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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环境噪声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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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在环境污染中
,

国际标准化组 织

将噪声污染列为首位 所谓污染
,

是指人们

把过剩的能量或废物引入到环境中的任何部

分
,

而这种过剩的能量或废物能使环境改变

到如此有害的程度
,

以至子直接或间接地影

响广大人民群众利用或享受清洁和安静的环

境的机会

环境被强烈噪声所污染
,

最常遇到的可

能来 自以下各方面 道路上行驶的各种车辆

及其警告信号 喇叭 噪声大的大型工厂 城

市内混杂于住宅区中的小型工厂 建筑工地

的施工机械屯 文娱场所的锣鼓乐器以及人民

公社生产队悬挂在露天高处的扬声器等 此

外
,

一

飞机噪声对于机场附近的居民所造成的

影响也是严重的

对环境噪声的控制
,

许多国家从 年

以后才开始制订有关法规 制订切实可行的

有关法规
,

并使其贯彻实施
,

是保护环境免受

噪声公害影响的必不可少的一步 这种立法

工作在许多国家中
,

最初都是片断的
、

零碎

的 对于我国说来
,

这完全是一项新的任务
,

必须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
,

吸取其它国家这

方面的经验
,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

才能把这

项立法工作胜利地完成

制订环境噪声标准
,

是一项有关政策性

的工作
,

同时也涉及到技术与经济方面的可

能性 在这方面
,

第一
,

需要集中研究形成噪

声公害的噪声源 包括振动源 第二
,

采取适

当的布置或保护性的安排 包括正确研究与

处理城市规划 第三
,

对噪声辐射或污染予

以控制
,

需要制订有关环境噪声标准的法令

或条例
,

定期检查实施的结果
,

不断加以改

进
,

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二
、

关于环境噪声标准需要考虑的

因素及国外关于控制噪声污染

的若千规定与经验

噪声源的位置是固定的还是活动的
,

需

要首先考虑到

地区与时间也需要考虑 地区不同
、

时

间不同
,

对于环境噪声标准的要求也不同一
般说来

,

地区可以分为  农村地区 包括

需要安静的疗养区 交通量少的安静住

宅区
,

或郊外的居住区 城市内的住宅区

靠近千道或运输繁忙的铁路线附近 的 居

住区 城市中心区 工业区

时间的区别
,

一般分为白天
、

傍晚 或早
、

晚
、

夜间三种 或白天与夜晚两种

某些环境噪声
,

包括在露天高处或临街

的扬声器所辐射的噪声
,

如果完全予以禁止
,

还有一定的困难 妥善的办法
,

是予以时间

的限制

根据国外经验
,

关于环境容许的噪声级
,

不仅要考虑到目前的情况
,

而且还需要估计



到若干年 例如 年 后可能达到的噪声级

这对于临街区域或飞机场附近的区域特别重

要

为了积极降低环境噪声
,

工厂中的设备

的设计与构造
,

宜由国家主管部门控制其噪

声指标 但这项工作并非轻而易举的
,

甚至

国际上工业先进的国家
,

迄今也还缺乏这种

控制 但是
,

从长远的观点出发
,

实现这种控

制应该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环境噪声与住宅内部容许的最大噪声级

有关 在住宅的窗户关闭的情况下
,

户外噪

声级与户内容许的最大噪声级之差
,

如果定

为 分贝
,

一般说来
,

是可以达到的 但

是
,

如果能提高到 分贝
,

则是应该争

取达到的“
良好标准

”

在制订环境噪声标准的同时
,

对于各种

车辆的喇叭
、

排气用的消声器
、

街道上夜晚照

明的情况
、

行车速度等
,

也需要有所规定 例

如英国规定 在夜晚 时半至次 日晨 时

期间
,

汽车在道路上的路灯灯距小于 米

的情况下行驶时
,

或在某一道路上行车的速

度有限制时
,

禁止鸣喇叭 这种规定
,

对于英

国绝大多数的城市道路都是适用的 但是
,

在这个期间内
,

如果是为了惊走小偷而鸣汽

车上的喇叭
,

或汽车在道路上停放时
,

有其它

车辆靠近该车而立刻有发生撞车的 危 险 时
,

则鸣汽车上的喇叭不属于犯罪行为 在意大

利和其他一些国家
,

规定住宅区和医院附近

禁止鸣汽车喇叭
,

违者罚款 但有三种例外
,

即立刻有危险时
,

汽车上载有伤
、

病员时和为

了公安的目的

严格说来
,

汽车喇叭的声学性能
,

决定

于行车安全所需要的最小声级 年
,

荷

兰规定 汽车喇叭声级应不小于 分贝

和不大 于 斗分 贝 在 喇 叭 前 方 米

处 同时规定汽车必须配备有排除废气的合

格消声器

为了控制汽车喇叭的声响
,

有的国家对

汽车喇叭的用法有更详细的规定

为了防止车辆噪声
,

欧洲一些国家规定

在道路两侧各留出非 建 筑 区域 一 米

适用于干道或主要街道
,

或 米 适用于

次要道路
,

借以减弱车辆噪声的污染

此外
,

有些国家对群众性活动的喧闹声

也作了规定
,

如比利时定为在距离 米处
,

不得超过 分贝
,

并且在其刑法中规定

在夜间禁止发生噪声 荷兰也有类 似 的 规

定
,

违者予以罚款或监禁处分 并认为处分

不宜过轻
,

否则此项法令不易生效

年爱尔兰曾颁布法令
,

规定在任伺

公共场所或建筑物内的收音机
、

电视机
、

留声

机
、

扬声器
、

以及类似的工具或机器设备
,

如

果发出噪声如此吵闹
、

喧嚣或连续不断
、

重复

不绝
,

而且其声调及持久的程度对于邻人造

成干扰者
,

则认为是犯罪行为 如有受干扰

者三人以上提出控告
,

国家将受理

关于控制噪声污染的立法工作乡 许多国

家最初都是局部的
、

片断的
,

因而其所制订的

法令或条例
,

必然会暴露出来有若干缺陷或

不完备之处 这样
,

就给政府在这一领域内

的协调工作造成了困难 荷兰为了弥补这一

缺点
,

设立了两个委员会
“

关于噪声公害方

面的部与部之间的委员会
”
和

“

关于环境卫生

方面的部与部之间的的委员会与 共同 协 作
,

而前者则拥有制订噪声公害政策一休化的职

责 年
,

荷兰卫生部才开始起草有关噪

声公害的法令
,

借以填补现有规定中的空白

点 并制订有关监测
、

检验
、

权限
、

规划等措施

的调整条例 同时提出管理噪声公害的标准

与规范的体制 国外的这些经验
,

在我国制

订有关噪声公害的法规 时
,

值 得 考 虑 和借

鉴

为了在噪声源处控制噪声
,

关于车辆发

动机噪声的辐射
,

应该规定其最大的容限参

数 这是因为
,

交通噪声是造成城市噪声公

害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荷兰对于摩托车噪声特别重视

,

在  

年曾规定检查摩托车噪声的方法
“

行车测噪



法 ” 和
“

停车测噪法 ,’ 所谓
“

停车测噪法
” ,

是在摩托车排气口 一侧 厘米处所测得 的

噪声级
,

目前规定其最大限为 分贝

这种方法对于在路边进行检查特别适用 在

荷兰全国已配备有 个声级计

丹麦对于噪声的限制
,

比欧洲其他国家

的噪声标准高 一 分贝

环境噪声标准制订之后
,

随之而来的一

个实际的困难问题
,

是如何有效地执行 根

据国外的经验
,

主要问题在于 在制订噪声

标准的立法中
,

缺乏有效的检查系统与实际

可行的合格的测量方法 有的国家目前正在

研究这一问题 其解决的办法倾向于对于最

需要抓紧的噪声控制
,

一方面利用设置专门

的公安系统
,

另一方面则利用政府现有的研

究系统而使其行使的权力扩大 这样
,

就能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噪声控制有关法令的实施

此外
,

还应该考虑按照不同的地点分别

对待 例如
,

对于
“

新
”的地点 噪声源和对象

都尚未最后确定
,

即可根据所订的环境噪声

标准在其可用时即行实施 如果预料噪声源

在一定时期内为害不太大
,

则可在所规定的

噪声级最大限值中有某些提高 对于
“

过渡
”

的地点 噪声源和对象都已存在
,

较高的最

大限值在初期必须采用 对于
“
现有

”的地点

噪声源和对象都已存在
,

其情况更为复杂

和困难
,

只有分阶段抓紧实现环境噪声标准

的时间表
,

并在事前做好准备工作
,

才有可能

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

由于天气等外界因素对 于噪声测量的结

果可能有影响
,

因此
,

在核对噪声级数值时
,

需要有可允许的差额 根据国外的经验
,

这种

差额可以定为 , 分贝 如果噪声具有纯

音或脉冲的性质
,

则须在容许的噪声最大限

值中提高 分贝 而音乐噪声对于人的

干扰尤甚
,

因此需要提高 分贝

概括说来
,

解决环境噪声问题的最基本

的有效措施
,

是做好包括道路规划与机场布

置在内的城市规划 在审批城市规划时
,

不

仅由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负责
,

而且还必须

尊 重机场主管部门的意见
,

以便求得合理的

解决 有的国家为了减少飞机噪声的污染
,

规定飞机在城市上空飞行时不可太低
,

并且

规定不准飞机在城市上空进 行飞 行 特 技 表

演

对于超声速飞机的 飞行
,

迄今在国际上

有许多国家尚未制订出专用的防噪法令

三
、

结 论

关于环境噪声的控制
,

最积极有效的措

施是妥慎制定城市规划 应该尽可能使功能

与活动互相矛盾的建筑物隔离开来 在对于

噪声敏感的区域
,

应避免规划有吵闹的建筑

物
,

因此
,

按照噪声大小妥慎地划分区域是十

分重要的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

可以考虑在

规划时利用噪声小的厂房
、

货栈
、

开阔的空间

或绿化带作为噪声大的厂房与居住建筑之间

的缓冲地带

经验证明
,

白天的环境噪声级如果超过

分贝
,

对于学校中的教学工作有可能

造成干扰 因此
,

在进行区域规划时
,

事前需

要考虑到这一点
‘

对于各种车辆噪声的公害
,

最有效的防

止方法是妥善布置道路系统二 为了保持某些

特定区域的环境条件
,

减轻噪声公害
,

应由主

管部门根据需要限制重型车辆和拖拉机通过

该特定的区域

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
,

对于拖拉机
、

摩托

车
、

载重汽车等
,

需由主管部门定期检验其行
一

车时的噪声状况 不合格者不准行驶
,

违者

应受处罚

环境噪声级与汽车喇叭声级应有一定的

比例 关系 实践证明
,

如果汽车喇叭声级高

于环境噪声级 分贝
,

可能是适宜的

飞机噪声对环境的污染
,

目前对我国说

来尚非普遍严重 控制飞机噪声最有 效 措

施也在于正确地进行城市规划
,

以及在限定

的时间内不准飞机飞越人口 稠密的区域



对 于城市中土木建筑工程施工时所产生

的噪声
,

应由公安部门根据国家制订的法令

或条例 待订
,

要求施工单位于施工前提出

施工的方法
、

所用的施工机械
、

施工的期限及

时间
、

所发生的噪声级
、

以及使噪声减到最低

限度的措施等书面材料
,

以便请公安部门审

查批准
,

而保持当地居民的安宁

环境噪声标准的制订
,

非一劳永逸
,

应该

根据技术与经济的可能性
,

在一定的时期后

谋求这种噪声进一步降低

如前所述
,

解决环境噪声问题的关键在

于合理制订城市规划 城市分区的环境噪声

标准也非一成不变
,

而是随着年限的增加将

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制订有关环境噪声的法令或 条 例 时
,

对噪声源 例如各种车辆 的检查系统和切实

可行的测量方法
,

应该同时明确规定

关于 建议的环境噪声标准
,

各国的

反应不同 有的国家根据 自己国内的技术与

经济的具体情况
,

制订自己适用的环境噪声

标准
,

而 标准仅作为参考 有的国家部

分地或完全地采用 对于我国说来
,

似乎以

前者的方式较为合宜 以此为出发点
,

建议

我国目前暂行试用的环境噪声标准如表 所

不
。

表 关于我国环境嗓声标准的建议

【等效连续嗓声级的最大限
,

分贝 〕

环环 境境 时 间间

白白白 天天 晚 间间 夜 间间
一 时 一 时 一 时〕〕

城市住宅环境境

城市 住宅与工厂厂    

混混合 的环境境境境境

工厂环境境

工厂环境 其中中
生生产活动不许引引引引引
起起噪声公害

注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工厂向外辐射的噪声
,

而不

包括道路噪声
、

火车噪声
、

施工噪声和机场噪声  在夜

间
,

噪声级峰值不得超过表中所列最大限值 分贝 以

」二

夕络

在引用表 中的最大限值时
,

还需要根

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因为需 要 考 虑

到 如果几个吵闹的工厂在附近集 中地 兴

建
,

则其所辐射的总噪声级应该不超过表

中所列的最大限值 对于单个工厂
,

即使其

向外辐射的噪声达到表 中所 规 定 的 最 大

限
,

也不能认为合格 此外
,

有些特殊的情

况
,

如来自交通运输的背景噪声比来 自工厂

的噪声大得多
,

或在该处有与工厂有关的单

位具有特殊的价值
,

这时
,

就需要考虑对于表

中所列的最大限值稍予放宽

对于工厂向外辐射的噪声属 于 何 种 特

性
,

该厂是否已经采取了减噪措施
,

特别是在

城市住宅与工厂交错的环境
,

更应该注意

在引用表 中的最大限值时
,

除需要考

虑背景噪声的范围以外
,

也应该调查研究工

厂是否已努力实行限制噪声的措施
,

以及它

在技术上与经济上的可能性 因此往 往 需

要留有容许超过最大限值的量
,

约 一 分

贝 如果工厂辐射的噪声易于采取技术

措施予以控制
,

且费用不多
,

则不能容许其继

续污染环境
,

为害附近居民 这就需要由地

方主管部门通知该厂限期将噪声降低到一定

的声级
,

并在其减噪措施完成后予以检查
,

文娱场所等非生产性单位所发出的噪声

而形成的公害
,

应由地方主管部门限期令其

进行减噪处理
,

愈期不执行者
,

应予以制裁

道路噪声往往十分严重 在制订城市规

划时
,

必须考虑到干道沿线地区的当前与未

来的使用情况
,

以及与道路噪声公害的关系

作者根据不同环境和建筑物的性质
,

建议采

取下列的噪声级作为某些建筑物所能接受的

道路噪声最大限 见表 超过了这个最大

限
,

即可认为布置某些建筑物是不适当的

原则上
,

道路应布设在道路噪声引起公

害最小之处
,

但这往往不是由噪声一个因素

所能决定 因此
,

道路噪声问题的解决
, 主要

是限制在道路近旁兴建不应该兴建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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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关于我国道路噪声标准的建议

〔等效连续噪声级的最大限
,

分贝 (A ) 1

道路旁的建筑物
建筑物周围露天 中的道
路噪声级

,

[ 分贝 (人) J

1
.
城市住宅

2
,

城市 医院

3
.
行政机关

、

旅馆
、

剧院
、

电影院

4
.
商店

5
.
工厂

订有关法令或条例
,

是完全必要的
,

也是非常

迫切的
.
还应该注意到

,

在立法之后
,

应能实

现
“

有法可依
,

有法必依
,

执法必严
,

违法必

纠
”
.

赏罚必须严明
,

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得到

遵守
.
只有这样

,

才能真正做到在城市中消

除和减少环境噪声污染的危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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