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于 噪 声 标 准 的 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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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噪声太强
,

会影响人的工作
、

学习
、

休息
,

有时还影响健康
,

控制噪声是环境保护的一

个重要方面 但降低噪声也需要一定技术措

施和经济负担 为了获得适宜的噪声环境而

又不致造成浪费
,

就需要一系列噪声标准 在

不同条件下所能容许的最高噪声级 我国

社会主义建设正在蓬勃发展
,

噪声污染问题

已提上日程
,

早 日制定必要的噪声标准
,

对开

展噪声控制工作是必要的 噪声标准的制定

和贯彻执行是符合
“
预防为主

”的方针的

过去
,

国外对办公室
、

学校
、

医院等的一

些噪声标准主要是根据主观评价制定的 这

种主观评价的工作
,

在我国也进行了 不 少

但是人的听力
、

生活习惯等等出入很大
,

对噪

声的要求出人也很大
,

主观评价
,

即使经过大

量调查研究
,

也很难得到可靠结果 自从工

业噪声 日益重要以来
,

逐渐形成以引起噪声

性耳聋的概率为基础的听力保护标准
,

摆脱

了主观评价的不便 我们认为不但在听力保

护上
,

在各种条件下都可以根据噪声影响的

大小来制定噪声标准 人的活动性质主要有

三种 工农业生产
、

交谈思考和睡眠休息

基本的噪声标准也只需三种 生产中的听力

保护
,

交谈中保证清晰度
,

休息中不受惊扰

不必过于烦琐 在另一方面
,

每一种活动中

都有不同情况
,

要求有不同
,

地区环境不同
,

客观条件不同
,

等等 因此
,

每一种噪声标准

都有一个范围
,

最高值是刚能用的
,

允许噪声

有一些影响
,

在任何情况下不宜超过 最低

值是理想情况
,

可满足一切要求 使用时根

据具体情况在这范围内选择适宜的标准 客

观性和灵活性就是这个建议的特点

二
、

噪 声 的 危 害

噪声影响人的睡眠
、

办公
、

学习
、

听力和

身体健康
,

严重时会引起疾病和事故

睡眠 一般人睡眠的程度有四级
,

最

轻的是困倦
、

眨眼
,

一级是轻磕睡
,

二级是完

全入睡
,

三级较熟
,

四级是熟睡 人睡的次序

是先由清醒进人困倦
、

眨眼
,

随着是一级
,

以

后转入二级
,

过一些时候转人三级
,

再进人四

级 在睡过一定时间后又很快由四级转回到

一级
,

这时有可能作梦
,

以后再转入二级
、

三

级
、

四级
,

如此循环不已 常人一个循环大约

是九十分钟
,

循环时一级时间渐长
,

四级时间

渐短
,

到最后睡醒

如果噪声是连续的
,

可加快由深睡到轻

睡的迥转
、

多梦
,

使熟睡的时间减少 如果噪

声是突然的
,

可使人惊醒 这样
,

如经常受到

噪声的干扰
,

就可能因睡眠不足
,

引起头昏
、

头痛
、

神经衰弱等症 对需要休养的病人为

害更大

连续噪声引起睡级迥转的程度大致与声

级成线性关系
,

在 分贝时 本文中的分贝

值是 声级
,

下同
,

大约 多 的人受到影

响 在 分贝时
,

受到影响的人就有知多

突然一声响把人惊醒的情况也基本与声

级成线性关系
,

分贝的突然噪声惊醒 并



的睡眠者
,

分贝的突然噪声就惊醒 多
,

所以从睡眠的角度来说
,

大约是 分贝以下

的噪声影响很小
,

分贝噪声的影响就比较

严重 睡级迥转 并
,

突然惊醒 拓

语言
、

思考 在办公
、

学习
、

会议
、

写作

等活动中
,

噪声主要通过对交谈的影响来衡

量
,

因为清楚而不费力地听懂对方的讲话是

基本要求 不同噪声的干扰程度大致如表

在和语言
、

思考 思考也通过语言 有关的活

动中
,

大致可以说
,

分贝以下的噪声影响

很小
,

到 分贝就比较严重

表 噪声千扰

噪 声 级
分贝

主观感觉
能进行正常交谈
的最大距离 米

电话通话

安静

稍吵

吵

很吵

太吵

质量

很好

好

较困难

困难

不可能

作用就可以避免

三
、

国 际 标 准

在国际上
,

有很多噪声标准 在不同情况

下所容许的最高噪声级 在听力保护方面
,

多数国家规定 分贝为最高限 个别 定

分贝 这个值对听力还有一定危害 见表玲

并且听起来很不舒服
,

是在对人危害与经济

要求之间权衡的结果

比较系统的噪声标准有 ,
,

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组织 在 更

年就提出噪声标准
,

后来在 年 和

年作了修改 它提出的噪声标准基础 是寝

室 分贝
,

生活室 分贝
,

再根据噪声性质

不同 有纯音或脉冲声的要减少 , 分贝 只

在工作时间才有噪声的可加 分贝
,

断续噪

声根据实有噪声的时间多 少 可 加 。到 分

贝
,

经济条件不同 有经济要求时可提高 ,

分贝
,

轻工业区加 分贝
,

重工业区加 分

贝 等因素进行调整
,

范围大致如表

哎,一,

卜 

听力保护
〔  长期在强噪声下工作可

能形成噪声性耳聋 在 ,
、 、

赫三

个频率的平均听力损失超过 分贝
,

影响

人的工作能力和活动能力 根据国外一些统

计
,

在不同噪声级下长期工作
一

,

后果如表

各方统计都有出人
,

但相差不远 从表 数

字可以看出 分贝以下不致引起噪 声性耳

聋
,

但 分贝就比较严重

表 工作四 年后噪声性耳聋发病率  

表 嗓声标准

寝 室

生活室

办 公室

工 厂

一 分贝

一 分贝

一 分贝

一 分贝

堕燮竺坠
一

通竺里竺
一

一塑竺竺
“ ” 。

“ ‘ ”

”
】

,
】

”

‘ 斗 斗

英国所定的标准大致与此相似
,

稍有出

人

美国标准 美国环境保护局 在

年提 出噪声标准也有一个范围
,

低值是

完全可以接受的
,

高值 等于低值加 分贝

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

实际情况标准在这范围

内选择

表 保护健康和安宁的嗓声标准

其它生理作用 强烈噪声还会引起其

它生理作用
,

如恶心
、

呕吐
、

眼球颤动
、

视觉模

糊
、

胃部不适
、

咳嗽等等 但这些现象都是在

产生噪声性耳聋的声级以上才能产生
,

所以

如果作好听力保护工作
,

由此而产生的生理

要 求

听力保护 小时

小时

户外防止干扰

室内防止干扰

分贝

分贝

分贝

分贝



表 内都是低值
,

是等效声级 声

级按能量的平均数
,

也叫平均声级
,

是

日夜等效声级 把晚 时到早 时之间的

声级加 分贝再按能量作全天平均

四
、

建议的噪声标准

现在根据噪声的客观作用和不 同情 况
,

提出表 , 的噪声标准 表 申都是等效声级

或平均声级 理想值是噪声无任何干扰或

危害的情况
,

可作 为最高标准
,

极大值允许一

定干扰或危害 睡眠干扰 拓
,

交谈 距 离

米
,

对话稍有困难
,

听力保护 拓
,

但不到

严重程度 在实际情况中
,

应根据噪声性质
、

地区环境
,

严格要求噪声环境的必要性和经

济条件等决定在理想值和极大值之间的具体

标准 标准选定后
,

要保证噪声在标准 士

分贝范围内
,

超过就要采取技术措施 噪声

如果是从室外传人
,

根据一般隔声效果
,

在室

外
,

噪声要求比室内标准高 分 贝 关窗时

可高 巧 分贝
,

在交通要道旁可高 分贝

噪声级的侧量用声级 计 或精 密 声 级

计 档
,

对于稳定噪声
,

测得值 就是等

效声级 如声级有变动
,

时间 内 声级 为
,

时间 内声级为
, ,

在所测时间内等

效声级就等于
。 。

、
。 , , , 。

乙 下, 乙 “ 名‘ 几
,

之

表 嗓声标准 建议

适用范围

睡眠

交谈
、

思考

听力保护

理想 值 分贝

本标准适用于一般情况
,

对低噪声有

突 出要求的情况 如播音室 应另行考虑

爆发性的高噪声 如汽车喇叭
、

鞭炮声

等 干扰比较严重
,

要求另有限制方法

在睡眠和交谈方面
,

具体标准在容许

范围内选择的原则有以下几点

 根据噪声性质 平稳噪声取值较高
,

有单频纯音或有脉冲声时取值较低

根据要求 医院
、

学校
、

会议室等取

值较低
,

商店
、

通用办公室等取值较高

根据地区 安静地区取值较低
,

工

厂附近和商业区取值较高

根据条件 条件允许时取 值 较低
,

要做经济考虑时取值较高

在听力保护方面
,

在噪声强大的重工

业工厂取较高值或最高值
,

在轻工业或精密

加工中取值较低

五
、

附 录

以上所述噪声影响主要根据国际上近

二
、

三十年的实验数据 根据我国研究
,

中国

人的听觉和汉语的声学特性与外国人的听觉

和外语基本是相同的
,

所以国外的实验结果

可适用到我国
,

特别是在语言清晰度方面的

大量工作证实此点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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