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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保护环境，防治噪声污染，规范和指导声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一般性原则、内容、工作程序、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是对《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T2.4-1995）的修订，与原标准相

比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增加了声环境影响评价类别一节，明确规定对建设项目的固定声源和流动声源的环

境影响应分别进行评价。 

——根据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和《户外声传播衰减  第二部分  一般计算方法》

（GB/T17247.2），对工业企业、公路（道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飞机噪声预测公

式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修改了评价等级、评价范围，评价工作基本要求的表述方法。 

——增加了典型建设项目分类预测及噪声控制措施、区域环评中声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等

章节。 

——删除了有关声源的监测方法，保留了简易法测量声源声功率级的方法。 

本标准于 1995 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HJ/T2.4-1995 废止。 

本标准附录 A 和附录 B 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河北科技大学。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9 年 12 月 23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0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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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声环境影响评价的一般性原则、内容、工作程序、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项目声环境影响评价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声环境影响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1495      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GB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9660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 

GB9661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测量方法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4227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台声学要求和测量方法 

GB12523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GB12524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测量方法 

GB12525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GB/T15190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17247.2  户外声传播衰减  第 2 部分  一般计算方法 

GB22337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HJ/T90       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环境噪声  ambient  noise 

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频率

在 20Hz～20kHz 的可听声范围内）。 

3.2 固定声源  fixed source 

在声源发声时间内，声源位置不发生移动的声源。 

3.3 流动声源  hydrodynamic source 

在声源发声时间内，声源位置按一定轨迹移动的声源。 

3.4 点声源  point sound source 

以球面波形式辐射声波的声源，辐射声波的声压幅值与声波传播距离（r）成反比。任何形

状的声源，只要声波波长远远大于声源几何尺寸，该声源可视为点声源。在声环境影响评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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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源中心到预测点之间的距离超过声源 大几何尺寸 2 倍时，可将该声源近似为点声源。 

3.5 线声源  line sound source 

以柱面波形式辐射声波的声源，辐射声波的声压幅值与声波传播距离的平方根（ r ）成反

比。 

3.6 面声源  area sound source 

以平面波形式辐射声波的声源，辐射声波的声压幅值不随传播距离改变（不考虑空气吸收）。 

3.7 敏感目标  noise sensitive target 

指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宅、自然保护区等对噪声敏感的建筑物或区域。 

3.8 贡献值  contribution value 

由建设项目自身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声级。 

3.9 背景值 background value 

不含建设项目自身声源影响的环境声级。 

3.10 预测值  prediction value 

预测点的贡献值和背景值按能量叠加方法计算得到的声级。 

3.11 符号 

本标准使用的主要符号的意义与单位见表 1。 

表 1  主要符号 

序号 符号 意义 单位 

1 eqL  等效声级 dB（A） 

2 dL  昼间等效声级 dB（A） 

3 nL  夜间等效声级 dB（A） 

4 maxL  大 A 声级 dB（A） 

5 AwL  A 声功率级 dB（A） 

6 wL  倍频带声功率级 dB 

7 WECPNL  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dB 

8 EPNL  等效感觉噪声级 dB 

9 ( )AL r  距离声源 r 处的 A 声级 dB（A） 

10 0( )AL r  参考位置 r0处的 A 声级 dB（A） 

11 ( )PL r  距离声源 r 处的倍频带声压级 dB 

12 0( )PL r  参考位置 r0处的倍频带声压级 dB 

13 divA  声波几何发散引起的倍频带衰减 dB 

14 barA  屏障引起的倍频带衰减 dB 

15 atmA  空气吸收引起的倍频带衰减 dB 

16 Agr 地面效应引起的倍频带衰减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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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符号 意义 单位 

17 miscA  其他多方面效应引起的倍频带衰减 dB 

18 ro 参考位置距离声源的距离 m 

19 r 预测点距离声源的距离 m 

20 R  房间常数 m2 

21 S  面积 m2 

22 T  测量或计算的时间 S 

23 δ  声程差 m 

24 λ  波长 m 

25 α  空气吸声系数 dB/1000m 

4 总则 

4. 1 基本任务 

评价建设项目实施引起的声环境质量的变化和外界噪声对需要安静建设项目的影响程度；提

出合理可行的防治措施，把噪声污染降低到允许水平；从声环境影响角度评价建设项目实施的可

行性；为建设项目优化选址、选线、合理布局以及城市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4. 2 评价类别 

4.2.1   按评价对象划分，可分为建设项目声源对外环境的环境影响评价和外环境声源对需要安静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 

4.2.2   按声源种类划分，可分为固定声源和流动声源的环境影响评价。 

固定声源的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指工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和交通运输（包括航空、铁

路、城市轨道交通、公路、水运等）固定声源的环境影响评价。 

流动声源的环境影响评价：主要指在城市道路、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上行驶的车辆以

及从事航空和水运等运输工具，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噪声环境影响评价。 

4.2.3   停车场、调车场、施工期施工设备、运行期物料运输、装卸设备等，按照 3.2、3.3 的定义，

可分别划分为固定声源或流动声源。 

4.2.4   建设项目既拥有固定声源，又拥有流动声源时，应分别进行噪声环境影响评价；同一敏感

点既受到固定声源影响，又受到流动声源影响时，应进行叠加环境影响评价。 

4. 3 评价量 

4.3.1   声环境质量评价量 

根据 GB3096，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质量评价量为昼间等效声级（ ）、夜间等效声级（ ），

突发噪声的评价量为 大 A 声级（ ）。 
dL nL

maxL
根据 GB9660，机场周围区域受飞机通过（起飞、降落、低空飞越）噪声环境影响的评价量

为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 WECP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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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声源源强表达量 

A 声功率级（ ），或中心频率为 63 Hz～8KHz 8 个倍频带的声功率级（ ）；距离声源

r 处的 A 声级（ ）或中心频率为 63 Hz～8KHz 8 个倍频带的声压级（ ）；等效感觉

噪声级（ ）。 

AwL wL
( )AL r ( )PL r

EPNL

4.3.3   厂界、场界、边界噪声评价量 

根据 GB12348、GB12523 工业企业厂界、建筑施工场界噪声评价量为昼间等效声级（ ）、

夜间等效声级（ ）、室内噪声倍频带声压级，频发、偶发噪声的评价量为 大 A 声级（ ）。 
dL

nL maxL
根据 GB12525、GB14227 铁路边界、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台噪声评价量为昼间等效声级

（ ）、夜间等效声级（ ）。 dL nL

根据 GB22337 社会生活噪声源边界噪声评价量为昼间等效声级（ ）、夜间等效声级（ ），

室内噪声倍频带声压级、非稳态噪声的评价量为 大 A 声级（ ）。 
dL nL

maxL

4. 4 工作程序 

声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见图 1。 

4. 5 评价时段 

根据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噪声的影响特点，可按施工期和运行期分别开展声环境影响评价。

运行期声源为固定声源时，固定声源投产运行后作为环境影响评价时段；运行期声源为流动声源

时，将工程预测的代表性时段（一般分为运行近期、中期、远期）分别作为环境影响评价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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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建设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等资料，了解项目的性质、

规模，初步确定声源种类、数量、分布、运行时间及噪声级等 

踏勘建设项目现场，初步确定建设项目所在

区域的声环境功能，敏感目标数量、位置 
编写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方案－噪声部

分，确定评价工作等级，评价范围 

 

 

 

 

 

 

 

 

 

 

 

 

 

 

 

图 1  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5 评价工作等级 

5.1 划分的依据 

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依据包括： 

a)  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b)  建设项目建设前后所在区域的声环境质量变化程度。 

c)  受建设项目影响人口的数量。 

声源种类、数量、

分布、运行时间、

噪声级等 

设计文件中的噪声

防治对策和措施 

敏感目标的

分布，数量及

人口数量，房

屋面积，结构

特点等 

建设项目噪声贡献值预测

声环境质量预测 声环境影响评价 

声环境影响减缓对策和措施 声环境影响专题报告

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标准 

地面状况、障

碍物、气象条

件、地形高差

等

声源

调查 
声环境质

量 

声传播 
路径分析

区域社会

环境调查 
建设项目噪

声部分工程

环境噪声 
现状调查 

声环境功

能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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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评价等级划分 

5.2.1   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一般分为三级，一级为详细评价，二级为一般性评价，三级为简

要评价。 

5.2.2   评价范围内有适用于GB3096 规定的 0 类声环境功能区域，以及对噪声有特别限制要求的

保护区等敏感目标，或建设项目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噪声级增高量达 5dB(A)以上（不

含 5dB(A)），或受影响人口数量显著增多时，按一级评价。 

5.2.3   建设项目所处的声环境功能区为GB3096 规定的 1 类、2 类地区，或建设项目建设前后评

价范围内敏感目标噪声级增高量达 3dB(A)～5dB(A)（含 5dB(A)），或受噪声影响人口数量增加

较多时，按二级评价。 

5.2.4   建设项目所处的声环境功能区为GB3096 规定的 3 类、4 类地区，或建设项目建设前后评

价范围内敏感目标噪声级增高量在 3dB(A)以下（不含 3dB(A)），且受影响人口数量变化不大时，

按三级评价。 

5.2.5   在确定评价工作等级时，如建设项目符合两个以上级别的划分原则，按较高级别的评价等

级评价。 

6 评价范围和基本要求 

6.1 评价范围的确定 

6.1.1   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依据评价工作等级确定。 

6.1.2   对于以固定声源为主的建设项目（如工厂、港口、施工工地、铁路站场等）： 

a) 满

b) 二

a) 满

b) 二

a）满

b）二

足一级评价的要求，一般以建设项目边界向外 200m为评价范围； 

级、三级评价范围可根据建设项目所在区域和相邻区域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及敏感目标等

实际情况适当缩小。如依据建设项目声源计算得到的贡献值到 200m处，仍不能满足相应功能区

标准值时，应将评价范围扩大到满足标准值的距离。 

6.1.3   城市道路、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地上线路和水运线路等建设项目： 

足一级评价的要求，一般以道路中心线外两侧 200m以内为评价范围； 

级、三级评价范围可根据建设项目所在区域和相邻区域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及敏感目标等

实际情况适当缩小。如依据建设项目声源计算得到的贡献值到 200m处，仍不能满足相应功能区

标准值时，应将评价范围扩大到满足标准值的距离。 

6.1.4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评价范围应根据飞行量计算到LWECPN为 70dB的区域。 

足一级评价的要求，一般以主要航迹离跑道两端各 6km～12km、侧向各 1km～2km的范围

为评价范围； 

级、三级评价范围可根据建设项目所处区域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及敏感目标等实际情况适

当缩小。 

6.2 一级评价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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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在工程分析中，给出建设项目对环境有影响的主要声源的数量、位置和声源源强，并在标

有比例尺的图中标识固定声源的具体位置或流动声源的路线、跑道等位置。在缺少声源源强的相

关资料时，应通过类比测量取得，并给出类比测量的条件。 

6.2.2   评价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的声环境质量现状需要实测。对实测结果进行评价，并

分析现状声源的构成及其对敏感目标的影响。 

6.2.3   噪声预测应覆盖全部敏感目标，给出各敏感目标的预测值及厂界（或场界、边界）噪声值。

固定声源评价、机场周围飞机噪声评价、流动声源经过城镇建成区和规划区路段的评价应绘制等

声级线图，当敏感目标高于（含）三层建筑时，还应绘制垂直方向的等声级线图。给出建设项目

建成后不同类别的声环境功能区内受影响的人口分布、噪声超标的范围和程度。 

6.2.4   当工程预测的不同代表性时段噪声级可能发生变化的建设项目，应分别预测其不同时段的

噪声级。 

6.2.5   对工程可行性研究和评价中提出的不同选址（选线）和建设布局方案，应根据不同方案噪

声影响人口的数量和噪声影响的程度进行比选，并从声环境保护角度提出 终的推荐方案。 

6.2.6   针对建设项目的工程特点和所在区域的环境特征提出噪声防治措施，并进行经济、技术可

行性论证，明确防治措施的 终降噪效果和达标分析。 

6.3 二级评价的基本要求 

6.3.1   在工程分析中，给出建设项目对环境有影响的主要声源的数量、位置和声源源强，并在标

有比例尺的图中标识固定声源的具体位置或流动声源的路线、跑道等位置。在缺少声源源强的相

关资料时，应通过类比测量取得，并给出类比测量的条件。 

6.3.2   评价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的声环境质量现状以实测为主，可适当利用评价范围内

已有的声环境质量监测资料，并对声环境质量现状进行评价。 

6.3.3   噪声预测应覆盖全部敏感目标，给出各敏感目标的预测值及厂界（或场界、边界）噪声值，

根据评价需要绘制等声级线图。给出建设项目建成后不同类别的声环境功能区内受影响的人口分

布、噪声超标的范围和程度。 

6.3.4   当工程预测的不同代表性时段噪声级可能发生变化的建设项目，应分别预测其不同时段的

噪声级。 

6.3.5   从声环境保护角度对工程可行性研究和评价中提出的不同选址（选线）和建设布局方案的

环境合理性进行分析。 

6.3.6   针对建设项目的工程特点和所在区域的环境特征提出噪声防治措施，并进行经济、技术可

行性论证，给出防治措施的 终降噪效果和达标分析。 

6.4 三级评价的基本要求 

6.4.1   在工程分析中，给出建设项目对环境有影响的主要声源的数量、位置和声源源强，并在标

有比例尺的图中标识固定声源的具体位置或流动声源的路线、跑道等位置。在缺少声源源强的相

关资料时，应通过类比测量取得，并给出类比测量的条件。 

6.4.2   重点调查评价范围内主要敏感目标的声环境质量现状，可利用评价范围内已有的声环境质

量监测资料，若无现状监测资料时应进行实测，并对声环境质量现状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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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噪声预测应给出建设项目建成后各敏感目标的预测值及厂界（或场界、边界）噪声值，分

析敏感目标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6.4.4   针对建设项目的工程特点和所在区域的环境特征提出噪声防治措施，并进行达标分析。 

7 声环境现状调查和评价 

7.1 主要调查内容 

7.1.1   影响声波传播的环境要素 

调查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主要气象特征：年平均风速和主导风向，年平均气温，年平均相对

湿度等。 

收集评价范围内 1:2000～50000 地理地形图，说明评价范围内声源和敏感目标之间的地貌特

征、地形高差及影响声波传播的环境要素。 

7.1.2   声环境功能区划 

调查评价范围内不同区域的声环境功能区划情况，调查各声环境功能区的声环境质量现状。 

7.1.3   敏感目标 

调查评价范围内的敏感目标的名称、规模、人口的分布等情况，并以图、表相结合的方式说

明敏感目标与建设项目的关系（如方位、距离、高差等）。 

7.1.4   现状声源 

建设项目所在区域的声环境功能区的声环境质量现状超过相应标准要求或噪声值相对较高

时，需对区域内的主要声源的名称、数量、位置、影响的噪声级等相关情况进行调查。 

有厂界（或场界、边界）噪声的改、扩建项目，应说明现有建设项目厂界（或场界、边界）

噪声的超标、达标情况及超标原因。 

7.2 调查方法 

环境现状调查的基本方法是：（1）收集资料法，（2）现场调查法，（3）现场测量法。评价时，

应根据评价工作等级的要求确定需采用的具体方法。 

7.3 现状监测 

7.3.1   监测布点原则 

7.3.1.1  布点应覆盖整个评价范围，包括厂界（或场界、边界）和敏感目标。当敏感目标高于（含）

三层建筑时，还应选取有代表性的不同楼层设置测点。 

7.3.1.2  评价范围内没有明显的声源（如工业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建设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

声等），且声级较低时，可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布设测点。 

7.3.1.3  评价范围内有明显的声源，并对敏感目标的声环境质量有影响，或建设项目为改、扩建

工程，应根据声源种类采取不同的监测布点原则。  

a) 当声源为固定声源时，现状测点应重点布设在可能即受到现有声源影响，又受到建设项

目声源影响的敏感目标处，以及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处；为满足预测需要，也可在距离现有声源

不同距离处设衰减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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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声源为流动声源，且呈现线声源特点时，现状测点位置选取应兼顾敏感目标的分布状

况、工程特点及线声源噪声影响随距离衰减的特点，布设在具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处。为满足预

测需要，也可选取若干线声源的垂线，在垂线上距声源不同距离处布设监测点。其余敏感目标的

现状声级可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噪声的验证和计算求得。 

c) 对于改、扩建机场工程，测点一般布设在主要敏感目标处，测点数量可根据机场飞行量

及周围敏感目标情况确定，现有单条跑道、二条跑道或三条跑道的机场可分别布设 3～9，9～14
或 12～18 个飞机噪声测点，跑道增多可进一步增加测点。其余敏感目标的现状飞机噪声声级可

通过测点飞机噪声声级的验证和计算求得。 

7.3.2   监测执行的标准 

声环境质量监测执行 GB3096； 

机场周围飞机噪声测量执行 GB9661；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测量执行 GB12348；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测量执行 GB22337； 

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测量执行 GB12524； 

铁路边界噪声测量执行 GB12525；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台噪声测量执行 GB14227； 

7.4 现状评价 

7.4.1   以图、表结合的方式给出评价范围内的声环境功能区及其划分情况，以及现有敏感目标的

分布情况。 

7.4.2   分析评价范围内现有主要声源种类、数量及相应的噪声级、噪声特性等，明确主要声源分

布。 

7.4.3   分别评价不同类别的声环境功能区内各敏感目标的超、达标情况，说明其受到现有主要声

源的影响状况。 

7.4.4   给出不同类别的声环境功能区噪声超标范围内的人口数及分布情况。 

8 声环境影响预测 

8.1 基本要求 

8.1.1   预测范围 

应与评价范围相同。 

8.1.2   预测点的确定原则 

建设项目厂界（或场界、边界）和评价范围内的敏感目标应作为预测点。 

8.1.3   预测需要的基础资料 

8.1.3.1 声源资料 

建设项目的声源资料主要包括：声源种类、数量、空间位置、噪声级、频率特性、发声持续

时间和对敏感目标的作用时间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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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2 影响声波传播的各类参量 

影响声波传播的各类参量应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取得，各类参量如下： 

a) 建设项目所处区域的年平均风速和主导风向，年平均气温，年平均相对湿度。 

b) 声源和预测点间的地形、高差。 

c) 声源和预测点间障碍物（如建筑物、围墙等；若声源位于室内，还包括门、窗等）的位

置及长、宽、高等数据。 

d) 声源和预测点间树林、灌木等的分布情况，地面覆盖情况（如草地、水面、水泥地面、

土质地面等）。 

8.2 预测步骤 

8.2.1  声环境影响预测步骤 
a) 建立坐标系，确定各声源坐标和预测点坐标，并根据声源性质以及预测点与声源之间的

距离等情况，把声源简化成点声源，或线声源，或面声源。 
b) 根据已获得的声源源强的数据和各声源到预测点的声波传播条件资料，计算出噪声从各

声源传播到预测点的声衰减量，由此计算出各声源单独作用在预测点时产生的 A 声级（ ）或

等效感觉噪声级（LEPN）。 

AiL

8.2.2  声级的计算 

a) 建设项目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等效声级贡献值( eq gL )计算公式：  

0.1110lg( 10 )AiL
eq g i

i
L t

T
= ∑                          （1） 

式中： 

eq gL —建设项目声源在预测点的等效声级贡献值，dB(A)； 

AiL — 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 A 声级，dB(A)； i

T — 预测计算的时间段，s； 

it — i 声源在T 时段内的运行时间，s。 

b）预测点的预测等效声级( eqL )计算公式： 
0.1 0.110 lg(10 10 )eqg eqbL

eqL = + L                         （2） 

式中： 

eq gL —建设项目声源在预测点的等效声级贡献值，dB(A)； 

eqbL — 预测点的背景值，dB(A)。 

c）机场飞机噪声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计算公式： WECPNL

( ) 4.39103lg10 321P −+++= NNNLL NEWECPN                      （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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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 7:00-19:00 对某个预测点声环境产生噪声影响的飞行架次； 

N2—19:00-22:00 对某个预测点声环境产生噪声影响的飞行架次； 

N3—22:00- 7:00 对某个预测点声环境产生噪声影响的飞行架次； 

EPNL —N 次飞行有效感觉噪声级能量平均值（ 1 2N N N N3= + + ），dB。 

EPNL 的计算公式： 

0.1

1 2 3

110lg 10 EPNijL
EPN

i j
L

N N N
⎛ ⎞

= ⎜ + +⎝ ⎠
∑∑ ⎟                         （4） 

式中： 

EPNijL —j 航路，第 i 架次飞机在预测点产生的有效感觉噪声级，dB。 

d）按工作等级要求绘制等声级线图。等声级线的间隔应不大于 5dB（一般选 5dB）。对于 eqL

等声级线 低值应与相应功能区夜间标准值一致， 高值可为 75dB；对于 LWECPN 一般应有 70dB、
75dB、80dB、85dB、90dB 的等声级线。 

8.3 户外声传播衰减计算 

8.3.1   基本公式 

户外声传播衰减包括几何发散（ ）、大气吸收（ ）、地面效应（ ）、屏障屏蔽（divA atmA grA barA ）、

其他多方面效应（ miscA ）引起的衰减。 

a) 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应根据声源声功率级或靠近声源某一参考位置处的已知声级（如实

测得到的）、户外声传播衰减，计算距离声源较远处的预测点的声级。在已知距离无指向性点声

源参考点 r0处的倍频带（用 63Hz 到 8KHz 的 8 个标称倍频带中心频率）声压级 和计算出

参考点(r0)和预测点(r)处之间的户外声传播衰减后，预测点 8 个倍频带声压级可分别用式（5）计

算。 

0( )PL r

( )0( ) ( )p P div atm bar gr miscL r L r A A A A A= − + + + +                  （5） 

b) 预测点的 A 声级 可按公式（6）计算，即将 8 个倍频带声压级合成，计算出预测点

的 A 声级（ ）。 

( )AL r

( )AL r
8

0.1( ( ) )

1
( ) 10 lg( 10 )pi iL r L

A
i

L r −Δ

=

= ∑                     （6） 

式中： 

( )PiL r — 预测点（r）处，第 倍频带声压级，dB； i

iLΔ  —第 i 倍频带的 A 计权网络修正值（见附录 B），dB。 

c) 在只考虑几何发散衰减时，可用公式（7）计算： 

0( ) ( )A AL r L r Adiv=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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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几何发散衰减（ divA ） 

8.3.2.1 点声源的几何发散衰减 

a) 无指向性点声源几何发散衰减的基本公式是： 

0( ) ( ) 20lg( / )P PL r L r r r0= −                         （8） 

公式（8）中第二项表示了点声源的几何发散衰减： 

020 lg( / )divA r r=                                 （9） 

如果已知点声源的倍频带声功率级 或 A 声功率级（ ），且声源处于自由声场，则公

式（8）等效为公式（10）或（11）： 
wL AWL

( ) 20lg( ) 11P wL r L r= − −                          （10） 

( ) 20 lg( ) 11A AwL r L r= − −                          （11） 

如果声源处于半自由声场，则公式（8）等效为公式（12）或（13）：  

( ) 20 lg( ) 8P wL r L r= − −                            （12） 

( ) 20 lg( ) 8A AwL r L r= − −                           （13） 

b) 具有指向性点声源几何发散衰减的计算公式： 

声源在自由空间中辐射声波时，其强度分布的一个主要特性是指向性。例如，喇叭发声，其

喇叭正前方声音大，而侧面或背面就小。 

对于自由空间的点声源，其在某一 θ方向上距离 r 处的倍频带声压级（ (r)PL θ ）： 

(r) 20lg 11P W IL L r Dθ = − + −θ                         （14） 

式中： 

ID θ ——θ方向上的指向性指数， 10lgID Rθ θ= ； 

Rθ ：指向性因数， IR
I
θ

θ = ； 

I ：所有方向上的平均声强，W/m2； 

Iθ ：某一θ方向上的声强，W/m2。 

按公式（8）计算具有指向性点声源几何发散衰减时，公式（8）中的 与 必须是

在同一方向上的倍频带声压级。 

( )PL r 0( )PL r

c) 反射体引起的修正( ) rLΔ

如图 2 所示，当点声源与预测点处在反射体同侧附近时，到达预测点的声级是直达声与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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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叠加的结果，从而使预测点声级增高。 

θ

r

dr

S

r

I

O

图 2  反射体的影响 

当满足下列条件时，需考虑反射体引起的声级增高： 

1）反射体表面平整光滑，坚硬的。 

2）反射体尺寸远远大于所有声波波长 λ。 

3）入射角 θ＜85º。 

r dr r− >>λ反射引起的修正量 与 /rLΔ rr dr 有关（ =IP、rr dr =SP），可按表 2 计算： 

表 2  反射体引起的修正量 

rr/rd （dB） 

≈1 

≈1.4 

≈2 

>2.5 

3 

2 

1 

0 

8.3.2.2 线声源的几何发散衰减 

a) 无限长线声源 

无限长线声源几何发散衰减的基本公式是： 

0( ) ( ) 10lg( / )P PL r L r r r0= −                          （15） 

公式（15）中第二项表示了无限长线声源的几何发散衰减： 

010 lg( / )divA r r=                                 （16） 

b) 有限长线声源 

如图 3 所示，设线声源长度为 ，单位长度线声源辐射的倍频带声功率级为 。在线声源

垂直平分线上距声源 r 处的声压级为： 
0l wL

01( ) 10lg arctg( ) 8
2P w
lL r L

r r
⎡ ⎤= − +⎢ ⎥⎣ ⎦

                      （17） 

或 

 15



HJ2.4-2009 

0

0
0

0 0

1 arctg( )
2( ) ( ) 10 lg 1 arctg( )
2

P P

l
r rL r L r l
r r

⎡ ⎤
⎢ ⎥
⎢ ⎥= +
⎢ ⎥
⎢ ⎥⎣ ⎦

                   （18） 

当 r＞l0 且 ro＞l0 时，公式（18）可近似简化为： 

0
0

( ) ( ) 20 lg( )P P
rL r L r
r

= −                           （19） 

即在有限长线声源的远场，有限长线声源可当作点声源处理。 
当 r＜l0/3 且 ro＜l0/3 时，公式（18）可近似简化为： 

0
0

( ) ( ) 10lg( )P P
rL r L r
r

= −                            （20） 

即在近场区，有限长线声源可当作无限长线声源处理。 

当 l0/3＜r＜l0，且 l0/3＜ro＜l0 时，公式（18）可作近似计算： 

0
0

( ) ( ) 15lg( )P P
rL r L r
r

= −                            （21） 

r 

r0 

1/2 l01/2 l0 

l0 

图 3  有限长线声源 

8.3.2.3  面声源的几何发散衰减 

一个大型机器设备的振动表面，车间透声的墙壁，均可以认为是面声源。如果已知面声源单

位面积的声功率为 W，各面积元噪声的位相是随机的，面声源可看作由无数点声源连续分布组

合而成，其合成声级可按能量叠加法求出。 

图 4 给出了长方形面声源中心轴线上的声衰减曲线。当预测点和面声源中心距离 r 处于以下

条件时，可按下述方法近似计算：r<a/π 时，几乎不衰减（Adiv≈0）；当 a/π<r<b/π，距离加倍衰

减 3dB 左右，类似线声源衰减特性（Adiv≈10 lg（r/r0））；当 r>b/π 时，距离加倍衰减趋近于 6dB，
类似点声源衰减特性（Adiv≈20 lg（r/r0））。其中面声源的 b>a。图中虚线为实际衰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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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长方形面声源中心轴线上的衰减特性 

8.3.3 空气吸收引起的衰减（ atmA ） 

空气吸收引起的衰减按公式（22）计算： 

0( )
1000atm

a r rA −
=                          （22） 

式中： 

a 为温度、湿度和声波频率的函数，预测计算中一般根据建设项目所处区域常年平均气温和

湿度选择相应的空气吸收系数（见表 3）。 

表 3  倍频带噪声的大气吸收衰减系数 α 
大气吸收衰减系数 α ，dB/km 

倍频带中心频率 Hz 
温度 
℃ 

相对湿度

%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10 70 0.1 0.4 1.0 1.9 3.7 9.7 32.8 117.0 
20 70 0.1 0.3 1.1 2.8 5.0 9.0 22.9 76.6 
30 70 0.1 0.3 1.0 3.1 7.4 12.7 23.1 59.3 
15 20 0.3 0.6 1.2 2.7 8.2 28.2 28.8 202.0 
15 50 0.1 0.5 1.2 2.2 4.2 10.8 36.2 129.0 
15 80 0.1 0.3 1.1 2.4 4.1 8.3 23.7 82.8 

8.3.4 地面效应衰减（ grA ） 

地面类型可分为： 

a) 坚实地面，包括铺筑过的路面、水面、冰面以及夯实地面。 

a/π b/π d 

（dB）

3dB衰减

6dB衰减

a 

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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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疏松地面，包括被草或其他植物覆盖的地面，以及农田等适合于植物生长的地面。 

c) 混合地面，由坚实地面和疏松地面组成。 

声波越过疏松地面传播时，或大部分为疏松地面的混合地面，在预测点仅计算 A 声级前提

下，地面效应引起的倍频带衰减可用公式（23）计算。 

2 3004.8 ( )[17 ( )]m
gr

hA
r r

= − +                        （23） 

式中： 

r—声源到预测点的距离，m； 

hm—传播路径的平均离地高度，m；可按图 5 进行计算，hm= F/r，；F：面积，m2；r，m； 

若 Agr 计算出负值，则 Agr 可用“0”代替。 

其他情况可参照 GB/T17247.2 进行计算。 

 

 

图 5  估计平均高度 hm的方法 

8.3.5 屏障引起的衰减（ barA ） 

位于声源和预测点之间的实体障碍物，如围墙、建筑物、土坡或地堑等起声屏障作用，从而

引起声能量的较大衰减。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可将各种形式的屏障简化为具有一定高度的薄屏障。 

如图 6 所示，S、O、P 三点在同一平面内且垂直于地面。 

定义 δ=SO＋OP－SP 为声程差，N=2δ/λ为菲涅尔数，其中 λ为声波波长。 

在噪声预测中，声屏障插入损失的计算方法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作简化处理。 

8.3.5.1 有限长薄屏障在点声源声场中引起的衰减计算 

a) 首先计算图 7 所示三个传播途径的声程差 δ1，δ2，δ3 和相应的菲涅尔数 N1、N2、N3。 

b) 声屏障引起的衰减按公式（24）计算： 

1 2

1 1 110lg
3 20 3 20 3 20barA

N N 3N
⎡ ⎤

= − + +⎢ ⎥+ + +⎣ ⎦
           （24） 

当屏障很长（作无限长处理）时，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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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 lg
3 20barA

N
⎡ ⎤= − ⎢ ⎥+⎣ ⎦

                         （25） 

8.3.5.2  双绕射计算 

对于图 8 所示的双绕射情景，可由公式（26）计算绕射声与直达声之间的声程差 δ： 
1

2 2 2[( ) ]ss srd d e aδ d= + + + −                    （26） 

式中：a—声源和接收点之间的距离在平行于屏障上边界的投影长度，m。 

     
ssd —声源到第一绕射边的距离，m。 

srd

e

—（第二）绕射边到接收点的距离，m。 

 —在双绕射情况下两个绕射边界之间的距离，m.。 

图 6 无限长声屏障示意图 

 

  
OO

O

O

S 
P 

图 7 在有限长声屏障上不同的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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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利用建筑物、土堤作为厚屏障 

屏障衰减 barA （相当于 GB/T17247.2 中的 DZ）参照 GB/T17247.2 进行计算。 

在任何频带上，屏障衰减 在单绕射（即薄屏障）情况，衰减 大取 20dB；屏障衰减

在双绕射（即厚屏障）情况，衰减 大取 25dB。 
barA barA

计算了屏障衰减后，不再考虑地面效应衰减。　 

8.3.5.3 绿化林带噪声衰减计算 

绿化林带的附加衰减与树种、林带结构和密度等因素有关。在声源附近的绿化林带，或在预

测点附近的绿化林带，或两者均有的情况都可以使声波衰减，见图 9。 

 

图 9  通过树和灌木时噪声衰减示意图 

通过树叶传播造成的噪声衰减随通过树叶传播距离 df的增长而增加，其中 df=d1+d2，为了计

算 d1和 d2，可假设弯曲路径的半径为 5km。 

表 4 中的第一行给出了通过总长度为 10m 到 20m 之间的密叶时，由密叶引起的衰减；第二

行为通过总长度 20m 到 200m 之间密叶时的衰减系数；当通过密叶的路径长度大于 200m 时，可

使用 200m 的衰减值。 

表 4  倍频带噪声通过密叶传播时产生的衰减 

倍频带中心频率（Hz） 
项目 

传播距离 df

（m）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衰减 

（dB） 
10≤df<20 0 0 1 1 1 1 2 3 

衰减系数 

（dB/m） 
20≤df<200 0.02 0.03 0.04 0.05 0.06 0.08 0.09 0.12 

8.3.6 其他多方面原因引起的衰减（ miscA ） 

其他衰减包括通过工业场所的衰减；通过房屋群的衰减等。在声环境影响评价中，一般情况

下，不考虑自然条件（如风、温度梯度、雾）变化引起的附加修正。 

工业场所的衰减、房屋群的衰减等可参照 GB/T17247.2 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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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典型建设项目噪声影响预测 

8.4.1   工业噪声预测 

8.4.1.1 固定声源分析 

a) 主要声源的确定 

分析建设项目的设备类型、型号，数量，并结合设备类型、设备和工程边界、敏感目标的相

对位置确定工程的主要声源。 

b) 声源的空间分布 

依据建设项目平面布置图、设备清单及声源源强等资料，标明主要声源的位置。建立坐标系，

确定主要声源的三维坐标。 

c) 声源的分类：将主要声源划分为室内声源和室外声源两类。 

确定室外声源的源强和运行的时间及时间段。当有多个室外声源时，为简化计算，可视情况

将数个声源组合为声源组团，然后按等效声源进行计算。 

对于室内声源，需分析围护结构的尺寸及使用的建筑材料，确定室内声源的源强和运行的时

间及时间段。 

d) 编制主要声源汇总表：以表格形式给出主要声源的分类、名称、型号、数量、坐标位置

等；声功率级或某一距离处的倍频带声压级、A 声级。 

8.4.1.2 声波传播途径分析 

列表给出主要声源和敏感目标的坐标或相互间的距离、高差，分析主要声源和敏感目标之间

声波的传播路径，给出影响声波传播的地面状况、障碍物、树林等。 

8.4.1.3 预测内容 

按 6.2 节～6.3 节不同评价工作等级的基本要求，选择以下工作内容分别进行预测，给出相

应的预测结果。 

a) 厂界（或场界、边界）噪声预测 

预测厂界噪声，给出厂界噪声的 大值及位置。 

b) 敏感目标噪声预测 

--预测敏感目标的贡献值、预测值、预测值与现状噪声值的差值，敏感目标所处声环境功能

区的声环境质量变化，敏感目标所受噪声影响的程度，确定噪声影响的范围，并说明受影响人口

分布情况。 

--当敏感目标高于（含）三层建筑时，还应预测有代表性的不同楼层所受的噪声影响。 

c) 绘制等声级线图 

绘制等声级线图，说明噪声超标的范围和程度。 

d) 根据厂界（场界、边界）和敏感目标受影响的状况，明确影响厂界（场界、边界）和周

围声环境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的主要声源，分析厂界和敏感目标的超标原因。 

8.4.1.4 预测模式 

预测模式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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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5 工业企业的专用铁路、公路等辅助设施的噪声影响预测，按 8.4.2，8.4.3 进行。 

8.4.2   公路、城市道路交通运输噪声预测 

8.4.2.1 预测参数 

a) 工程参数 

明确公路（或城市道路）建设项目各路段的工程内容，路面的结构、材料、坡度、标高等参

数；明确公路（或城市道路）建设项目各路段昼间和夜间各类型车辆的比例、昼夜比例、平均车

流量、高峰车流量、车速。 

b) 声源参数 

按照附录 A 中大、中、小车型的分类，利用相关模式计算各类型车的声源源强，也可通过

类比测量进行修正。 

c) 敏感目标参数 

根据现场实际调查，给出公路（或城市道路）建设项目沿线敏感目标的分布情况，各敏感目

标的类型、名称、规模、所在路段、桩号（里程）、与路基的相对高差及建筑物的结构、朝向和

层数等。 

8.4.2.2 声传播途径分析 

列表给出声源和预测点之间的距离、高差，分析声源和预测点之间的传播路径，给出影响声

波传播的地面状况、障碍物、树林等。 

8.4.2.3 预测内容 

预测各预测点的贡献值、预测值、预测值与现状噪声值的差值，预测高层建筑有代表性的不

同楼层所受的噪声影响。按贡献值绘制代表性路段的等声级线图，分析敏感目标所受噪声影响的

程度，确定噪声影响的范围，并说明受影响人口分布情况。给出满足相应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

的距离。 

依据评价工作等级要求，给出相应的预测结果。 

8.4.2.4 预测模式 

预测模式详见附录 A。 

8.4.3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噪声预测 

8.4.3.1 预测参数 

a) 工程参数 

明确铁路（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各路段的工程内容，分段给出线路的技术参数，包括

线路型式、轨道和道床结构等。 

b) 车辆参数 

铁路列车可分为客车、货车两类，牵引类型分为内燃机车、电力机车、蒸汽机车、动车组等；

城市轨道交通可按车型进行分类。分段给出各类型列车昼间和夜间的开行对数、编组情况及运行

速度等参数。 

c) 声源源强参数 

不同类型（或不同运行状况下）列车的声源源强，可参照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确定，无相关

规定的应根据工程特点通过类比监测确定。 

d) 敏感目标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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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实际调查，给出铁路（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沿线敏感目标的分布情况，各敏

感目标的类型、名称、规模、所在路段、桩号（里程）、与路基的相对高差及建筑物的结构、朝

向和层数等。视情况，给出铁路边界范围内的敏感目标情况。 

8.4.3.2 声传播途径分析 

列表给出声源和预测点间的距离、高差，分析声源和预测点之间的传播路径，给出影响声波

传播的地面状况、障碍物、树林等。 

8.4.3.3 预测内容 

预测内容要求与 8.4.2.3 相同。 

8.4.3.4 预测模式 

预测模式详见附录 A。 

8.4.4   机场飞机噪声预测 

8.4.4.1 预测参数 

a) 工程参数 

1) 机场跑道参数：跑道的长度、宽度、坐标、坡度、数量、间距、方位及海拔高度。 

2) 飞行参数：机场年日平均飞行架次；机场不同跑道和不同航向的飞机起降架次，机型比

例，昼间、傍晚、夜间的飞行架次比例；飞行程序—起飞、降落、转弯的地面航迹；爬升、下滑

的垂直剖面。 

b) 声源参数 

利用国际民航组织和飞机生产厂家提供的资料，获取不同型号发动机飞机的功率-距离-噪声

特性曲线，或按国际民航组织规定的监测方法进行实际测量。 

c) 气象参数 

机场的年平均风速、年平均温度、年平均湿度、年平均气压。 

d) 地面参数 

分析飞机噪声影响范围内的地面状况（坚实地面，疏松地面，混合地面）。 

8.4.4.2 预测的评价量 

根据 GB9660 的规定，预测的评价量为 LWECPN。 

8.4.4.3 预测范围 

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LWECPN）等值线应预测到 70dB。 

8.4.4.4 预测内容 

在 1：50000 或 1：10000 地形图上给出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LWECPN）为 70dB、75dB、
80dB、85dB、90dB 的等声级线图。同时给出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的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LWECPN）。给出不同声级范围内的面积、户数、人口。 

依据评价工作等级要求，给出相应的预测结果。 

8.4.4.5 预测模式 

改扩建项目应进行飞机噪声现状监测值和预测模式计算值符合性的验证，给出误差范围。预

测模式详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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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施工场地、调车场、停车场等噪声预测 

8.4.5.1  预测参数 

a) 工程参数 

给出施工场地、调车场、停车场等的范围。 

b) 声源参数 

根据工程特点，确定声源的种类。 

1) 固定声源 

给出主要设备名称、型号、数量、声源源强、运行方式和运行时间。 

2) 流动声源 

给出主要设备型号、数量、声源源强、运行方式、运行时间、移动范围和路径。 

8.4.5.2  声传播途径分析 

根据声源种类的不同，分析内容及要求分别执行 8.4.1.2，8.4.2.2，8.4.3.2。 

8.4.5.3  预测内容 

a) 根据建设项目工程特点，分别预测固定声源和流动声源对场界（或边界）、敏感目标的噪

声贡献值，进行叠加后作为 终的噪声贡献值。 

b)根据评价工作等级要求，给出相应的预测结果。 

8.4.5.4  预测模式 

依据声源的特征，选择相应的预测计算模式，详见附录 A。 

8.4.6   敏感建筑建设项目声环境影响预测 

8.4.6.1 预测参数 

a) 工程参数 

给出敏感建筑建设项目（如居民区、学校、科研单位等）的地点、规模、平面布置图等，明

确属于建设项目的敏感建筑物的位置、名称、范围等参数。 

b) 声源参数 

1) 建设项目声源 

对建设项目的空调、冷冻机房、冷却塔，供水、供热，通风机，停车场，车库等设施进行分

析，确定主要声源的种类、源强及其位置。 

2) 外环境声源 

对建设项目周边的机场、铁路、公路、航道、工厂等进行分析，给出外环境对建设项目有影

响的主要声源的种类、源强及其位置。 

8.4.6.2 声传播途径分析 

以表格形式给出建设项目声源和预测点（包括属于建设项目的敏感建筑物和建设项目周边的

敏感目标）间的坐标、距离、高差，以及外环境声源和预测点（属于建设项目的敏感建筑物）之

间的坐标、距离、高差，分别分析两部分声源和预测点之间的传播路径。 

8.4.6.3 预测内容 

a) 敏感建筑建设项目声环境影响预测应包括建设项目声源对项目及外环境的影响预测和外

环境（如周边公路、铁路、机场、工厂等）对敏感建筑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预测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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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分别计算建设项目主要声源对属于建设项目的敏感建筑和建设项目周边的敏感目标的噪

声影响，同时计算外环境声源对属于建设项目的敏感建筑的噪声影响，属于建设项目的敏感建筑

所受的噪声影响是建设项目主要声源和外环境声源影响的叠加。 

c) 根据评价工作等级要求，给出相应的预测结果。 

8.4.6.4 预测模式 

根据不同声源的特点，选择相应的模式进行计算，详见附录 A。 

9 声环境影响评价 

9.1 评价标准的确定 

应根据声源的类别和建设项目所处的声环境功能区等确定声环境影响评价标准，没有划分声

环境功能区的区域由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参照 GB3096 和 GB/T15190 的规定划定声环境功能区。 

9.2 评价的主要内容 

9.2.1  评价方法和评价量 

根据噪声预测结果和环境噪声评价标准，评价建设项目在施工、运行期噪声的影响程度、影

响范围，给出边界（厂界、场界）及敏感目标的达标分析。 

进行边界噪声评价时，新建建设项目以工程噪声贡献值作为评价量；改扩建建设项目以工程

噪声贡献值与受到现有工程影响的边界噪声值叠加后的预测值作为评价量。 

进行敏感目标噪声环境影响评价时，以敏感目标所受的噪声贡献值与背景噪声值叠加后的预

测值作为评价量。对于改扩建的公路、铁路等建设项目，如预测噪声贡献值时已包括了现有声源

的影响，则以预测的噪声贡献值作为评价量。  

9.2.2   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分析 

给出评价范围内不同声级范围覆盖下的面积，主要建筑物类型、名称、数量及位置，影响的

户数、人口数。 

9.2.3   噪声超标原因分析 

分析建设项目边界（厂界、场界）及敏感目标噪声超标的原因，明确引起超标的主要声源。

对于通过城镇建成区和规划区的路段，还应分析建设项目与敏感目标间的距离是否符合城市规划

部门提出的防噪声距离。 

9.2.4   对策建议 

分析建设项目的选址（选线）、规划布局和设备选型等的合理性，评价噪声防治对策的适用

性和防治效果，提出需要增加的噪声防治对策、噪声污染管理、噪声监测及跟踪评价等方面的建

议，并进行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  

10 噪声防治对策 

10.1 噪声防治措施的一般要求 

10.1.1 工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建设项目噪声防治措施应针对建设项目投产后噪声影响的

大预测值制订，以满足厂界（或场界、边界）界和厂界外敏感目标（或声环境功能区）的达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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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10.1.2 交通运输类建设项目（如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机场项目等）的噪声防治措施应针

对建设项目不同代表性时段的噪声影响预测值分期制定，以满足声环境功能区及敏感目标功能要

求。其中，铁路建设项目的噪声防治措施还应同时满足铁路边界噪声排放标准要求。 

10.2 防治途径 

10.2.1  规划防治对策 

主要指从建设项目的选址（选线）、规划布局、总图布置和设备布局等方面进行调整，提出

减少噪声影响的建议。如采用“闹静分开”和“合理布局”的设计原则，使高噪声设备尽可能远

离噪声敏感区；建议建设项目重新选址（选线）或提出城乡规划中有关防止噪声的建议等。 

10.2.2  技术防治措施 

10.2.2.1 声源上降低噪声的措施 

主要包括： 

a) 改进机械设计，如在设计和制造过程中选用发声小的材料来制造机件，改进设备结构和

形状、改进传动装置以及选用已有的低噪声设备等。 

b) 采取声学控制措施，如对声源采用消声、隔声、隔振和减振等措施。 

c) 维持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 

d) 改革工艺、设施结构和操作方法等。 

10.2.2.2  噪声传播途径上降低噪声措施 

主要包括： 

a) 在噪声传播途径上增设吸声、声屏障等措施。 

b) 利用自然地形物（如利用位于声源和噪声敏感区之间的山丘、土坡、地堑、围墙等）降

低噪声。 

c) 将声源设置于地下或半地下的室内等。 

d) 合理布局声源，使声源远离敏感目标等。 

10.2.2.3 敏感目标自身防护措施 

主要包括： 

a) 受声者自身增设吸声、隔声等措施。 

b) 合理布局噪声敏感区中的建筑物功能和合理调整建筑物平面布局。 

10.2.3 管理措施 

主要包括提出环境噪声管理方案（如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优化飞行程序等），制定噪声监

测方案，提出降噪减噪设施的使用运行、维护保养等方面的管理要求，提出跟踪评价要求等。 

10.3 典型建设项目噪声防治措施 

10.3.1 工业（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噪声防治措施 

a) 应从选址，总图布置，声源，声传播途径及敏感目标自身等方面分别给出噪声防治的具

体方案。主要包括：选址的优化方案及其原因分析，总图布置调整的具体内容及其降噪效果（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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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边界和敏感目标）；给出各主要声源的降噪措施、效果和投资； 

b) 设置声屏障和对敏感建筑物进行噪声防护等的措施方案、降噪效果及投资，并进行经济、

技术可行性论证； 

c) 在符合《城乡规划法》中规定的可对城乡规划进行修改的前提下，提出厂界（或场界、

边界）与敏感建筑物之间的规划调整建议； 

d) 提出噪声监测计划等对策建议。 

10.3.2 公路、城市道路交通噪声防治措施 

a) 通过不同选线方案的声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分析敏感目标受影响的程度，提出优化的选

线方案建议； 

b) 根据工程与环境特征，给出局部线路调整、敏感目标搬迁、临路建筑物使用功能变更、

改善道路结构和路面材料、设置声屏障和对敏感建筑物进行噪声防护等具体的措施方案及其降噪

效果，并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 

c) 在符合《城乡规划法》中规定的可对城乡规划进行修改的前提下，提出城镇规划区段线

路与敏感建筑物之间的规划调整建议； 

d) 给出车辆行驶规定及噪声监测计划等对策建议。 

10.3.3 铁路、城市轨道噪声防治措施 

a) 通过不同选线方案声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分析敏感目标受影响的程度，提出优化的选线

方案建议； 

b) 根据工程与环境特征，给出局部线路和站场调整，敏感目标搬迁或功能置换，轨道、列

车、路基（桥梁）、道床的优选，列车运行方式、运行速度、鸣笛方式的调整，设置声屏障和对

敏感建筑物进行噪声防护等具体的措施方案及其降噪效果，并进行经济、技术可行性论证； 

c) 在符合《城乡规划法》中明确的可对城乡规划进行修改的前提下，提出城镇规划区段铁

路（或城市轨道交通）与敏感建筑物之间的规划调整建议； 

d) 给出车辆行驶规定及噪声监测计划等对策建议。 

10.3.4 机场噪声防治措施 

a) 通过不同机场位置、跑道方位、飞行程序方案的声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分析敏感目标受

影响的程度，提出优化的机场位置、跑道方位、飞行程序方案建议； 

b) 根据工程与环境特征，给出机型优选，昼间、傍晚、夜间飞行架次比例的调整，对敏感

建筑物进行噪声防护或使用功能变更、拆迁等具体的措施方案及其降噪效果，并进行经济、技术

可行性论证； 

c) 在符合《城乡规划法》中明确的可对城乡规划进行修改的前提下，提出机场噪声影响范

围内的规划调整建议； 

d) 给出飞机噪声监测计划等对策建议。 

11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中声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11.1 资料分析 

收集规划文本、规划图件和声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资料，分析规划方案的主要声源及可能受

影响的敏感目标的分布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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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现状调查、监测与评价 

11.2.1   现状调查以收集资料为主，当资料不全时，可视情况进行必要的补充监测。 

11.2.2   现状调查的主要内容如下： 

a) 调查规划范围内现有主要声源的数量、种类、分布及噪声特性。 

b) 调查规划及其影响范围内主要敏感目标的类型、分布及规模等。 

c) 以图、表结合的方式说明规划及其影响范围内不同区域的土地使用功能和声环境功能区

划，以及各功能区的声环境质量状况。 

d) 对规划及其影响范围内环境噪声、工业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建筑施工噪声、和不同声

环境功能区代表点分别进行昼间和夜间监测。 

e) 根据现状调查与噪声监测结果进行规划及其影响范围内的声环境现状评价。 

11.3 声环境影响分析 

通过规划资料及规划区内环境规划资料的分析，预测规划实施后区域声环境质量的时空变

化。包括规划的交通运输噪声影响预测、区域环境噪声影响预测、主要敏感目标噪声影响预测等。

预测方法参见第 8 章。 

11.4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和调整 

根据规划区内主要敏感目标的分布、声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和区域总体规划，按 GB/T15190
的要求提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和调整的建议。 

11.5 噪声污染防治对策和建议 

规划环评的噪声污染防治对策和建议可在“闹静分隔”和“以人为本”的原则指导下，从

区域土地使用功能调整、交通运输线路布局调整、设置合理的噪声防护距离、建设隔声屏障、声

环境敏感建筑物的隔声要求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12 声环境影响评价专题文件的编写要求 

12.1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方案  声环境部分 

12.1.1 方案应重点明确开展噪声评价工作的具体内容及实施方案。 

12.1.2 方案应在初步进行工程分析和环境现状调查的基础上编制。 

12.1.3 方案应包括的主要内容： 

a）建设项目概况和工程分析：重点给出声源种类、数量、分布、运行时间及噪声级等基本

情况。 

b）区域环境概况调查：确定调查的范围和内容，重点说明建设项目周边的声环境功能区划

分情况和声环境质量要求、主要环境声源、敏感目标的数量、位置等内容。 

c）确定声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等级和评价范围，给出评价量和评价标准。 

e）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明确监测的范围、测量量、测点数量、位置、监测时段及监测频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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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确定预测和评价的范围和内容、选用的预测模型、预测时段及有

关声源源强等参数的估算方法。 

g）给出结论和建议的基本内容。 

h）评价工作的组织、计划安排和经费概算。 

i）附建设项目和敏感点关系图，现状测点位置图等。 

12.2   环境影响报告书  声环境影响专题报告 

12.2.1 专题报告应做到提供的资料齐全、可靠，论据清楚，结论明确；文字简洁、准确，图文

并茂；既能全面、概括地表述声环境影响评价的全部工作，又利于阅读和审查。 

12.2.2 专题报告书应说明建设项目声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明确建设项目在不同实施阶段能

否满足声环境保护要求的结论；同时提出噪声防治措施。 

12.2.3 专题报告主要内容 

a) 总论 

给出编制依据；评价工作等级、评价范围；执行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及厂（场、边）界噪声排

放标准；声环境敏感目标。  

b) 工程分析 

重点明确建设项目主要声源数量、位置、源强、拟采取的噪声控制措施。 

c)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说明评价范围内主要声源，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情况；以图表的形式给出监测点位的名称和数

量；说明监测仪器、监测时间、监测方法及监测结果；分析敏感目标现状噪声超标情况、受噪声

影响的人口数量和超标原因。改扩建项目应对已有工程噪声现状进行重点分析评价。 

d) 声环境影响预测和评价 

明确预测时段、预测基础资料、预测方法、声源数量、源强；给出建设项目在不同时段下边

厂界（场界、边界）噪声达标、超标情况及超标原因；敏感目标超标情况及影响的人数。 

e) 提出需要增加的、适用于建设项目的噪声防治对策，给出各项措施的降噪效果及投资估

算，并分析其经济、技术的可行性。提出建设项目的有关噪声污染管理、监测及跟踪评价要求等

方面的建议。 

f) 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g) 附件 

给出引用资料的来源、时间、类比条件等。给出声源和敏感点位置关系图及敏感点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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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噪声预测计算模式 

A.1  工业噪声预测计算模式 

A.1.1  声源描述 

声环境影响预测，一般采用声源的倍频带声功率级，A 声功率级或靠近声源某一位置的倍频

带声压级，A 声级来预测计算距声源不同距离的声级。 

工业声源有室外和室内两种声源，应分别计算。 

在环境影响评价中，可根据预测点和声源之间的距离 r，根据声源发出声波的波阵面，将声

源划分为点声源、线声源、面声源后进行预测。在环境影响评价中遇到的实际声源一般可用以下

方法将其划分为点声源进行预测。 

实际的室外声源组，可以用处于该组中部的等效点声源来描述。一般要求组内的声源具有大

致相同的强度和离地面的高度；到接收点有相同的传播条件；从单一等效点声源到接收点间的距

离 r 超过声源的 大几何尺寸 Hmax二倍（r>2 Hmax）。假若距离 r 较小（r≤2 Hmax），或组内的各

点声源传播条件不同时（例如加屏蔽），其总声源必须分为若干分量点声源。 

一个线源或一个面源也可分为若干线的分区或若干面积分区，而每一个线或面的分区可用处

于中心位置的点声源表示。 

A.1.2  单个室外的点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声级计算基本公式 

如已知声源的倍频带声功率级（从 63Hz 到 8KHz 标称频带中心频率的 8 个倍频带），预测

点位置的倍频带声压级 可按公式（A.1）计算： ( )PL r

( )P w cL r L D A= + −                            （A.1） 

div atm gr bar miscA A A A A A= + + + +                   

式中： 

wL —倍频带声功率级，dB； 
cD —指向性校正，dB；它描述点声源的等效连续声压级与产生声功率级 的全向点声源

在规定方向的级的偏差程度。指向性校正等于点声源的指向性指数 DI 加上计到小于 4π 球面度

（sr）立体角内的声传播指数 。对辐射到自由空间的全向点声源，Dc=0dB。 

wL

ΩD

A  — 倍频带衰减，dB； 

divA —几何发散引起的倍频带衰减，dB； 

atmA —大气吸收引起的倍频带衰减，dB； 

Agr—地面效应引起的倍频带衰减，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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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 — 声屏障引起的倍频带衰减，dB； 

miscA —其他多方面效应引起的倍频带衰减，dB。 

衰减项计算按正文 8.3.3—8.3.7 相关模式计算。 

如已知靠近声源处某点的倍频带声压级 时，相同方向预测点位置的倍频带声压级

可按公式（A.2）计算： 
0( )PL r

( )PL r

0( ) ( )P PL r L r A= −                          （A.2） 

预测点的 A 声级 ，可利用 8 个倍频带的声压级按公式（A.3）计算： ( )AL r

[
8

0.1 ( )

1

( ) 10 lg 10 Pi iL r L
A

i

L r −Δ

=

]⎧ ⎫= ⎨ ⎬
⎩ ⎭
∑                      （A.3） 

式中： 

( )PiL r —预测点（r）处，第 i 倍频带声压级，dB； 

iLΔ   —i 倍频带 A 计权网络修正值，dB（见附录 B）。 

在不能取得声源倍频带声功率级或倍频带声压级，只能获得 A 声功率级或某点的 A 声级时，

可按公式（A.4）和（A.5）作近似计算： 

( )A Aw cL r L D A= − −                              （A.4） 

或                                   （A.5） 0( ) ( )A AL r L r A= −

A 可选择对 A 声级影响 大的倍频带计算，一般可选中心频率为 500Hz 的倍频带作估算。 

A.1.3  室内声源等效室外声源声功率级计算方法 

如图 A.1 所示，声源位于室内，室内声源可采用等效室外声源声功率级法进行计算。设靠近

开口处（或窗户）室内、室外某倍频带的声压级分别为 Lp1 和 Lp2。若声源所在室内声场为近似

扩散声场，则室外的倍频带声压级可按公式（A.6）近似求出： 

2 1 ( 6p PL L TL )= − +                          （A.6） 

式中： 

TL—隔墙（或窗户）倍频带的隔声量，dB。 

声源 
r 

Lp1 Lp2

• •

图 A.1  室内声源等效为室外声源图例 

也可按公式（A.7）计算某一室内声源靠近围护结构处产生的倍频带声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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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10 lg( )
4P W

QL L
r Rπ

= + +                   （A.7） 

式中： 

Q —指向性因数；通常对无指向性声源，当声源放在房间中心时，Q =1；当放在一面墙的

中心时，Q =2；当放在两面墙夹角处时，Q =4；当放在三面墙夹角处时，Q =8。 

R—房间常数； )1/( αα −= SR ，S 为房间内表面面积，m2；α 为平均吸声系数。 

r—声源到靠近围护结构某点处的距离，m。 

然后按公式（A.8）计算出所有室内声源在围护结构处产生的 i 倍频带叠加声压级： 

10.1
1

1

( ) 10lg( 10 )P ij
N

L
P i

j

L T
=

= ∑                    （A.8） 

式中： 

1 ( )P iL T —靠近围护结构处室内 N 个声源i倍频带的叠加声压级，dB； 

1P ijL —室内 j 声源 i 倍频带的声压级，dB； 

N—室内声源总数。 

在室内近似为扩散声场时，按公式（A.9）计算出靠近室外围护结构处的声压级： 

2 1( ) ( ) ( 6)P i P i iL T L T TL= − +                        （A.9） 

式中： 

2 ( )P iL T —靠近围护结构处室外 N 个声源 i 倍频带的叠加声压级，dB； 

iTL —围护结构 i 倍频带的隔声量，dB。 

然后按公式（A.10）将室外声源的声压级和透过面积换算成等效的室外声源，计算出中心位

置位于透声面积（S）处的等效声源的倍频带声功率级。 

2 ( ) 10 lgW PL L T s= +                          （A.10） 

然后按室外声源预测方法计算预测点处的 A 声级。 

A.1.4  靠近声源处的预测点噪声预测模式 

如预测点在靠近声源处，但不能满足点声源条件时，需按线声源或面声源模式计算。 

A.1.5  噪声贡献值计算 

设第 i 个室外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 A 声级为 ，在 T 时间内该声源工作时间为 ；第 j 个

等效室外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 A 声级为

AiL it

AjL ，在 T 时间内该声源工作时间为
jt ，则拟建工程声源

对预测点产生的贡献值（ eq gL ）为： 

10 lgeq gL = A0.1 0.1

1 1

1 ( 10 10 )i
N M

L
i j

i j
t t

T = =

A jL⎡ ⎤
+⎢ ⎥

⎣ ⎦
∑ ∑             （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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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jt —在 T 时间内 j 声源工作时间，s； 

it —在 T 时间内 i 声源工作时间，s； 

T—用于计算等效声级的时间，s； 

N—室外声源个数； 

M—等效室外声源个数。 

A.1.6  预测值计算 

按正文公式（2）计算。 

A.2  公路（道路）交通运输噪声预测模式 

A.2.1  公路交通运输噪声预测基本模式 

A.2.1.1 车型分类 

车型分类（大、中、小型车）方法见表 A.1。 

表 A.1  车型分类 

车型 总质量（GVM） 

小 ≤3.5t，M1，M2，N1 

中 3.5t-12t，M2，M3，N2 

大 >12t，N3 
注：M1，M2，M3，N1，N2，N3 和 GB1495 划定方法相一致。摩托车、拖拉机等应另外归类。 

A.2.1.2  基本预测模式 

a) 第 i 类车等效声级的预测模式 

( ) 1 2
0

7.5( ) 10lg 10lg 10lg 16i
eq i E i

i

NL h L L
VT r

ψ ψ
π

⎛ ⎞ +⎛ ⎞⎛ ⎞= + + + + Δ −⎜ ⎟ ⎜ ⎟ ⎜ ⎟
⎝ ⎠ ⎝ ⎠⎝ ⎠

   （A.12） 

式中： 

Leq(h)i— 第 i 类车的小时等效声级，dB（A）； 

( )iEL0 — 第 i 类车速度为 Vi，km/h；水平距离为 7.5 米处的能量平均 A 声级，dB(A)； 

Ni— 昼间，夜间通过某个预测点的第 i 类车平均小时车流量，辆/h； 

r — 从车道中心线到预测点的距离，m；（A12）适用于 r＞7.5m 预测点的噪声预测。 

Vi — 第 i 类车的平均车速，km/h； 

T — 计算等效声级的时间，1h； 

Ψ1、Ψ2——预测点到有限长路段两端的张角，弧度，见图 A.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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Ψ1
Ψ2

BA 

P

图 A.2  有限路段的修正函数，A—B 为路段，P 为预测点 

L△  —由其他因素引起的修正量，dB(A)，可按下式计算： 

1 2 3L L L LΔ = Δ −Δ + Δ                               （A.13） 

路面坡度 LLL Δ+Δ=Δ 1                                （A.14） 

2 atm gr bar miscL A A A AΔ = + + +                          （A.15） 

式中： 

1LΔ —线路因素引起的修正量，dB(A)； 

ΔL 坡度—公路纵坡修正量，dB(A)； 
LΔ 路面 —公路路面材料引起的修正量，dB(A)； 

2LΔ —声波传播途径中引起的衰减量，dB(A)； 

3LΔ —由反射等引起的修正量，dB(A)。 

b) 总车流等效声级为： 

( )小中大 )(1.0)(1.0)(1.0 101010lg10)( hLeqhLeqhLeqTLeq ++=               （A.16） 

如某个预测点受多条线路交通噪声影响（如高架桥周边预测点受桥上和桥下多条车道的影

响，路边高层建筑预测点受地面多条车道的影响），应分别计算每条车道对该预测点的声级后，

经叠加后得到贡献值。 

A.2.2  修正量和衰减量的计算 

A.2.2.1 线路因素引起的修正量（ 1LΔ ） 

a) 纵坡修正量（ΔL 坡度） 

公路纵坡修正量 ΔL 坡度可按下式计算： 

大型车：ΔL 坡度=98×β      dB(A) 

中型车：ΔL 坡度=73×β      dB(A) 

小型车：ΔL 坡度=50×β      dB(A)                                      （A.17） 

式中： 
β —公路纵坡坡度，%。 

b) 路面修正量（ΔL 路面） 

不同路面的噪声修正量见表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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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常见路面噪声修正量                     单位：dB(A) 

不同行驶速度修正量 km/h 
路面类型 

30 40 ≥50 

沥青混凝土 0 0 0 

水泥混凝土 1.0 1.5 2.0 

注：表中修正量为 ( )iEL0 在沥青混凝土路面测得结果的修正。 

A.2.2.2 声波传播途径中引起的衰减量(ΔL2) 

a) 障碍物衰减量（ ） barA

①声屏障衰减量（ ）计算 barA

无限长声屏障可按下式计算： 

               1
3

40,

)1(
)1( 4

)1(3
lg10

2

≤=

⎥
⎥
⎥
⎥
⎥

⎦

⎤

⎢
⎢
⎢
⎢
⎢

⎣

⎡

+
−

−
c
ft

t
ttgarc

t δπ
        dB 

                1
3

40,
)1ln(2

)1(3
lg10

2

2

>=
⎥
⎥
⎦

⎤

⎢
⎢
⎣

⎡

−+

−
c
ft

tt

t δπ
      dB      （A.18） 

b a rA =  

式中： 

f— 声波频率，Hz； 

δ—声程差，m； 

c—声速，m/s。 

在公路建设项目评价中可采用 500Hz 频率的声波计算得到的屏障衰减量近似作为 A 声级的

衰减量。 

有限长声屏障计算： 

barA 仍由公式（A.18）计算。然后根据图 A.3 进行修正。修正后的 取决于遮蔽角 β/θ。

图 A.3(a)中虚线表示：无限长屏障声衰减为 8.5dB，若有限长声屏障对应的遮蔽角百分率为 92%，

则有限长声屏障的声衰减为 6.6dB。 

b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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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图 

声屏障的透射、反射修正可参照 HJ/T90 计算。 

②高路堤或低路堑两侧声影区衰减量计算 

高路堤或低路堑两侧声影区衰减量 为预测点在高路堤或低路堑两侧声影区内引起的附

加衰减量。 
barA

当预测点处于声照区时， =0； barA

当预测点处于声影区， 决定于声程差 δ。 barA

由图 A.4 计算 δ，δ=a+b-c。再由图 A.5 查出 。 barA

 

A.4   声程差 δ计算示意图 
 
 

 

 
（b）遮蔽角 

 
（a）修正图 

图 A.3  有限长度的声屏障及线声源的修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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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0.05 0.1 0.5 1.0 5.0 10 50 100

声程差（m）

5

10

15

20

衰
减
量

A
ba

r（
dB

）

图 A.5  噪声衰减量 与声程差 δ关系曲线（f=500Hz） barA

③ 农村房屋附加衰减量估算值 

农村房屋衰减量可参照 GB/T17247.2 附录 A 进行计算，在沿公路第一排房屋影声区范围内，

近似计算可按图 A.6 和表 A.3 取值。 

房屋
公路行车线

噪声预测点

S0

S 为第一排房屋面积和，S0为阴影部分（包括房屋）面积 

图 A.6  农村房屋降噪量估算示意图 

表 A.3  农村房屋噪声附加衰减量估算量 

S/S0 barA  

40%～60% 

70%～90% 

以后每增加一排房屋 

3dB（A） 

5 dB（A） 

1.5 dB（A） 

大衰减量≤10 dB（A） 

b) 、atmA grA 、 衰减项计算按正文 8.3.4—8.3.7 相关模式计算。 mis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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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3 由反射等引起的修正量(ΔL3) 

a) 城市道路交叉路口噪声（影响）修正量 

交叉路口的噪声修正值（附加值）见表 A.4。 

表 A.4  交叉路口的噪声附加量 

受噪声影响点至 近快车道中轴线交叉点的距离（m） 交叉路口（dB） 

≤40 3 

40＜D≤70 2 

70＜D≤100 1 

＞100 0 

b) 两侧建筑物的反射声修正量 

地貌以及声源两侧建筑物反射影响因素的修正。当线路两侧建筑物间距小于总计算高度 30%

时，其反射声修正量为： 

两侧建筑物是反射面时： 

4 bHL wΔ =反射          ≤3.2dB                 （A.19） 

两侧建筑物是一般吸收性表面： 

2 bHL wΔ =反射          ≤1.6dB                 （A.20） 

两侧建筑物为全吸收性表面： 

0LΔ ≈反射
                                    （A.21） 

式中： 

w —为线路两侧建筑物反射面的间距，m； 

Hb —为构筑物的平均高度，h，取线路两侧较低一侧高度平均值代入计算，m。 

A.3 城市轨道、铁路交通运输噪声预测模式 

A.3.1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噪声预测模式 

A.3.1.1  预测点列车运行噪声等效声级计算模式： 

,0.1
,

1

110lg[ 10 ]P j
m

L
eq l j

j

L t
T =

= ∑                        （A.22） 

(1 0.8 )j
j

j j

l dt
V l

= +                               （A.23） 

0, , CP j P j jL L= +                               （A.24） 

1j jC C A= −                                  （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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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Vj tC C C Cθ= + +                             （A.26）

div atm bar gr miscA A A A A A= + + + +                   （A.27） 

式中： 

,eq lL —预测点列车运行噪声等效声级，dB（A）； 

T —预测时段内的时间，s； 

m —T 时段内通过的列车数，列； 

jt — j 列车通过时段的等效时间，s； 

jl — j 列车长度，m； 

jv — j  列车运行速度，m/s； 

d —预测点到轨道中心线的水平距离，m； 

,P jL —预测点 j 列车通过时段内的等效声级，按式（A.24）计算，dB（A）； 

0 ,P jL —参考点 j 列车通过时段内 大垂向指向性方向上的噪声辐射源强，dB(A)； 

jC —j 列车噪声修正量，dB（A）； 

1 jC —j 列车车辆、线路条件及轨道结构等修正量，dB（A）； 

vjC —j 列车速度修正量，dB（A）； 

tC —线路和轨道结构的修正量，dB（A）； 

Cθ —垂向指向性修正量，dB（A）； 

A —声波传播途径引起的衰减量，dB。 
以上公式同样适用于倍频带声压级计算，若按倍频带声压级计算，应按式（A.22）分别计算

倍频带等效声级后再按正文 8.3 公式（6）计算等效声级。 

A.3.1.2  修正量计算 

A.3.1.2.1  速度修正量计算（ ） vC

030 lg( / )vC v v=                                （A.28） 

0v —列车运行参考速度，km/h； 

v—列车运行速度，km/h； 

注： 取值和0v
0 ,P jL 获取时的车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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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2.2  线路和轨道结构的修正量（ ） tC

线路和轨道结构的修正量（ ）可参照表 A.5 选取。 tC

表 A.5  值表 tC

序号 线路条件 修正量/dB(A) 

1 弯导(半径≤500m) 相对直线轨道噪声级高 3dB(A)～8dB(A) 

2 岔道 相对直线轨道噪声级高 4dB(A) 

3 坡道 相对直线轨道噪声级高 2dB(A) 

3 混凝土高架桥结构（8m） 相对地面轨道噪声级高 7dB(A)～10 dB(A) 

4 混凝土隧道结构 相对地面线路噪声级高 7dB(A)～10dB(A) 

5 扣件 弹性扣件可降低噪声级 3dB(A)～5dB(A) 

6 混凝土枕 相对木枕噪声级高 2dB(A)～4dB(A) 

7 混凝土整体道床 相对碎石道床噪声级高 2dB(A)～4dB(A) 

8 长钢轨和短钢轨 长钢轨较短钢轨噪声级低 4dB(A)～6dB(A) 

9 连续焊接钢轨 可降低 3dB(A) 

10 车轮未磨平、表面粗糙、不圆 噪声级提高 3dB(A)～5dB(A) 

11 车轮加阻尼及车身带裙板 噪声级降低 10dB(A)～12dB(A) 

12 弹性车轮 噪声级降低 10dB(A)～20dB(A) 
注：根据声波叠加原理，若同时存在几种修正项时，一般只取 大值。以上修正和

0 ,P jL 获取时的条件有关。 

A.3.1.2.3  垂向指向性修正量（Cθ） 

列车噪声辐射的垂向指向性修正量Cθ ，可按下式计算： 

当－10°≤θ＜24°时， 

Cθ=－0.012(24－θ)1.5                             （A.29） 

当 24°≤θ＜50°时， 

Cθ=－0.075(θ－24)1.5                             （A.30） 

式中：θ—声源到预测点方向与水平面的夹角，度。 

A.3.1.2.4 几何发散衰减( )的计算 divA

22

2

0

22
0

2

0
div

4
2

2
arctan

4
2

2
arctan

lg10A

ld
l

d
ld

ld
l

d
ld

+
+

+
+

=                      （A.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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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0— 源强的参考距离，m； 

d— 预测点到轨道中心线的距离，m； 

l —列车长度，m。 

A.3.1.2.5 其他衰减 

atmA
、 、 计算参考 A.2。 barA miscA

A.3.2  铁路交通噪声预测模式 

A.3.2.1  预测点列车运行噪声等效声级预测模式 

,0
0.1( )

,
110lg 10 p i iL C

eq l i i
i

L n t
T

+⎡ ⎤= ⎢ ⎥⎣ ⎦
∑                   （A.32） 

式中， 

T—规定的评价时间，s； 

ni—T 时间内通过的第 i 类列车列数，列； 

ti—第 i 类列车通过的等效时间，s；计算方法见公式（A.23）； 

0 ,P iL —第 i 类列车 大垂向指向性方向上的噪声辐射源强，为 A 声级或倍频带声压级，dB

（A）或 dB； 

iC —第 i 类列车的噪声修正项，可为 A 声级或倍频带声压级修正项，dB（A）或 dB。 

若采用按倍频带计算的方法，则应按式（A.32）分别计算频带等效声级后，再按正文 8.3 公

式（6）计算等效声级。 

A.3.2.2  列车噪声修正量的计算 

第 类列车的噪声修正量 ，按下式计算：  i iC

1i iC C A= −                                （A.33） 

1i Vi tC C C C Cθ w= + + +                  （A.34） 

div atm bar gr miscA A A A A A= + + + +                 （A.35） 

式中： 

1iC —i 种车辆、线路条件及轨道结构等修正量，dB（A）或 dB； 

viC —列车运行速度修正量，可按类比试验数据、相关资料或标准方法计算，dB（A）或 dB； 

Cθ —列车运行噪声垂向指向性修正量，dB（A）或 dB；计算方法见公式（A.29）、（A.30）； 

tC —线路和轨道结构对噪声影响的修正量，可按类比试验数据、相关资料或标准方法计算，

单位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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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 —频率计权修正量，dB，见附录 B； 
A —声波传播途径引起的衰减，dB； 

divA —列车运行噪声几何发散衰减，dB，计算见公式（A.31）。其他衰减（ 、 、 ）

计算参考 A.2。 
atmA barA miscA

A.4  飞机噪声预测模式 

A.4.1  预测的量 

依据 GB9660 机场周围噪声的预测评价量应为计权等效（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LWECPN），

其计算公式如下： 

( ) 4.39103lg10 321P −+++= NNNLL NEWECPN                 （A.36） 

式中： 

N1—07:00-19:00 对某预测点产生的噪声影响的飞行架次； 

N2—19:00-22:00 对某预测点产生的噪声影响的飞行架次； 

N3—22:00-07:00 对某预测点产生的噪声影响的飞行架次。 

dB
NNN

L
i j

L
EPN

EPNij

⎟⎟
⎠

⎞
⎜⎜
⎝

⎛
++

= ∑∑
10/

101lg10
321

              （A.37） 

式中： 

LEPNij—j 航路第 i 架次飞机对某预测点引起的有效感觉噪声级，dB。 

A.4.2  单架飞机噪声 

飞机噪声可用噪声距离特性曲线或噪声－功率－距离数据表达，预测时一般利用国际民航组

织、其他有关组织或飞机生产厂提供的数据，在必要情况下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实测。鉴于飞机噪

声资料是在一定的飞行速度和设定功率下获取的，当实际预测情况和资料获取时的条件不一致，

使用时应作必要修正。 

A.4.2.1  推力修正 

飞机的声级和推力成线性关系，可依据下式内插计算出不同推力情况下的飞机噪声级： 

( )( ) ( )iiFFFF FFFFLLLL
i

−−−+= ++ 11 /
111

            （A.38） 

式中： 

Fi、 Fi+1— 测定飞机噪声时设定的推力，千牛。 

LFi、LFi+1 —飞机设定推力为 Fi、Fi+1时同一地点测得的声级，dB。 

F — 介于 Fi、Fi+1 之间的推力，千牛。 

LF—内插得到的推力为 F 时同一地点声级，dB。 

A.4.2.2  速度修正 

一般提供的飞机噪声是以速度 160Kn 为基础的，在计算声级时，应对飞机的飞行速度进行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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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V rlg10=Δ                                    （A.39） 

式中： 

Vr—参考空速，节（Kn）； 

V—关心阶段飞机的地面速度，节（Kn）。 

A.4.2.3  温、湿度修正 

在计算大气吸收衰减时，往往以 15℃和 70%相对湿度为基础条件。因此在温度和湿度条件

相差较大时，需考虑大气条件变化而引起声衰减变化修正，其修正见正文 8.3.4。 

A.4.3  单个飞行事件引起的地面噪声的计算 

在飞机噪声特性确定后，计算各个预测点的噪声需按如下步骤进行。 

A.4.3.1  飞行剖面的确定 

在进行噪声预测时，首先应确定单架飞机的飞行剖面。典型的飞行剖面示意图 A.7。 

 

连续爬升Z 
高度 

加速和襟翼收回 

降落 原始爬升

O X  跑道轴 地面滑动 
（起飞或着落）

水平距离 y 

图 A.7  典型飞行剖面示意图 

A.4.3.2  斜距确定 

从网格预测点到飞行航线的垂直距离可由下式计算： 

 

22 )cos( rhLR +=                             （A.40） 

式中： 

R—预测点到飞行航线的垂直距离，m； 

L—预测点到地面航迹的垂直距离，m； 

h—飞行高度，m； 

r—飞机的爬升角，度。 

 

各种符号的具体意义见图 A.8。 

O— 预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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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r 

飞机位置

h

L

R

β 

O

r 

图 A.8  各种符号的意义 

 

A.4.3.3  侧向衰减 

声波在传递过程中，由地面影响所引起的侧向衰减可按如下公式计算： 

a）喷气式飞机位于地面时： 
0.00274( ) 15.09 1L L e−⎡ ⎤Δ = −⎣ ⎦         0 914L m< <             （A.41）

                                         （A.42） ( ) 13.86L LΔ = 914L ≥ m
式中： 

ΔL(L)—地面引起的侧向衰减，dB； 

L — 水平距离，m。 

b）飞机位于空中时： 
βββ 13.09.966.096.3)( −+−=Δ eL    914 ,0 60L m β> ° ≤ ≤ °        （A.43） 

0)( =Δ βL                             °> 60β                  （A.44） 

式中： 

ΔL（β）地面引起的侧向衰减，dB； 

β — 预测点到飞行航线的仰角，度。β=cos-1(L/R) 

 

( ) ( ) ( ), /13.86L L L L Lβ βΔ = Δ Δ⎡ ⎤ ⎡ ⎤⎣ ⎦ ⎣ ⎦        0 914L m≤ ≤        （A.45） 

式中： 

ΔL（β，L）—地面引起的侧向衰减，dB。 

 

A.4.3.4  飞机起跑点后面的预测点声级的修正 

由于飞机噪声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因此，飞机起跑点后面的预测点声级应作指向性修正，其

修正公式如下： 

a) 对于 °≤≤° 4.14890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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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于 °≤≤° 4.14890 θ  

                  （A.46） 
32 000047173.0015147.0553.144.51 θθθ −+−=ΔL

b)  对于 °≤<° 1804.148 θ  
32 000044193.00045545.05802.218.339 θθθ +−−=ΔL             （A.47） 

式中： 

θ —预测点与跑道端中点连线和跑道中心线的夹角，度。 

A.4.4  飞机噪声等值线图的绘制 

A.4.4.1  飞机水平发散的计算 

飞机飞行时并不能完全按规定的航迹飞行，国际民航组织通报（Icao circular）205-AN/86

（1988）提出在无实际测量数据时，离场航路的水平发散可按如下考虑： 

航线转弯角度小于 45 度时， 

            S(y)=0.055x-0.150，    5Km<x<30Km               （A.48） 

S(y)=1.5              x>30Km                       （A.49） 

航线转弯角度大于 45 度时， 

            S(y)=0.128x-0.42      5Km<x<15Km                （A.50） 

            S(y)=1.5             x>15Km                    （A.51） 

式中： 

S(y)—标准偏差，km； 

x—从滑行开始点算的距离，m。 

在起飞点[S(y)=0]和 5Km 之间可用线性内插决定 S(y)。降落时，在 6Km 内的发散可以忽略。 

作为近似可按高斯分布来统计飞机的空间分布，沿着航迹两侧不同发散航迹飞机飞行的比例

见下表 A.6。 

表 A.6  航线两侧不同发散航迹飞机飞行的比例 

航迹点坐标 比例 

ym－2.0S(y) 0.065 

ym－1.0S(y) 0.24 

ym 0.39 

ym+1.0S(y) 0.24 

ym+2.0S(y) 0.065 

 

A.4.4.2  网格设定 

进行计算机计算时，网格间距的设置一般可以为 300 米，对于接近跑道的区域，网格间距还

可更小，以保证偏差不大于 0.5dB。 

A.4.4.3  等值线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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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点上计算出的 LWECPN值，按 5dB 的间隔，将噪声级相同的点连接成线。在 1:50000 包

括机场区域在内的土地规划图上，画出 70dB、75dB、80dB、85dB、90dB 的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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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倍频带声压级合成 A 声级计算公式 

设各个倍频带声压级为 LPi，那么 A 声级为： 

                                    （B.1） ( )0.1

1

10lg 10 Pi i
n

L L
A

i

L −Δ

=

⎡ ⎤= ⎢⎣ ⎦
∑ ⎥

式中： 

iLΔ —第 i 个倍频带的 A 计权网络修正值，dB； 

n—总倍频带数。 

63Hz～16000Hz 范围内的 A 计权网络修正值如下表 B.1。 

表 B.1  A 计权网络修正值 

频率（Hz）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16000 

iLΔ （dB） -26.2 -16.1 -8.6 -3.2 0 1.2 1.0 -1.1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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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1   在工程分析中，给出建设项目对环境有影响的主要声源的数量、位置和声源源强，并在标有比例尺的图中标识固定声源的具体位置或流动声源的路线、跑道等位置。在缺少声源源强的相关资料时，应通过类比测量取得，并给出类比测量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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