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地铁 11 号线一期调整补充工程（文洁路站至水上公园西路

站<不含>）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座谈会会议纪要 

会议时间：2022 年 7 月 4 日上午 9点 

会议地点：汇高花园酒店三楼会议室 

参会单位：南开区住建委；南开区学府街道办、月环里居委会；天津

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中交（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参会公众代表：王恩普、郭庆亮、吕静海、俞伯源、于春鸣、赵菊华、

许森、霍福林、张洪运、刘莹 

会议记录如下： 

一、主持人介绍座谈会背景、议程、会议要求、参会单位 

1.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等规定要求，为保障天津

地铁 11 号线一期调整补充工程（文洁路站至水上公园西路站<不含>）

可能受环境影响公众的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召开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座谈会。会议主要有如下议程： 

（1）会议主持人介绍本次座谈会议的流程及参会居民代表、相

关单位； 

（2）设计单位、环评单位代表介绍工程情况及环境影响评价情

况； 

（3）公众代表发言，相关单位与公众代表就所提问题进行交流

座谈。 

2.为有序开好本次座谈会，会议有关要求如下： 



（1）鉴于仍处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请参会人员做好个人

防护。如有不适情况，请及时提出。请参会人员文明有序发言。 

（2）本次会议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座谈会，请公众代表就

项目环境影响相关问题发表意见，代表发言后相关单位进行解答。 

（3）建设单位安排专人全程录像，其他人员未经批准不得拍照、

录音和录像。 

（4）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规定，在公众座谈会

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根据现场记录，将整理座谈会纪要，通过网站

平台向社会公开座谈会纪要。座谈会纪要将公布公众代表姓名，但不

会公布代表其他信息。 

3.介绍参会单位及与会公众代表（略）。 

二、介绍工程情况及环境影响评价情况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代表介绍如下：本工程线路全长

3.84km，采用地下敷设方式，设车站 3 座，在一中心医院站与地铁 6

号线换乘。从工程线位平纵断面和星环里 1 号楼的具体位置关系、工

程施工期与运营期有可能给星环里 1 号楼带来的相关环境影响（振

动、声、大气等环境要素方面）介绍了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情况。 

（1）星环里 1号楼位于本工程 CK20+160 线路上方，轨面埋深约

26 米。 

（2）在本工程车辆选型中，考虑其振动防护措施及振动指标，

优先选择噪声、振动值低、结构优良的车辆。本工程正线采用 60kg/m

钢轨无缝线路，不仅能增强轨道的稳定性，而且能减少列车的冲击荷



载；在城市轨道交通中得到广泛应用，在车轮圆整的情况下其振动较

短轨线路能降低 5-10dB。 

在运营期要加强轮轨的维护、保养，定期旋轮和打磨钢轨，保证

其良好的运行状态，以减少振动。地铁线路和车轮的光滑、圆整度直

接影响地铁振级的大小，良好的轮轨条件可降低振动 5-10dB。 

采取特殊减振措施进一步减缓振动、噪声影响。特殊减振措施一

般采用钢弹簧浮置板减振，减振效果约 15～18 分贝。 

（3）工程采取减振措施后振动预测值为：昼间左线 54.9分贝、

右线 55.3分贝；夜间左线 52.9分贝、右线 53.3分贝，满足 GB10070-88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中“交通干线两侧”的昼间 75分贝，夜间 72

分贝标准限值。工程采取减振措施后二次结构噪声预测值为：昼间左

线 29.4 分贝，右线 27.4分贝；夜间左线 29.8 分贝，右线 27.8分贝，

满足 JGJ/T170-2009《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

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中昼间 45 分贝，夜间 42分贝标准限值。 

（4）本工程区间线路主要采用盾构法施工，类比同类型施工路

线，区间隧道采用盾构施工对线路两侧地面产生的振动影响较小。本

工程在盾构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加固等预防措施，并对下穿或距离近

的振动敏感建筑物进行施工期监测。施工期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措

施，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噪声对周围环境目标的影响。建筑工地必须做

到“六个百分之百”施工。要求施工工地实现“工地周边 100%设置

围挡、散体物料堆放 100%苫盖、出入车辆 100%冲洗、建筑施工现场

地面 100%硬化、拆迁等土方施工工地 100%湿法作业、渣土车辆 100%



密闭运输”。 

三、居民代表意见 

经过双方交流，居民代表根据介绍及答复情况，意见汇总如下： 

1、如何保证星环里 1 号楼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问题。 

2、关于选线问题，为何躲开荣迁东里、荣迁西里、一中心医院

大楼。 

3、天津市已建成的地铁下穿住宅的案例（时间、地点）。 

4、设计上如何考虑保证楼体安全。 

5、给出星环里 1 号楼安全鉴定成果。 

6、地铁列车运行振动传导距离。 

7、地铁埋深地下 26 米时对地面构筑物无安全影响，此结论是否

有依据。 

8、地铁施工振动对所受力的地层承载力的影响，水土流失是否

计算过。这两种因素对建筑物的影响如何考虑。 

四、会议总结 

感谢居民代表对于地铁建设的关注，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同时也感谢街道的监督管理，我们将结合这次座谈会的实际情况，近

日完成这次座谈会的记录整理，并按照环评公参的要求，及时公示。

座谈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五、附件 

关于“星环里 1 号楼公众代表意见”的回复 



附件 

关于“星环里 1号楼公众代表意见”的回复 

意见 1：如何保证星环里 1 号楼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问题。 

回复：针对星环里 1 号楼，计划采取如下措施： 

（1）该区间计划采用土压平衡盾构机进行施工，区间

采用预制混凝土管片，盾构施工具有施工工效高、对周边环

境影响小等优点，适于进行天津地区软土地层施工。 

（2）施工前房屋保全性鉴定。根据建筑物年代、结构

形式、基础形式、倾斜度及与区间位置远近关系，确定房屋

鉴定范围。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房屋保全性鉴定，留存

建筑物基本情况、倾斜度及现状照片，作为初始状态便于与

施工后状态进行对比，用于确定施工对建筑物是否有影响。 

（3）加强监测。盾构始发前，由施工监测单位对沿线

建筑物布设建筑物沉降、倾斜度等监测点，并取得初始值报

监理单位、第三方监测验收，作为建筑物初始状态数据。在

盾构施工过程中，由施工监测、第三方监测单位分别独立按

照监测规范要求定期对建筑物进行监测，指导盾构施工。 

（4）盾构施工方案审批。根据该区间盾构施工特点、

周边建筑物情况、管线情况等，制定对应的施工措施、掘进

参数及其他安全措施，并经过专家论证、监理单位、建设单

位审批，确保措施合理。 

（5）盾构施工及监测。在穿越该区段前设置试验段，

根据监测数据选定最合理的土仓压力、盾构掘进速度、出土

量、同步注浆等参数，确定该地层的最佳掘进参数。穿越期

间进行信息化施工，施工期间加密对既有房屋、地面沉降的



监控量测，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掘进参数，进一步优化土

压力值及适宜的推进速度等参数，加强同步注浆控制，并在

穿越区段隧道内进行二次注浆。施工完成后，对穿越区段进

行跟踪注浆，确保建筑物安全。并由第三方房屋鉴定单位对

沿线建筑物进行二次鉴定，通过对比施工前后数据、照片等

情况，确定施工对建筑物是否产生影响。 

意见 2：关于选线问题，为何躲开荣迁东里、荣迁西里、

一中心医院大楼。 

回复：从吸引客流能力、人口岗位覆盖率及服务区域等

几方面综合考虑，线路选线沿津河-保山道布置，而未选择

下穿荣迁东里、荣迁西里，车站紧邻一中心医院大楼方案。

目前现方案已通过市相关部门批复。 

意见 3：天津市已建成的地铁下穿住宅的案例（时间、

地点） 

回复：天津已建成的地铁下穿住宅的案例较多。例如：

天津地铁 3 号线工程于 2006 年 3 月 1 日开工建设。其天塔

站～吴家窑站区间：线路由平泉道以 R-305m 半径曲线下穿

平山里、气象里小区。下穿位置区间埋深约 16m～20m，下穿

段落区间采用钢弹簧浮置板道床进行减振。 

意见 4：设计上如何考虑保证楼体安全。 

回复：为保证楼体安全，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1）

区间采用盾构法施工、澄江路站调整为地下三层结构，加深

盾构区间的埋深，拉大与居民楼的竖向距离，从而减小盾构

掘进及地铁运营对居民楼的影响；（2）要求施工时根据前期

盾构掘进参数控制与地层位移的关系，确定合理的土压力、

排土率及掘进速度等参数。（3）配合地面量测及时进行同步

注浆和二次注浆。（4）制定专项的监控量测方案，做到信息



化施工。 

意见 5：给出星环里 1 号楼安全鉴定成果 

回复：根据前期施工单位对星环里 1 号楼的施工调查，

已确定该楼在盾构施工前组织进行房屋保全鉴定，保全鉴定

的时间根据该区间施工计划确定。 

意见 6：地铁列车运行振动传导距离 

回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城市轨道交通》

（HJ453-2018），地下线振动环境评价范围为一般为距线路

中心线两侧 50m；室内二次结构噪声影响评价范围一般为距

线路中心线两侧 50m，地下线平面圆曲线半径≤500 m 或岩

石和坚硬土地质条件下的室内二次结构噪声评价范围扩大

到线路中心线两侧 60 m。 

意见 7：地铁埋深地下26米时对地面构筑物无安全影响，

此结论是否有依据。 

回复：（1）根据《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2013）中

11.1.12 第一款要求：“盾构法施工的区间隧道覆土厚度不宜

小于隧道外轮廓直径。”可认为隧道覆土大于一倍洞径时，

施工对地面的影响整体可控。本工程隧道外轮廓直径为

6.2m，区间轨面埋深 26m，远超规范要求。 

（2）目前盾构法施工是一种非常成熟、安全的区间施

工工法，天津地区在建地下区间多采用盾构法施工，结合目

前已完工和正在施工项目，能够保证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对地

面建筑无安全影响。 

意见 8：地铁施工振动对所受力的地层承载力的影响，

水土流失是否计算过。这两种因素对建筑物的影响如何考

虑。 

回复：(1)根据地层情况，该区间适宜采用土压平衡盾



构机进行施工。土压平衡盾构法的原理是刀盘面板借助盾构

推进油缸的推力通过隔板进行加压，产生泥土压力，这一压

力与开挖面土压力平衡，实现作业面稳定，掘进过程中始终

维持开挖土量与排土量动态平衡，维持土舱压力及开挖面稳

定。推进千斤顶作用在已拼装完毕的预制混凝土管片上，以

此作为支撑推进盾构机前进，并使管片脱出盾尾，并在管片

外圈进行同步注浆（水泥砂浆）填充空隙（注浆量是空隙量

的 150%-250%，确保填充密实），实现盾构机所穿越地层的稳

定。正常盾构推进过程中无水土流失，所以不会造成上方建

筑地层承载力下降。 

(2)盾构机由电力驱动，且推进速度约为 30-50mm/min，

速度较慢，盾构推进过程中不会产生明显振动。对地面建筑

物的振动影响较小，重点是确保土仓压力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