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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施工技术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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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Ȟ要：公路工程施工技术在推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对周边环境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旨在探

讨公路工程施工技术对生态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及大气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以期为公

路工程施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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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路工程建设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随着公路施工技术的不断进步，其对环境的

影响也日益凸显。因此，深入分析公路工程施工技术对

环境的影响，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治，是实现公路建

设与环境保护和谐共生的关键。

1��公路工程施工技术对环境的影响

1.1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公路工程施工技术在其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

对周边的生态环境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

土地资源的占用、植被覆盖的破坏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减

少等多个方面。首先，从土地资源占用的角度来看，公

路建设往往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作为支撑，这不仅包括道

路本身的铺设，还包括施工期间所需的临时设施、材料

堆放场地等。这些土地的占用，直接导致了原有土地功

能的改变，特别是对于那些原本用于农业生产或自然生

态保护的土地来说，其损失尤为显著。土地被占用后，

原有的土壤结构、水分循环等自然过程受到干扰，进而

影响到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其次，植被破坏是公路

施工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另一大影响。在施工过程中，为

了清理施工区域，往往需要砍伐树木、铲除草本植被

等，这直接导致了植被覆盖度的降低。植被是生态系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能够为生物提供栖息地，还能

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对维持生态平

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植被的破坏不仅使得生物失去

了庇护所，还加剧了水土流失的问题，因为植被的根系

能够固定土壤，减少水流对土壤的冲刷作用。最后，公

路施工过程中的挖掘、填埋等工程活动，还会对地形地

貌造成显著的改变。这些活动往往会破坏原有的地形结

构，改变水流方向，甚至引发地质灾害如滑坡、泥石流

等。地形地貌的改变不仅影响了景观的美观性，更重要

的是它破坏了生物原有的生存环境，导致生物多样性减

少。一些对特定生态环境有高度依赖性的物种，可能会

因为环境的改变而面临灭绝的风险。这种生物多样性的

减少，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抵抗力都是极大的

挑战。

1.2  对水环境的影响
公路施工活动对水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它主要通

过改变水流路径、引发水质污染以及加剧水土流失等方

式，对水资源及水生态系统造成显著影响。在施工过程

中，由于道路的铺设、桥梁的建设等需要，往往会对原

有的地形地貌进行大幅度改造，这无疑会改变地表径流

的自然流向。地表径流是水资源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流向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周边区域的水资源分配，甚

至可能引发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同时，施工活动还

可能干扰地下水的补给和排泄路径，导致地下水位的变

化，进而影响周边植被的生长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更为

严重的是，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渣若未得到妥善

管理和处理，将直接威胁到水质的安全。废水中可能含

有重金属、油类、混凝土残渣等有害物质，一旦排入河

流、湖泊等水体，不仅会破坏水体的生态平衡，还可能

对下游的饮用水源造成污染，危及人类健康。而废渣的

随意堆放，也可能在雨水冲刷下成为新的污染源[1]。此

外，施工活动往往伴随着大量土壤的翻动和植被的破

坏，这极大地削弱了地表的水土保持能力。在没有有效水

土保持措施的情况下，施工区域极易发生水土流失，大量

的泥沙会随雨水流入水体，导致水体浑浊度增加，影响

水生生物的生存和繁衍。长期的水土流失还会降低水体

的自净能力，进一步加剧水质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1.3  对声环境的影响
公路施工期间，各类施工机械如挖掘机、推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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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路机以及频繁往来的运输车辆，共同构成了施工现场

的主要噪声源。这些机械设备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机械

振动、发动机轰鸣以及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声，形成了高

强度、持续性的噪声污染，对周边环境的声学质量构成

了严重威胁。对于附近居民而言，施工噪声的干扰尤为

显著。长期暴露在高噪声环境下，居民可能会经历听力

受损、睡眠障碍、心理压力增加等健康问题。夜间施工

更是加剧了这一状况，扰乱了人们的正常作息规律，降

低了生活质量，甚至可能引发社区矛盾。此外，噪声污

染对动植物生态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野生动物对声音环

境极为敏感，高强度的噪声会干扰它们的通讯、觅食、

繁殖等行为模式。例如，噪声可能会掩盖鸟类求偶的叫

声，影响它们的配对成功率；对于某些依靠声音进行导

航或捕食的动物，噪声的干扰可能导致它们迷失方向或

捕食效率下降。同时，噪声还可能引发动物的应激反

应，长期而言可能对其生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植物虽

然不直接“听”到声音，但噪声引起的振动和空气波动

仍可能对它们的生长环境产生微妙影响，如影响花粉的

传播、种子的萌发等。因此，公路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有

效措施，如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用低噪声设备、设置

隔声屏障等，以减轻对周边声环境的负面影响，保护人

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和谐。

1.4  对大气环境的影响
公路施工活动在其推进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

大量扬尘和尾气排放，从而对周边的大气环境造成显著

影响。扬尘污染主要源于施工材料的处理过程，包括原

材料的开采、运输、装卸以及堆放等环节。在这些过程

中，土壤、砂石、水泥等物料在风力或机械作用下被扬

起，形成细小的颗粒物悬浮在空气中，不仅降低了空气

的能见度，还严重污染了空气质量。这些颗粒物中可能

含有重金属、有害微生物等有害物质，被人体吸入后会

引发呼吸道疾病，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2]。另一方面，施

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尾气排放也是大

气污染的重要来源。这些车辆和机械通常使用柴油或汽

油作为燃料，燃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氮氧

化物、硫氧化物以及颗粒物等污染物。其中，二氧化碳

是温室气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剧了全球气候变暖的趋

势；而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则在大气中与水蒸气、氧气

等反应，形成酸雨，对生态环境造成进一步破坏。

2��公路工程施工环境保护措施

2.1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在公路工程施工期间，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是至关重

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在项目规划阶段就进

行细致的生态环境评估，明确施工区域内生态敏感区的

分布，如珍稀物种栖息地、自然保护区等，并尽量避开

这些区域，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直接干扰。对于无法避免

的施工用地，应严格控制施工范围，避免过度开挖和不

必要的土地占用。在施工过程中，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减

少对植被的破坏。例如，对于必须砍伐的树木，应进行

科学合理的采伐规划，确保砍伐后能够及时补植，保持

生态平衡。同时，对于施工临时用地，如材料堆放场、

施工营地等，应尽量选择已开发或扰动较小的区域，并

在使用结束后进行生态恢复，如种植本地植物，恢复土

壤结构等。生态修复工作是公路施工环境保护的重要组

成部分。施工结束后，应对受损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

复，包括植树造林、草地恢复、水土保持工程等。在选

择修复植物时，应优先考虑本地物种，它们更适应当地

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有助于快速恢复生态平衡[3]。此外，

还可以采用生态工程技术，如建设生态护坡、植草砖

等，既能有效防止水土流失，又能美化环境，提升公路

的生态价值。加强公路施工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需

要从规划、施工到后期修复的全过程入手，通过科学合

理的规划和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公路建设与环境保护的

双赢。

2.2  强化水环境保护
在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强化水环境保护是保障生

态安全、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一环。为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严格控制施工期间产生的废水排放。具体而言，

应在施工现场建立完善的污水处理系统，包括沉淀池、

过滤池及生化处理设施等，确保所有废水在排放前均经

过严格净化处理，去除其中的悬浮物、油类、重金属等

有害物质，使其达到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除了

废水处理，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的建设和维护同样至关重

要。施工活动往往会破坏地表植被，降低土壤的稳定

性，从而加剧水土流失，对周边水体造成污染。因此，

应在施工前对施工区域进行详细的水土保持规划，设置

合理的排水系统、挡土墙、植草带等水土保持设施，以

减缓雨水径流速度，减少泥沙流失。同时，应定期对这

些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有效发

挥水土保持作用。此外，还应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保教

育，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确保他们在施工过程中能够

自觉遵守环保规定，减少对水环境的污染。例如，避免

在河流、湖泊等水体附近进行污染性作业，防止油料、

化学品等泄露入水；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避免在雨季进

行大规模土方作业，减少水土流失的风险。强化公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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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过程中的水环境保护，需要从废水处理、水土保持设

施建设、施工人员环保教育等多个方面入手，形成全方

位、多层次的水环境保护体系，确保施工活动在促进经

济发展的同时，不对水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2.3  降低噪声污染
在公路工程施工中，降低噪声污染是保护周边居民

生活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措施。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首先应从源头抓起，优先选用低噪声、高效率的施

工机械和设备。在采购和租赁设备时，应将噪声水平作

为重要的选型指标，尽量选择那些采用先进降噪技术、

运行平稳的机械，以从源头上减少噪声的产生。合理安

排施工时间也是降低噪声污染的关键。应尽量避免在夜

间、清晨以及午休等居民休息时间进行高噪声作业，如

破碎、打桩、搅拌等。通过科学规划施工进度，将高噪

声作业集中在白天进行，并提前告知周边居民，以减轻

对居民生活的干扰。此外，设置降噪设施是降低施工噪

声的有效手段。在施工区域周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

置声屏障、隔音板等物理降噪设施，这些设施能够吸

收、反射或阻隔噪声的传播，从而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

的影响[4]。同时，还可以在施工现场种植绿化带，利用植

物的吸声作用来进一步减弱噪声。除了上述措施，还应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噪声管理教育，提高他们的噪声控制

意识。通过培训和教育，让施工人员了解噪声的危害和

降噪的重要性，鼓励他们在施工过程中主动采取措施减

少噪声的产生和传播。

2.4  控制大气污染
在公路工程施工过程中，控制大气污染，特别是扬

尘和尾气排放，是保护空气质量、维护公共健康的重要

任务。针对扬尘问题，应实施一系列精细化管理措施。

首先，对施工现场的所有裸露土壤、堆放的砂石料等易

产生扬尘的物料，应使用防尘网进行全面覆盖，或者搭

建遮阳棚、挡风墙等设施，有效阻止风力作用下扬尘的

产生。其次，应定期进行洒水作业，特别是在干燥、风

大的天气条件下，通过洒水增加空气湿度，使土壤颗粒

粘结，减少扬尘飞扬。同时，优化施工流程，减少物料

的转运次数和距离，也能有效降低扬尘的产生。对于施

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尾气排放问题，应从源头进行治

理。应优先选择符合国家排放标准、低排放的施工机械

和车辆，淘汰老旧、高排放的设备。同时，建立严格的

维护保养制度，定期对发动机、排气系统等进行检查和

维护，确保车辆和机械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减少因故障

或老化导致的尾气排放增加。此外，还可以采用尾气净

化装置，如安装颗粒物捕捉器、催化转化器等，进一步

降低尾气中的有害物质含量。除了上述具体措施，还应

加强对施工人员的环保培训，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鼓

励他们在施工过程中主动采取措施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

放。同时，建立大气环境监测机制，定期对施工现场及

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进行监测，及时发现并解决污染问

题，确保施工活动在保护大气环境的前提下顺利进行。

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控制公路施工过程

中的大气污染，保护周边环境的空气质量。

结语

公路工程施工技术对环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

生态环境、水环境、声环境和大气环境等。为实现公路

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生，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

环境保护工作。通过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强化水环境保

护、降低噪声污染和控制大气污染等措施的实施，可以

有效减轻公路施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推动公路建设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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