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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概括 

1.1 项目名称及建设单位 

建设项目名称：虹桥综合交通枢纽路网配套－漕宝路（中环～辅快）道路改建工

程。 

项目建设单位：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处。 

1.2 项目背景 

为迎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更好地满足客运快速增长和各

种层次旅客出行需求，以及加快上海地区铁路建设的步伐，同时配合虹桥机场扩建，

规划在该地区建设一个集高速铁路、磁悬浮交通、城市轨道交通、公路长途客运、公

交出租和航空港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经过大量的论证分析，为疏解虹桥枢纽交通，

缓解外围交通压力，提出了建设“辅快”、北翟路高架、漕宝快速路和青虹高架的快速

路网方案，即新增“一纵三横”快速路；同时以七莘路为南北骨干，北翟路、漕宝路

地面道路及沪青平公路等为东西骨干，形成“13 横 9 纵”的主次干路路网格局。漕宝

路为其中的“一横”，对于形成虹桥综合枢纽配套路网的框架有着重要意义。 

1.3 建设项目必要性 

(1) 本项目的建设是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快速疏解交通的需要； 

(2) 本项目的建设是有效分流既有快速路流量和均衡路网交通的需要； 

(3) 本项目的建设是合理补足东西向路网和促进区域发展的需要。 

1.4 建设项目概况 

根据市政工程管理处“关于调整漕宝路道路改建工程预可报告的说明”， 漕宝路

工程研究范围由“A5～漕溪路”调整为“辅快～中环”。 

本工程研究范围的漕宝路，西起涞亭南路与沪松公路相交处，向东经规划辅助快

速路（沪杭铁路以西）、外环线、中环线后，至桂菁路止，全长约 7.7km。 

本工程研究工程中，在辅快与外环线之间，采用了距漕宝路以南约 900m 的联明路

－宝南路作为比较线位。联明路－宝南路为现状道路，西起伴亭路，经辅快、中春路、

七莘路，接外环，长约 3.5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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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程总体设计方案 

在本工程的前期研究阶段，对工程总体设计共研究提出了三类总体方案，分别为： 

（一）全程沿现状漕宝路（辅快～外环）走向的“漕宝路全高架道路”方案，高

架规模为双向六车道，地面道路为“六块二慢”； 

（二）、辅快～外环段采用联明路－宝南路线位，快速路为地道形式（避开七宝镇

核心区），外环～中环段仍沿现状漕宝路采用高架道路的“漕宝路－联明路部分高架部

分地道”方案，全线快速路规模仍为双向六车道； 

（三）在前述二方案的基础上，在外环～中环的漕宝路段也采用地道形式的“漕

宝路－联明路全地道”方案，快速路规模亦为双向六车道，但其与外环线之间难以实

现互通。 

 

 

 

 

 

 

 

 

 

 

 

方案 1 和方案 2 路线走向图 

漕宝路高架

联明路—宝南路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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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境保护目标 

2.1 声、振动及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沿线共计 41 处，其中医院 1 处、幼儿园 2 处、学校 4 处。 

3 环境现状评价 

3.1 自然环境现状 

3.1.1 地形地貌 

本改建项目地处上海市西南城区，途经松江、闵行和徐汇三个行政区，地势平坦，

沿线企业、居住区、医院、学校、商铺密集，道路纵横，平均海拔高度 4m 左右。 

3.1.2 气象条件 

上海地处东亚季风盛行的滨海地带，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 

风况：春季多东南偏东风，夏季多东偏南风，秋季多东北偏北风，冬季多偏北风。

全年常风向为 ESE，其次为 NE。强风向为 NNE～NE，其次为 ESE。全年 1～3 级风的

发生频率最高，为 43.7%，年平均风速为 3.4m/s，年平均最大风速 4.1 m/s，出现在 NNE

方向；年平均最小风速为 2.5 m/s，出现在 SW 方向，年静风频率为 5%左右。 

3.2 环境质量 

对项目沿线的声环境、地表水环境、环境振动和环境空气质量现状介绍如下。 

(1) 声环境现状评价： 

本次监测覆盖了沿线全部敏感点，监测结果显示： 

漕宝路沿线敏感点前排房屋昼间均超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4 类标准（昼间

低于 70 分贝，夜间低于 55 分贝），夜间全部超标，且超标比较严重。 

联明路～宝南路沿线敏感点房屋声环境现状较好。 

(2) 环境振动现状： 

项目沿线敏感点振动环境质量较好，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中“交通干线

道路两侧”标准（昼间 75dB/夜间 72dB）。 

(3) 环境空气现状：  

漕宝路沿线 CO 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PM10、 NO2 均不满足环境空气质

量二级标准。 

 联明路～宝南路沿线 CO 、PM10、 NO2 均满足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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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环境影响评价 

4.1 声环境影响 

(1) 施工期：本项目所用的机施工械主要有打桩机、钻机、架桥机、起吊机、大型

搅拌机、自卸式运输车辆、平地机、压路机等，施工噪声具有高噪声、无规则的特点，

对周围的环境影响较大。项目施工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前期的动拆迁施工噪声、土建

工程施工噪声（含地面道路拓宽改建及高架桥施工噪声）、路面及交通工程施工噪声。

通过加强施工管理，加强施工现场日常监督管理和监控，夜间禁止打桩等高噪声施工，

合理选择施工机械和车辆集中的施工场地和运输路线，可以很好的防治施工期的噪声

污染。 

(2) 营运期：根据敏感点噪声预测结果显示，和改建前相比，不涉及前排拆迁的敏

感点噪声增加 3dB 左右，涉及前排拆迁的敏感点噪声增加 5～10dB 左右，联明路地道

方案，由于走地道方案，改建后地面联明路车流量也较小，因此环境影响较小。 

4.2 振动影响 

(1) 施工期：拟建项目施工期主要振动源为大型施工机械和重型运输车辆，由于本

工程为地下开挖施工，工程量较大，施工时间紧张，施工强度和施工密度大，将产生

一定的环境振动影响，必须采取严格的施工管理和合理的施工组织，才能将施工期的

环境影响降低至最低限度。 

(2) 营运期：根据各路段红线处振动类比结果，红线处的铅垂向 Z 振级可满足《城

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88）中的“交通干线道路两侧”（昼间 75 分贝，夜间

72 分贝）标准，拟建道路营运期振动对两侧敏感点影响不大。 

4.3 环境空气影响 

(1) 施工期：项目施工期以扬尘污染为主，在加强管理、洒水、清扫等措施后，施

工扬尘污染可以得到较大程度缓解。 

(2) 营运期：由于地面道路规模减小，车流量下降，因此汽车尾气污染将得到改善。

本工程主要大气污染来自风塔和峒口。风塔：根据不同稳定度和不同风速下的 NO2 最

大落地浓度计算可知，在不利气象条件下，最大落地浓度占二级标准（0.24 mg/m）的

比值较低，即风塔废气对地面的影响较小。不利气象条件下，风塔废气会导致风塔下

风向一定区域内 NO2 小时浓度超标，但该不利气象条件在所有风向上的出现概率很低，

且主要影响区域是距离风塔 100m 内区域。 

4.4 社会环境影响 

施工期：项目对工业企业及沿线居民的拆迁影响只要按照上海市相关政策落实到

 4

 



 

位，则影响较小。 

营运期：拟建工程是虹桥交通枢纽路网配套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上海市综

合交通规划和上海市总体规划，对促经道路沿线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推进作用。 

4.5 固体废物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及施

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在施工单位严格遵守《上海市建筑垃圾及工程渣土处置管理规定

（修正）》的相关要求后，固废对环境的影响轻微。 

4.6 地表水环境影响 

（1）施工期：拆除老桥和建设新桥，主要是粉尘对水体的影响，以及建筑垃圾及

建材不小心落入水体造成的影响，跨河桥梁的桥台基础、临时支撑等水下工程的施工

对水体水质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将随施工期的结束而结束。施工期间，将产生一定数

量的生活污水，管线、地道挖掘将产生一定数量的泥浆水，随地表径流进入雨水管网，

将会引起水体污染。 

（2）营运期：道路地表径流排入雨水管网，地道冲洗水进入污水管网。 

5 环保对策及措施 

 

5.1 研究设计阶段的环保措施 

(1) 工作井内选择低噪声风机，并安装消声器，使风塔噪声对附近敏感点的噪声贡

献值低于 50 分贝； 

(2) 设计采用于雨污水分流体制，污水纳入市政污水管，雨水进市政雨水管； 

(3) 设计采用高风塔排风方式排风地道内超过 70％的废气，且采用向上排风方式，

有利于减少汽车尾气的环境影响； 

(4) 加强景观设计，重点是绿化美化和风塔、峒口的景观设计； 

(5) 全线高架路段铺设低噪声路面 

5.2 施工期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声环境：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和低噪声施工方式、合理选择

运输路线；封闭施工场地，在施工区域周边设置固定式硬质围栏；加强施工期管理，

防止因运输车辆超载、超速、鸣笛以及野蛮施工等带来的人为噪声污染。 

水环境：施工人员生活污水，应利用周边卫生设施，将污水纳入周边污水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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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拆除和建设时加强管理，防止建材和弃渣落入水体。 

振动环境：加强敏感点处振动监控；选用低振动施工机械和施工方式，加强施工

期监控，如发现超标情况，则须在振动超标区域的工程红线处设置减震沟或进行敏感

点房屋加固。 

环境空气：施工使用商品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严格执行《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

理办法》，施工前制定扬尘污染防治方案，采取措施防止对散装物料在装卸、使用、运

输、转运和临时存放等过程中的扬尘污染；施工现场设置车辆冲洗设施以及配套的排

水、泥浆沉淀设施。 

5.3 营运期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 全线铺设低噪声路面，并设置夜间禁鸣、限速标志牌，措施实施后，可综合降

低噪声 3～4dB 左右。 

(2) 沿线高架路段，在敏感点对应的相应位置设置 4m 高的声屏障，并保证屏障向

两端至少延伸 50 米，该措施可使敏感点噪声降低 5dB 左右。 

(3) 高架设置声屏障后，由于降噪效果有限，尚难以满足环保要求，因此同时实施

地面道路声屏障等综合性措施，措施实施后可满足环保要求。 

(4) 规划控制：建议控制临路前排且距离道路红线 35m 以内不新建居民楼、医院、

学校、敬老院等敏感场所。或对沿线新建房屋做好隔声设计，确保新建场所噪声达标。 

6 评价结论 

综上所述，拟建虹桥综合交通枢纽路网配套漕宝路（中环～辅快）道路改建工程

符合国家、上海市的法律法规，符合沿线相关规划。通过采取一定的环保措施后，项

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将降低至最小，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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