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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 15190-94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to determinate the suitable areas

for environmental noise of urban area

为执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 3096—93),统一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以下简称

“噪声区划”)方法，科学指导噪声区划，制定本规范。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本规范规定了城市五类环境噪声标准适用区域划分的原则和方法。

1.2 本规范适用于城市规划区。

2 引用标准

GB 3096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GB 12525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GBJ 137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3 名词术语

3. 1 城市

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镇。

3.2 城市规划区

城市市区、近郊区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

城市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城市人民政府在编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

3.3 噪声区划单元

在噪声区划工作中，由道路、河流、沟壑等明显线状地物和绿地等围成的城市结构、布局和环境状况

相近的居、街委会或小区。

4 各类标准适用区域的解释

4.1 o 类标准适用区域:疗养区、高级宾馆区和别墅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4.2 1类标准适用区域：居民区、文教区、居民集中区以及机关、事业单位集中的区域。

4.3 2 类标准适用区域:居住、商业与工业混合区，规划商业区。

4" 3 类标准适用区域:规划工业区和业已形成的工业集中地带。

4.5 4 类标准适用区域:城市道路中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穿越城区的内河航道两侧区域;穿越城区的铁

路主、次干线和轻轨交通道路两侧区域。

5 噪声区划的基本原则

5-1 有效地控制噪声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提高声环境质量，保障城市居民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场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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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静。

5.2 以城市规划为指导，按区域规划用地的主导功能确定。

5.3 便于城市环境噪声管理和促进噪声治理。

5.4 有利于城市规划的实施和城市改造.做到区划科学合理，促进环境、经济、社会协调一致发展。

5. 5 宜粗不宜细，宜大不宜小。

6 噪声区划的主要依据

6.1 GB 3096中各类标准适用区域。

6-2 城市性质、结构特征、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近期规划和城市规划用地现状，特别是城市的近期

规划和城市规划用地现状应为区划的主要依据。

6. 3 区域环境噪声污染特点和城市环境噪声管理的要求。

6.4 城市的行政区划及城市的自然地貌。

7 噪声区划程序

7.1 准备噪声区划工作资料: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城市用地统计资料、声环境质量状况统计资料

和比例适当的工作底图。

7.2 确立噪声区划单元，划定各区划单元的区域类型。

7.2.1 依 8. 1 条和 8. 2. 1 的方法将城市规划明确且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各类规划区分别划定相应的标

准适用区域。

7. 2. 2 未能确定的单元按附录 A 统计城市 A 、B、C 三类用地比例，并依 8. 2. 2的区划方法划定各区划

单元的区域类型。

7.2.3 依 8. 3 条划定 4 类标准适用区域。

7.3 把多个区域类型相同且相邻的单�元连成片，充分利用街、区行政边界、规划小区边界、道路、河流、

沟壑、绿地等自然地形作为区域边界。

7. 4 对初步划定的区划方案进行分析、调整。

7.5 征求环保、规划、城建、公安、基层政府等部门对噪声区划方案的意见。

7.6 确定噪声区划方案。

7.7 绘制噪声区划图。

7：8 系统整理区划工作报告、区划方案、区划图等资料报上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

7.9 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将区划方案报当地人民政府审批、公布实施。

8 噪声区划方法

8.1 0 类标准适用区域划分

o 类标准适用区域适用于特别需要安睁的疗养区、高级宾馆和别墅区。该区域内及附近区域应无明

显噪声源。区域界限明确。原则上面积不得小于 0.5 km\
8.2 1 3 类标准适用区域的划分

8- 2-1 城市规划明确划定且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各类规划区分别根据其区域位置和范围按 4. 2 条、4. 3

条、4. 4 条的规定确定相应的标准适用区域。

8. 2.2 未能依 8. 2.1 确定的区域则按以 厂方法划分。

8. 2. 2. 1 区划指标符合 F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1 类标准适用区域。

a. A 类用地占地率大于 70%（含 70%）;

b. A 类用地占地率在 60% 70％之间（含 60%）,B 类与 C 类用地占地率之和小于 20%±5%。

8. 2. 2. 2 区划指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2 类标准适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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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类用地占地率在 60% 70%之间（含 60%）,B 类与 C 类用地占地率之和大于 20%士5%；

b. A 类用地占地率在 35% 60%之间（含 35%）;

c. A 类用地占地率在 20% 35%之间（含 20%）,B 类与 C 类用地占地率之和小于 60%士5%。

8. 2. 2- 3 区划指标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3 类标准适用区域。

a. A 类用地占地率在 20% 35%之间（含 20%）,B 类与 C 类用地占地率之和大于 60%±5%；

b. A 类用地占地率小于 20%。

8.3 4 类标准适用区域的划分

8. 3.1 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的划分

8. 3.1.1 若临街建筑以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的建筑为主，将第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的区域

划为 4 类标准适用区域。

8. 3-1.2 若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建筑（含开阔地）为主.将道路红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为 4 类

标准适用区域。距离的确定方法如下：

相邻区域为 1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 45 m士5 m；

相邻区域为 2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 30 m士5 m；

相邻区域为 3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 20 m士5 m。

8. 3.2 铁路（含轻轨）两侧区域的划分

城市规划确定的铁路（含轻轨）用地范围外一定距离以内的区域划为 4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的确

定不计相临建筑物的高度，其原则和方法同 8. 3. 1.2。

8. 3. 3 内河航道两侧区域的划分

根据河道两侧建筑物形式和相邻区域的噪声区划类型，将河堤护栏或堤外坡角外一定距离以内的

区域划分为 4 类标准适用区域.其原则和方法同 8.3. lo

9 其他规定

9.1 大型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旅游度假区等套划为 1 类标准适用区域。

9- 2 大工业区中的生活小区，从工业区中划出，根据其与生产现场的距离和环境噪声污染状况，定为 2

类或 1 类标准适用区域。

9.3 区域面积原则 上.不小于 1 kmq 山区等地形特殊的城市，可根据城市的地形特征确定适宜的区域

面积。

9. 4 各类区域之间不划过渡地带。

9.5 近期内区域功能 1 j规划目标相差较大的区域，以近期的区域规划用地主导功能作为噪声区划的主

要依据；随着城1行规划的逐 步实现.及时调整噪声区划方案.
9- 6 未建成的规划区内，按其规划性质或按区域声环境质量现状、结合可能的发展划定区域类型。

9.7 噪声区划图图示:

区划图可用不同颜色或阴影线在城市地图上绘制。各区域的颜色或阴影线规定如下：

区域类别 颜色 阴影线

0 类标准适 用区域 浅黄色 小点

1 类标准适用区域 浅绿色 垂直线

2 类标准适用区域 浅蓝色 斜线

3 类标准适用区域 褐 色 交叉线

4 类标准适用区域 红 色 粗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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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用地指标统计

A1 噪声区划的用地指标

噪声区划用地指标是反映区域主导功能，由城市用地分类（见 GBJ L37M1纳成的三类用地。其中:

A 类用地含各类居住、行政办公、医疗卫生及教育科研设计用地；

B 类用地含各类工业和仓储用地：

C 类用地含对外交通、道路广场和交通设施用地，

A2 噪声区划用地指标的数值表示

三类用地的占地百分率。

A3 噪声区划用地指标的统计

A3. 1 以 GBJ 137 为统计依据.根据城市规划用地资料，统计噪声区划单元的总面积和 GBJ 137 中 F
列各类用地面积：

R（大）类 ；（、（ 大）类的3c ,3（中）类;M（大）类;W（大）类门、（大）类：S（大）类;U（大）类的 U式中）

类。

A3. 2 将统计出的各类用地按表 A1 归纳成噪声区划指标的三类用地面积。

A3. 3 三类用地面积分别除以区划单元面积之商的 A分数即 为噪声区划三项用地的数值 丧乐.
表 A1 噪声区划指标一三类城市用地的统计力�法

噪声X则指标名称
GHJ 137 丧 2. 0. 5 中对应的用地分类

大类 中竟 类别名称

A 类用地

R 居住用地

C 公共设施用地

C.I 行政办公川地

C 医疗 I!生用地

（二 教育科�研没汁用地

H 类用地
M 匚业用地

W 仓储用地

（'代用地

T 对外交通用地

S 道路广场用地

｛： 一政公川设施用地

交通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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