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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209省道临蒲界至故市公路改建工程起点位于临渭区蔺店镇韩家村，向南沿旧路设

线，经华连村、从蔺店镇东侧设新线绕行通过后，继续沿旧路经北师村、朱家村、故市

镇至终点巴邑村北，路线全长 17.459km。

现有公路于 1997年进行二级公路改建，路基宽度 12m，路面宽 11.4m，分别于 2004

年、2007年和 2008年对不同路段实施了路面养护，路面为沥青混凝土路面。本次改建

按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设计车速 80km/h，路基宽度 24.5m（环形交叉处宽 22.5m），

路基横断面组成为 0.75m土路肩+3m硬路肩+2×3.75m行车道+2m中间带+2×3.75m行

车道+3m 硬路肩+0.75m土路肩，路面类型为沥青混凝土路面。本项目总投资 34081.32

万元，计划施工时长 24个月。

2、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的确定

2.1评价等级判定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评价等级划分，建设项目

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噪声级增高量达 5dB（A）以上（不含 5dB（A）），

或受噪声影响人口数量显著增多时，按一级评价。本项目所在区域为《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规定的 2类区，项目建成后受影响区域环境噪声值有明显增加，因此

确定声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一级。评价工作等级划分详见表 2-1。
表 2-1 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划分一览表

判别依据 声环境功能区
敏感目标噪声级

增量/dB（A）
受噪声影响范围内

的人口数量
备注

一级评价标准判据 0类 ＞5 显著增多 符合两个以上的划

分原则时，按较高级

别的评价等级评价

一级评价标准判据 1类、2类 3~5（含 5） 增加较多

一级评价标准判据 3类、4类 ＜3 变化不大

本项目 2类 ＞5 显著增多 /

评价等级 一级评价

2.2 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中要求，对于公路、城市道

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地面交通建设项目，一级评价范围一般以道路中心线向外两

侧 200m以内为评价范围，故确定本次声环境评价范围为道路中心线两侧向外各 200m

范围内。项目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见图 2-1及附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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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图

3、评价标准

3.1 声环境质量标准

项目选址位于临渭区蔺店镇、故市镇，改建公路为一级公路，相邻区域属于 2类声

环境功能区，且临路第一排建筑为 1层砖混结构，因此道路两侧边界线外 35±5m范围

内划分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区标准，

其余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区标准，标准限值详见表 3-1。
表 3-1 《声环境质量标准》（摘录） 单位：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4a类 70 55

2类 60 50

3.2 噪声排放标准

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标准限值，

见表 3-2。
表 3-2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单位：dB（A）

昼间 夜间

7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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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声环境现状监测与评价

4.1 声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

4.1.1 评价范围内噪声源

本项目属于改建工程，沿线主要为农村及城镇区域，噪声源主要为沿线居民生活噪

声及现有公路交通噪声，其中交通噪声为评价区域主要噪声源。

4.1.2 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

4.1.2.1 监测点布设

项目评价范围内共有声环境保护目标 14处，结合项目沿线敏感点分布、地形及与

公路位置关系、现有噪声污染源等特征，对声环境保护目标处进行环境现状监测，以了

解区域的环境噪声现状，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点位见表 4-1，监测点位图见附图 3。
表 4-1 项目沿线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点位一览表

序号 监测点位置

N1 道路东侧韩家村临路第一排

N2 道路西侧铁王村临路第一排

N3 道路西侧营里村临路第一排

N4 道路东侧北师村（距红线 30m处）

N5 道路东侧营里村（距红线 50m处）

4.1.2.2 监测时间

为了解项目所在地声环境质量现状，项目声环境质量现状委托陕西晟达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对项目所在地的现场进行实测，监测时间为 2023年 4月 8日至 2023年 4月 9日，

昼、夜各监测一次，连续监测 2天。

4.1.2.3 监测分析方法及使用仪器

噪声监测分析方法及使用仪器见表 4-2。
表 4-2 噪声监测分析方法及使用仪器

监测类别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监测仪器、管理编号及检定/校准有效期

环境噪声
昼间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BRJC-YQ-034
2023年 10月 19日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SDYQ-244
2023年 11月 23日

多功能声级计 AWA5688 SDYQ-245
2023年 11月 23日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BRJC-YQ-066
2023年 05月 23日

夜间噪声

交通噪声

昼间噪声

夜间噪声



4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二部 467
2023年 12月 25日

多功能声级计 AWA6228 二部 468
2023年 12月 25日

4.2.2.4 监测结果及评价

项目监测结果见表 4-3。
表 4-3 声环境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2023.04.08 2023.04.09
评价标准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N1道路东侧韩家村临路第一排 54 52 55 52

昼间≤70
夜间≤55

N2道路西侧铁王村临路第一排 55 54 56 55

N3道路西侧营里村临路第一排 65 56 63 59

N4道路东侧北师村（距红线 30m处） 56 54 57 56

N5道路东侧营里村（距红线 50m处） 54 52 56 50
昼间≤60
夜间≤50

根据表 4-3 监测结果可知，公路沿线 35±5m 范围内临路第一排声环境保护目标

（N1~N4）处昼间噪声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受

现有道路交通噪声影响，夜间噪声监测值存在超标现象，最大超标量 4dB（A）；35±

5m 范围外临路第一排声环境保护目标（N5）昼间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标准，夜间存在超标，超标量 2dB（A）；项目所在地声环境质量

现状一般。

4.1.3 交通噪声监测

4.1.3.1 监测点位布设

由于本项目是对现有公路进行改建，沿线各声环境保护目标都受现有 S209省道公

路交通噪声的影响。本次交通噪声监测选择在项目与总干渠交叉处向南 300m处设置断

面监测及交通噪声 24小时连续监测点，断面监测布设于距离现有道路中心线 20m、40m、

60m、80m和 120m处，24小时连续监测点位于现有道路边界 10m处。

4.1.3.2 监测要求

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有关规定执行，断面连续监测 2天，

监测每小时的等效连续 A声级，每小时监测 20min；24小时连续监测点位监测 1天，每

小时监测 20min，给出每个小时的噪声值（包括 Leq、L10、L50、L90），同时记录现有公

路的监测期间的车流量（大、中、小车分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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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3 监测结果

（1）24小时连续监测

24小时连续监测结果见表 4-4及附件 5。
表 4-4 24小时连续监测结果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噪声测定值

LeqdB（A）
车流量（辆/20min）

大型车 中型车 小型车 合计

2023.04.08

昼间 13:00~13:20 66.3 50 49 227 326

昼间 14:00~14:20 67.8 42 37 209 288

昼间 15:00~15:20 65.5 41 35 193 269

昼间 16:00~16:20 67.2 54 40 203 297

昼间 17:00~17:20 66.6 51 38 196 285

昼间 18:00~18:20 66.2 50 53 211 314

昼间 19:00~19:20 67.6 56 51 190 297

昼间 20:00~20:20 66.2 30 33 130 193

昼间 21:00~21:20 67.0 18 36 137 191

夜间 22:00~22:20 67.8 26 19 59 104

夜间 23:00~23:20 66.1 11 8 40 59

2023.04.09

夜间 00:00~00:20 64.1 7 6 13 26

夜间 01:00~01:20 65.4 10 4 11 25

夜间 02:00~02:20 61.1 6 2 6 14

夜间 03:00~03:20 61.5 7 1 7 15

夜间 04:00~04:20 62.8 8 1 6 15

夜间 05:00~05:20 63.7 10 3 6 19

昼间 06:00~06:20 63.2 4 7 25 36

昼间 07:00~07:20 67.5 29 34 118 181

昼间 08:00~08:20 66.9 43 25 109 177

昼间 09:00~09:20 66.5 26 28 154 208

昼间 10:00~20:20 64.5 24 26 107 157

昼间 11:00~11:20 64.9 21 30 117 168

昼间 12:00~12:20 66.8 28 38 188 254

从表 4-4 可知，公路边界外 10m处现有公路现状车流量约在 14~326 辆/20min，根

据 24小时交通噪声监测结果，现状公路边界外 10m处所测噪声值在 61.1~67.8dB（A）

之间，其中昼间噪声值在 63.2~67.8dB（A）之间，昼间噪声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4a 类标准，夜间噪声值在 61.1~67.8dB（A）之间，夜间最大超标量

12.8dB（A）；经计算，公路边界外 10m处昼间等效 A声级 dL =66.44dB（A），夜间等

效 A声级 nL =64.60dB（A），昼间等效声级 dL 满足 4a类标准，夜间 nL 超出 4a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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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现有公路对沿线声环境质量影响较大。

（2）断面监测

项目与总干渠交叉处向南 300m处断面监测结果见表 4-5。
表 4-5 断面监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dB（A）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
车流量（辆/20min）

大型车 中型车 小型车

N6据现有中

心线 20m

2023.04.08
昼间 13:26~13:46 64.0 46 27 226

夜间 22:16~22:36 64.7 41 19 65

2023.04.09
昼间 10:00~10:20 63.5 30 25 116

夜间 22:18~22:38 66.9 33 23 93

N6据现有中

心线 40m

2023.04.08
昼间 13:26~13:46 55.2 46 27 226

夜间 22:16~22:36 60.3 41 19 65

2023.04.09
昼间 10:01~10:21 59.1 30 25 116

夜间 22:18~22:38 62.8 33 23 93

N6据现有中

心线 60m

2023.04.08
昼间 13:25~13:45 50.2 46 27 226

夜间 22:15~22:35 58.2 41 19 65

2023.04.09
昼间 10:01~10:21 54.9 30 25 116

夜间 22:18~22:38 61.8 33 23 93

N6据现有中

心线 80m

2023.04.08
昼间 13:26~13:46 44.2 46 27 226

夜间 22:16~22:36 55.6 41 19 65

2023.04.09
昼间 10:01~10:21 48.0 30 25 116

夜间 22:18~22:38 56.5 33 23 93

N6据现有中

心线 120m

2023.04.08
昼间 13:26~13:46 42.9 46 27 226

夜间 22:16~22:36 55.3 41 19 65

2023.04.09
昼间 10:01~10:21 46.4 30 25 116

夜间 22:18~22:38 56.5 33 23 93

根据表 4-5 监测结果可知，断面监测值随距离增加而递减，35±5m范围内昼间噪

声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限值，夜间超标，最大超标量

11.9dB（A）；35±5m范围外昼间噪声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

类标准限值，夜间超标，最大超标量 11.8dB（A）；也说明现有 S209省道公路对沿线

声环境质量影响较大。

4.1.4 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从现状监测结果可见：

（1）公路沿线 35±5m范围内临路第一排声环境保护目标（N1~N4）处昼间噪声监

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受现有道路交通噪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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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噪声监测值存在超标现象，最大超标量 4dB（A）；35±5m范围外临路第一排声环

境保护目标（N5）昼监测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夜间

存在超标，超标量 2dB（A）；项目所在地声环境质量现状一般。

（2）现状公路边界外 10m处所测噪声值在 61.1~67.8dB（A）之间，其中昼间噪声

值在 63.2~67.8dB（A）之间，昼间噪声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夜间噪声值在 61.1~67.8dB（A）之间，夜间最大超标量 12.8dB（A）；经计算，

昼间等效 A声级 dL =66.44dB（A），夜间等效 A声级 nL =64.60dB（A），昼间等效声级

dL 满足 4a类标准，夜间 nL 超出 4a类标准，说明现有公路对沿线声环境质量影响较大。

（3）断面监测值随距离增加而递减，35±5m范围内昼间噪声值满足《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限值，夜间超标，最大超标量 11.9dB（A）；35±5m

范围外昼间噪声值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限值，夜间超标，

最大超标量 11.8dB（A）；也说明现有 S209省道公路对沿线声环境质量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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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5.1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辐射的噪声，本项目建设长度

17.459km，工程量较大，施工周期较长，施工机械相对较多，这些施工机械一般都具有

高噪声、无规则等特点。由于项目沿线经过村庄且距离声环境保护目标较近，施工活动

将对项目沿线地区的声环境造成较大干扰，所以必须对施工期的噪声进行分析评价，以

便更好的制定相应的施工管理计划，保护项目沿线地区居民良好的居住声环境。

5.1.1 施工期不同施工阶段噪声源分析

根据公路施工特点，可以把施工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基础施工、路面施工、交通

工程施工。以下分别介绍这三个阶段主要用的施工工艺和施工机械。

①基础施工：这一工序是公路耗时最长、所用施工机械最多、噪声最强的阶段，该

阶段主要包括处理地基、桥涵、路基平整、挖填土方、逐层压实路面等施工工艺，这一

过程还伴随着大量运输物料车辆进出施工现场。该阶段需用的施工机械包括装载机、振

动式压路机、推土机、平地机、挖掘机等，施工机械产生高频突发噪声，对沿线声环境

的影响较大。

②路面施工：这一工序继路基施工结束后开展，主要是对全线摊铺沥青，用到的施

工机械主要是大型沥青摊铺机，根据国内对公路施工期进行的一些噪声监测，该阶段公

路施工噪声相对路基施工段微小，距路边 50m外的敏感点受到的影响甚小。

③交通工程施工：这一工序主要是对公路的交通通讯设施进行安装、标志标线进行

完善，该工序基本不用大型施工机械，因此噪声的影响微小。

综上所述，公路基础施工阶段是噪声影响最大的阶段，在基础施工过程中，伴有建

筑材料的运输车辆所带来的辐射噪声，建材运输时，运输道路会不可避免的选择一些敏

感点附近的现有道路，这些运输车辆发出的辐射噪声会对沿线的声环境保护目标产生一

定影响。项目各施工阶段主要施工机械见表 5-1。
表 5-1 不同施工阶段采用的施工机械一览表

施工阶段 主要路段 施工机械

工程前期拆迁 拆迁路段 挖掘机、推土机、平地机、运输车辆等

路基填筑 全线路基路段 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平地机、振动压路机

路面施工 全线 沥青摊铺机、压路机

根据表 5-1分析及本项目施工特点，项目噪声源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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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压路机、推土机、平地机等筑路机械主要分布在公路沿线用地范围内；

②装载机等主要集中在土石方量大的路段。

③挖掘机和装载机主要集中在开挖路段；

④自卸式运输车主要行走于弃土场和公路之间的道路以及联系公路的周边现有道

路。

5.1.2 预测模式

鉴于施工噪声的复杂性和施工噪声影响的区域性和阶段性，本评价仅根据国家《建

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针对不同施工阶段计算出不同施工

设备的噪声影响范围，估算出施工噪声可能影响到的居民点数，以便施工单位在施工时

结合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设备噪声源均按点声源计，本次预测

主要考虑点声源的几何发散，预测模式如下：

1、单个点声源对预测点的声压级计算

  LrrrLrL AA  00 /lg20）（）（

式中： ）（rLA —预测点声压级，dB（A）；

）（ 0rLA —噪声源强，dB（A）；

r—预测点离噪声源的距离，m；

0r —参考位置距声源的距离，m；

L —声屏障等引起的噪声衰减量，dB（A）。

根据前述的预测方法和预测模式，对施工过程中施工阶段各种设备噪声进行计算，

得到单台设备和多台施工设备同时施工叠加后不同距离下的噪声级见表 5-2。
表 5-2 主要施工机械不同距离处的噪声级 单位：dB（A）

机械名称 5m 10m 30m 50m 80m 100m 150m 200m 250m 300m

挖掘机 84 78.0 68.4 64.0 59.9 58.0 54.5 52.0 50.0 48.4

推土机 86 80.0 70.4 66.0 61.9 60.0 56.5 54.0 52.0 50.4

平地机 90 84.0 74.4 70.0 65.9 64.0 60.5 58.0 56.0 54.4

装载机 90 84.0 74.4 70.0 65.9 64.0 60.5 58.0 56.0 54.4

振动式压路机 86 80.0 70.4 66.0 61.9 60.0 56.5 54.0 52.0 50.4

沥青摊铺机 82 76.0 66.4 62.0 57.9 56.0 52.5 50.0 48.0 46.4

5.1.3 施工机械噪声影响分析

1、单台机械作业时，昼间施工噪声在距离施工机械 50m处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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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昼间 70dB（A）噪声限值，在距离施工机械 284m

处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夜间 55dB（A）噪声限

值。

2、公路施工噪声因不同的施工机械影响的范围相差很大，昼夜施工场界噪声限值

标准不同，夜间施工噪声的影响范围比昼间大得多。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多台施

工机械同时在一起作业，此时施工噪声的影响范围比预测值大。

3、项目施工机械为流动作业，近似按位于公路中心线位置的点源考虑，距离施工

场界 10m，施工时间按昼间、夜间同负荷连续作业考虑，根据不同施工阶段的特点，假

设施工机械同时作业的情景，预测不同施工阶段在施工场界处的噪声影响，见表 5-3。
表 5-3 不同施工阶段在施工场界处的噪声级 单位：dB（A）

施工阶段
同时作业的典型

机械组合

施工场界

预测值

昼间

标准
昼间达标情况

夜间

标准
夜间达标情况

拆迁工程 挖掘机、平地机 85 70 超标 15dB（A） 55 超标 30dB（A）

路基挖方 挖掘机、装载机 85 70 超标 15dB（A） 55 超标 30dB（A）

路基填方 推土机、压路机 83 70 超标 13dB（A） 55 超标 33dB（A）

路面摊铺 摊铺机、压路机 83.5 70 超标 13.5dB（A） 55 超标 33.5dB（A）

根据预测结果，在拆迁、路基挖方工程施工时，因装载机产生的噪声影响最大，施

工场界处昼间噪声级超出《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昼间限

值约 15dB（A），夜间噪声级超标 30dB（A）；路基填方工程施工时，施工场界处昼间

噪声级超出《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昼间限值约 13dB（A），

夜间噪声级超标 33dB（A）；在路面摊铺施工中，超出《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523-2011）昼间限值约 13.5dB（A），夜间噪声级超标 33.5dB（A）。

5.1.4 施工期噪声对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分析

项目沿线评价范围内受噪声影响的声环境保护目标共 13处，大部分紧邻公路，主

要受到路基路段施工噪声的影响，施工阶段包括路基挖方、路基填方、路面摊铺等施工

工艺。根据表 5-3所述各施工阶段的施工机械组合，项目沿线不同类型声环境保护目标

在不同施工阶段的预测声级见表 5-4。项目施工区两侧地面主要是绿化带和农田，为疏

松地面，施工噪声传播考虑地面效应修正；位于项目临路后排的预测点考虑前排建筑密

集遮挡引起的衰减量，衰减量按 5.0dB（A）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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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施工期声环境保护目标处声级值预测一览表 单位：dB（A）
声环境保护目标

类别

与施工区域中心

的典型距离（m）

路基

挖方

路基

填方

路面

摊铺

昼间

标准

夜间

标准

昼间超

标量

夜间超

标量

紧邻公路 16.25 82.90 78.78 79.28 70 55 12.90 23.78

与公路之间有建筑

遮挡

25.25 74.07 69.95 70.45 70 55 4.07 14.95

43.25 69.40 65.28 65.78 60 50 9.40 15.28

根据现场勘查，临路第一排建筑均为 1层砖混结构，因此公路边界线外 35±5m范

围内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区标准，35±5m范围外执行《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区标准。根据预测结果，紧邻公路施工场界的声

环境保护目标施工期昼间噪声最大超标量 12.90dB（A）、夜间最大超标量 23.78dB（A）；

前排有建筑遮挡时执行 4a类标准的声环境保护目标，昼间噪声最大超标量 4.07dB（A）、

夜间最大超标量 14.95dB（A）；前排有建筑遮挡时执行 2类标准的声环境保护目标，

昼间噪声最大超标量 9.40dB（A）、夜间最大超标量 15.28dB（A）。

由预测结果可见，施工期噪声会对声环境保护目标产生一定影响，但施工期毕竟是

一短期行为，施工机械的影响是不连续的，声环境保护目标所受的噪声影响也主要是发

生在附近路段的施工过程中，总体上存在无规则、强度大、暂时性等特点，且由于噪声

源为流动源，不便采取工程降噪措施。根据国内公路项目施工期环境保护经验，评价建

议加强施工期间的施工组织和施工管理，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和时间，环保施工、文明施

工，快速施工，并因地制宜地制定有效的临时降噪措施，将施工期间的噪声影响降低到

最小程度。

5.1.5 施工期振动影响分析

公路项目振动影响主要发生在施工期，主要为道路施工振动。道路施工的主要振动

机械有振动式压路机、平地机、装载机和摊铺机等，其中振动式压路机的影响尤为突出。

公路沿线农房基本为砖混结构，机械振动不会对其产生明显影响。

5.2 运营期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拟建公路进入运营期后，对声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于公路上运行车辆辐射的交通噪

声。本项目沿线部分声环境保护目标距公路较近且有一定规模，公路运营期间可能受一

定程度的影响。

5.2.1 公路交通噪声预测模式

本次评价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附录 B.2公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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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运输噪声预测模式进行预测。

1、车型分类

车型分类及交通量折算见表 5-5。
表 5-5 车型分类表

车型 汽车代表车型 车辆折算系数 车型划分标准

小 小客车 1.0 座位≤19座的客车和载质量≤2t货车

中 中型车 1.5 座位＞19座的客车和 2t＜载质量≤7t货车

大
大型车 2.5 7t＜载质量≤20t货车

汽车列车 4.0 载质量＞20t的货车

2、基本预测模型

（1）第 i类车等效声级的预测模式

16lg10lg10 21
0 






 









 LL

TV
NLhL
i

i
iEieq 


距离）（）（

式中： ieq hL ）（ —第 i类车的小时等效声级，dB（A）；

iEL ）（ 0 —第 i类车速度为 iV ，km/h，水平距离为 7.5m处的能量平均 A声级，dB；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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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第 i类车的平均车速，km/h；

T—计算等效声级的时间，1h；

距离L —距离衰减量， dB（ A），小时车流量大于等于 300 辆 /小时：

 rL /5.7lg10 距离 ，小时车流量小于 300辆/小时：  rL /5.7lg15 距离 ；

r—从车道中心线到预测点的距离，m；适用于 mr 5.7＞ 预测点的噪声预测；

21  、 —预测点到有限长路段两段的张角，弧度；如下图 5-1所示：

图 5-1 有限路段的休整函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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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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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LLLL 

路面坡度 LLL  1

miscbargratm AAAAL  2

式中： 1L —线路因素引起的修正量，dB（A）；

坡度L —公路纵坡修正量，dB（A）；

路面L —公路路面材料引起的修正量，dB（A）；

2L —声波传播途径中引起的衰减量，dB（A）；

3L —由反射引起的修正量，dB（A）。

（2）总车流等效声级

总车流等效声级计算公式：

        小中大 hLhLhL
eq

eqeqeqTL 1.01.01.0 101010lg10 

式中：  TLeq —总车流等效声级，dB（A）；

 大hLeq 、  中hLeq 、  小hLeq —大、中、小型车的小时等效声级，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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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别计算每条道路对该预

测点的声级后，经叠加得到贡献值。

（3）修正量和衰减量的计算

①线路因素引起的修正量

a、纵坡修正量（ 坡度L ）

公路纵坡修正量（ 坡度L ）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坡度





50
73
98

L

式中： 坡度L —公路纵坡修正量；

 —公路纵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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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路面修正量（ 路面L ）

不同路面的噪声修正量见表 5-6。
表 5-6 常见路面噪声修正量

路面类型
不同行驶速度修正量/（km/h）

30 40 ≥50

沥青混凝土/dB（A） 0 0 0

水泥混凝土/dB（A） 1.0 1.5 2.0

②声波传播途径中引起的衰减量（ 2L ）

a、障碍物屏蔽引起的衰减（ barA ）

屏障在线声源声场中引起的衰减

无限长声屏障可按下式计算：

1
3

40

1
14

13lg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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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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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A）

式中： barA —障碍物屏蔽引起的衰减，dB；

f —声波频率，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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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使用上式计算声屏障衰减时，当菲涅尔数 0＞N＞-0.2 时也应计算衰减量，同时

保证衰减量为正值，负值时舍弃。

有限长声屏障的衰减量（ barA ）按照下式近似计算：







  





 110lg10 1.0 barA

barA

式中： barA —有限长声屏障引起的衰减，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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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声点与声屏障两段连接线的夹角，（°）；

 —受声点与线声源两端连接线的夹角，（°）；

barA —障碍物屏蔽引起的衰减，dB；

图 5-2 受声点与线声源两端连接线的夹角（遮蔽角）

声屏障的透射、反射修正可参照 HJ/T90计算。

b、大气吸收引起的衰减（ atmA ）

大气吸收引起的衰减按下式进行计算：

 
1000

0rrAatm





式中： atmA —大气吸收引起的衰减，dB；

 —与温度、湿度和声波频率有关的大气吸收衰减系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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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吸收衰减系数（见表 5-7）；

r—预测点距声源的距离；

0r —参考位置距声源的距离。

表 5-7 倍频带噪声的大气吸收衰减系数

温度/℃
相对湿度

/%

大气吸收衰减系数 /（dB/km）

倍频带中心频率/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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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地面效应引起的衰减（ grA ）

地面类型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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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坚实地面，包括铺筑过的路面、水面、冰面以及夯实地面；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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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混合地面，由坚实地面和疏松地面组成。

声波掠过疏松地面传播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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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式进行计算：







 







rr
hA m

gr
3001728.4

式中： grA —地面效应引起的衰减，dB；

r—预测点距声源的距离，m；

mh —传播路径的平均离地高度，m；可按图 5-3进行计算， rFhm / ； F ：

面积，m2；若 grA 计算出负值，则 grA 可用“0”代替。

其他情况可参照 GB/T 17247.2进行计算。

图 5-3 估计平均高度 mh 的方法

d、其他方面效应引起的衰减（ miscA ）

其他衰减包括通过工业场所的衰减；通过建筑群的衰减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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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场所的衰减可参照 GB/T 17247.2进行计算。

1）绿化林带引起的衰减（ fo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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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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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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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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d 的增长而增加，其中

21 ddd f  ，为了计算 1d 和 2d ，可假设弯曲路径的半径为 5km。

表 5-8中的第一行给出了通过总长度为 10m到 20m之间的乔灌结合郁闭度较高的

林带时，由林带引起的衰减；第二行为通过总长度 20m到 200m之间林带时的衰减系数；

当通过林带的路径长度大于 200m时，可使用 200m的衰减值。

表 5-8 倍频带噪声通过林带传播时产生的衰减

项目 传播距离 df/m
倍频带中心频率/Hz

63 125 250 500 1000 2000 4000 8000

衰减/dB 10≤ fd ＜20 0 0 1 1 1 1 2 3

衰减系数/
（dB/m）

20≤ fd ＜200 0.02 0.03 0.04 0.05 0.06 0.08 0.09 0.12

2）建筑群噪声衰减（ housA ）

建筑群衰减 housA 不超过 10dB时，近似等效连续 A声级按下式估算。当从受声点可

直接观察到线路时，不考虑此项衰减。

21 ，， houshoushous AAA 

bhous BdA 1.01 ，

式中：B—沿声传播路线上的建筑物的密度，等于建筑物总平面面积除以总地面面

积（包括建筑物所占面积）；

bd —通过建筑群的声传播路线长度， 21 dddb  ， 1d 和 2d 如图 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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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建筑群中生传播路径

假如声源沿线附近有成排整齐排列的建筑物时，则可将附加项 2，housA 包括在内（假

定这一项小于在同一位置上与建筑物平均高度等高的一个屏障插入损失）。 2，housA 按下

式计算。

 pAhous  1lg102，

式中： p—沿声源纵向分布的建筑物正面总长度除以对应的声源长度，其值小于或

等于 90%。

在进行预测计算时，建筑群衰减 housA 与地面效应引起的衰减 grA 通常只需考虑一项

最主要的衰减。对于通过建筑群的声传播，一般不考虑地面效应引起的衰减 grA ；但地

面效应引起的衰减 grA （假定预测点与声源之间不存在建筑群时的计算结果）大于建筑

群衰减 housA 时，则不考虑建筑群插入损失 housA 。

③两侧建筑物的反射修正量（ 3L ）

公路（道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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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wHL b 2.3/43 

两侧建筑物是一般吸收性表面时：

dBwHL b 6.1/23 

两侧建筑物为全吸收性表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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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L

式中： 3L —两侧建筑物的反射声修正量，dB；

w—线路两侧建筑物反射面的间距，m；

bH —建筑物的平均高度，取线路两侧较低一侧高度平均值带入计算，m。

5.2.2 预测模式中参数确定

1、交通量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项目拟于 2023年开工，2025年完成竣工验收，施工期为

两年，本项目交通量预测基年为 2023年，交通量预测特征年为 2025年、2031年、2039

年。其交通预测量见表 5-9。
表 5-9 项目交通量预测表 单位：pcu/d

道路名称
交通量

2025年 2031年 2039年

209省道临蒲界至故市全段 16312 19151 23718

2、车型及昼夜比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本项目昼间 16小时交通量占日交通量的 80%，夜间 8小

时交通量占日交通量的 20%，项目交通车型构成及车型、昼夜交通量比见表 5-10，各评

价年的昼夜小时交通量预测值见表 5-11。
表 5-10 交通车型构成及昼、夜交通量比一览表 单位：%
年份

车型
2025年 2031年 2039年

小型车 85.47 86.43 86.95

中型车 11.22 10.98 10.71

大型车 3.31 2.59 2.34

交通量分配 昼间交通量占比 80%，夜间交通量占比 20%

表 5-11 各评价年昼、夜小时交通量预测一览表 单位：辆/d

路段名称 车型
昼间 夜间

2025年 2031年 2039年 2025年 2031年 2039年

209省道

临蒲界至

故市全段

小型车 11154 13242 16498 2788 3310 4125

中型车 1464 1682 2032 366 421 508

大型车 432 397 444 108 99 111

5.2.3 路段交通噪声预测及评价

（1）交通噪声预测

根据预测模式，结合公路工程确定的各种参数，计算出沿线典型路段评价特征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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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通噪声预测值。本评价对公路两侧距中心线 10~200m范围内作出预测。由于公路

纵面线型不断变化，与地面的高差不断变化，因此分别预测各路段各特征年在平路基、

软地面情况下的交通噪声，预测特征年为 2025年、2031年和 2039年，具体到敏感点噪

声预测时，再考虑不同路基形式和路基高度。

公路各路段交通噪声预测结果见表 5-12，由表可见，公路的建对沿线区域的声环境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且随着交通量的逐渐增加，运营期交通噪声的影响逐年严重。

表 5-12 项目交通噪声贡献值预测结果一览表 单位：dB（A）

与道路中心线距离（m）
2025年 2031年 2039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0 73.17 69.58 73.75 70.93 74.54 71.79

10 71.63 68.03 72.21 69.38 72.99 70.25

20 66.61 63.01 67.19 64.36 67.98 65.23

30 61.71 58.11 62.29 59.46 63.08 60.33

40 59.78 56.18 60.35 57.53 61.64 58.40

50 58.48 54.89 59.06 56.24 59.85 57.10

60 57.51 53.91 58.08 55.26 58.87 56.13

70 56.71 53.12 57.29 54.47 58.08 55.33

80 56.05 52.45 56.63 53.80 57.42 54.67

90 55.47 51.88 56.05 53.23 56.84 54.09

100 54.97 51.37 55.55 52.72 56.33 53.59

110 54.51 50.92 55.09 52.27 55.88 53.13

120 54.10 50.51 54.68 51.86 55.47 52.72

130 53.73 50.13 54.31 51.48 55.10 52.35

140 53.38 49.79 53.96 51.14 54.75 52.00

150 53.06 49.47 53.64 50.82 54.43 51.68

160 52.76 49.17 53.34 50.52 54.13 51.38

170 52.48 48.89 53.06 50.24 53.85 51.10

180 52.22 48.62 52.78 49.98 53.39 50.84

190 51.97 48.33 52.55 49.43 53.34 50.59

200 51.74 48.14 52.32 49.49 53.11 50.36

本次评价噪声贡献值等声级线图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平直路段，昼夜间噪声贡献值等

声级线图见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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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2025年）昼间 近期（2025年）夜间

中期（2031年）昼间 中期（2031年）夜间

远期（2039年）昼间 远期（2039年）夜间

图 5-4 公路两侧昼夜间等声级线图

（2）交通噪声评价

运营期随着交通量的增加，拟建公路交通噪声预测值逐年增加。为了避免未来产生

较大影响，报告书对平路基、软地面情况下的全段噪声达标距离进行计算，公路交通噪

声的达标距离见表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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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拟建项目交通噪声达标距离一览表

路段 预测年 时段
标准

类别

标准值

dB（A）
达标距

离（m）

标准

类别

标准值

dB（A）
达标距

离（m）

全线

2025年
昼间

4a类

70 14

2类

60 39

夜间 55 49 50 134

2031年
昼间 70 15 60 43

夜间 55 64 50 179

2039年
昼间 70 17 60 48

夜间 55 75 50 217

由表 5-13可知：

营运近期（2025年）：昼间公路中心线 14m范围外满足 4a类标准，距路中心线 39m

范围外满足 2类标准；夜间距公路中心线 49m范围外满足 4a类标准，距路中心线 134m

范围外满足 2类标准。

营运中期（2031年）：昼间公路中心线 15m范围外满足 4a类标准，距路中心线 43m

范围外满足 2类标准；夜间距公路中心线 64m范围外满足 4a类标准，距路中心线 179m

范围外满足 2类标准。

营运远期（2039年）：昼间公路中心线 17m范围外满足 4a类标准，距路中心线 48m

范围外满足 2类标准；夜间距公路中心线 75m范围外满足 4a类标准，距路中心线 217m

范围外满足 2类标准。

5.2.4 敏感点噪声预测与评价

（1） 评价标准确定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评价范围内的居民住

宅，距离道路红线 35±5m之内区域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4

类标准，在距离道路红线 35±5m之外，执行 2类标准。由于项目沿线敏感点较多，本

次评价取 5处代表性声环境保护目标，对其进行背景值现状监测和噪声值预测，项目沿

线敏感点适用的评价标准具体见表 5-14。
表 5-14 项目沿线敏感点评价适用标准一览表

敏感点 评价标准

韩家村

4a类、2类

铁王村

营里村

北师村

营里村

（2）敏感点噪声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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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公路运营期评价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处环境噪声预测值由路段交通噪声预

测值经考虑敏感点处声环境影响因素进行适当修正后再与噪声本底值叠加而成，修正交

通噪声值时综合考虑敏感点处的地形、与路面的高差、公路路面坡度、绿化植被等因素。

沿线村庄敏感点环境噪声预测值见表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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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运营期评价范围内各敏感点环境噪声预测结果一览表

序

号
敏感点

与路中心

线距离

（m）

高差

（m）

现状监测值
特征年

交通噪声预测

值 dB（A）
环境噪声预测

值 dB（A）
标准值 dB（A） 超标值 dB（A）

较现状值增加

量 dB（A）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1
路东侧韩

家村

16.25 0 55 52

2025年 68.34 64.74 68.54 64.97

70 55

0 9.97 13.54 12.97

2031年 68.92 66.09 69.09 66.26 0 11.26 14.09 14.26

2039年 69.70 66.96 69.84 67.10 0 12.10 14.84 15.1

36.25 0 55 52

2025年 60.26 56.66 61.39 57.94

60 50

1.39 7.94 6.39 5.94

2031年 60.84 58.02 61.85 58.99 1.85 8.99 6.85 6.99

2039年 61.63 58.88 62.48 59.69 2.48 9.69 7.48 7.69

2
道路西侧

铁王村

21.25 0 56 55

2025年 65.38 61.78 65.85 62.61

70 55

0 7.61 9.85 7.61

2031年 65.96 63.13 66.38 63.75 0 8.75 10.38 8.75

2039年 66.75 64.00 67.10 64.51 0 9.51 11.1 9.51

41.25 0 56 55

2025年 59.48 55.88 61.09 58.47

60 50

1.09 8.47 5.09 3.47

2031年 60.06 57.24 61.50 59.27 1.50 9.27 5.5 4.27

2039年 60.85 58.10 62.08 59.83 2.08 9.83 6.08 4.83

3
道路西侧

营里村

19 0 65 59

2025年 67.13 63.53 69.20 64.84

70 55

0 9.84 4.2 5.84

2031年 67.71 64.88 69.57 65.88 0 10.88 4.57 6.88

2039年 68.50 65.75 70.10 66.58 0.10 11.58 5.1 7.58

39 0 65 59

2025年 59.93 56.33 66.18 60.88

60 50

6.18 10.88 1.18 1.88

2031年 60.51 57.68 66.32 61.40 6.32 11.40 1.32 2.4

2039年 61.30 58.55 66.54 61.79 6.54 11.79 1.54 2.79

4
道路东侧

北师村
24 0 57 56

2025年 64.23 60.64 64.98 61.92

70 55

0 6.92 7.98 5.92

2031年 64.81 61.99 65.48 62.97 0 7.97 8.48 6.97

2039年 65.60 62.85 66.16 63.67 0 8.67 9.16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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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0 57 56

2025年 59.21 55.61 61.25 58.82

60 50

1.25 8.82 4.25 2.82

2031年 59.79 56.96 61.63 59.52 1.63 9.52 5.63 3.52

2039年 60.58 57.83 62.16 60.02 2.16 10.02 5.16 4.02

5
道路东侧

营里村

20 0 56 52

2025年 66.61 63.01 66.97 63.34

70 55

0 8.34 10.97 11.34

2031年 67.19 64.36 67.51 64.61 0 9.61 11.51 12.61

2039年 67.98 65.23 68.25 65.43 0 10.43 12.25 13.43

40 0 56 52

2025年 59.78 56.18 61.30 57.58

60 50

1.30 7.58 5.30 5.58

2031年 60.35 57.53 61.71 58.60 1.71 8.60 5.71 6.60

2039年 61.14 58.40 62.30 59.30 2.30 9.30 6.30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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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声环境保护目标处噪声预测结果，对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在营运近、中、远期

的具体评价如下：

营运近期（2025年）：声环境保护目标处昼间噪声预测值在 61.09dB（A）~69.20dB

（A）之间，夜间预测值在 57.58dB（A）~64.97dB（A）之间，除 35±5m范围内敏感

点昼间未超标外，其余敏感点均超标，昼间最大超标值 6.18dB（A），夜间最大超标值

10.88dB（A）；

营运中期（2031年）：声环境保护目标处昼间噪声预测值在 61.50dB（A）~69.57dB

（A）之间，夜间预测值在 58.60dB（A）~66.26dB（A）之间，除 35±5m范围内敏感

点昼间未超标外，其余敏感点均超标，昼间最大超标值 6.32dB（A），夜间最大超标值

11.40dB（A）；

营运远期（2039年）：声环境保护目标处昼间噪声预测值在 62.08dB（A）~70.10dB

（A）之间，夜间预测值在 59.30dB（A）~67.10dB（A）之间，35±5m范围内昼间噪

声除道路西侧营里村敏感点超标 0.10dB（A）外，其余敏感点均未超标，35±5m范围

外敏感点均超标，昼间最大超标值 6.54dB（A），夜间最大超标值 12.10dB（A）。

根据预测结果可知，运营期 35±5m范围内昼间噪声除道路西侧营里村敏感点超标

0.10dB（A）外，其余敏感点周间噪声均未超标，夜间噪声均超标，35±5m范围外敏感

点昼夜间噪声均超标，敏感点昼间最大超标值 6.54dB（A），夜间最大超标值 12.10dB

（A）。评价建议对评价范围内超标敏感点采取隔声窗等降噪措施减少交通噪声对其影

响，可有效降低 25~40dB（A），在加装隔声窗等措施后敏感点处的噪声值可满足声环

境质量标准。

6、噪声环境保护措施

6.1 设计阶段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选线时限于当地条件所致无法避让敏感点，为了减缓环境噪声对环境敏感点的

影响，从公路设计时就应考虑减噪措施，同时做出措施的经费估算。

2、根据预测，对不同的敏感点在建设期分别采取安装隔声窗、设置减速带等降噪

措施。建设单位应委托专业部门进行拟建公路的环境噪声工程的设计工作。

3、加强公路所经敏感点路段路界内的绿化设计，尽量提高绿化高度和密度，使其

在具有美化路域景观的同时，兼具降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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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项目开工前 15日，建设单位应向当地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报该工程名称、

施工场所和期限，可能产生的环境噪声值，以及所采取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情况，

经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能进行施工。

2、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施工单位必须选用符合国家有关

标准的施工机具和运输车辆，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工艺。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

设备应加装减振机座，同时加强各类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持其更好的运转，尽量

降低噪声源强。

3、合理设计运输路线和运输方案，协调好施工车辆通行的时间，在既有交通繁忙

的情况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交管部门应加强沟通、协调工作，避免交通堵塞，必

须进行夜间运输的道路，应设置禁鸣和限速标志牌，车辆夜间通过时速度应小于 30

km/h。

4、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夜间尽量不进行施工或安排低噪声施工作业。如噪声源强

大的作业时间可放在昼间（06：00~22：00）进行或对各种施工机械操作时间作适当调

整。为减少施工期间的材料运输、敲击等施工活动声源，要求承包商通过文明施工、加

强有效管理加以缓解。

5、在路线近距内有集中村镇居民区的路段（距公路 150m以内），强噪声施工机械

夜间（22：00~06：00）应停止施工作业。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工点，施工单位应视具

体情况及时与当地环保部门取得联系，按规定申领夜间施工证，同时发布公告，最大限

度地争取民众支持，并采取移动式或临时声屏障等防噪声措施。

6、在村庄附近做强振动施工时（如振荡式压路机操作等），对临近施工现场的民

房应进行监控，防止事故发生。对确实受工程施工振动影响较大的民房应采取必要的补

救措施。

7、强烈的施工噪声长期作用于人体，会诱发多种疾病并引起噪声性耳聋。为了保

护施工人员的健康，施工单位要合理安排工作人员轮流操作辐射高强噪声的施工机械，

减少工人接触高噪音的时间，同时注意保养机械，使筑路机械维持其最低声级水平。对

在辐射高强声源附近的施工人员，除采取发放防声耳塞的劳保措施外，还应适当缩短其

劳动时间。

采取上述措施后可大大降低施工期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也将随施工的结束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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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6.3.1 噪声防护原则

运营期本评价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应按照《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

发（2010）7号）等相关内容制定，遵循如下原则：

1、根据噪声预测结果，提出合理规划地面交通与邻近建筑物之间合理布局；

2、从噪声源、传声途径、敏感建筑物三个层次采取相应的降噪措施，在技术经济

可行条件下，优先考虑对噪声源和传声途径采取工程技术措施，实施噪声主动控制；其

次才考虑敏感建筑物被动降噪措施；

3、采取的降噪措施能确保敏感点声环境质量达标或满足室内使用功能要求。

4、采取的降噪措施具备在技术方面和经济方面具有可行性。

6.3.2 对沿线村镇规划建设的控制要求

做好和严格执行好公路两侧土地使用规划，严格控制公路两侧新建各种民用建筑

物、学校；城镇规划部门在制定城镇规划时，应充分考虑到公路噪声的影响，地方政府

在新批民用建筑时，可根据公路交通噪声预测等声级线图，规划土地使用权限。建议规

划部门不要在项目两侧 205m以内规划建设学校、医院等对声环境质量要求高的建筑物。

如果一定要建，则其声环境保护措施应由学校、医院等敏感建筑的建设单位自行解决。

6.3.3 敏感点降噪措施

6.3.3.1 噪声源控制分析

降噪路面为主要噪声控制措施。低噪声路面多采用沥青材料和一定直径的颗粒物，

具有较高的孔隙率，保证了路面较高的吸声特性，类似多孔材料与共振吸声材料的组合，

不仅能改善轮胎与路面的摩擦，同时具有吸声降噪的功能。

项目采用低噪声的沥青水泥混凝土路面，主动从源头上减缓项目交通噪声对周边声

环境的影响。

6.3.3.2 传声途径噪声消减分析

在传声途径对噪声消减的措施主要包括：绿化带设置及隔声窗设置等。具体分析如

下：

1、绿化降噪林带

绿化树林带对噪声具有一定的阻隔作用，隔声效果和树林带的高度、密度等密切相

关，研究成果表明，乔灌结合密植的林带宽度为 10~30m时，可达到 1~5dB（A）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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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效果，宽度为 50m时，可达到 5~7dB（A）的降噪效果，宽度为 100m时，降噪效果

为 10~12dB（A）。但密植绿化降噪林带，占地面积大，种植周期长，降噪效果短期内

无法显现，且受众多主客观因素影响，如群落结构、植株大小、林木病虫害、人为干扰、

森林火灾和种植效果，其林带生长会良莠不齐，降噪效果难以估计和保证。

本项目公路两侧土地主要以旱地和农村宅基地为主，且沿线超标声环境保护目标与

公路距离较近，从节约用地角度考虑，种植绿化林带不宜作为本项目推荐降噪措施。

2、隔声措施

搬迁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噪声问题，但同时拆迁安置容易引起社会矛盾，并可能对居

民造成二次干扰问题，故不考虑搬迁。

本评价以营运中期为控制目标，根据《关于发布〈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的通知》（环发〔2010〕7号）：地面交通设施的建设或运行造成噪声敏感建筑物室

外环境噪声超标，如采取室外达标的技术手段（声源控制和传声途径噪声消减）不可行，

应考虑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采取被动防护措施（如换装隔声门窗等），对室内声环境质量

进行合理保护；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采取被动防护措施，应使超标敏感建筑室内声环境质

量满足《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中规定的各类型建筑允许噪声级要

求；对运营远期超标的敏感建筑物要求进行跟踪监测，待公路运营远期根据具体监测结

果采取相应的降噪措施。

根据现场勘查，项目沿线建筑物主要以“铝合金玻璃窗+砖混结构”结构为主，鉴

于现有公路噪声防治措施的实施情况，本着提高建筑本身降噪量为出发点，本次评价提

出对沿线噪声超标敏感点优先采取换装隔声窗的措施，以保证室内合理的声环境质量。

因现阶段拟建公路处于初步设计阶段，虽然线路方案已基本确定，但在实际设计中，

路线还有可能进行一定的调整，使沿线敏感点与路线的距离发生改变，因此对敏感点的

防护措施遵循的原则为：以营运中期为控制目标，对于中期超标的敏感点，根据敏感点

的实际情况适时采取铝合金窗、隔声窗、降噪林等降噪措施。

7、噪声环境管理与监测

7.1 噪声环境管理措施

加强生产和设备运行管理，应设专职的环境管理人员，负责项目环保设施的运行管

理，并委托监测部门对污染物排放量进行定期监测，以及与当地环保部门联系工作。监

督施工期、运营期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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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噪声环境监测

7.2.1 施工期声环境监测

本项目施工期环境监测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和实施，工程施工期声环境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监测频率及组织实施等见表 7-1。

表 7-1 施工期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
环境

要素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监测历时 实施机构 监督机构

噪声
施工现场200m范围

内的居民点
Leq（A） 每季度一次 施工期

有资质的监

测单位
当地生态环境局

7.2.2 运营期声环境监测

本项目运营期环境监测由工程运营管理单位负责组织和实施；项目运营期声环境监

测点位、监测项目、监测频率及组织实施等见表 7-2。

表 7-2 运行期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

环境要素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实施机构 监督机构

噪声 各声环境保护目标 Leq（A） 每年一次 有资质的监测单位 当地生态环境局

8、结论

综上，拟建项目声环境质量现状良好，在项目采取报告中提出的降噪措施，通过加

强绿化、超标范围敏感点安装隔声窗等措施后，拟建项目施工期、运营期对声环境影响

在可控范围内，从声环境影响角度而言，本项目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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