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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城轨，保泉是关键

三条城轨线“绕着”泉水走
本报记者 喻雯

研究人员对济南核心区主
要交通干线的轨道交通适宜性
划分了三个等级路段：适宜路
段、较适宜路段及不适宜路段。

从国内地铁建设情况来看，
一般情况下，地铁的埋深在18米
左右。“泺源大街一线就不适宜
地铁建设。”徐军祥举了个例子，
泺源大街一线位于四大泉群以
南，地铁建设存在阻断泉脉的可
能性。其中，趵突泉——— 饮虎池
一带，石灰岩顶板埋深不足15

米；在圣凯财富广场一带，石灰
岩埋深不足10米；沿泺源大街的
这两个区域地层结构没有火成
岩，下部的岩溶水没有天然屏
障。同时，这一带的石灰岩地下
水(岩溶水)水位浅，饮虎池一带
一般小于1米，圣凯财富广场一
带一般小于8米。如果在这一带
修建地铁，可能影响泉水的正常
喷涌。

而明湖路位于四大泉群出
露区以北，客观上不存在阻断泉
脉的可能性。从沿线地质结构来
看，土层厚度11 . 5-17米，下部是
火成岩体，比较致密完整，一直
到146 . 3米以下才发现石岩含水
层。火成岩体的相对隔水作用使
地铁建设过程中受岩溶水威胁
的可能性小，也就是地铁建设不
会对泉水产生明显影响。

5月18日，济南市城市轨道交
通近期建设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第
一次公示发布。针对大家比较关
注的“修建城轨”与“保泉”的问
题，此次环评也给出了明确的答
案。

环评公告显示，为确保泉水
保护万无一失、安全第一，济南市
近期建设的轨道交通线路避开了
市中心区和泉水保护敏感区，同
时为满足带状城市布局发展需
要，加强东部、西部城区与中心城
区的联系，加快促进东、西区域的
快速发展，并适应城市中心扩大、
向北发展的趋势，选择了3条市域
快线作为近期建设的线路。济南

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由
R1线、R2线和R3线三条线路组
成，总长约98公里。

记者了解到，R1线北起济南
西站，沿齐鲁大道、党杨路、刘长
山路、海棠路，向南至池东，全长
约26公里。其中：起点至王府庄路
段采用下穿敷设方式，其余线路
采用地上敷设方式。

R2线西起小高庄站，经济南
西站、省会文化艺术中心、二环
西路高架桥后，沿五七铁路专用
线(711军专线)和既有胶济铁路
走 廊 ，向 东 至 郭 店 ，全 长 约
37km。其中：起点至二环西路、
纬十二路至生产路路段采用局

部下穿敷设方式；其余线路采用
地上敷设方式。

R3线南起龙洞，沿龙鼎大
道、奥体西路、工业北路、机场路，
向北至遥墙机场，全长约35公里。
其中：起点至新东站采用下穿敷
设方式；新东站至机场采用地上
敷设方式。

从线路建设方式来看，地上
敷设是主要形式。对此，中铁二
院济南分院有关人士表示，地面
形式的轨道交通与目前的铁路
类似，基本与公路在一个水平面
上，这样对泉脉不会有任何影
响。对于地下敷设，中铁十四局
集团隧道公司副总经理、教授级

高工戴尊勇表示，从地铁工程的
特点来看，主要由车站和区间隧
道组成。常用的施工方法有明挖
法、暗挖法、盾构法、盖挖法等，
结合济南特殊的地质特点，暗挖
法和明挖法用到的可能性很大。
在目前济南高楼林立的多个路
段，不用挖开地面的暗挖法尤为
适合。暗挖主要在区间隧道部
分，在区间隧道的局部地段，如
地铁线路无法避开既有泉脉时，
需要采取行之有效的工程措施，
保证施工和运营不对既有泉脉
造成影响。从国内地铁建设情况
来看，一般情况下，地铁的埋深
在20米左右。

18日，济南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发布。济南近期

建设的三条城轨线路确定。消息发布后，省城

不少爱泉人还心存疑问：修建城轨，是否能做

到对泉水的保护？二者可否实现共存？对此，

记者采访了省内的水文地质专家、轨道交通

设计专家及专业地铁施工单位等。

“判断城轨是否影响泉水，
首先要了解济南市区的地层结
构和水文地质特征。”早在1958
年，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就开
始了对济南水文地质条件的实
地勘探研究。水文地质专家奚德
荫是省地矿工程勘察院原总工
程师，是漫长勘探论证过程的见
证者。

“要说地铁和泉水的关系，还
得从济南的泉水成因说起。”奚德
荫说，济南位于泰山隆起北翼北
缘，地形南高北低，为地下水提供
了由南向北汇集运动的地形条
件。从地质方面来看，济南市区南
部主要以石灰岩分布为主。石灰
岩由于受到构造运动的影响和流
水的溶蚀，地下多裂隙或溶洞，这

为地下水提供了汇集和流动的空
间。

在这样的条件下，大气降水
经过南部山区石灰岩裂隙渗入地
下形成的岩溶地下水沿着地形和
岩层倾斜方向由南向北径流，而
济南市区及北部的地层主要由火
成岩构成，阻挡了岩溶水继续向
北径流。这样一来，就在市区附近

形成了相对较大的地下水压力
区，岩溶水水位随之抬升，形成了
天然涌泉。

“我们所说的泉水其实就是
石灰岩中的岩溶水。”奚德荫坦
言，修地铁是否破坏泉脉，最关键
的因素要看能否避开石灰岩含水
层，地铁线网如果能避开这个含
水层，就不会破坏泉脉。

避开泉脉且多走地上 3条线路不影响泉水安全

建地铁是否破坏泉脉 避开石灰岩含水层是关键

泺源大街一线

不宜建地铁

地层所在地下水联系如何 决定地铁是否会破坏泉脉

省地矿局是省地矿工程勘察
院的主管单位，建局50年以来，主
要从事水文地质勘察、环境地质
勘察等，完成了山东省所有的基
础性地质工作。徐军祥作为省地
矿局的总工程师，长期以来一直
关注并参与济南轨道交通与泉水
影响的研究。

徐军祥介绍，济南的地层结
构主要分为土层、火成岩、石灰
岩。各地层结构中的水也是不同
的，三个地层对应的地下水分别

称为：孔隙水、裂隙水、岩溶水。这
样一来，需要研究的是市区主要
交通干线附近三个地层所在的地
下水联系是否明显。只要岩溶水
与孔隙水、裂隙水水力联系不明
显，地铁通过土层和火成岩时，就
不会直接破坏泉脉。

判断石灰岩与土层、火成岩
的地下水联系是否明显，主要是
通过水位和水质两方面来研究。
徐军祥介绍，为了精确勘探，他们
采取了地球物理勘探、水文地质

钻探、抽水试验、示踪试验等八种
先进技术手段。

以“共青团路—泉城路—解
放路”这条横穿四大泉群的主干
线为例，研究期间，首先在这条主
干线附近以东西方向为主，布置
多条陆地声纳法勘测线，在可能
存在问题的区域施工水文地质钻
孔验证。为查明这一主干线附近
三层地下水的关系，施工了8个岩
溶水、孔隙水和裂隙水水文地质
钻孔孔组，并进行了抽水试验，通

过试验时对水位变化的测量，分
析了相互之间的影响。

试验证明，在这条主干线沿
线附近，土层与火成岩所在的地
下水存在联系，而石灰岩与土层、
火成岩所在的地下水没有明显的
联系。另外，从对三个地层地下水
的水质化验结果表明：这三个地
层地下水水质特征不同，水化学
成分差别较大，说明不同地层的
地下水具有不同的补给来源，水
循环条件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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泺源大街建地铁会对泉脉
造成影响。（资料片）

（济南市地层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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