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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7 秀洲至仙居公路茜柳路至南北湖互通段改建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

S207秀洲至仙居公路茜柳路至南北湖互通段改建工程（嘉兴至海盐射线）是嘉兴快速路十

一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项目作为连接城区与海盐的快速射线工程的二期工程，不仅加强了

与三环快速路的连接，完善嘉兴市域快速路网，同时打通了嘉兴至高铁站、海盐的快速化通道，

加强了嘉兴同高铁站、海盐之间的联结，对推动市域一体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项目作为海盐射线的二期工程，与一期工程整体完成了茜柳路至南北湖互通段的快速化

改造，其整体快速化改造的实施方案为高架段与局部平改立相结合的方案，该方案在保障辅路

能够连接周边道路的同时，主路也能满足嘉兴市与海盐县之间快速化通行的需求。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现将“S207秀洲至

仙居公路茜柳路至南北湖互通段改建工程”有关环境影响评价事宜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S207秀洲至仙居公路茜柳路至南北湖互通段改建工程

（2）项目性质：改建

（3）建设单位：嘉兴交通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海盐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项目投资：354482万元

（5）项目选址：嘉兴市南湖区、海盐县

（6）建设内容：本项目作为海盐射线二期工程起点位于茜柳路与嘉南公路平交处，

桩号为 K7+370，终点位于海盐县 K26+122.26，其中主线高架桥起点位于乍嘉苏高速桥

南侧桥台位置，高架终点与一期工程主线高架顺接，桩号 K11+517.035，二期工程的主

线高架桥全长 2.932 公里，道路等级为一级公路，高架标准断面 27m，双向六车道，设

计速度 100km/h。地面道路起点位于茜柳路与嘉南公路平交处，桩号为 K7+370，终点

位于海盐县南北湖互通南侧，桩号为 K26+122.26，与规划建设的 S207 疏港公路相接，

地面道路采用双向六车道，设计速度 80km/h，其中茜柳路至盐于公路段标准断面 37m，

盐于公路至南北湖段标准断面宽度 33.5-34.5m，路面形式为沥青混凝土路面，地面辅路

全长 18.752km。本项目设互通立交 4 处，分别为曹王公路互通、海盐大道互通、盐于公

路互通、湖盐线-南北湖复合互通。

二、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主要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本项目沿线周围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保护对象，主要声环境、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见表 1，主要水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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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声环境、环境空气保护目标

序号 乡镇 行政村

道路两侧 200米范围内涉

及敏感点
保护要求

方位 最近距离 声环境 环境空气

1
海盐县于城镇

三联村 东/西 10m 4a/2类 二级

2 构塍村 东/西 10m 4a/2/3类 二级

3

海盐县沈荡镇

五圣村 东 180m 2类 二级

4 新丰村 东/西 10m 4a/2类 二级

5 白洋村 东 50m 4a/2类 二级

6 中钱村 东/西 10m 4a/2类 二级

7 南湖区凤桥镇 新民村 东/西 10m 4a/2类 二级

8
南湖区余新镇

农庄村 东/西 20m 4a/2类 二级

9 曹王村 东/西 10m 4a/2类 二级

表 2 水环境保护目标

序

号

敏感点

名称
区域

与工程

相对位

置关系

与本

工程

方位

与本工

程最近

距离

水功能区名称 水环境功能区名称
水环境功

能区序号
保护要求

1 海盐塘
南湖

区

平行，不

相交
西侧 1200米

海盐塘嘉兴饮

用、工业用水

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杭嘉湖 99
Ⅲ类功能区

要求

2 海盐塘
海盐

县

平行，不

相交
西侧 1100米

海盐塘海盐农

业用水区 1
农业用水区

杭嘉湖

100

Ⅲ类功能区

要求

3 海盐塘
海盐

县

平行，不

相交
西侧 260米

海盐塘海盐农

业用水区 2
农业用水区

杭嘉湖

102

Ⅲ类功能区

要求

4 海盐塘
海盐

县
跨越 交叉 /

海盐塘海盐饮

用水源区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

杭嘉湖

103

Ⅲ类功能区

要求

5 里洪塘
海盐

县

平行，不

相交
西侧 380米

里洪塘海盐工

业用水区
工业用水区 杭嘉湖 98

Ⅲ类功能区

要求

主要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为道路用地及周边区域的植被、生境、水土等生态环境。具体线路

走向图见图 1。

三、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

1、施工期工艺流程及污染因子

（1）工艺流程

地面道路及高架桥施工作业流程如图 2和图 3所示。

图 2 道路工程施工作业

图 3 高架桥工程施工作业

（2）污染因子

根据工艺流程分析，施工期产生的污染因子主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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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废气、沥青烟气等。

②废水：主要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与施工生产废水（机械设备保养维修冲洗废水、基坑排

水、砼拌合系统冲洗废水、预制场废水、泥浆废水）。

③噪声：主要为施工噪声。

④固废：主要为工程弃渣以及施工人员生活垃圾。

2、营运期工艺流程及污染因子

废气：运行期本工程环境空气污染源主要为道路行驶车辆排放的废气，尾气中主要污染物

为 NOx和 CO。

废水：本工程沿线不设收费站及管理站等，因此无生活污水。本工程营运期产生的废水主

要是路面和桥面的初期雨水。

噪声：公路投入营运后，在公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的噪声源为非稳态源，车辆行驶时其发

动机、冷却系统以及传动系统等部件均会产生噪声；行驶中引起气流湍动、排气系统、轮胎与

路面的摩擦等也会产生噪声。

固废：主要由路面、桥面清扫和维修时产生，量较少，不作定量计算。

3、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①噪声：为减轻施工噪声对敏感点的影响，施工单位应根据场界外敏感点的具体情况，合

理规划施工过程与高噪声设备和工艺的使用时间，避开居民休息、学习时间。评价区域内的敏

感点均为村庄，这些敏感点将受到施工噪声的影响。为减轻敏感点施工噪声影响，施工单位应

根据场界外敏感点具体情况，合理规划施工过程与高噪声设备和工艺的使用时间，避开居民休

息时间。根据施工期噪声预测，内各类施工机械噪声昼间 50m外能满足 70dB要求。本工程施

工场地与敏感点间距均在 50m 以上，昼间能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中的噪声限值，严格控制夜间施工，对施工场地周边敏感点声环境影响较小。

②废气：施工期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场地扬尘、搅拌扬尘、车辆扬尘)、沥青烟气，

通过加强施工管理，采取洒水、限制车速等措施后，扬尘等废气对敏感点的影响不大。

③废水：施工机械冲洗废水、施工泥浆水经过相应处理后回用。施工营地内生活污水经化

粪池处理后，由环卫工人定期清运。基坑废水及淤泥干化场排水经沉淀处理回用，不能回用的

经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外排。

④固废：施工期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拆迁建筑材料全部社会化利用，淤

泥和表土运至周边开发建设项目用于绿化覆土，其余弃方根据水保方案清运综合利用。弃渣处

置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⑤生态影响：

对植物的影响：

工程涉及永久性占地和临时性占地，永久性占地对评价区内的自然植被的破坏是长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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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恢复的，从现场调查的结果分析，主要是耕地、厂房、民居等。本工程临时占地主要临时

堆土场、施工便道等，相对来说，占地面积较小。且临时占地主要为耕地，以人工种植为主，

因此破坏较小。临时占地在施工结束后将逐步恢复植被。总体而言，工程占地造成的带状地表

植被的损失将对现有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损失的面积相对于整个区域来说是极少

量的，而公路绿化又将弥补相当的生物量，因此，公路破坏的植被不会对沿线生态系统物种的

丰度和生态功能产生影响。

项目施工中，运输车辆产生的扬尘，施工过程挥洒的石灰和水泥，会对周围植物的生长带

来直接的影响。这些尘土降落到植物的叶面上，会堵塞毛孔，影响植物的光合作用，从而使之

生长减缓甚至死去。石灰和水泥若被雨水冲刷渗入地下，会导致土壤板结，影响植物根系对水

分和矿物质的吸收。另外，原材料的堆放、沥青和车辆漏油，还会污染土壤，从而间接影响植

物的生长。虽然说随着施工的结束不再产生扬尘，情况会有所好转，但是这些影响并不会随施

工的结束而得到解决，它们的影响将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因此施工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原材

料和废弃料的处理，对于运输车辆，要尽量走固定路线，将影响减到最小。

对动物的影响：

工程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缩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空间，割断了部分陆生动物的活动区域、

迁移途径、觅食范围，从而对动物的生存产生一定的影响。因公路新建区域主要为农田，评价

区内有许多动物的替代生境，动物很容易找到栖息场所。同时随着施工的结束，植被的逐渐恢

复，部分种类可回到原处。施工期对野生动物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影响只局限在施工

区域，范围较小，由于工程整个施工区的环境与施工区以外的环境十分相似，施工区内的野生

动物很低容易找到新的栖息地，对区内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施工区的野生

动物密度会明显下降。因此在施工中要对施工人员提出野生动物的保护要求，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2）营运期环境影响分析

①废气：运营期的废气主要为过往车辆排放的汽车尾气 NOx、CO等，影响区域局限在道

路两侧。随着我国汽车排放标准的不断提高，单车尾气的排放量将会不断降低，运输车种构成

比例将更为优化，高能耗、高排污的车种比例逐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将大大降低，公路对沿

线空气质量带来的影响逐步减小。

②废水：本工程营运期对水体产生影响主要为暴雨冲刷路面与桥面，形成地面径流污染水

体。一般而言，道路地表径流污染物浓度不高，其直接入河不会对沿线水体水质产生明显影响。

③固体废弃物：营运期公路沿线卫生纳入当地环卫系统进行统一处理，对周边环境影响较

小。

④噪声：根据环评对沿线敏感点的声环境预测结果，营运期部分敏感点超标，须采取隔声

窗等噪声防治措施。在采取措施后，沿线敏感点声环境可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50118-2010）和《住宅设计规范》要求。建设单位须最大限度采取主动隔声降噪措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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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声环境质量、维护居民环境权益。预测超标的敏感点采取隔声窗措施后，敏感点室内昼、夜

间声级可满足 GB50118-2010《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和《住宅设计规范》要求。

⑤生态影响：道路阻隔使野生动物的正常的交流和觅食受到影响，特别是枯水季公路可能

切断路两侧动物的饮水路径，因此横向动物通道是两栖类、爬行类、地栖性鸟类和哺乳类穿越

公路唯一可行办法，也是缓解公路阻隔效应切实可行的方法。

本项目所在地自然生态环境一般，人类活动较为频繁，本项目新建道路以高架为主，基本

上可以满足公路两侧动物通行要求，不会对野生动物产生阻隔效应，同时对野生动物生境整体

性起到保护作用。

四、拟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以及预期效果

根据分析，本项目拟采取的措施如下表 4。

表 4 污染防治措施一览表

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大气

环境

施工期

施工扬尘、施

工机械废气、

沥青烟气等

加强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的维护管理；科学选择运输路

线，尽量避开敏感点；施工场地及时清扫、定时洒水；严

禁在施工现场焚烧废物；严禁在大风天气下施工；建筑材

料及渣土缩短堆存时间，及时清运；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减少对周围环境的

影响

营运期 汽车尾气

加强道路管理及路面养护，保持道路良好运营状态，减少

和避免塞车现象发生。严格控制车况不符合规定、超载车

辆上路；公路沿线进行绿化，并做好绿化工程的维护工作

地表水

环境

施工期

施工废水

施工时将在场地四周将敷设排水沟（渠），并修建临时沉

淀池，泥浆废水经沉淀和除渣后尽量回用，不能回用的废

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其上清水全部纳管排放；

施工废水、车辆设备维修保养场地产生的废水必须进行油

水分离、沉淀处理，并对隔油、沉淀池四周做防渗漏砌护，

处理后的尾水回用于施工生产、道路浇洒、车辆冲洗等，

不得排入沿线水体

对水体水质基本无

影响

生活污水
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临时化粪池处理后由抽粪车吸走不

外排

营运期
路面、桥面径

流

加强对路面和桥面的日常维护与管理，保持路面和桥面清

洁，及时清理路面和桥面上累积的尘土、碎屑、油污和吸

附物等，减少随初期雨水冲刷而进入到路面和桥面径流污

水中的 SS和石油类等污染物量

减少对周围水环境

的影响

固体

废物

施工期

施工废渣

剩余表土用于后续工程道路两侧规划绿化带绿化覆土，钻

渣、拆迁废弃物一起填埋于本工程道路两侧规划绿化带底

部

资源化、无害化
生活垃圾

施工单位加强施工工区生活垃圾的管理，设置分类垃圾

箱，并定期予以清运，不得随意丢弃

营运期
加强对公路养护单位和养护工人的管理力度，提高其工作责任心，杜绝将

养护垃圾随处倾倒的现象

声环境 施工期

加强对运输车辆及施工机械的维护管理，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夜间禁止

施工；施工期按《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采

取限制工作时间、加强管理等措施加以控制。

施工期噪声达到《建

筑施工场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中
规定的排放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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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类型

排放源

（编号）
污染物名称 防治措施 预期治理效果

营运期

对营运期超标敏感点提出的隔声窗隔声屏障措施，应委托专门单位进行设

计施工和安装，隔声窗形式、安装方案等均不限，以满足对应等级隔声窗

的最低计权隔声量要求为准。

公路养护管理部门应经常维持路面的平整度，降低道路交通噪声；应重点

关注各桥梁两端的平整度，避免因路况不佳造成车辆颠簸而引起交通噪声

的增大。

周边声环境达到《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的相关标准要求

生态环

境

施工期

施工作业带、施工期临时占地按照工可、水保及本报告书要求的范围内占

地，不超出范围占地；

施工结束后按占地类型恢复为原有使用类型，根据项目区植被分布及植被

类型，尽量选用当地乡土树种或适生树种作为本工程的生态恢复树种；

加强施工人员的管理，杜绝因施工人员对野生植物的滥砍滥伐而造成沿线

地区的生态环境破坏。

施工便道避免、减少对地表植被的破坏和影响。管线施工过程中尽可能不

破坏地形、地貌；施工完毕后，尽可能恢复施工地带地形、地貌。

文明施工，减少临时占地面积、农作物损失；缩短施工期，使土壤暴露时

间缩短，并快速回填；穿越公路等敏感区段时，必须采取防护措施；临时

堆放场应选择较平整的场地，尽快恢复植被；弃渣尽量利用，不能利用的

送选定的弃渣中转场暂存，及时清运。

降低生态环境影响

营运期 增加植被覆盖

环境风

险

施工期

设计中严格按规范要求充分考虑消防措施并对线路进行优化，尽量避开地

质灾害易发区、城镇发展规划区、人类活动频繁区，为维护管道安全提供

保障；完善安全标志牌及警示牌（用穿跨越河流、公路及沿线重要路段设

置）；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预防风险事故的发

生

营运期

加强工程沿线跨河桥梁及临近路段的防撞设计。建议桥梁跨河路段采用非

镂空 SS级防撞护栏，临近跨河路段的桥梁、路基采用非镂空 SA级防撞护

栏。

建议工程沿线在道路拐角、靠近敏感点及溪流路段设置“谨慎驾驶”警示牌

和危险品车辆限速标志，特别是跨河桥梁段，提醒运输危险品的车辆司机

注意安全和控制车速，降低该路段交通事故的发生机率，保证地表水体水

环境安全。（高架上严禁危化品车辆运输）

要求对航道桥安装防抛网，防止车辆坠入河中。

要求工程中的跨航道桥设置桥面径流收集系统，初期桥面径流以及临近路

基路面径流经两侧设置的截排水管汇集后，进入沉淀池（风险事故状态下

兼做事故应急池，应采用防渗、防腐设计）。非事故期路面初期雨水收集、

沉淀后，排入河道；事故时，桥路径流经事故应急池收集后交由专业部门

处置。

鉴于危险品运输的风险由突发的交通事故引起，可以通过一定的管理措施

加以预防。

预防风险事故的发

生

五、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

S207秀洲至仙居公路茜柳路至南北湖互通段改建工程符合《浙江省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

四五”规划》、《嘉兴市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嘉兴市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2021-2035年）和《海盐县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工程符合工程沿线涉及“三

线一单”中环境管控单元要求，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国家产业政策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项目建成后，对促进嘉兴市交通网络的完善、区域经济的发展、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沿线居

民出行条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产生一定的环境影响，因此在建

设和运营中，要求建设单位严格落实本环评提出的有关污染控制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将其不

利影响降低到最低。经本环评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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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线路走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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