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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way engineering have a wide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Therefor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way engineering.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key point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highway engineering, and introduce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highway engineering on the environment, including land use, water resources, ecosystem and other aspect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highway engineering is the key link to ensur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way engineering.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potential impact, evaluation points and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of highway engineering, it can provide 
guidance and support for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wa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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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要点及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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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路工程的建设与发展对环境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是确保公路工程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步骤。论
文旨在系统地探讨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关键要点，介绍了公路工程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包括土地利用、水资源、生态
系统等方面。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是确保公路工程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深入分析公路工程的潜在影响、评价要
点及相关对策，可以为公路工程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导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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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交通需求的不断增

长，公路工程的建设与发展在各地呈现出蓬勃的态势。然而，

公路工程的快速推进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如土地破

坏、水资源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噪音、大气污染和交

通拥堵等不良影响。为了确保公路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

对其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而系统评价。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

将更好地了解公路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和原则，为决策

者和工程师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参考，以实现公路工程与环境

的和谐共存。

2 公路工程对环境的潜在影响

公路工程的建设与发展对环境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探讨公路工程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包括

土地利用变化、水资源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噪音和大气

污染以及交通拥堵问题。

2.1 土地利用变化 
公路建设往往需要大量土地，并可能导致土地利用的

变化。新建公路和道路网络的建设可能需要开垦农田、砍伐

森林或破坏自然栖息地。这种土地利用变化可能对生态系统

的结构和功能造成破坏，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生态平衡

的破坏。此外，土地利用变化还可能引发土壤侵蚀和水土流

失等环境问题 [1]。

2.2 水资源污染 
公路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的活动可能导致水资源的污染。

施工期间的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可能导致泥沙和有害物质

进入水体，影响水质。此外，公路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油品

泄漏、道路排水和雨水径流的污染，这些污染物可能进入

河流、湖泊和地下水资源，对水生态系统和供水安全构成 

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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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物多样性丧失 
公路工程的建设和运营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潜在的威胁。

公路的切割和隔离作用会破坏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地，阻断迁

徙通道，导致物种的分离和灭绝。公路和道路网的存在还增

加了野生动物与车辆的碰撞风险，对野生动物种群的生存和

繁殖造成威胁。

2.4 噪音和大气污染 
公路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噪音和大气污染是公众

普遍关注的问题。道路交通带来的噪音污染对周边居民的生

活质量和健康造成不良影响。此外，机动车辆的尾气排放会

导致空气中的污染物浓度升高，如颗粒物、氮氧化物和挥发

性有机化合物，对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2.5 交通拥堵问题 
公路工程的发展往往伴随着交通拥堵问题的加剧。随

着交通流量的增加，公路容量可能无法满足需求，导致交通

拥堵和延误。交通拥堵不仅对交通效率产生负面影响，还导

致车辆排放增加，加剧了大气污染问题。此外，交通拥堵还

影响了公众的出行效率和生活质量，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负

面影响，如图 1 所示。

图 1 公路工程造成的交通拥堵

3 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要点

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是确保公路工程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工具。论文将详细讨论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要点，

包括初步评价阶段、详细评价阶段和后评价阶段。

3.1 初步评价阶段

3.1.1 地点选址评价
在公路工程规划初期，对潜在选址进行评价是关键的

一步。这包括评估选址对环境的潜在影响，如土地利用变化、

水资源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要考虑社会经济因素，如

对当地居民和经济活动的影响。

3.1.2 环境特征分析
在初步评价阶段，需要对选址区域的环境特征进行详

细分析。这包括对地形、土壤、气候、水文地质条件等进行

评估，以了解可能的环境风险和脆弱性。

3.1.3 社会经济影响评价
公路工程建设对当地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因此，

在初步评价阶段需要考虑项目对居民、就业、交通流通、经

济发展等方面的潜在影响进行评估，以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

利益。

3.2 详细评价阶段

3.2.1 噪音和振动评价
公路交通会产生噪音和振动，对周围居民和生态环境

造成干扰和破坏。详细评价阶段需要测量和评估交通噪音水

平，并制定相应的噪音控制措施，以减轻对周边居民和生态

系统的影响。

3.2.2 大气污染评价
公路交通排放的尾气对大气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在详

细评价阶段，需要评估公路工程对空气质量的潜在影响，包

括颗粒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并制定

相应的控制措施，如使用清洁燃料、减少排放和提供公共交

通等。

3.2.3 水污染评价
公路工程建设和运营可能导致水体污染。在详细评价

阶段，需要评估公路工程对水资源的潜在影响，包括道路排

水对水体质量的影响和可能的污染源。并采取适当的水污

染控制措施，如沉淀池、污水处理设施和排水系统的设计和

建设。

3.2.4 生态系统评价
公路工程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重要的评估内容。在详

细评价阶段，需要对公路建设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功能

进行评估，以了解公路工程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并

采取保护和恢复措施，如采用生态通道、建立保护区和植被

恢复等。

3.3 后评价阶段

3.3.1 环境监测与评估
在公路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需要进行环境监测和

评估，以确保项目符合环境影响评价要求和法规。通过监测

环境指标的变化，及时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

3.3.2 效果评估和调整措施
公路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应定期进行效果评估，评估

公路工程的环境影响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调

整环境管理和控制措施，以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

目标。

4 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对策

4.1 选址阶段的对策

4.1.1 环境友好的选址原则
在公路工程选址阶段，环境友好的选址原则是确保公

路建设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保护生态系统

和减少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指导原则。以下是一些相关对

策，以确保在选址过程中考虑环境因素：生态系统保护，在

选址过程中，应优先选择对生态系统影响较小的区域。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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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综合考虑土地利用现状、生物多样性、敏感生态环境

和生态功能等因素来实现。对于有高生物多样性价值或关键

生态功能的区域，应避免选择这些区域作为公路工程建设的

选址。土地利用变化控制，在选址过程中，应尽量减少对农

田和森林等土地的占用。这可以通过优先选择已经开发或有

适宜用地条件的区域来实现。

4.1.2 环境影响评价的参与与沟通
在选址阶段，加强公众参与和信息沟通是确保公路工

程环境影响评价过程的公正性和透明度的重要举措。以下是

一些相关对策，以促进公众参与和信息沟通：广泛沟通与讨

论，相关部门和工程规划者应积极与当地居民、环保组织和

利益相关方进行广泛的沟通和讨论。通过与他们的对话，可

以了解他们对公路工程的意见、关切和需求。这样可以更好

地反映社区利益和环境保护的要求，促进多方参与和协商。

信息公开，在选址阶段，应确保信息的公开透明。相关部门

和工程规划者应向公众提供关于公路工程选址的相关信息，

包括选址方案、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预计的环境影响等。这

样可以增加公众对选址过程的了解，使他们能够全面了解公

路工程的环境影响 [2]。

4.2 建设和运营阶段的对策

4.2.1 噪音和振动控制措施
在公路工程的建设和运营阶段，应采取噪音和振动控

制措施，减少对周边居民和生态系统的干扰。这包括采用隔

音墙（如图 2 所示）、噪音屏障和减速带等措施，控制交通

噪音和振动的传播。同时，要加强车辆维护和管理，减少车

辆运行时的噪音和振动。

图 2 隔音墙

4.2.2 大气污染控制措施
在公路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采取大气污染控制

措施，减少尾气排放对空气质量的影响。这包括推广清洁能

源车辆和燃料，减少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和颗粒物排放。此

外，建立车辆排放监测和管理体系，加强对车辆排放的监管

和控制。

4.2.3 水污染控制措施
公路工程建设和运营可能导致水体污染，因此需要采

取水污染控制措施。这包括建设排水系统，收集和处理道路

排水和雨水径流，以防止污染物进入水体。同时，加强对污

水处理设施的管理和运营，确保排放的水质符合相关标准。

4.2.4 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
在公路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注重生态系统的保

护和恢复。这包括建立生态通道和绿化带，促进野生动植物

的迁徙和繁衍；采用环保施工技术，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并实施植被恢复和生态修复计划，促进生态系统的健康 

发展 [3]。

4.3 监测和管理对策

4.3.1 环境监测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的环境监测体系是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

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实时监测和评估公路工程对环境的影

响。该体系涵盖了噪音、大气污染、水质和生态系统等方面

的监测，以确保公路工程的环境影响处于可控范围。以下是

相关对策和方法：噪音监测，在公路建设和运营阶段，应建

立噪音监测系统，以监测公路交通产生的噪音水平。这可以

通过在关键位置设置噪声监测点，使用专业设备进行定期测

量和记录噪音水平。通过对噪音数据进行分析和比对，可以

评估公路工程对周围居民和生态环境的噪音影响，并采取相

应的控制措施。大气污染监测，公路工程可能产生车辆尾气

排放等大气污染物。为了监测大气污染水平，可以建立大气

监测站点，监测关键污染物如颗粒物、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

机物的浓度。通过定期采样和分析大气污染物的浓度数据，

可以评估公路工程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控制和

治理措施。

4.3.2 监管和法规改进
政府部门应加强对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监管，确

保评价过程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同时，应加强对公路工程环

境影响评价法规和标准的制定和修订，使其与国内外的最佳

实践保持一致。不断提高环境管理和监管的水平，推动公路

工程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综上所述，公路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是促进公路工程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我们应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应用，不断完善评价方法和对策措施，以实现公路工

程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只有在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和社会利益

的前提下，我们才能建设出更加环保、可持续的公路工程，

为人们提供便捷的交通同时保护自然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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