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南航新村站 城市树木保护专章

第一章项目概述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 名称：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二号线第二项目部南航新村站

建设单位：广州地铁 集团有限公司

勘察单位： 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

总体设计：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站点、 区间设计：广东省重工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设计咨询单位： 中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

项目部名称 ：中交隧道工程局有限公司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二号线第 二项目部

树木保护专章编制单位：广州市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 建设位置：广州白云区大埔南二街

项目投资性质：财政资金

1.1 标段概况

本标段涉及 6 站 6 区间 及一处白云文化广场主变电所， YCKl7+475.775�

YCK24+506.989 （全长 7.031 公里），预估工程造价 352000 万元。开工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工程竣工时间为 2023 年 07 月 01 日， 合同内全部工程施工工期

为 1643 日历天。

1.2 南航新村站概况

南航新村站位于广州白云区大埔南二街上， 沿大埔南二街成东西走向布置，

站址北侧为汇侨新城及大埔村的商业和住宅， 南侧为纵横续纷花园、佳地新都二

期及 大 埔 村 的 商 业 和 住 宅。 车 站为 地 下三层岛式车 站 ， 起始里 程 为

CKl 8+ 188.600�CK18+ 368.600, 全长 180m, 标准段宽 21.9m, 基坑开挖深度为

24.860m�25.660m。有效站台长 140m, 中心里程为 CK18+278.000, 主体 及附属

建筑面积为 16093.17 m• o 主体 采用明挖顺筑法施工， 围护结构采用地下连续墙＋

内支撑形式， 车站共设 4 个出入口， 2 组低风亭组， 其中 A、 B 出入口连接通道

采用顶管施工， 1 号风亭组采用暗挖施工， 其余附属结构采用明挖顺筑法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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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护结构采用地下连续墙＋内支撑形式。 车站两端接盾构区间 ， 大、 小里程端均
为盾构始发。

二、树木权属、 管养单位

纵横续城小区前树木：树木权属单位为纵横续城小区业主，行政主管部门为

白云区城管局， 养护单位为广东祺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埔南二街道路树木： 树木权属单位和管养单位为为新市街道办事处。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广州市轨道交通十二号线工程（浔峰岗～大学城南）， 自浔峰岗站向东北，

规划沿线经搓头、 白云文化广场、 白云大道南、 建设六马路、 赤岗、 官洲、 大学

城，线路主要经过白云区、越秀区、海珠区、黄埔区、番禺区，线路全长 37.6km,

均为地下线敷设方式， 全线共设站 25 座， 其中换乘站 15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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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十二号线示意图

本项目的建设是实现城市总体规划、提升中心区功能、支持重点发展地区的

需要；是 完善线网架构，持续增强轨道交通网络效应的需要；是改善环境、实现

环境保护目标、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实现城市总体规划、提升中心区功能、支持

重点发展地区的需要。 2016 年 2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 年）》，根据该规划，广州未来要优化提升中心城区功能，重点

建设南沙新区等城市发展新空间。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支待了 “ 南拓、

北优、东进、西联、中调 “ 空间发展战略 十字方针， 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逐

步带动和实现了广州城市空间发展。

3.1是完善线网结构，持续增强轨道交通网络效应的需要

十三五期间，广州城市发展将由 “增量扩张 “ 向 “ 存量优化 ” 转变， 一方面，

广州城市由多中心组团结构向舒展的紧凑型多中心网络结构转变，经济转型势必

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但对城市发展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另 一方面，广州市中心城

区线网密度相对北京、上海市，广州尚显不足， 仍需继续大力发展轨道的建设。

中心人口向外围疏解， 势必初见成效，而缓解中心区的交通压力，侧重选择市区

线路为本轮规划的当务之急。十二号线、十三号线二期线路串联广州市的白云区、

荔湾区、越秀区、天河区、黄埔区，连接白云湖片区、罗冲围片区、北京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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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天河中央商务区、黄埔临港商务文化区，既能解决广州中心组团与西部

片区和东部片区之间的交通需求，同时缓解了中心城区东风路、黄埔大道、中山

大道等交通拥堵明显的路段。为完善线网结构，持续增强轨道交通网络效应的需

要， 经过多年的建设，广州地铁线路其基本规模效应逐渐显现。线网日均客运量

超过 650 万人次， 客运强度为2.5 万人次／ （日·公里）， 客运效率位居全国前

列。轨道交通客流增长迅猛，地铁骨干作用初显，但覆盖面仍需加强。轨道出行

已成为公交出行的骨干。但由千轨道线网和站点覆盖范围有限，轨道交通骨架作

用尚未充分 体现；衔接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衔接措施单一，骨干线路稀疏， 换乘

效率较低。 本项目的建设将连接现有 5 号线淘金站、 13 号线， 既有线及规划线

路换乘，有效地将上述线路进行衔接，能有效地实现城市外围组团与中心区的联

系，与线网形成节点联结，拓展了轨道交通的网络效应，完善了轨道的线网架构，

拓展了城市的发展空间，有力的促进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

3.2是改善城市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城市交通系统直接影响着城市居民的居住与工作环境，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主要有

两方面：占地及环境污染。而发展轨道交通 与发展道路交通相比而言在这两方面

均具有很大的优势。

其一，轨道交通比道路交通更节约土地。道路运输投资相对少，见效快，但

发展道路运输系统将 需要大量的土地资源。轨道交通占用土地资源较少，且其运

输能力远远高于道路交通，通过轨道交通形成集约型的土地开发形式，有利于节

约土地资源。

其二，轨道交通比道路交通对环境的影响更少。 公路运输对环境造成的大气

污染、噪音污染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大量的汽车运输 所产生的噪音对环境的污染

很严重，能达到 80dB(A) 以上，甚至达 98dB(A)。因此尽快建设轨道交通对于减

少环境污染， 实现广州市的环境保护目标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三， 轨道交通是将广州建设成生态城市的必然选择。广州市的城市发展战

略目标不仅是要建成一个高效、繁荣、文明的国家中心城市，还要建成适宜创业

发展又适宜居住生活的山水型生态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广州市生态建设的目标是：

以 “ 山、城、田、海 ” 的自然特征为基础，构筑区域生态环廊、建立 “ 三纵四横 ”

的生态廊道， 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立体化、网络式的生态结构体系， 形成山水




	SKM_658e22072612260
	SKM_658e22072612261
	SKM_658e22072612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