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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监测技术的探讨

谢Ǔ艾
自贡市生态环境监测服务中心大安站Ǔ四川Ǔ自贡Ǔ643000

摘Ȟ要：工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噪声，这些噪声不仅会影响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还会干扰到周围环

境中其他人员的正常生活，甚至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损害。而工业企业厂界的噪声监测为工业企业噪声污染防治提

供了重要技术支撑，是工业企业噪声污染防治的基础。本文从噪声监测技术的角度对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的监测展开了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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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工业企业也多了起来，

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噪声的产生，

为了控制工业企业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噪声污染，我们需

要对厂界环境噪声进行监测和限制。对涉及产生噪声的工

业企业加强相关监测数据的监督，所得监测数据对于噪声

污染防治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噪声监测的方法和

全过程直接关系着噪声监测的科学性和重要性，本文从

以下几点对工业企业噪声及其监测技术进行了探讨。

1��工作中的噪声来源

工作中的噪声影响大多来源于生产性噪声，生产性

噪声又叫工业噪声，其广泛存在于各种类型的企业中，

是最常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之一。各个行业产生的工业

噪声具有不同的特点：发电厂噪声主要产生于各种设备

在运转过程中由于振动、摩擦、碰撞而产生的流体动力

性噪声；采矿业环境噪声主要由各种机器操作产生、如

采掘、钻孔、铲运、破碎等产生的噪声；汽车制造业产

生的噪声主要为冲压、焊接、风机和运输设备以及日常

的打磨、抛光等；纺织厂噪声源较多，其中梭织车间噪

声强度最高；机械加工行业主要噪声源来自于振动、摩

擦、碰撞而产生的机械性噪声[1]。

2��监测前准备工作

2.1  噪声监测仪器要求
测量工业企业噪声的仪器测量范围应满足所测噪声

的需要，仪器精度应达到Ⅱ级以上，需按照要求在一定

时间内对设备进行计量检定，确保设备检定合格且在有

效期内，方可使用。每次测量前、后必须在测量现场都

需用噪声校准器进行校准，其前、后校准示值偏差不得

大于0.5dB[2]，否则测量结果无效。当噪声涉及到多个点

位需同时测量时，最好使用同一型号噪声监测仪器。

2.2  噪声监测人员的要求
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

审补充要求》规定现场测试和采样应至少有2名监测人员
在场。相关监测人员必须是经过内部或外部噪声监测业

务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的专业技术人员。

3��气象条件

测量应在无雨雪、无雷电天气，风速为5m/s以下进
行，风速的增加会带走一部分噪声，减少噪声的传播距

离，相比于逆风和侧风向，顺风向偏差较小。当风速达

到一定时还会成为主要的噪声声源，所以我们在测量时

应务必加上防风罩，避免风噪声的干扰。不得不在特殊

气象条件下测量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测量准确性，

同时注明当时所采取的措施及气象情况，如监测电力行

业中风电场区风机厂界噪声时应参照《风电场噪声限值

及测量方法》（DL/T1084-2008）中测量气象条件“无
雨、无雪、风速12m/s以下时进行”的规定[3]。

4��监测现场的调查

4.1  确定适用标准
若监测涉及到信访案件，可以通过生态环境局监察

总（支）队提供的监测任务委托书加以确认其所适用的

监测标准和排放限值。若为企业委托业务，应首先调取

该企业的环评资料和相关批复文件，严格按照环评资料

中的要求确定其适用的监测标准及其排放限值。若该此

监测还涉及到敏感建筑物，则应提前了解该敏感建筑区

域的声环境功能区划定，以此确定敏感建筑物适用的排

放限值。

4.2  企业工况调查
在监测企业的厂界噪声之前要了解整个企业生产过

程中的工况，首先应该保证监测要在正常的工作时间进

行，该企业的生产负荷要符合监测要求并记录，这样

的监测数据才更有准确性和代表性。其次了解其工艺流

程，确定该企业生产活动过程中的固定设备组成，了解

每个设备的使用时段，并确定主要声源设备，以便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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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厂界噪声点位。除此之外还应对企业内部的组成

进行了解，并画出整个企业的简易示意图，方便之后确

定监测点位设置时能更为直观的进行考量。

4.3  对周边其他声源的调查
在监测之前，应该对企业周边的构成进行了解，如

交通干线的分布、其他产噪企业的分布、周围是否有狗

叫鸡鸣等，以上都有可能产生干扰企业噪声监测的噪

声，因此在测量前我们要对其分布有个大致了解，并将

其放入到示意图中进行分析考量。其次企业周边的敏感

建筑物也应该纳入示意图中，以此确定厂界监测点位，

尤其涉及到信访案件时，敏感建筑物的位置更为重要。

5��确定声源特征

在进行监测前，需要了解企业的生产周期和生产类

型，以此确定声源是稳态噪声还是非稳态噪声。稳态噪

声指噪声声压级的变化较小（一般不大于3dB），且不随
时间有大幅度的变化，如电机、风机及其他电磁噪声。

非稳态噪声指噪声强度随时间而有起伏波动（声压变化

大于3dB），如交通噪声。若通过询问和查验资料无法
确定，则应在其生产时的某一时段内进行噪声粗测，切

记确定的是被测量的对象是声源的噪声，不是厂界噪声

的监测点位的噪声。如果该企业生产产生的噪声有周期

性，也可以监测一个周期，再客观真实地评价该企业的

厂界噪声值。而确定方法是在选定时段内测定其最大声

级Lmax和最小声级Lmin，两者相差3dB（A）以上说明其
产生的是非稳态噪声，相差不大于3dB（A）则为稳态噪
声，若为稳态噪声只需测量1min等效声级，而非稳态噪
声要求测量被测声源有代表性的等效声级[4]。所以当企业

产生的声源为非稳态噪声时，应充分了解该企业昼间和

夜间的生产活动和设备使用情况，选择最能代表生产过

程的时段进行监测，监测时间应该在10分钟以上，若无
法判别则需测定声源整个正常工作时段的等效声级。

6��背景噪声的测定

除确定声源特征外，监测前还需按照本文“第五条

第（三）点”的要求对企业周边其他声源构成状况进行

了解，然后确定厂界噪声监测中会产生的背景噪声类

别，从而确定背景噪声的监测点位和监测时间，只有充

分考虑到各种背景噪声对噪声监测工作的影响，做好背

景噪声的测量工作，才能得到可靠的噪声监测结果。

在测量背景噪声前，我们应该先了解背景噪声测定

的原则：1.不受被测声源影响且其他环境与测量被测声
源时保持一致。2.与被测声源测量的时间长度相同。首先
我们应该考虑被测点位的背景噪声是否为稳态声源以及

对声源产生时段的变化进行预测，应该尽量保证正式测

量被测声源时段的背景噪声和单独测量背景噪声时的测

量仪器、测量气象条件、声环境、测量时段一致，即选

择背景噪声较低、较稳定的时间测量。若出现非稳态声

源如交通噪声，应通过临时交通管制或生产时段噪声调

查避开高峰期等措施减少或避免干扰。原则上来讲背景

噪声的点位最好和厂界噪声及敏感建筑点位一致，但当

在此点位上无法测出背景噪声（如企业无法停工进行监

测）也可以选择一个与该点位声源构成相同的对照点进

行监测。当存在信访敏感建筑和厂界共用同一背景对照

点位，则三组值应当同时测量。

7��点位的确定

7.1  监点布设
根据工业企业声源、周围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布局以

及毗邻的区域类型，在工业企业厂界布设多个测点，其

中包括距噪声敏感建筑物较近以及受被测声源影响大

的位置。因此对于工业企业噪声来说，不论周围是否有

敏感建筑物，均需要在受被测声源影响大的位置布设点

位，这便是做好前期企业工况调查的目的。

7.2  厂界的划定
一般情况下，测点选在工业企业厂界外1m，高度

1.2m以上、距任一反射面距离不小于1m的位置。当厂界
处无墙面时，可根据法律文书（如土地使用证、房产证、

租赁合同等）中确定的业主所拥有使用权（或所有权）的

场所或建筑物边界作为厂界；当厂界处有围墙且周围有受

影响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时，测点应选在厂界外1m，高于
围墙0.5m以上的位置；当厂界处有建筑物导致有反射面
距离小于1m的，可选择在该敏感建筑物室内设点，并根
据相应的限值减10dB（A）作为评价依据，而且要在距离
任一反射面距离不小于0.5m以上，高度1.2米的位置设置
监测点，在受噪声影响方向的开启窗户进行监测[5]。

7.3  无法测量到声源时的监测点位确定
当声源位于上空，如中央空调机组噪声，或者厂界

设有声屏障等降噪设施时，应在同时受影响的噪声敏感

建筑物外1m处设点。
8��测量时段

分别在昼间、夜间两个时段测定。夜间不生产，不

监测，如果夜间生产，有频发、偶发噪声影响时应同时

测量最大声级，频发噪声的最大声级超过限值的幅度不

得高于10dB（A），夜间偶发噪声的最大声级超过限值的
幅度不得高于15dB（A）。当涉及到信访案件时，应该按
照投诉人的调查信息确定测量时间。

9��测量结果修正

9.1  测量结果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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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监测点监测所得的噪声值与监测所得背景

值相差大于10dB（A）的时候，监测所得噪声值不做修
正，实际是多少就是多少[5]。

9.2  测量结果需修正
当在监测点监测所得的噪声值与监测所得背景噪声

相差在3dB（A）-10dB（A）之间时，两值取整后需对数
据进行修正。恰好是3dB（A）时，用实际噪声测量值减
3dB（A）后得出噪声修正值进行评价；当在监测点监测
所得的噪声值与监测所得背景值相差取整后为4dB（A）
至10dB（A）时，用实际噪声测量值减2dB（A）得出噪
声修正值进行评价；当在监测点监测所得的噪声值与监测

所得背景值相差取整后为6dB（A）至10dB（A）时，用
实际噪声测量值减1dB（A）得出噪声修正值进行评价。
然而日常测量中往往遇到实际噪声值与背景值相差

小于3dB（A），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措施降低背景
噪声，以满足修正条件，尽可能使噪声值与背景值相差

取整后大于3dB（A）。如果采取措施降低背景值后两者
相差仍小于3dB（A），有可能噪声实际值小于背景值，
这种情况则按公式∆L2 = 噪声测量值-排放限值，修约到

个数位，当差值（∆L2）小于或者等于4dB（A）时可得
出定性结果，并评价为达标；当差值（∆L2）大于或等于

5dB（A）时，无法对其情况进行评价，这个时候需要重
新监测或是重新选择监测时段。

10��测量结果评价

各个测点的测量结果应单独评价。同一测点每天的测

量结果按昼间、夜间进行评价。最大声级Lmax直接评价。

11��判断数据有效性

噪声测量结束后，应对监测结果的有效性进行判

断。在监测条件都符合要求的条件下，被测声源若为稳

态噪声，一般来讲等效声级Leq应该小于L10，如果监测等

效声级Leq大于L10，噪声标准偏差SD较大，这说明在监测
时有突发性高噪声产生，这样的监测结果属于异常，需

重新监测。被测声源若为非稳态噪声，等效声级Leq不一

定小于L10，噪声标准偏差SD也可能比较大[6]。

结束语

对于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的监测应该从工业企业周边

环境和实际生产现状的角度出发，结合相关的勘验调查

和标准技术要求进行布点监测，监测使用的设备需要符

合监测要求并按时检定合格方能使用，监测条件也应符

合标准要求切不可为了一时的解决问题而不顾监测条件

草草了事，监测工作必须追求科学性和准确性，作为环

境监测工作者应该对自己所出的数据结果负责，这样才

能体现环境监测工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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