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工程项目管理·2025� 第4卷�第13期

43

环境噪声监测与评价研究

刘Ǔ燕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包头分站Ǔ内蒙古Ǔ包头Ǔ014060

摘Ȟ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环境噪声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对居民生活质量和健康产生严重影响。本研究致

力于环境噪声的监测与评价，采用先进的噪声监测技术和方法，对不同功能区域进行噪声数据采集与分析。通过深入

研究，揭示了噪声污染的主要来源及其分布特征，并提出了有效的噪声防治策略。本研究成果对于改善城市声环境质

量、保障居民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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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环境噪声作为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

题，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居住质量，还可能对人们的身心

健康构成威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噪声污染问

题愈发突出，因此环境噪声监测与评价研究显得尤为重

要。本文旨在探讨环境噪声监测的基本理论、方法、技

术研究进展以及评价方法，通过分析实际案例，揭示噪

声污染的现状与趋势，提出针对性的防治策略，以期为

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保障居民健康提供参考依据。

1��环境噪声监测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1.1  环境噪声的定义与分类
（1）噪声的物理定义。噪声是来源于固体、液体或

气体的振动而有害于人体健康的声音。从物理学观点

讲，噪声是各种不同频率、不同声强的声音无规则的杂

乱组合，其波形图是没有规则的非周期性的曲线。如汽

车的轰隆声、机器的尖叫声、建筑工地的嘈杂声等，均

属于噪声范畴。（2）噪声的分类。噪声的来源及其类型
是多种多样的。按其产生的机理可分为机械性噪声、空

气动力性噪声和电磁性噪声；按时间变化的程度可分为

稳态噪声和非稳态噪声；按其产生的区域可分为城市环

境噪声、农村环境噪声和海洋环境噪声；按噪声污染环

境的种类可分为工业噪声、建筑施工噪声、交通噪声和

社会生活噪声。其中，工业噪声主要源于工厂设备的运

转，建筑施工噪声来自施工机械的作业，交通噪声由车

辆、飞机等交通工具产生，而社会生活噪声则包括人群

喧哗、娱乐活动等。

1.2  环境噪声监测的原理与方法
（1）噪声监测的基本原则。噪声监测的基本原则是

通过对声音强度、频率等参数的测量，来评估噪声对环

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2）常用的噪声监测仪器和设
备。常用的噪声监测仪器包括声级计、频谱分析仪等。

这些仪器能够精确测量噪声的各项参数，如声压级、频

率分布等，为噪声评估提供科学依据。（3）噪声监测的
数据采集与处理方法。噪声监测的数据采集通常通过专

用的噪声监测设备进行，这些设备能够实时记录噪声的

各项参数。数据处理方法则包括数据的统计分析、频谱

分析、时域分析等，以揭示噪声的分布特征、变化规律

以及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问题。

1.3  环境噪声评价标准与法规
（1）我国环境噪声评价标准的概述。我国环境噪声

评价标准根据城市区域的不同功能进行了详细划分，包

括0类、1类、2类、3类和4类标准，分别适用于疗养区、
高级别墅区、高级宾馆区，以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区

域，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工业区，以及城市中的

道路交通干线道路两侧区域等。（2）相关法规和政策解
读。我国环境噪声防治的相关法规和政策主要包括《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这些法规和政策为环境噪声监

测与评价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指导。

2��环境噪声监测技术研究

2.1  传统噪声监测技术
传统噪声监测技术在环境噪声管理领域扮演着重要

角色，尽管它们在技术水平和自动化程度上可能相对较

低，但仍是当前许多地区进行噪声监测的基础手段。

（1）手持设备现场监测。手持式声级计是最常见的传统
噪声监测设备之一。这种设备轻便、易操作，适合在各

种现场环境中进行快速测量。监测人员可以携带手持声

级计到不同的噪声源附近，直接读取噪声数据。这种方

法虽然能够实时获取噪声信息，但受限于人力，难以实

现大范围的持续监测。（2）全天候无人值守监测站点。
为了克服手持设备监测的局限性，全天候无人值守监测

站点应运而生。这些站点通常配备有固定的噪声监测设

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收集噪声数据。这些数据可以
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传输到中央控制中心，供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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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和处理。全天候监测站点提高了监测的连续性

和准确性，但同时也面临着设备维护、数据安全性等方

面的问题。

2.2  现代噪声监测技术进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现代噪声监测技术正在

逐步取代传统手段，成为环境噪声管理的新趋势。（1）
基于云平台的监测网络。云平台技术的应用使得噪声监

测数据可以实现远程存储、分析和共享。通过构建基于

云平台的监测网络，不同地点的噪声监测站点可以实时

上传数据至云端服务器，管理人员可以在任何地方通过

互联网访问这些数据。这种技术不仅提高了数据处理的

效率，还便于实现跨区域的数据整合和分析 [1]。（2）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在噪声监测中的应用。大数据

技术的引入使得噪声监测数据的管理和分析变得更加智

能化。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可以发现噪声污

染的规律和趋势，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噪声防治策略提供

依据。云计算则为大数据处理提供了强大的计算能力支

持，使得数据分析过程更加高效。物联网技术则将噪声

监测设备与网络连接起来，实现了设备的远程监控和管

理，提高了监测系统的自动化水平。

2.3  噪声监测技术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尽管现代噪声监测技术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

着一系列挑战。（1）数据融合与管理问题。不同来源、
不同格式的噪声监测数据如何进行高效融合和管理是一

个难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开发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

口，以及智能化的数据管理系统。（2）技术实施难度大
且周期长的问题。现代噪声监测技术的实施需要专业的

技术人员和先进的设备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技

术实施的难度和成本。为了缩短技术实施周期，需要加

强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同时提高技术人员的专业素养

和技能水平。（3）系统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不高的问
题。尽管物联网等技术提高了噪声监测系统的自动化水

平，但仍有提升空间。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系统架构和

算法设计，提高系统的智能化程度，以实现更加精准的

噪声监测和预警。

3��环境噪声评价方法与案例分析

3.1  环境噪声评价方法概述
环境噪声评价是评估噪声对环境和人类健康影响的

重要手段。在评价方法上，等效连续A声级和噪声污染
图的绘制是两种常用的方法。（1）等效连续A声级的应
用。等效连续A声级（Leq）是一种常用的噪声评价指
标，它表示在一段时间内噪声能量的平均值，以A声级表
示。A声级是根据人耳的听觉特性进行修正后的声级，更

能反映噪声对人耳的影响。等效连续A声级能够综合考虑
噪声的强度和持续时间，为评估噪声的总体水平提供了

科学依据。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常常将等效连续A声级与
噪声排放标准或噪声限值进行比较，以判断噪声是否超

标[2]。（2）噪声污染图的绘制与评价。噪声污染图是一
种直观展示噪声污染分布情况的图形化工具。它通常以

地理信息系统（GIS）为基础，将噪声监测数据、城市规
划信息、交通状况等多种因素进行叠加和分析，最终生

成反映噪声污染空间分布规律的地图。噪声污染图能够

清晰地展示噪声污染严重的区域和潜在的噪声污染源，

为制定噪声污染防治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3.2  校园环境噪声评价与案例分析
校园环境噪声评价是保障学生学习和生活质量的重

要环节。以下是一个校园环境噪声评价的案例分析。

（1）监测点的选择与布局。在选择监测点时，我们考
虑了学校的布局、学生的活动区域、主要的噪声源等因

素。最终确定了教学楼、图书馆、宿舍楼、操场等关键

区域作为监测点。监测点的布局既覆盖了主要的学习和

生活区域，又能够反映不同噪声源对校园环境的影响。

（2）监测时间段的设定。监测时间段的设定对于准确评
估噪声水平至关重要。我们选择了学生上课期间、课间

休息、午休、晚自习等不同时间段进行监测，以全面了

解校园噪声在不同时间的变化规律。（3）噪声数据的
采集与分析。在监测过程中，我们使用专业的噪声监测

设备采集了各监测点的噪声数据。通过对数据的分析，

我们发现部分教学楼和宿舍楼附近的噪声水平较高，主

要来源于交通噪声和学生活动噪声。同时，我们也发现

图书馆等安静区域的噪声水平相对较低[3]。（4）噪声超
标原因分析及改善建议。针对噪声超标的问题，我们进

行了深入的原因分析。交通噪声方面，主要是周边道路

的交通流量大、车速快导致的。学生活动噪声方面，则

与学生的活动习惯和学校的管理制度有关。针对这些问

题，我们提出了相应的改善建议，如加强交通管理、优

化学校布局、完善学生管理制度等。

3.3  城市环境噪声评价与案例分析
城市环境噪声评价涉及复杂的功能区和多样的噪声

源。（1）不同功能区噪声监测与评价。城市通常分为
居住区、商业区、工业区、教育区等功能区。各功能区

的噪声限值和评价标准存在差异。因此，在监测和评价

时，需针对不同功能区设置合理的监测点和监测时段，

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比性。（2）噪声地图的绘制与应
用。噪声地图是城市环境噪声评价的重要工具。它基于

GIS技术，将噪声监测数据与地理信息相结合，直观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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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城市噪声的空间分布。噪声地图可用于评估噪声污染

状况、识别高风险区域、制定噪声防控策略、优化城市

规划等。（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与效果评估。针对城市
噪声污染，需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如设置隔音屏障、

调整交通流线、优化建筑设计等。实施后，需定期监测

和评估效果，确保措施的有效性。通过对比实施前后的

噪声数据，可以客观评价防治措施的效果，为后续管理

提供科学依据。

4��环境噪声监测与评价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4.1  现行监测数据难以开展声环境质量深度分析的
问题

环境噪声监测数据的收集、整合与分析是评估声环

境质量、制定控制策略的基础。然而，在实际操作中，

数据的融合与管理以及噪声源的统计方法存在明显不

足，制约了深度分析的可能性。（1）数据融合与管理的
不足。当前，环境噪声监测数据往往分散于不同部门、

不同区域，缺乏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与标准。这导致数

据孤岛现象严重，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声环境质量数

据库。此外，数据的管理与更新也存在滞后性，无法及

时反映声环境质量的最新状况。因此，加强数据融合与

管理，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与标准，是提升声环境质量

深度分析能力的关键。（2）噪声源统计方法的不合理。
噪声源的准确识别与统计是制定针对性控制策略的前

提。然而，现行噪声源统计方法往往过于简化，未充分

考虑噪声源的多样性、复杂性及时空分布特征。这导致

噪声源识别不准确，难以有效指导控制策略的制定。因

此，应优化噪声源统计方法，引入先进的监测技术与数

据处理手段，提高噪声源识别的准确性。

4.2  噪声监测自动化程度低的问题
噪声监测的自动化程度是衡量监测效率与准确性的

重要指标。然而，当前噪声监测设备与技术水平存在明

显限制，资金与技术投入不足，制约了监测自动化的发

展。（1）监测设备与技术水平的限制。当前，噪声监测
设备普遍存在精度不足、稳定性差、智能化程度低等问

题。这导致监测数据存在误差，难以准确反映声环境质

量的实际状况。此外，监测技术的滞后也限制了噪声数

据的采集、分析与处理能力。因此，应加大监测设备与

技术研发的投入，推动噪声监测设备的智能化、自动化

发展[4]。（2）资金和技术投入的不足。资金与技术投入
的不足是当前噪声监测自动化程度低的主要原因。缺乏

足够的资金支持，难以引进先进的监测设备与技术；而

技术投入的不足则限制了监测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因此，

政府应加大对噪声监测工作的资金与技术投入，鼓励企

业、高校等社会力量参与监测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

4.3  提升环境噪声监测与评价水平的对策与建议
（1）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推动噪声监测技术的研

发与创新，提升监测设备的精度与稳定性。同时，引入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高噪声数据的采集、

分析与处理能力。（2）完善噪声监测网络与管理体系。
构建完善的噪声监测网络，实现跨部门、跨区域的数据

共享与整合。建立健全噪声监测管理体系，明确职责分

工，加强数据管理与更新，确保监测数据的全面性与准

确性。（3）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力度。政府应加大对噪
声监测工作的资金与技术投入，鼓励企业、高校等社会

力量参与监测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同时，通过设立

专项基金、税收优惠等措施，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噪声监

测领域。

结束语

综上所述，环境噪声监测与评价是保护人们免受噪

声污染影响、提升城市居住品质的重要手段。通过深入

研究噪声监测技术与方法，结合先进的数据处理与评

价工具，我们能够更精准地识别噪声污染源，评估其影

响，并制定有效的防治措施。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

步和应用的深化，环境噪声监测与评价将发挥更加积极

的作用，为构建宁静、宜居的城市环境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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