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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帆  赵仁兴

2009年版声导则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一是2009年版声导则提出了声环境影响评价应分类评

价的要求。首先，为强化在公路、铁路、机场等噪声影响

区域内新建声敏感建筑物的控制，提出了不仅应评价建设

项目噪声源对周围声敏感建筑物的影响，而且当建设项目

为声敏感建筑物时，还应评价外环境噪声对建设项目的影

响。其次，为更加科学地评价声敏感点实际受到的噪声影

响，提出了建设项目既拥有固定声源又拥有流动声源时，

应分别进行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同时还提出了同一

敏感点既受到固定声源影响又受到流动声源影响时，应进

行影响叠加的要求。

二是为进一步提高噪声影响预测结果的准确性，2009

年版声导则根据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和《声学  户外声传

播衰减  第二部分  一般计算方法》（GB/T17247.2），

对工业企业、公路（道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机

场等噪声影响预测模式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三是2009年版声导则修改了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等级、

评价范围，评价基本要求的表述方法。

四是2009年版声导则增加了典型建设项目分类进行噪

声预测、提出控制措施的内容；增加了在区域环境影响评

价中开展声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等章节。

五是由于声源源强的监测方法很多，在导则中难以

一一列举，而且有些声源监测方法主要是为了检测产品质

量，并不能满足环评的需求，因此，2009年版声导则删除

了有关声源源强的监测方法，仅强调了采用类比测量的方

法取得源强声级，实际工作中可按照相应声源声级、声功

率的标准测试方法和距离声源某一处的声级监测方法等进

行监测，以求得声源的源强。

评价等级和评价范围的确定原则有哪些变化？

由于环境保护目标、环境噪声标准等和声环境功能区

类别有关，而噪声影响的大小并不总和拟建项目的建设规

模成正比，声源的种类和数量可直接反映在项目建设前后

所在区域的声环境质量变化程度中。因此，2009年版声导

则评价等级的划分原则中删除了“按投资额划分建设项目

规模”和“噪声源种类及数量”两类判据，使评价等级的

确定和拟建项目噪声的影响大小及受影响人口数量增多的

程度直接相关。同时，明确了一般以靠近声源的敏感点处

的声级增高量来评价声环境质量的变化程度。 

评价范围的确定原则基本和1993年版声导则相似，

但增加了“如依据建设项目声源计算得到的贡献值到200

米处，仍不能满足相应功能区标准值时，应将评价范围扩

大到满足标准值的距离处”。从多年来的评价实践可知，

多数项目以边界向外（或道路中心线外两侧）200米内为

评价范围可满足要求，但部分项目（如包含空冷机组的项

目）的影响范围可超过这一区域，因此需要在现场踏勘和

初步估算后扩大评价范围。

对于机场项目环评，2009年版声导则给出了推荐的

评价范围，同时要求评价范围需包含根据飞行量计算到

LWECPN为70分贝的区域。原因在于不同机场飞行量差别较

大，飞机起飞后转弯、降落等的情况也有较大差别，预测

得到的飞机噪声的影响范围差别很大。为此，如推荐范围

新声导则主要变化与要点释疑

  编者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09）将于2010年

4月1日实行，与修订前的1995年版声导则相比，2009年版声导则根据近年来环

境保护的新要求和国际声学界对声传播机理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了众多的改

进与调整，使导则的可操作性更强，预测方法更加科学，评价结果更加准确。

本刊特别邀请2009年版声导则编写小组的主要成员对新导则的主要变化以及使

用中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解析，以方便环评工作者理解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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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LWECPN为70分贝的区域范围，应进行补充。

如何确定点、线、面声源？

为提高声环境影响预测的准确性，一般需根据声源的

特性及其与预测点之间的距离确定声源的类型。2009年版

声导则给出了声环境影响预测中点、线、面声源的确定方

法。 

（1）当声波波长比声源尺寸大得多或是预测点离开

声源的距离d比声源本身尺寸大得多（d＞2倍声源 大尺

寸）时，声源可作点声源处理，等效点声源位置在声源本

身的中心。

（2）对于长度为l0的有限长线声源，设线声源垂直

平分线上距声源的距离为r，如r＞l0，该有限长线声源可

近似为点声源；如r＜l0/3，该有限长线声源可近似为无

限长线声源。

（3）对于长方形的有限大面声源（长度为b，高度

为a，并b＞a），在该声源中心轴线上距声源中心距离为

r，如r＜a/π时，该声源可近似为面声源（Adiv≈0）；当

a/π＜r＜b/π，该声源可近似为线声源[Adiv≈10lg（r/

r 0）]；当r＞b/π时，该声源可近似为点声源[A div≈20 

lg（r/r0）]。

2009版声导则同时给出了由众多声源组成的广义噪

声源（如公路、铁路和工业区等）——声源组的近似方

法，即用处于该组中部的等效点声源来描述。该方法的使

用条件是：组内的声源具有大致相同的强度和离地面的高

度；与预测点之间的传播条件也大致相同；等效点声源到

预测点的距离d大于声源 大尺寸Hmax的2倍。如距离d较小

（d≤2 Hmax），或组内的各点声源传播条件不同时（例如

加屏蔽），应将总声源分为若干分量点声源。 

声环境现状监测要求有何变化？

2009年版声导则未列出具体的监测方法，要求执行相

应的国家标准，但结合多年来评价的经验，对现状监测布

点方法作了较大调整，强调评价范围内无明显噪声源且声

级较低时，“可选择有代表性的区域布设测点”；评价范

围内有明显噪声源，并对敏感目标的声环境质量有影响，

或建设项目为改、扩建工程时，“应根据声源种类采取不

同的监测布点原则”。具体原则如下。

（1）声源为固定声源时，现状测点应重点布设在可

能既受到现有声源影响，又受到建设项目声源影响的敏感

目标处，以及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处；为满足预测需要，

也可在距离现有声源不同距离处设衰减监测点。

（2）当声源为流动声源且呈现线声源特点时，现状

测点位置选取应兼顾敏感目标的分布状况、工程特点及

线声源噪声影响随距离衰减的特点，布设在具有代表性的

敏感目标处。为满足预测需要，也可选取若干线声源的垂

线，在垂线上距声源不同距离处布设监测点。其余敏感目

标的现状声级可通过具有代表性的敏感目标噪声的验证和

计算求得。

（3）对于改、扩建机场工程，测点一般布设在主要

敏感目标处，测点数量可根据机场飞行量及周围敏感目标

情况确定，现有单条跑道、二条跑道或三条跑道的机场可

分别布设3～9个、9～14个或12～18个飞机噪声测点，跑

道增多可进一步增加测点。其余敏感目标的现状飞机噪声

声级可通过测点飞机噪声声级的验证和计算求得。

提出上述要求旨在通过现状监测得到现有噪声源的实

际影响，并通过验证，分析计算结果与实际监测结果的误

差及误差产生的原因，为提高噪声影响预测结果的精度提

供依据。

评价量的变化有哪些？

2009年版声导则依据国家相应的标准给出了声环境质

量评价量和厂界（或场界、边界）评价量，同时给出了声

源源强的表达量，针对目前报告书中存在的声源源强的表

达量缺少距离描述的情况，特别强调了要给出“距离声源

r处的A声级（LA（r））或中心频率为63Hz～8kHz 8个倍

频带的声压级（LP（r））”。

为和国家标准规定的评价量相一致，2009年版声导

则规定“进行边界噪声评价时，新建建设项目以工程噪声

贡献值作为评价量；改扩建建设项目以工程噪声贡献值与

受到现有工程影响的边界噪声值叠加后的预测值作为评价

量”；“进行敏感目标噪声环境影响评价时，以敏感目标

所受的噪声贡献值与背景噪声值叠加后的预测值作为评价

量”。

评价量的以上变化为规范报告书中的声源源强、统一

预测结果奠定了基础。

导则中强调的噪声防治措施是什么？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提出噪声防治对策是噪声评

价的基本任务之一。2009年版声导则明确了噪声防治措施

的制定原则：工业建设项目应针对建设项目投产后噪声影

响的 大预测值制定，交通运输类建设项目应针对建设项

目不同代表性时段的噪声影响预测值分期制定，采取相应

措施后厂界（或场界、边界）和厂界外敏感目标（或声环

境功能区）的声级应能满足相应评价标准的要求。

导则规定了应从规划、技术和管理3个方面提出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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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防治措施，同时根据不同类型建设项目的声源特点，

提出了不同类型项目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需考虑的主要内

容，特别规定了各类项目均需从选址（选线）、规划布

局、总图布置和设备布局等方面进行防治措施的合理性

分析。

声环境影响预测模式有哪些变化？

为使计算模式更具可操作性，预测精度更能满足评价

要求，经国内从事声学研究和环境影响评价的科研院所、

大专院校专家的共同商讨，2009年版声导则对1995年版各

类建设项目的噪声影响预测模式作了较大修订。其中：

公路交通噪声预测模式将1995年版预测模式中使用的15米

处的源强调整为7.5米处的源强，相应的参数也进行了调

整；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噪声预测模式删除了比例预测模

型，细化了模式预测法的模型；机场飞机噪声预测模式采

用了国际民航组织推荐的飞机噪声预测模式；在工业企业

及交通噪声预测模式中，对地面效应衰减公式、声屏障衰

减公式、树木等引起的衰减公式等进行了修订。

经验证，在顺风、逆温的气象条件下，预测结果的误

差一般在正、负3分贝以内，且可以通过准确确定噪声源

强和预测点与噪声源间的位置关系等进一步减小误差。

为什么导则中未给出声源源强？

在导则修订过程中，不少评价单位希望2009年版导则

中给出声源源强数据，便于在评价中应用。但是，由于固

定声源设备种类繁多，除少数产品外，我国制订的设备噪

声限值尚不完全。对于汽车、铁路列车等交通运输车辆噪

声，国家也没有规定匀速运行时的噪声限值，也未规定相

应的声源源强测试标准。对于飞机噪声，国内也还没有对

飞机噪声源强的系统性监测资料。因此，给出各种声源的

源强数据还需要进行大量深入细致地实验与研究。

另外，我国颁布的大气环境、水环境等要素环评导

则均未给出污染源的源强，一般都要求经过类比测量或计

算给出。为保持环境要素系列导则的统一，2009年版声导

则对汽车源强提出“利用相关模式计算各类型车的声源源

强，也可通过类比测量进行修正”，对列车源强提出“可

参照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确定，无相关规定的应根据工程

特点通过类比监测确定”，对飞机噪声源强提出“利用国

际民航组织和飞机生产厂家提供的资料，获取不同型号发

动机飞机的功率—距离—噪声特性曲线，或按国际民航组

织规定的监测方法进行实际测量”，固定声源源强则提出

“可通过类比测量得到”。

在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开展各类产噪设

备监测方法、限值的研究，以满足声环境影响评价和噪声

控制的需求。

2009年版声导则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如出现新的问题

或疑问，希望在共同的探讨与实践中加以完善，以进一步

提高我国的声环境影响评价水平，为我国声环境质量的改

善作出贡献。

（本文仅对《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

（HJ2.4-2009）中部分内容的使用提供参考性建议，标准

最终解释权归环境保护部。）

（作者单位：陈帆，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赵仁兴，河北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北京机电院（BMEI）喜获“2009固废业十大影响力企业”

2010年2月由中国固废网主办的“2009中国固废年度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北京机电院高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BMEI）作为固废企业的主力军入选“2009固废业十大影响力企业”。 

众所周知，2009年度中国固废行业相继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技术路线争议、产业发展定位等诸多事件影

响，但是BEMI依然交出了漂亮的答卷。据统计，2009年度BMEI环保产业收入比2008年度同比增长60%。

2009年，北京机电院全年中标环保项目十余个，涉及危废医废、污泥处置、生活垃圾、厨余垃圾处理等

多个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温州市政污泥集中干化焚烧工程和上海固体废物处置中心二期工程的中标，标

志着BMEI在EPC总承包领域的重大突破。在投资运营领域，北京机电院年初以BOT模式签约呼和浩特生活垃圾

处理项目，2009年年底正式成立浙江京城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首次进入资源回收利用产业。上述项目的中标

及全面实施，巩固和发展了BMEI“三商合一”（设备制造商/承包商和运营商）的战略架构，同时对 终把公

司打造成为国内环保领域全面的供应商，成为股东方支柱产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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