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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车大厅的装修已基本完成

合肥火车西站建设进度如何？啥时候可
以通车运营？今后在西站可以坐哪些方向的
火车？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来到
建设中的合肥火车西站进行实地探访。据
悉，经过两年的封闭、迁建，合肥火车西站建
设已经进入收官阶段，初步具备通车条件，下
月底有望交付使用。

□记者 祝亮 文/图

合肥火车西站站房完工
预计下月底交付使用

站前广场地砖正在铺设中

环境公报：合肥去年下了7次酸雨
为我省第8个出现酸雨的城市

昨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省环保厅厅长
缪学刚发布了2014年《安徽省环境状况公报》。去年全省16个地级
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88.1%，较上年提高1.5个百分
点，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平均浓度较2013年下降4.0%。

□ 穰敏 星级记者 俞宝强

距西站启用只有月余，车站最重要的部分

——站房首先以完整的姿态呈现在市民面前。

走进站房记者看到，候车大厅里有2座卫生

间和饮水机等设备，目前全部工程已经完工了，

只剩坐椅等没有安装。

“你看，连安检机都运来了，其他设备随到

随装。”现场工作人员说，候车厅最高可聚集

1500 名乘客，乘客从广场直接检票进入候车大

厅，然后上车，出站乘客下车后从站外通道出

站，“和合肥站相比，除了候车是在一个大厅里，

售票厅、出站等都很像”。

西站站房与合肥南站类似，西站外立面也

采用了大量的玻璃幕墙，以便于采光。与合肥

火车站、南站相比，西站规模较小，站房面积

6000 平方米，只设有一个售票大厅、一个候车

大厅和一个到达大厅及部分办公用房等。除了

部分办公用房在夹层 2 楼，旅客购票、候车、乘

车等几乎都在地面一层，乘车出行比较便捷。

候车厅：可容纳1500名旅客

与老合肥西站相比，新站房南移了约 125

米，为合肥“拉通”望江西路让出空间，也使得站

房前方与两侧都有了广场空间。

合肥西站的广场也是地面式，站前广场占

地面积约2.3万平方米，主要分为疏散广场和交

通场站两个区域。

疏散广场位于站房东侧正前方，占地0.9万

平方米，被设计成一个景观广场，用于今后的旅

客进出站。

东面是社会停车场，北部是交通场站，包括

公交枢纽站、出租车场站、社会停车场等都集中

在此。

站前广场东北边有一座地下通道，望江路

上的行人可以从地下穿过西站。

广场：分为疏散和交通两个区域

根据最新的消息，西站在投入运营后，仅会

作为停靠过路车使用，没有始发车和终到车，同

时具备货运站功能。届时，这里将运行合九线

和宁西线上的少量高铁、动车和普速列车。虽

然，在合福高铁上运营的列车将从此过站，但并

不会设立停靠站。

改 造 后 的 合 肥 西 站 由 原 来 的 3 个 站 台

扩至 4 个站台。其中，旅客在检票后通过西

侧大门可直接到达 1 号站台，前往 2 至 4 号

站 台 的 ，则 需 要 通 过 检 票 口 南 侧 的 下 行 楼

梯到达。

“站房的软硬件基本都已到位，正在进行软

件调试。计划下个月中旬配合合福高铁进行试

运营。”在现场施工的相关负责人称。

通车：主要为南下的火车

“2014 年，全省 16 个地级城市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8.1%，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范围为77.8%（蚌埠）～99.2%（黄山、

池州），黄山、池州、宣城、安庆、宿州和阜阳等 6 个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高于90%。

据缪学刚介绍，与 2013 年相比，全省 16 个地级城市空气质量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提高1.5个百分点，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年

均浓度分别下降10.3%和4.0%，二氧化氮年均浓度略有上升，仍在

一级标准年均浓度限值以内。

按照新标准评价，2014年，合肥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为159天，

重度污染天数为21天、严重污染天数为6天。与2013年相比，合肥

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比例下降2.7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例下降

4.2个百分点；PM2.5年均浓度下降5.7%，PM10年均浓度下降1.7%。

空
气

合肥重污染天数减少

“2014年，全省地表水总体水质状况为轻度污染”。公报显示，

与2013年相比，全省地表水总体水质状况无明显变化。

其中，淮河流域干流总体水质状况为优，出境断面水质好于入

境水质，支流总体水质状况为中度污染。长江流域干流总体水质状

况为优，支流总体水质状况为良好。

巢湖流域中，巢湖湖体平均水质为轻度污染、呈轻度富营养状

态。11 条环湖河流中，有 1 条河流水质为优、5 条为良好、1 条为轻

度污染、4条为重度污染。

省辖新安江流域总体水质状况为优。

此外，2014 年，对全省 16 个地级城市和 6 个县级城市的 45 个

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地表水源地30个、地下水源地15个）开

展的水质监测表明，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 96.5%，较 2013 年下降

1.1个百分点。

水
质

地表水总体为轻度污染

马鞍山、芜湖、滁州、合肥、宣城、铜陵、池州和黄山等8个城市出

现酸雨，酸雨频率范围为1.8%（马鞍山）～78.8%（黄山）。与2013年

相比，全省出现酸雨的城市数增加1个，为合肥市（出现7次酸雨）。

全省降水年均pH值为5.75，较上年上升0.18，各市降水年均pH值

范围为5.16（黄山）～7.16（淮北）。铜陵、池州和黄山3个城市降水年均

pH值低于5.6，为酸雨城市，池州市由较重酸雨城市好转为酸雨城市。

酸
雨

合肥出现7次酸雨

2014年，全省城市区域声环境共监测2244个测点，昼间平均等效

声级为53.7分贝，环境质量级别为二级（较好）。全省城市道路交通噪

声共监测788个测点，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加权平均声级65.2分贝，质量

级别为一级（好）。全省各类功能区声环境共监测1136点次，各地级城

市功能区平均等效声级达标率为76.5%，其中，昼间达标率为89.1%、

夜间达标率为63.9%

噪
音

夜间达标率仅63.9%

全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1939.85万吨，其中综合利用量

为10347.20万吨，处置量为1138.90万吨。全省危险废物处置量为

78.78万吨，其中自行处置量为 60.08 万吨，委托处置量为 18.70 万

吨。17个危废、医废处置设施规划建设项目均已基本建成或投运；68

家企业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资质，主要从事含铅、含铜和表面处理废物

等类别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

截至 2014 年底，全省累计建设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项目 74

个，日处理垃圾能力28397吨。

固
废

处置危险废物78.78万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