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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市道路交通建设噪声影响分析及治理措施

李 欣

湖南省湘平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要】 目前,我国机动车数量快速增长,造成了严重的城市噪声污染,道路交通噪声是城市噪声污染的

主要来源之一,如何做好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污染治理工作已成为了人们研究的重要课题。针对城区道路

交通噪声,对噪声污染现状进行了分析,并从合理规划布局、降低噪声源强、切断噪声传播途径及保护受声

者4个方面提出了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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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的影响因素及危害

1.1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的影响因素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是指在道路行驶过程中所有

机动车辆产生的整体综合噪声。在噪声类型划分

中,此类噪声具有非稳定性、随机性等特点。车辆数

量不同,则形成的声源也不尽相同。若为一辆车行

驶,可看做是点声源;若为若干辆车辆行驶,且达到

一定数量情况下,则可看做是线声源。在车辆行驶

过程中,均会产生道路交通噪声,一般可将其影响因

素归结为5类:汽车自身、道路特征、车辆道路运行

情况、自然因素、驾驶技巧。

1.2 道路交通噪声现状及危害
①影响人的情绪。使人烦恼、激动、易怒,甚至

失去理智。②影响人的睡眠质量。强噪声使人多

梦、惊醒,甚至难以入睡,中老年人、病人尤为敏感。

③影响人的生理健康。反复长时间的交通噪声刺

激,超过生理承受能力,会使脑血管功能紊乱,造成

神经衰弱,还可引起记忆力、思考力降低;在强声刺

激下可引起呼吸和脉搏加快、血管收缩、血压升高、
心律不齐等;可促使肾上腺皮质激素、性腺激素等分

泌增加,从而引起内分泌失调;在噪声的长期作用下

可引起胃肠功能紊乱,易出现食欲不振、恶心、消瘦、
胃液分泌减少等。

2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污染现状及原因
在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发展中,都面临着一个严

峻的问题,即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污染。据相关研究

显示,当道路交通噪声增加1DB(A),就会导致沿线

土地价格下降0.9%左右。道路交通噪声还带来其

他危害,伴随城市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城市经济水平

不断提升,机动车保有量越来越多,在城市环境噪声

污染中,交通道路噪声已成为主要源头,对人们的日

常生活、工作、休息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已经成

为近年来居民投诉最多的污染问题之一。为此,必
须重视道路交通噪声污染问题,分析其现状,采取切

实可行的措施,达到降噪目的。

2.1 机动车保有量增加速度加快
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持续加

快,进一步扩大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并推动了

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城市作为汽车行驶的集中场

所,截止2018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2.4亿辆,相
比2017年同比增长了10.51%。汽车数量的急速增

长,在为人们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还在持续加重环

境污染。在交通噪声影响因素中,交通量影响最大,
一般情况下,当车流量增加1倍以上时,噪声级别将

多出3DB。此外,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私
家车数量越来越多,部分家庭甚至拥有2辆及以上

汽车,这种情况下,将严重压缩公共交通出行人数,
甚至会造成严重道路拥堵。特别是在早高峰、晚高

峰及节假日阶段,拥堵问题愈加严重,随之必定为带

来更为严峻的噪声污染现象。

2.2 建筑物隔音措施不到位
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

市,城市人多地少问题愈加严重。为缓解这种局面,
建筑工程逐步向大型化、高层化发展,多数建筑集中

群多沿主干道分布,此类道路车流量大,造成的噪声

污染问题更加严重,据调查可知,目前多数噪声敏感

建筑并未设置有效的隔音设施,导致噪声严重超标,
危害居民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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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交通秩序不佳
城市是一个人群聚集地,通过形形色色的人聚

集到一起才能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其中部分市民交

通安全意识不足,或因交通管理执法不严,经常出现

行人、非机动车逆行、横穿马路等情况,尤其是高峰

期阶段,极易出现抢道、占到、夹队、闯红灯等情况,
从而影响人的情绪,产生严重的噪声污染问题。

3 减轻城市道路交通建设噪声影响的
对策

3.1 合理规划布局
为创造良好的城市声环境,必须合理规划城市

布局,做好噪声功能区域划分工作。要求在城市总

体规划中充分纳入交通噪声防治工作,充分结合土

地利用和噪声防治,从而达到良好降噪效果。通过

功能分区规划与确定,可有效处理交通发展和环境

保护之间的关系,能够有效减少道路交通噪声污染

问题。为此,在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时,必须充分

考虑声噪声防治问题,重视声环境保护,利用构建和

谐交通网,进一步提升交通效率,最大限度降低道路

交通噪声污染,推进城市交通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3.2 降低噪声源强
3.2.1 管理降噪措施

学校、医院、住宅区等多声环境均具有较高要

求,针对此类功能区域,大型车辆通行应严格限制在

规定时间内,避免对学习、生活造成不利影响[1]。同

时,还应通过限行、限号等措施,尽可能减少机动车

使用数量,降低车流量。通过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事

业,更好地解决人们出行问题。此外,针对机动车、
非机动车与行人等各个行车道,要实行隔离措施,防
止人车混行,影响交通,降低安全隐患。
3.2.2 技术降噪措施

1)降低机动车噪声。按照噪声类型划分,可将

机动车自身产生的噪声分为3种,即空气动力噪声、
机械传动噪声及电磁噪声[2]。其中,最为严重的噪

声多产生于发动机设备,针对这种噪声,可通过提高

发动机减振技术水平,达到良好降噪效果。2)铺设

降噪路面。据相关研究表明。当车速在50KM/H
以上时,道路交通噪声主要来源为轮胎噪声。为减

少噪声,可铺设降噪路面。此类路面属于一种多孔

性路面材料,因其具有良好孔隙比,可有效降低噪声

污染,一般可降低3~5DB。
3.2.3 切断噪声传播途径

1)绿化降噪。绿化是城市环境建设的重点工

程,通过设置绿化林带,可满足降噪、保护环境的目

的。一般都会在城市道路两侧或中间部位设置绿化

带,两侧多选择高大树木,枝繁叶茂;中间多为低矮

造景植物,在美化道路的同时,还能达到降噪的目

的。绿化林带宽度越大,则附加降噪量越高,由此可

见,合理选择绿化带宽,对道路交通噪声污染控制具

有重要意义[3]。2)声屏障技术。在降低道路交通噪

声中,声屏障应用较为常见,多选择特殊声屏障材料

吸收声波,从而实现降噪目的。根据降噪方式不同,
可将声屏障分为吸收型、反射型或综合型,上述3种

类型均可达到良好降噪效果。据相关研究表明,通
过声屏障的合理设计,可降噪5~12DB。
3.2.4 保护受声者

在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污染控制过程中,若上述

降噪途径均受限或达不到要求,为保证室内局部空

间噪声满足声环境质量要求,可设置通风隔声窗[4]。
一般情况下,这种措施可达到保护受声者的作用,能
够为噪声敏感区域提供一个安静、健康的声环境。
要求隔声窗隔声效果必须超过30DB。

结束语:
道路交通网日益发达,交通噪声污染也愈发严

重,噪声污染已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环保问题之一。
因此,应合理规划道路交通网及用地布局,大力普及

电动汽车,引导社会积极参与汽车噪声控制、声学材

料的研发投入,强化交通管制,科学利用各种隔声降

噪技术手段,加强道路交通噪声防治,逐步缓解和减

轻噪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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