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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多年从事声环境监测与评价的经验!与客观实际相结合!对.声环境质量标准/#

F[!$>@

&

#$$&

$中有关标准限
值)测量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提出修订建议!以期为今后标准的再修订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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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质量标准/#

F[!$>@

&

#$$&

$是中国
现行的声环境质量标准#第

#

次修订$!本次修订中
明确了城市及乡村的声环境质量标准限值!明确
了交通干线的定义!修订了

"

类功能区噪声限值!

规定了各类形式的噪声普查方法!对声环境质量
的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

,

%

环境噪声标准体系主要包括'质量标准)排放
标准)方法标准等%除质量标准以外!噪声法中规
定的工业噪声)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声)交通噪
声#目前仅有铁路噪声的排放标准!道路交通噪声
排放标准尚未出台$等相关的噪声排放标准目前
也均已修订完毕或正在修订之中%各种类型的噪
声中除施工噪声因具有临时性而不完全遵循质量
标准制定的思路外!其他类型噪声排放标准均以
质量标准为基础而制定%因此!声环境质量标准
的制定及贯彻执行则格外重要%

现行的声环境质量标准于
#$$&

年完成修订并
颁布实施!距离上一次修订的

%>>!

年!时隔近
%?

年%与原标准相比!在应用上扩大了适用范围!增
加了不同类型的噪声测量方法!保证了标准的有

效实施%但是!尽管现行的.声环境质量标准/

#

F[!$>@

&

#$$&

$是国家的强制性标准!但在实施
标准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笔者根据多年的环
境噪声监测评价实践!总结)分析)归纳涉及环境
噪声的各类标准!解析标准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
相应的修改建议!以期对将来标准的再修订起到
一点借鉴作用%

B

!

道路交通噪声标准脱离实际&应配套增加交通
干线两侧室内噪声限值要求

以笔者所在城市的噪声调查资料可知!目前
快速路两侧敏感建筑物外夜间噪声平均值为
=#4[

#

:

$!主干线两侧敏感建筑物外夜间噪声平
均值为

@&4[

#

:

$!次干线两侧敏感建筑物外夜间
噪声平均值为

@"4[

#

:

$!交通干线两侧区域中的
"0

类即道路交通噪声限值规定夜间
??4[

#

:

$!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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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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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等以上级别城市中很难达到%虽然国际标
准组织中对夜间居民主观烦恼度规定的最高上限
是

??4[

#

:

$!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
快)机动车数量大幅增长)城市道路密度持续扩
大!越来越多的人群将居住在各类道路旁%显然
用夜间噪声限值要求!将有大量的敏感建筑物因
受交通噪声的污染而超标%据北京市交通噪声污
染现状调查结果!不同等级道路两侧的噪声敏感
建筑物受交通噪声污染程度不同%高速路两侧的
建筑物受污染最重!受交通噪声污染率达到
%$$d

"城市次干路的状况稍轻!其污染率也达到
了
&?8?d

+

%

,

%在
#$%$

年国家环保部颁布的.地面
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以下简称0技术政
策1$中规定'因地面交通设施的建设或运行造成
环境噪声污染!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当采取间隔
必要的距离)噪声源控制)传声途径噪声削减等有
效措施!以使室外声环境质量达标"如通过技术经
济论证!认为不宜对交通噪声实施主动控制的!建
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采取有效
的噪声防护措施!保证室内合理的声环境质量+

#

,

%

由此表明!国家已经对该噪声限值的意义产生了
异议%但室内合理的声环境质量只是定性的说
明!缺乏定量描述!现行的声环境质量标准中也没
有给出关于室内限值的相应规定%日本对新干线
两侧的噪声限值同时包括室内和室外!即室外噪
声限值为昼间

=$4[

#

:

$!夜间
@?4[

#

:

$"室内噪
声限值为昼间

"?4[

#

:

$!夜间
"$4[

#

:

$

+

!

,

%笔者
认为国家环保部应进一步组织制定对交通干线两
侧区域室内噪声限值的规定!让技术政策更具有
相应的操作性!也促进交通干线两侧各类噪声防
护措施有效应用!使受到道路交通噪声污染的居
民得到应有的安静舒适的环境%

C

!

铁路噪声限值形同虚设&建议取消噪声限值规
定的时间限制

现行声环境质量标准限值中
"

类功能区噪声
限值存在脱离实际情况的问题!对铁路噪声亦无
强制作用%标准中对铁路噪声限值

"T

类按时间
段进行区分!规定

#$%%

年
%

月
%

日起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铁路#含新开廊道的增建
铁路$干线建设项目两侧区域噪声限值执行昼间
=$4[

#

:

$!夜间
@$4[

#

:

$的标准!而之前的铁路
噪声限值则规定的是铁路干线两侧区域不通过列

车时的环境背景噪声限值!相比原质量标准!增加
了铁路机车运行时对周围环境质量影响的限值规
定!但这样的规定确实有失公允%首先!目前国内
铁路建设提速发展!高速铁路里程将达

&

万̂
-

!

而这些项目均在现行的声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期
限#

#$%%

年
%

月
%

日$前完成立项)审批%显然现
行标准中规定的噪声限值无法对这些铁路干线两
侧区域噪声污染进行有效控制!致使铁路干线噪
声的污染防治产生了盲区%另外环境保护部

#$$&

年第
!&

号公告!对.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测量方
法/#

F[%#?#?

$按照现行声环境质量标准的有关
规定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实际上绝大部分的铁路
噪声排放标准还将沿用昼)夜间均

=$4[

#

:

$的宽
松管理标准%虽然标准中的

#$%%

年以后的项目夜
间执行

@$4[

#

:

$的排放限值!但该噪声限值规定
无法解决生活在铁路沿线周围居民受到铁路噪声
污染的问题%在城市中不同时间段建设的铁路并
线运行的情况很多!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很难将新)

老线分开处理!因此标准限值在执行中的分开处
理方式既无法操作!也缺乏合理性!建议今后标准
修订时取消时段的限制!统一规定铁路列车经过
时对周围环境噪声影响的标准限值%

D

!

测量方法可操作性不足&建议调整测量高度及
时段

现行的声环境质量标准同时对原.城市区域环
境噪声测量方法/#

F[

(

\%"@#!

&

>!

$进行了修订!

将环境质量标准与测量方法标准合并!整合规定了
定点监测方法)噪声普查法及噪声敏感建筑监测方
法%标准修订的原意是增加标准的可操作性!但实
践中感到!有些规定不具备操作性%

#

%

$在定点监测法中规定0对于
$

)

%

)

#

)

!

类声
环境功能区!该监测点应为户外长期稳定)距地面
高度为声场空间垂直分布的可能最大值处!其位
置应能避开反射面和附近的固定噪声源"

"

类声环
境功能区监测点设于

"

类区内第一排噪声敏感建
筑物户外交通噪声空间垂直分布的可能最大值
处1

+

"

,

!0最大值处1是整个测量方法中比较关键的
词语!然而!在现实中最大值并不一定是最具有代
表性的%例如!

$

)

%

)

#

类功能区噪声应该反映的是
居民活动的正常噪声!但其最大值往往昼)夜间不
在同一地点或周围环境差异很大!夜间的噪声最
大值往往并不是居民活动的噪声!而是由远处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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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传来的交通噪声%对于
"

类功能区!由于道路的
类型不同!最大值出现的地点也千差万别!如相邻
快速路的

"

类功能区!其最大值有可能在周围敏
感建筑物

=

!

%?

层左右!而相邻主干线的
"

类功
能区!其最大值有可能在周围敏感建筑物

!

!

@

层
左右%这样的规定将导致城市各类功能区中点位
高度不统一!无法准确地用定点监测的数据说清
城市整体的声环境质量状况%目前国外比较流行
的噪声地图法评价城市整体声环境时均采用固定
高度的做法!同一高度下的评价更加具有说服力%

现行的声环境质量标准颁布实施近
#

年时间!据了
解!全国各城市在开展功能区监测时均未按该规
定执行!也表明该规定实际指导意义与操作性不
足%

#

#

$附录
[

中0普查监测法1规定!0监测分别
在昼间工作时间和夜间

##

'

$$

&

#"

'

$$

#时间不足
可顺延$进行1

+

"

,

%而测量结果统计后作为评价某
一类型功能区的声环境质量的依据!通俗地讲就
是用工作时段测得的等效声级与昼间标准值比
较!而夜间则采用噪声较大时段的等效声级与夜
间标准值比较%这样的测量统计值则会高于昼夜
整时段的实际噪声状况!尤其夜间偏高较多%测
量方法的不准确在实际声环境普查工作中将导致
不确切的结果%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在
#$%$

年发布的.城市声环
境常规监测暂行技术规定/中!对区域噪声的普查方
法及功能区定点监测方法的规定!没有硬性采用声
环境质量标准中的相关规定!而是采用统一的高度
范围!同时要求测量应覆盖整个时段!较现行声环境
质量标准的有关规定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各城
市间也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E

!

室内噪声限值应符合现实要求!建议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修订

现行声环境质量标准中没有明确室内噪声的
限值要求!仅在附录

H

中敏感建筑物噪声测量方
法中规定!0不得不在噪声敏感建筑物室内监测
时!应在门窗全打开状况下进行室内噪声测量!并
采用较该噪声敏感建筑物所在声环境功能区对应
环境噪声限值低

%$4[

#

:

$的值作为评价依据1

+

"

,

%

该规定沿用了原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F[

!$>@

&

%>>!

中的规定%以前使用该方法是为了解

决扰民纠纷!而国家环保部对某些地区复函中明
确!今后声环境质量标准仅作为评价声环境质量!

处理噪声信访等应用相关的排放标准%然而在声
环境质量评价中!0开窗1与0

%$4[

#

:

$1的差距并
不完全符合实际状况%窗户的作用在现代建筑中
并不仅仅意味着采光!更多的是起到建筑节能)隔
绝噪声的作用!特别是城市中高层建筑的快速崛
起!平开窗与完全密封窗的应用越来越多!开窗反
而降低了本身的噪声防护意义%另外即使窗户全
部打开!比标准限值低

%$4[

#

:

$在很多情况下也
不符合声音的传播)衰减规律%笔者认为应制定
更为科学完善的室内噪声标准#门)窗封闭状态
下$!用以评价敏感建筑物中居民室内声环境质
量!则更加科学)更具有实际意义%从目前声环境
质量评价应关注领域的发展考虑!今后人居环境
的评价应当提到更高的高度!值得今后标准再修
订时深入研究%

H

!

结语
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对于社会发展趋势

的分析!对现行声环境质量标准贯彻实施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了初浅的解析探讨!对标准中出现的
限值)测量方法等问题进行了客观的阐述%另外!

现行的多项与环境噪声相关标准本身及相互之间
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与现行的声环境质量标准
同时修订)制定的.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

F[%#!"&

&

#$$&

$).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

F[##!!=

&

#$$&

$!

!

个标准对突发噪声的
表述都不尽相同!在使用中容易混淆或产生歧义!

在此不一一论述%期望笔者对现行声环境质量标
准的浅显看法!能够为今后声环境质量标准的再
修订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

,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8

北京市交通噪声污染现
状+

X

,

8#$$=8

+

#

,国家环境保护部
8

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X

,

8#$%$8

+

!

,日本环境厅
b

噪音环境基准+

R

,

8

+

"

,

F[!$>@

&

#$$&

!声环境质量标准+

R

,

8

#本栏目编辑
!

熊光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