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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1-7    线路与阿哈水库水源保护区位置关系 

8.1.3.2 百花湖水源保护区 

（1）保护区概况 

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府函【2004】271 号文“关于调整红枫湖百花湖饮用水源保护

区划定方案的批复”，百花湖饮用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和准水源保护

区，总面积 370.15km
2。其中，一级保护区 1.49km

2，二级保护区 9.14km
2，准水源保护

区 359.52km
2。 

（2）本工程与保护区的位置关系 

金阳车辆段部分占地位于百花湖准水源保护区，距离取水口 2.3km，距离一级水源

保护区边界 1.47km，距离二级水源保护区边界 1km。具体位置关系见图 8.1-2。 

（3）工程影响情况 

金阳车辆段在百花湖水源准保护区的位置和占地与环评基本一致，占地与环评相比

有所减小。车辆段生产废水处理后全部回用于洗车或场地洒水；生活污水可纳入金朱西

路市政污水管网。项目运行期的污水产生与排放对保护区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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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阳车辆段及综合基地 

图 8.1-8    车辆段与百花湖水源保护区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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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地下水环境影响调查 

8.2.1 工程施工对地下水位影响调查 

工程地铁建设车站基坑、隧道开挖时需要疏排地下水，可能会造成工程沿线

局部地下水位下降进而引发地面变形等环境水文地质问题，但设计和实际施工过

程中通过采取相应措施后能有效保持周围地下水位稳定并控制地面变形量。 

实际施工过程中，对于避不开的岩溶路段，施工单位制定了《贵阳轨道交通

一号线超前地质预报专项方案》等施工应急预案，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地下水漏失；

隧道穿越鹿冲关森林公园所在的雅关站至南垭路站区间制定了《雅蛮区间

YDK19209 岩溶及地下水综合处置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并根据该施工方案开展

了防治工作，减缓了隧道施工疏排地下水的环境影响。 

8.2.2 工程建设对地下水水质影响调查 

工程施工生产废水和营地生活污水经沉淀池和隔油池初步处理后回用或排

入市政污水管网；运营后各场站设施污水均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因此本工程对沿

线地下水的影响较小。 

8.3 小结 

金阳车辆段和小河停车场均配备生产废水处理设施，实际规模大于环评要求、

处理设施工艺进行了深化。处理后回用于生产车间洗车、检修和场地绿化用水等，

零排放。车辆段和停车场还在洗车机处配备了洗车水循环处理系统：洗车水回收，

在系统内处理后循环使用，设计回用率为 80%。 

因金阳车辆段所在的金朱路市政管网暂未和下游的金阳大道污水管网接通，

金阳车辆段生活污水没有采取调整环评要求的过渡排水方案，而是在车辆段内修

建一座过渡期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理后用于场内防尘洒水和绿化浇灌，不

外排。现阶段金朱西路市政管网已修通，车辆段生活污水可顺利排入市政管网；

小河停车场生活污水可直接排入所在区域的市政管网，进入四方河污水处理厂；

已投入试运行的 24 座车站（含清水江路站）生活污水均可纳入市政污水管网。

其中老湾塘站所在区域市政污水管网暂未修通，目前采取泵提升的方式排放至金

朱西路污水管网。 

施工单位制定了《贵阳轨道交通一号线超前地质预报专项方案》等施工应急



 

 

预案，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地下水漏失；隧道穿越鹿冲关森林公园所在的雅关站至

南垭路站区间制定了《雅蛮区间 YDK19209 岩溶及地下水综合处置安全专项施

工方案》，并根据该施工方案开展了防治工作，减缓了隧道施工疏排地下水的环

境影响；工程施工生产废水和营地生活污水经沉淀池和隔油池初步处理后回用或

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运营后各场站设施污水均纳入市政污水管网，对地下水水质

不造成影响。 

 

  



 

 

第九章    城市生态影响调查 

 

本工程线路大致呈南北走向，工程范围为典型城市区域生态系统，生态保护

目标主要为沿线地面文物古迹、森林公园和城市景观等。 

9.1 沿线生态敏感区影响调查 

工程涉及范围生态敏感目标为文物保护单位 1 处、森林公园 1 处。具体见表

9.1-1。 

表 9.1-1    工程沿线涉及的生态敏感目标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级别 工程位置关系 

1 鹿冲关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在里程 YDK15+500~YAK19+077，隧道形式穿越。 

2 清真寺 市级 线路距离建筑物 50m。 

9.1.1 鹿冲关森林公园 

2012 年，贵州省林业厅以[2012]黔林营函 399 号文“关于同意贵阳市轨道交

通 1 号线工程穿越鹿冲关省级森林公园线路调整意见的函”，同意工程穿越鹿冲

关省级森林公园线路方案。 

本工程实际建设涉及鹿冲关省级森林公园的线路与环评线路基本一致，工程

以地下线形式经过下穿鹿冲关省级森林公园，经调查，工程隧道顶部分布的植被

类型以人工栽培的马尾松群落为主，主要植物种类乔木层有马尾松、枫香等，灌

木层常见油茶、小果蔷薇、木姜子、竹叶椒、映山红等，草本层有单芽狗脊、芒、

千里光、野菊等。由于线路以隧道形式穿越该森林公园，该段隧道埋深约 170m，

在森林公园内无永久或临时占地。根据环评及监理资料，隧道顶部无泉眼及地表

水系分布，该区域西侧分布有市西河，地下水将从地势低洼处以岩溶泉的形式排

泄，隧道高程高于岩溶泉眼出露高程，因此，隧道施工基本不会对森林公园的地

表水及地下水产生影响。 

另外，隧道穿越鹿冲关森林公园所在的雅关站至南垭路站区间制定了《雅蛮

区间 YDK19209 岩溶及地下水综合处置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并根据该施工方案

开展了防治工作，减缓了隧道施工疏排地下水的环境影响，进而减缓了对森林公



 

 

园植被和地表生态的影响。 

运行过程中，森林公园内不设站点，因此线路运营不会对森林公园造成影响。 

 

 

9.1.2 清真寺 

本工程涉及的清真寺位于贵阳市夏状元街，为贵阳市唯一的一座清真寺。

1983 年被贵阳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清真寺为 1 层砖混结构，

高约 3m。 

清真寺线路的位置关系详见下图。线路未穿越该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

及建设控制地带，距离文物主体建筑距离为 50m。根据调查，清真寺路段采用了

减振措施进行振动保护。调查期间委托对其进行的监测，监测结果显示符合《古

建筑防工业振动技术规范》（GB/T 50452-2008）限值要求，工程建设对清真寺的

影响满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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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冲关森林公园边界 

图 9.1-1    1 号线与鹿冲关森林公园位置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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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2    清真寺现场照片 

9.2 工程占地影响调查 

1 号线工程发生永久占地的主要是车辆段、停车场、地面车站和地上线区间、

主变电所等。工程永久占地 98.4714 公顷、临时占地 2.5 公顷；永久占地包括耕

地 40.0956 公顷、林地 13.0427 公顷、建设用地 16.7464 公顷，农用地 76.7513

公顷，未利用地 4.9737 公顷。 

此外，本工程施工期严格控制用地范围，施工期征用临时占地 1.08 hm
2。施

工结束后，上述用地均予以恢复。 

9.3 工程弃渣影响调查 

经调查，施工单位按贵阳市城管局要求，向渣土管理处申报工程渣土排放处

置计划，均取得了《贵阳市渣土处置许可证》后进行弃渣，产生的弃渣均弃往贵

阳市城管局指定的弃渣场（陈亮村消纳场、杨梅村弃土场、贵阳白云特种水泥厂



 

 

渣土弃渣场、摆拢村渣土弃渣场、丰报云村弃渣场等），未对环境造成影响。部

分渣土处置许可证见附件 6。 

9.4 工程绿化措施调查 

与城市地面交通相比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占用土地大为节省，可有效控制

工程沿线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本工程主要沿城市既有道路敷设，在缓解地面交通

的同时，可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沿线植被的影响。 

经调查，本工程绿化主要在车辆段、停车场内部、地面站周边和地下站风亭

周边区域进行，其中金阳车辆段边坡工程喷播草籽 15558m
2，灌木 16891 株，车

辆段绿化面积约 65398 m
2。小河停车场边坡工程喷播草籽 75478 m

2，灌木 7577

株，停车场绿化面积约 18124 m
2。现场情况显示，绿化措施实施效果良好，使

得风亭等设施周边环境相协调。绿化措施效果照片见图 9.4-1。 

  

车辆段和停车场绿化 

  

车站风亭景观绿化 

图 9.4-1    绿化措施效果 



 

 

9.5 小结 

隧道穿越鹿冲关森林公园所在的雅关站至南垭路站区间制定了《雅蛮区间

YDK19209 岩溶及地下水综合处置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并根据该施工方案开展

了防治工作，减缓了隧道施工疏排地下水的环境影响，进而减缓了对森林公园植

被和地表生态的影响。 

工程永久占地 98.4714 公顷，临时占地 1.08 hm
2。施工结束后，临时用地均

予以恢复。 

绿化主要在车辆段、停车场内部、地面站周边和地下站风亭周边区域进行，

其中金阳车辆段边坡工程喷播草籽 15558m
2，灌木 16891 株，车辆段绿化面积约

65398 m
2。小河停车场边坡工程喷播草籽 75478 m

2，灌木 7577 株，停车场绿化

面积约 18124 m
2。现场情况显示，绿化措施实施效果良好，使得风亭等设施周

边环境相协调。 

  



 

 

第十章  其它环境影响调查 

10.1 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贵阳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工程大气污染源主要为地下车站风亭排放异味和车

辆段、停车场食堂油烟；工程所用机车全部为电力机车，无内燃机车；工程全线

车站均不设燃煤锅炉，各站段的取暖、饮水和洗浴采用空调和电热水器，不产生

有毒有害气体。 

10.1.1 风亭臭气影响调查 

调整环评要求，对大寨站 1 号风亭、蛮坡站 2 号风亭、安云路站 1 号、2 号

风亭、北京路站 1 号风亭、延安路站 2 号风亭、中山路站 2 号风亭、沙冲路站 1

号风亭、望城坡站 2 号风亭位置进行调整，调整后满足距离敏感点 15m 以上的

要求；另外在下阶段设中取消大寨站 4 号风亭、望城坡站 1 号风亭、新村站 3

号风亭、长江路站 2 号风亭等 4 处风亭。对于朱家湾站 1 号风亭等 13 处风亭采

取绿化覆盖措施。风亭位置应尽量远离居民住宅区，最小控制距离为 15m；出风

口背向居民区，并对风亭进行绿化覆盖等措施。 

实际建设中，大寨站 1 号风亭与后期开工的 210 国道工程进行协调布置后，

与敏感点距离无法大于 15m，实际距离 8m；北京路站 1 号风亭因位于银海元隆

广场地块，开发商目前暂未拆迁距离较近的安云路居民楼，风亭与楼房距离无法

大于 15m；大寨站 4 号风亭、望城坡站 1 号风亭、长江路站 2 号风亭实际未取消

设置：其中大寨站 4 号风亭调整位置后与敏感点距离为 20m；望城坡站 1 号风亭

与敏感点距离为 8m；长江路站 2 号风亭与敏感点距离为 5m。其余风亭实际距离

敏感点均大于 15m。 

验收调查中委托贵州绿洲清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 1 号线风亭臭气影响情

况进行了监测，监测点位主要选择在部分站点风亭周边处。监测结果详见表

10.1-1 和表 10.1-2。 

据监测结果，各监测点位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

的“恶臭污染物厂界标准值”二级标准要求，地下车站风亭排放异味对周边大气环

境影响较小。 



 

 

表 10.1-1    臭气浓度监测结果（一） 

监测点位 采样日期及时间 
臭气浓度 

（无量纲） 

达标 

情况 
气温（℃） 气压（kPa） 

相对湿度

（%） 
风速（m/s） 风向 

林城西路站 A

出口风亭 
2018.7.24 

10:30 16 

达标 

24.3 89.6 69 〈1 SE 

12:30 15 25.6 89.1 60 〈1 SE 

14:30 18 27.2 88.8 51 〈1 SE 

16:30 14 27.5 88.7 49 〈1 SE 

最大值 18 - - - - - 

林城西路站 B

出口风亭 
2018.7.24 

10:35 19 

达标 

24.3 89.6 69 〈1 SE 

12:35 18 25.6 89.1 60 〈1 SE 

14:35 16 27.2 88.8 51 〈1 SE 

16:35 17 27.5 88.7 49 〈1 SE 

最大值 19 - - - - - 

阳关地铁站 A

出口风亭 
2018.7.24 

10:50 14 

达标 

24.1 89.3 68 〈1 SE 

12:50 13 25.3 88.9 60 〈1 SE 

14:50 11 27.0 88.7 54 〈1 SE 

16:50 12 27.5 88.5 49 〈1 SE 

最大值 14 - - - - - 

阳关地铁站 B

出口风亭 
2018.7.24 

10:55 〈10 

达标 

24.1 89.3 68 〈1 SE 

12:55 〈10 25.3 88.9 60 〈1 SE 

14:55 〈10 27.0 88.7 54 〈1 SE 

16:55 〈10 27.5 88.5 49 〈1 SE 

最大值 - - - - - - 



 

 

阳关地铁站 C

出口风亭 
2018.7.24 

11:00 〈10 

达标 

24.4 89.3 68 〈1 SE 

13:00 〈10 25.5 88.9 60 〈1 SE 

15:00 〈10 27.1 88.7 53 〈1 SE 

17:00 〈10 27.6 88.5 48 〈1 SE 

最大值 - - - - - - 

阳关地铁站 D

出口风亭 
2018.7.24 

11:05 〈10 

达标 

24.4 89.3 68 〈1 SE 

13:05 〈10 25.5 88.9 60 〈1 SE 

15:05 〈10 27.1 88.7 53 〈1 SE 

17:05 〈10 27.6 88.5 48 〈1 SE 

最大值 - - - - - - 

参照标准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93）二级  20 - - - - - 



 

 

表 10.1-2 臭气浓度监测结果（二） 

监测点位 采样日期及时间 
臭气浓度 

（无量纲） 

达标 

情况 
气温（℃） 气压（kPa） 

相对湿度

（%） 
风速（m/s） 风向 

林城西路站 A

出口风亭 
2018.7.25 

10:30 17 

达标 

23.6 89.5 70 〈1 SE 

12:30 13 24.8 89.1 62 〈1 SE 

14:30 16 26.5 88.7 54 〈1 SE 

16:30 13 27.6 88.6 48 〈1 SE 

最大值 17 - - - - - 

林城西路站 B

出口风亭 
2018.7.25 

10:35 15 

达标 

23.6 89.5 70 〈1 SE 

12:35 18 24.8 89.1 62 〈1 SE 

14:35 17 26.4 88.7 54 〈1 SE 

16:35 19 27.5 88.6 48 〈1 SE 

最大值 19 - - - - - 

阳关地铁站 A

出口风亭 
2018.7.25 

10:50 12 

达标 

24.2 89.3 70 〈1 SE 

12:50 11 25.3 88.8 61 〈1 SE 

14:50 14 26.9 88.7 54 〈1 SE 

16:50 16 27.8 88.4 49 〈1 SE 

最大值 16 - - - - - 

阳关地铁站 B

出口风亭 
2018.7.25 

10:55 〈10 

达标 

24.2 89.3 70 〈1 SE 

12:55 〈10 25.3 88.8 61 〈1 SE 

14:55 〈10 26.9 88.7 54 〈1 SE 

16:55 〈10 27.8 88.4 49 〈1 SE 

最大值 - - - - - - 



 

 

阳关地铁站 C

出口风亭 
2018.7.25 

11:00 〈10 

达标 

24.2 89.3 70 〈1 SE 

13:00 〈10 25.3 88.8 61 〈1 SE 

15:00 〈10 26.9 88.7 54 〈1 SE 

17:00 〈10 27.8 88.4 49 〈1 SE 

最大值 - - - - - - 

阳关地铁站 D

出口风亭 
2018.7.25 

11:05 〈10 

达标 

24.2 89.3 70 〈1 SE 

13:05 〈10 25.3 88.8 61 〈1 SE 

15:05 〈10 26.9 88.7 54 〈1 SE 

17:05 〈10 27.6 88.4 49 〈1 SE 

最大值 - - - - - - 

参考标准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4554-93）二级 新扩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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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食堂油烟 

金阳车辆段和小河停车场的职工食堂炉灶燃料采用天然气，排放的油烟废气采取净

化处理后经排烟井高空排放，油烟净化设备间图 10.1-1。 

  

小河停车场厨房油烟净化设备 金阳车辆段厨房油烟净化设备 

图 10.1-1  油烟净化装置现场照片 

10.2 电磁环境影响调查 

贵阳市轨道交通1号线工程采用集中供电方式，即设置城市轨道交通专用主变电所，

引入城市电网 110kV 电源，经降压后向城市轨道交通的牵引变电所和降压变电所供电。

全线在朱家湾站和火车站站附近分别设置一座 110/35kV 主变电所，设置于地面。正线

设置 11 座牵引变电所，分别设在下麦西站、阅山湖公园站、国际生态会议中心站、新

寨站、贵阳北站、雅关站、南垭路站、喷水池站、贵阳站站、珠江路站、小孟工业园站；

车辆段和停车场各设置 1 座牵引变电所。 

验收阶段委托贵州绿洲清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贵阳市轨道交通 1号线工程变电所

进行了监测，监测点位选择了朱家湾站主变电站、火车站主变电站厂界，详见表 10.2-1。 

表 10.2-1   电磁环境监测点位及结果统计表 

监测地点 监测日期 监测位置 监测因子 监测数据 

朱家湾站 

主变电站 
2018.7.9 

西北面厂界 
电场强度 1.43 v/m 

磁感应强度 0.009 uT 

西南面厂界 
电场强度 0.78v/m 

磁感应强度 0.034 uT 

东北面厂界 
电场强度 5.1v/m 

磁感应强度 0.061 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