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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项目概述

一、项目名称、建设单位、投资项目性质

项目名称：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线路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工程夏茅站

建设单位：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芳白城际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西安铁一院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广州市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位置：车站位于广花路与机场高速交汇处西侧，沿夏茅商业大街敷设，与 24号线通道

换乘。

项目建设期：五年

二、项目功能定位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线路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工程夏茅站项目线路起于芳村站（不含），止于机

场北站，线路长约 41.1km，全地下敷设。新建 10 座车站，分别为：彩虹桥站、广州火车站、白云

站、夏茅站、白云城市中心站、方石站、人和站、机场东站、机场南站、机场北站。线路采用 8 辆

编组市域 D 型车，快慢线运营，设计时速 160km，与广花城际跨线运营。全线设车辆段 1座，与

广花城际工程共享，设主变 2 座。共设置 13个工区，其中土建工区 9个，车站机电安装 3个，公

共区装修 1个。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线路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工程夏茅站项目线路中的第四座车站，为土建四工

区（1站 1区间即：夏茅站和白云站～夏茅站区间车站），南接白云站，北接白云城市中心站，位于

广花路与机场高速交汇处西侧，沿夏茅商业大街敷设，与 24号线通道换乘。夏茅站车站总长 430m，

标准段宽 36.1m，基坑深度 30.2m，为地下三层双跨框架结构，岛式站台，采用明挖法施工，共 8个

出入口，围蔽范围共 53935㎡。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3.1 实现城市总体规划、提升中心区功能、推进近期重点发展战略平台建设需要

依据广州市社会经济现状及战略规划确定的发展方向，按照发展导向明确、功能配置合理、

空间利用集约的原则，推进近期重点发展战略平台建设，继承“东进、西联、南拓、北优、中

调”的城市发展战略，广州市编制完成了《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2017-2023年）》。

3.2 构建大湾区多层次铁路网络的需要

四工区夏茅站是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线路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工程夏茅站项目的组成部分，

而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线路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工程夏茅站项目又是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线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项目也是大湾区形成“轴带支撑、极轴放射”的多层次铁路网络

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之一。

3.2 完善铁路线网结构，形成广州都市圈南北向交通重要廊道的需要

项目建成后将与地铁 22号线贯通运营，并在方石站、白云城市中心站与广花城际互通，

实现与广花城际、地铁 18号线的跨线运营，形成广州都市圈南北向交通重要的廊道。

四、项目建设的文件依据

（1）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广州市生态环境关于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穗

环管影[2021]17号）

（2）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州市发展改革委关于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工程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复函》（穗发改投批[2021]153号）

（3）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穗交运函[2021]477号）

（4）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芳村至白云机场城际开工建设事宜的复函》

（穗交运函[2021]6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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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树木资源调查范围

本次树木资源调查范围包括：夏茅商业大街和珠江实业围蔽范围内。调查范围示意如下：

六、主要结论和建议

6.1 结论：

本建设项目树木资源调查范围包括夏茅商业大街和珠江实业围蔽范围内，调查范围内共计涉及

绿化树木 97株，不涉及古树名木。

本项目不涉及历史名园、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特色风貌林荫路、

历史风貌区、重要滨水景观风貌区和参照历史名园管理的公园树木。

按胸径分类：

（1）古树后续资源：胸径≥80cm；

（2）大树：20cm≤胸径＜80cm；

（3）其他树木：胸径＜20cm。

《树木详细信息见表》

总结：对本项目建设所涉及范围内 97株树木的处理意见分为 2类，包括回迁利用 96株，砍伐

清除 1株（胸径 23cm杧果，初步判定为死亡株，无迁移利用价值）。树木原址保护及回迁利用保

护比例为 100%（不含无迁移利用价值或利用价值较低树木）。

6.2 建议

6.2.1 原址保护

由于本项目调查树木全部在项目建设影响范围内，必须对场内树木进行迁移，场地内无原址保

护树木。

6.2.2 回迁利用

本项目回迁利用不涉及古树和古树后续资源，计划回迁利用的树木共 96株，其中大树 90株，

其他树木 6株。迁移的树木计划在工程完毕后进行回迁利用。考虑回迁利用树木其成活率，起苗时

对植株做好标记，回迁种植时能够将阳面与之前保持相应，提高成活率。

6.2.3 砍伐清除

根据树木摸查情况，对项目建设范围内 1株初步判定为死亡的树木（胸径 23cm杧果）进行砍伐

清除。

树木胸径分类 小计
树木保护方案

原址保护 占比 回迁利用 占比 砍伐清除 占比

古树后续资源 0 0 0 0 0 0 0

大树 91 0 0 90 92.78% 1 1.03%

其他树木 6 0 0 6 6.19% 0 0

小计 97 0 0 96 98.97% 1 1.03%

总计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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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总论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要求，以

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展国土绿化行动要走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的重要指示精神，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保护优先、分级保护、全程保护的指导

思想，保护树木及其生境。

树木保护专章以现状为基础，充分考虑规划项目对树木保护影响的因素，按不同胸径进行分类

评估，给出迁移、砍伐、保留、抚育等建议及保障措施，力求将本项目建设对树木的影响减少到最

低程度，并为有关部门对项目审批提供科学依据，使本项目的建设实现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

效益的统一。

二、保护范围

本工程树木保护范围为夏茅商业大街和珠江实业围蔽范围内涉及的 97株树木，因项目建设和必

要的交通疏解的需要，对项目建设范围内的 97株树木进行保护。树木保护范围示意如下：

三、树木保护专章主要内容

以本项目场地现状为基础，以项目建设内容为依据，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绿

化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21〕48号）、《广州市绿化条例》、《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

见（穗办〔2021〕11 号）》、《广州市城市树木保护管理规定（试行〉》（穗林业园林规字〔2022〕

1号）、《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LY/T2738-2016）》、《古树名木鉴定规范（LY/T2737-2016）》、

《园林树木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DB4001/T 17-2019）》、《古树名木健康巡查技术规范（DB4001/T

126-2021）》等文件要求，对建设用地范围内现状树木进行识别和筛选，确定本保护专章的内容主要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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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用地范围内的树木资源调查。包括所有树木的种类、数量、位置、生长状况、立地

条件、保护设施现状等，编制树木信息汇总表。并对古树名木、古树后续资源、大树予以定位坐

标。

（2）对古树名木、古树后续资源进行健康状况及安全性综合评估。并按照《广州市绿化条例》

要求划定保护范围，根据树木生长状况和保护现状编制原址保护措施。

（3）对其他树木应提出保护和利用措施，涉及大树的，应以原址保留为主。确实需要迁移的

树木，要论证其必要性，原则上在就地迁移，非就地迁移的树木确定迁入地点，并进行土壤质量

检查。

（4）对于严重病虫害、死亡，不具备迁移、施工条件，或其它特殊情形的树木，根据专业机

构的鉴定结果提出合理的处置措施。

四、树木保护标准

（1）古树名木：禁止砍伐、迁移。城乡建设在规划编制和选址时，应当采取措施避让古树名

木，因重大公益性市政建设确需迁移古树名木的，应组织专家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征

求公众意见，必须经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2）古树后续资源（胸径≥80厘米）：禁止砍伐被确定为古树后续资源的树木。确因公益性

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迁移被确定为古树后续资源的树木的，应当向区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及征求公众意见。

（3）大树（胸径 20厘米≤树木胸径<80厘米）：严格保护，项目建设最大限度避让大树，无

法原地保留则以迁移利用为主，但树木不具备迁移施工条件、无迁移利用价值、严重病虫害、死

亡或其它特殊情形，按程序申请砍伐。迁移、砍伐大树超过十株的，应组织专家对其必要性和可

行性进行论证并征求公众意见。

（4）其它树木（胸径＜20厘米）：以保护为主，迁移、清理涉及城市道路、公园绿地及其他绿

地树木五十株以上的，应组织专家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征求公众意见。

五、树木保护原则

（1）保护优先。所有建设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均应落实“保护优先”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绿地的占用和树木的迁移、砍伐。

（2）分级保护。建设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对用地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必须完全避让（建筑不得占

用古树名木的控制保护范围）、对用地范围的古树后续资源原则上完全避让、对用地范围的大树和其

它树木资源实施最大限度的避让和保护。

（3）全程保护。建设项目和城市更新项目用地范围内的所有树木资源，应实施全过程保护措施，

包括施工前、施工中和施工后的保护及养护措施。经评估、论证、评审后却需迁移的大树，应优先

考虑就地迁移到本项目的绿地上，并采用全冠移植等先进技术，确保迁移大树的成活率和完好率；

本项目无法安排就地迁移利用的，可考虑迁移到项目最近的公共绿地或其他绿地上。

（4）适地适绿。因地制宜确定绿化方式，充分考虑树木立地条件，合理选择绿化树种和植物配

置方式，构建健康稳定的城市绿化生态系统。城市树木处理应考量树木自身的安全风险情况，以及

施工作业对树木地下和周边地下管线及其他市政基础设施安全性的影响，保障树木周边建筑物、基

础稳定及地下管线的安全运行。

（5）“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保护好城市一草一木，

特别是古树大树，是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保护和传承有地域特色的树木。同时需处

理好工厂内生产流线、人车动线和绿化布局的关系，打造安全、和谐、舒适的生产生活空间。

（6）合理布局。弘扬科学绿化理念，完善城市生态空间网络，满足城市健康、安全、宜居要求。

树木处理应从安全性、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以及经济性等多方面综合考量，选择安全性高、对社

会秩序影响低、经济合理的处理方式。

（7）节约资源。综合考虑生态合理性、经济性和效率，既重视保护树木资源同时兼顾绿地资源

的使用，节俭务实开展城市绿化。城市树木处理应考量树木价值和处理方式的必要成本费用，采取

经济合理的处理方式，避免造成资源浪费。

六、保护规划目标

本报告以场地现状调研为基础，根据项目设计方案，通过讨论与研究，结合项目建设区域项目

规划情况及自然生态资源特色，编制项目范围内现状树木的普查、评估、认定，明确保护要求及保

护方案。坚持保护优先，不破坏地形地貌原则，在规划方案中落实古树名木、古树后续资源、大树

保护工作，实现科学绿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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