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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交通噪声状况调查研究

张 明 棣 杨 震
深圳市环境监测站 军乡市环境保护办公室

深圳经 济特 区 自  年 月开 发 到

年 月已拥有公路主干线 公里
,

次

干线 公里 据 , 年 月统计有机动

车 万辆
,

比 年增长 倍
,

平均年递

增 外
,

是我国 , 年汽车平均年递增长率

的  倍 现在平均每百人拥有机动 车

辆
,

高于香港和国内其它城市 公路运输占

总运输量的  
,

内地和香港过往特区的车

辆每天可达 辆
〔 正因为这样

,

城市公

路交通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成为重要的问题

深圳市环境监测站 于 年 月 进 行

了特区交通噪声污染监测
,

共监测主干线

公里
,

占全市主干线的 并
,

监测工作按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护
, 的规范进行 全部数

据均用电子计算机处理

本文试图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
,

以论述

特区城市交通噪声某些规律性的问题
。

一
、

交通噪声的现状与规律

交通噪声基本现状

通过处理这次监测的 公里主 干 线 数

据
,

我们得知全市平均交通噪声等效声级为
,

若以等效声级 叹 为交通

干线噪声控制值 简称控制值
,

则超过

表 交通噪声的路段现状

声级范围

覆盖 的路段长

占总监测路段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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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噪声超过控制值的路段统计表

车 流 量 辆

路 段 名
大大车车 小车车

声级
总和 摩托车

覆盖路段
长度

华 强 路

笋岗路东段

解放路西段

红荔路东段

泥岗路中段

建 设 路

布吉路中段

东门路中段

东门路东段

布心路西段

布心路中段

布心路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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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与此同时进行的特区环境噪声 监

侧资料表明
,

交通噪声源影响比例 占环境噪

声总声源的 沁
,

且使 铸 的监测点超

标
,

其影响面积为 致耐 交通噪声成为

深圳市噪声污染的主要声源

交通噪声影响的路段现状

表 车流 对噪声的影响
时何 , 劝

路段名 隆
车流量
辆

等效声级
〔

路限速

图 深南路噪声
、

车流量时变化

表 道路路面宽对交通噪声的形响

以等效声级每 为一级来划分声级等

级
,

其中超过控制值路段占 总监 测路段 的
, ,

超过控制值 以上的较严重路段

占 务 见表
、

表

交通噪声的基本规律

交通噪声与车流量的关系 在相同

的条件下
,

选择 种不同车流量的路段进行

对比
,

结果见表 测定结果表明 在路宽

为 的较窄路面上
,

车流量增加一倍
,

噪
一

声增加 在路宽为 , 的较宽路面上
,

车流量增加一倍
,

噪声仅增加 这说明

车流量对窄路面道路的噪声影响比对宽路面

大 从图 中还可以看到 在同一条道路

上
,

车流量越大
,

交通噪声也越高

路面宽度对交通噪声的影响 表

列出了深圳特区 条 段 主要公路的路面

宽与其等效声级的统计值 从表 中可以看

出 超过控制值的比例最大者是路 面 宽 为

一 多 的道路
,

这些道路中车流 量 大 于

辆 的道路仅有 条 路面宽小于 扣

的道路的等效声级已达 当路面宽大于

以上
,

噪声超过控制值的路段很少 当路

面宽达到
,

虽然车流量都大于 辆
,

也无一超过控制值 这说明 宽路面道路

钓交通噪声比窄路面低

路路面宽 一

道道路数 条    

超超过控制值道道 ,,

路路数 条

平平均车流量量    !  ‘‘

辆

 交通噪声与路限速的关系 通常交

通管理部门都规定了机动车辆在道路干线上

行驶的最高允许速度
,

称为道路限制车速
,

简

称路限速 表 的数据表明路限速高 的道

路
,

交通噪声也高 所以
,

在制定路限速时
,

不仅要考虑道路的路面宽
、

车流量
、

交通安全

等因素
,

还要考虑交通噪声对道路两侧环境

的影响 应规定司机不超速行驶

车速对噪声的影响

路 段 名
路面宽 车流量

辆
路限速
。

等效声级

凡啼八八自,二‘内产,口
, 刀

⋯
八‘八曰矛月,,,遥,

,‘,,‘自

拍铭 
甘八”八‘,‘传月,今一

郭一日

泥岗路西段

上步路北段

泥岗路中段

爱国路北段

华强路

红荔路

公路两侧建筑物高度对交通噪声扩

散的影响 深南中路西段两侧 均 系 层 以

上的高层建筑
,

而深南中路中段主要建筑物

大多为低于 层的低层建筑
,

两者对噪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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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示于表 从中可 以看出 特区道路两

侧的高层建筑可使交通噪声比低层高 左

右

表 建筑物高度对噪声扩散的影响

建筑物
类别

等效声级

高层

低层

高层

低层

。

。

。

。

路面宽均为 二 ,

路限速均为 印

车辆种类对交通噪声的影响 深圳

市现有机动车 万辆
,

其中大车占 多
,

小车占 多
,

二轮摩托占
‘

务
,

三轮摩

托车占 多 为了了解不同种类车辆与交

通噪声的关系
,

本工作对同一道路的不同时

段的21 组噪声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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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二: 、 x : 、 x ,

分别为大车
、

小车
、

摩托车的

车流量(辆/五) ;

D 为路面宽
,

对同一道路而言
,

D 并人常

数项 c 内
.

式 (2) 与 (3) 的 F 检验值为 F 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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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结果表明

: 小车对交通噪

声的影响起主导作用
,

大车次之
.

这里应说明的是
: 如果只考虑一辆车的

噪声
,

大车要比小车大得多
,

连摩托车的噪声

都比小车大
.
但在特区内行驶的大车的车流

量远远小于小车
,

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
,

回

科 学
.
81
.

归方程中的
x:, x : ,

⋯
, x

,

不是任意值
,

而是

各 自有一定变化范围的车流量值
,

故出现上

述结果
.

4
.
交通噪声的昼夜变化规律

繁华路段交通噪声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与

车流量有密切关系
.
在上午

,

随着车流量的

增加
,

交通噪声有明显增长
,

到 11 时车流量

达到高峰
,

交通噪声也出现最高值
.
随后下

降
,

到 14 时又开始上升
,

到 18 时出现第二次

高峰
.
在 21 时还有一次高峰

.
这三次交通

噪声的高峰期中
,

有二次是城市职工上
、

下班

时间
,

另一次是人们晚间户外活动时间
,

说明

交通噪声与交通流量以及人们 日常活动有密

切的相关性
.

二
、

特区交通噪声的年变化规律

尽管特区的机动车辆总数近几年在迅速

增加(见图 2)
,

但 1982 年至 1985 年间
,

交通

噪声的总趋势是在下降的
.
19 86 年 的数 据

资料统计到 6 月底
,

发现噪声又有所回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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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特区交通噪声近年变化

特区交通噪声没有随机动车辆的增加而

增大
,

却有所降低
,

其主要原因是
:

1
.
自 19 82年 以来

,

有关部门对深圳城区

进行了公路加宽修整
,

新建了许多公路
,

仅

19 85 年初至 1985 年底
,

共建成并投人使用

的道路就有 65 公里左右
,

而新建道路的路面

宽度大多在 40 m 以上
.

2
.
从 1984 年开始

,

深圳市陆续在交通路

口 安装了红绿灯
,

包括车辆红绿灯和行人红

绿灯
,

加强了交通管理
,

使行人
、

自行车
、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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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改善道路
,

在市 内主要千线交叉口

建立交桥
。

(
4

) 拓宽某些旧有的路段
,

新建干线的

路面宽度应大于 朽 m
.

本文数据系环境监测站和卫生防疫站提

供
,

在撰写过程中得到陈棠颐副研究员和范

俊君先生的指导
,

易瑛副教授和陈瑞生先生

对本文进行审阅和改修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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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

重车各行其道
.
同对还增设了一批单行

道
,

并禁止拖拉机进人市区
.
加强交通管理

对于降低市区交通噪声起了重要作用
.
就道

路现状而言
,

交通阻塞现象并不严重
,

进一步

采取措施
,

继续降低噪声还是可以做到的
.

3
.
特区交通噪声污染仍然存在

,

全市平

均交通噪声仍大于 70 dB
,

全市大于 70d B 的

路段占总监侧路段的 杨多
,

其发展趋势应引

起重视
.
为此

,

我们建议:

(l) 建立机动车辆噪声年检和在道路上

行驶车辆噪声抽查制度
.
凡不符合有关标准

的车辆
,

禁止在市区行驶;

(2 ) 严格控制车速
,

在道路两侧设置明

显的限速牌
,

加强轻重车辆分道行驶的管理
.

天津市南排污河中铅的分布与净化

陈甫华 杨克莲 戴树桂
*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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夭津市南排污河是一条接纳工业
、

生活废水
,

流

人渤海的河流
.
沿途部分河水

、

底泥用于灌溉和肥

田
.
19 83 年至 1985 年间

,

我们通过南排污河水样泥

样(图 l) 中铅含量及其存在形态的测定和室内动力

学模拟试验
,

基本上摸清了铅在河水
、

底泥中的分布

和污染状况
,

河水中铅的净化机制及其若干 影响因

素
.
为提高南排污河水对铅的净化能力

,

合理利用

污水污泥资源
,

提供了依据
.

表 1 南排污河水中铅的含且(pp‘)

( 1
9 8 3 年 s月)

总 铅 溶解态铅 颗粒态铅

一
、

铅在河水中的分布

表层水样用硝酸和高氯酸消化
,

以氯化钾和盐

酸为底液阳极溶出伏安法测定总铅含量
.
同时取通

过 0
.
45 拜m 滤膜的水样

,

按上法测定溶解态铅含量
.

两者差为颗粒态铅含量
.
所得结果用误差不

.
超 过

10 % 的两份平行样均值表示 (表 1 )
.

从表 1看出: ( 1 ) 19 83 年 5 月河水总铅 均 值

66
.
89ppb ,

范围在 2
.
75一435ppb 之间

,
大于 looppb

的有 1和 5号站
,

占站位总数的 14%
.
从我国农田

灌溉水质标准铅 1000 ppbt
’1

来看
,

河水中的铅不超

标
.
末号站总铅低于 50 pPb

,
也符合我国海水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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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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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桂春和宋毅刚参加了本

项工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