人员教育，提高其对具

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设施（如厂房、设备、厂区、火车站等）的保护意识。

施工期加强施工管理，工程建设对文物景观环境及结构影响较小。 

（7）其他环境影响 

1）固体废物 

报告书认为，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可回收部分送废

品回收公司处理，不可回收部分委托环卫部门处理，金属废屑送相关部门

回收利用，废水处理污泥干化后定期交由工业固废场统一处理，废旧蓄电

池妥善堆放、定期集中后，由专业厂家回收利用或处置，运营期固体废物

影响不大。施工期因拆迁、工程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弃土渣及生活垃圾，

通过加强施工管理、综合利用和合理处置，减缓规划施工带来的环境影响。 

2）电磁环境影响 

类比北京 13 号线实测数据，报告书认为，轨道交通 10KV 开闭所产

生的工频电磁场很小，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但鉴于公众对电磁辐射

的反应较敏感，开闭所的设置仍应尽量远离学校、居民区等敏感区，保证

最小距离大于 15m，以减轻人们对电磁场影响身体健康的担忧，减少投诉

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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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划方案环境合理性综合论证和优化调整建议 

4.1 环境合理性论证 

报告书论证了线网布局、线路走向、敷设方式，以及车站、车辆段、

停车场等设施选址的环境合理性。报告书认为，在执行轨道交通沿线用地

控制规划的前提下，采用高架线敷设方式合理，并通过比选钢轮钢轨和跨

座式单轨在噪声、振动和城市景观等方面的环境影响，认为采用跨座式单

轨合理。 

4.2 优化调整建议 

针对规划实施的主要环境制约因素和环境影响，报告书对规划提出了

优化调整意见，政府主管部门和规划编制单位均予以采纳，详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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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规划的优化调整建议及采纳情况汇总表 

序号 原规划方案 规划方案局限性 规划环评提出优化调整建议 规划编制单位是否采纳 

1 

 
 

 

 

 

 

 

 

 

规划 4 号线白浪河公园至茂子庄区段以高架线穿越白

浪绿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790m 

穿越白浪绿洲国家城市湿

地公园与《城市湿地公园管

理办法》（建城 [2017]222

号）不符 

建议在后续规划建设过程中，尽量

绕避白浪绿洲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如须穿越应采用隧道下穿、大跨上

跨一跨跨越或普通桥梁高架时应

尽量减少桥墩数量、缩减桥墩占用

湿地面积，如须穿越应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关法定手续。 

已采纳，规划编制部门认为根据线路走向

无法避免，根据经济、技术、环境等多方

面考虑，拟采用普通高架桥穿越方案，技

术方案成熟，环境风险小，后续工程设计

阶段将根据实地情况尽可能减少在恢复重

建区内设置桥墩，并尽可能缩减永久占用

湿地面积。规划编制部门及业主单位将在

项目实施前征求国家级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和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2 

 

 

 

 

 

 

 

 

 

 

规划 3 号线锦城中学至北辰公园区段以高架线穿越潍

坊白浪河国家湿地公园 680m  

穿越潍坊白浪河国家湿地

公园的合理利用区与《国家

湿地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不符 

建议在后续规划建设过程中，尽量

绕避潍坊白浪河国家湿地公园，如

须穿越应采用隧道下穿、大跨上跨

一跨跨越或普通桥梁高架时应尽

量减少桥墩数量、缩减桥墩占用湿

地面积，如须穿越应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履行相关法定手续。 

已采纳，规划编制部门认为根据线路走向

无法避免，根据经济、技术、环境等多方

面考虑，拟采用普通高架桥穿越方案，技

术方案成熟，环境风险小，后续工程设计

阶段将根据实地情况尽可能减少在恢复重

建区内设置桥墩，并尽可能缩减永久占用

湿地面积。规划编制部门及业主单位将在

项目实施前征求国家级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和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白浪绿洲国家级城市
湿地公园规划界线 

规划 4 号线 

规划 3 号线 

合理利用区界线 

管理服务区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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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网规划 3 号线在坊子立交南八马路区段以高架形式

穿越坊子炭矿历史地段建控地带约 660m 

穿越坊子炭矿历史地段建

控地带与《潍坊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不符 

建议规划部门需征得文物主管部

门的同意，同时设计时注意与环境

的协调，尽量以灰色系为主，适度

使用饱和度较中低的彩色系等，同

时加强施工管理，施工期间如发现

文物遗迹应立即停止施工并采取

保护措施，由相关主管部门组织采

取合理措施对文物和遗迹进行勘

探控制。 

采纳，后续项目实施过程中，设计时注意

与环境的协调，尽量以灰色系为主，适度

使用饱和度较中低的彩色系等，同时加强

施工管理。业主单位将在项目实施阶段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关法定手续 

4 

 

 

 

 

 

 

 

 

 

 

 

 

 

4 号线茂子庄至王家庄区段穿越廿里堡火车站、大英

烟公司历史文化街区环境协调区约 650m，距离建控地

带约 218m 

穿越坊子炭矿历史地段建

控地带与《潍坊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不符 

建议规划部门需征得文物主管部

门的同意，同时设计时注意与环境

的协调，尽量以灰色系为主，适度

使用饱和度较中低的彩色系等，同

时加强施工管理，施工期间如发现

文物遗迹应立即停止施工并采取

保护措施，由相关主管部门组织采

取合理措施对文物和遗迹进行勘

探控制。 

采纳，后续项目实施过程中，设计时注意

与环境的协调，尽量以灰色系为主，适度

使用饱和度较中低的彩色系等，同时加强

施工管理。业主单位将在项目实施阶段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相关法定手续 

建设控制地带界

线 

核心保护范围界

线 

3 号线 

4 号线 

环境协调区界

线 

历史文化街区 

建控地带界

线 

核心保护区界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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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及措施 

报告书提出的主要环保措施与建议如下： 

（一）做好线路两侧用地规划控制。限制在轨道交通噪声、振动影

响范围内新建大型居住区、学校、医院等噪声、振动敏感建筑，沿线建筑

应根据功能要求预留环境保护防护距离。 

（二）合理规划沿线区域功能，尽量将轨道交通线路架设在现有或

规划道路中央绿化带内，并将线路两侧作为绿化或公共设施、商业用地，

调整临路第一排房屋的使用功能。 

（三）根据规划实施环境影响程度及范围，合理安排防护距离。车

辆段、停车场周边与敏感点距离应保持在 30 米以上；学校、医院和集中

居民居住区等敏感建筑，与地上变电所（开闭所）的距离应保持在 15 米

以上。 

（四）在环境要求较高路段，限制列车运行速度、优化列车线路和

调整行车计划、定期维护、保养车辆、车轮及轨道等措施，减轻声环境影

响。 

（五）建设规划各车站污水经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车辆段、停车场

废水经处理达标后回用与绿化和冲洗。 

（六）尽量采用坑内降水，避免坑外降水，进行降水水位预测，优

化降水方案，降低因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问题；加强地加强围护结构刚度、

加深围护墙或同护桩入土深度，缩短基坑暴露时间；通过优化施工工艺、

合理选线及对周边污染采取防渗漏措施，不对地下水水质产生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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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评价结论 

本次评价认为，潍坊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及建设规划的实施，有利

于促进潍坊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实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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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噪声、振动和污废水可以

通过规划控制和工程措施得到有效控制。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有利于可持

续发展，有利于和谐与公平核心价值的实现，最终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在落实评价提出的规划调整建议和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

从环境保护角度讲，潍坊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及近期建设规划是整体可行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