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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监测技术的完善策略

李　刚

博州生态环境局博乐市分局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833400

摘　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对社会生活和工业环境噪音的抱怨越来越多。

环境监测不仅是降低噪声和执法的重要手段，也是保护公民生活水平和健康的必要措施。根据《工厂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和《社区环境噪声排放标准》的要求，识别环境噪声监测的相关问题，提出进一步提高噪声监测水平，保障

人民健康安宁生活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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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rovement strategy of environmental noise monitoring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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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in living standards, people have higher an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a resul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omplaints about the noise of social life and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ns of noise reduc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but also a necessary 
measure to protect citizens’ living standards and health.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Factory Environmental Noise 
Emission Standards and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al Noise Emission Standards, problems related to environmental noise 
monitoring are identified, and solutions are propos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noise monitoring and ensure people’s 
health and peace of lif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noise; Monitoring technology; Perfect strategy

引言

中国出台了严格的噪声控制要求，表示应积极控制

噪声，有效控制噪声生产，保护人民身心健康和社会稳

定发展。环境噪声监测是噪音控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

成部分。良好的环境噪音监测可以为今后的工作提供准

确的参考，减少噪音污染对环境的影响，避免对人类健

康的影响。

一、环境噪声定义

环境噪音是指交通和工业扰乱周围环境所造成的噪

音有四种来源 : 第一，交通噪音是车辆和飞机等车辆运

行时产生的噪音。这种噪音具有许多效果，并且是移动

的 [1]。二是工业噪音，比如高速运转的机器噪音第三，

建筑的噪音。噪音还可能是由于需要大量机械设备，如

挖掘、打磨、运输等。第四，社会生活，如各种游戏、

游戏的欢呼声和人们社会生活中各种家电的噪音 .

二、环境噪声监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人员和设备缺乏

目前中国环境噪声监测专业人员较少显示器通常不

专门从事不同类型的环境噪声监测，特别是某些噪声冲

突监测，而且某些显示器的总体能力不能完全满足噪声

监测要求。此外，噪音污染比其他类型的污染更加复杂，

因为土地、建筑物、植被等，则可以更改。在声音传输

过程中，不同区域测量到的噪音差异很大。如何准确识

别这些噪音也需要相关人员的高要求。所有这一切，作

为合格的噪声观测者，都必须能够分析监测现场的实际

情况，并根据这些评估为今后的噪声监测提供准确的基

准，例如噪声分布、影响程度等。

环境监测需要高质量的设备，视察员必须配备专业

监测设备，并结合各种分析设备。但是，大多数环境噪

声监测不支持专业设备或设备不完善，使得测得的噪声

无法及时应用，限制了噪声监测技术的效果。

2.2 环境噪声监测标准和方法有待统一

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噪声监测标准和方法，特别

是在监测目标不同或声源性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噪音

监测标准和方法不一致，结果可能不同，因此不准确。

此外，监测方法和标准因区域之间的客观差异而异。不

仅噪声监测结果不准确，而且噪声数据也无法有效收集

和监测，而且无法根据结果准确确定噪声的实际状况，

最终阻碍了实际监测目标的实现。

2.3 监测条件

来表示监视数据。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特别是监测

地点，确定监测不同类型噪音的过程。显示器应根据实

际情况作出合理选择，并确保监控数据代表监控设备在

特定时间段内的噪声监控结果。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

的噪声监测采用以下方法 : 白天监测交通线路和区域环

境，20 分钟，10 分钟。其次，区域环境每五年监测一次，

每次试验持续 10 分钟。三是功能区噪声污染监测，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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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频率为季度，监测时间为 24 小时。但是，不同区域、

季节和区域监测环境的变化将影响到具体成果。因此，

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监测时间和监测设备，这意味着，

虽然在该国大多数地区都可以这样做，但许多影响噪音

和噪音来源的因素可能会改变，因此实际结果并不代表

结果。

三、环境噪声监测需注意的问题

3.1　噪声检测点的分布问题

噪声点的分布与数据收集密切相关。噪音检测点的

分布在一些城市造成了许多问题，例如在汽车流量大、

不方便的地区。由于噪音不是固定的，因此突然和随机

干扰的风险要高得多，并且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其

他折射和反射，因此设置单个控制点不会产生确切的结

果 .

3.2　噪声检测的仪器设备问题

与空气污染监测不同的是，噪音检测使得检测不规

则和违规行为变得困难。如今，随着噪音污染的加剧，

国家更加重视其治理。发现工具在此过程中起着关键作

用，如数据捕获和控制。但是，根据对现状的分析，一

些地区的噪音污染仪器和设备相对落后，在检查过程中

容易出现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地理因素，测试效率可

能降低，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可能减少，这违反了相

关的环境条例。

3.3　数据收集及整理的问题

噪声数据的收集和处理对于提高地方噪声监测评价

质量至关重要，也是噪声监测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

一些监测站在数据收集和过时的处理方法方面仍然面临

挑战。尽管近年来有所改进，但软件系统仍有待改进。

由于监测方面的困难，某些地区的道路交通噪音监测频

率较低，没有反映实际噪音状况，有的是每年一次，有

的是每六个月一次。如果监测频率低，则收集的数据无

法比较。此外，噪音监测数据的复杂性、繁重的工作负载、

有限的用户责任以及数据收集和组织的安全性都可能使

管理环境噪音变得更加复杂。

3.4　噪声监测人员不足的问题

目前，环境监测系统只有少数声学专家，在一些地

区，噪音监测没有得到充分考虑。许多噪音管制官员退

休或调到另一个部门，而大多数新雇员不是专业人员，

也没有足够的技能和能力，但内部培训不足，从而降低

了他们的技能，降低了噪音监测水平。

3.5　缺乏监测技术管理制度的问题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声音环境保护和监测

标准落后，操作能力薄弱，急需提高。相关标准的修订

和标准化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这不符合新的时期的迅速

变化，影响到监测的质量和水平的提高。随着城市化的

深入，建筑结构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环境噪声问题，

如建筑物内部结构噪声监测、服务干扰和同一层噪声监

测。他们都需要新的技术支持。此外，由于控制水平不足，

监测工作的组织和效率不足，容易造成混乱，不可避免

地影响噪音监测效果。

四、强化环境噪声监测及治理对策

4.1　加强监测人员队伍建设

加强检查小组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 : 第一，征聘候

选人和加强人才检查小组。人才是环境噪声监测和发展

的基础。只有加强人力资本，才能更好地满足主要的发

展需要。除了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培训外，有关部门还可

以将学校连接起来，招聘专门从事振动和噪音控制技术

的学生，以填补目前的人才缺口。同时，科学研究的发展、

检测和整合战略与噪声监测和控制现状相结合，招聘年

轻干部，引进专业同行。二是巩固增长，为员工增长留

有馀地。在设备方面，有必要建设相关科学研究基地，

完善基础实验研究工具和设备。Emc 还提供了晋升机会，

并鼓励有能力、有积极性和创新的人员提高其专业技能。

4.2　提高监测人员的专业技能

为了取得良好的监测结果，一个专家组必须指导或

实施监测。但是，目前没有足够的专家。通过提高屏幕

技能，您可以优化屏幕的操作。首先，在条件允许的情

况下，需要定期培训各类工作人员，鼓励主管人员参加

部门学术会议，或组织横向访问，以获得技术经验。培

训侧重于和平时期监测的优先领域和联系，并有严格的

质量管理。第二，评价应着眼于提高专业素质，特别是

在专业素质薄弱的领域。工作人员将通过工作组开展工

作，切实改进检查专员精练、接近、现实和全面的工作

方法，并通过数据收集、统计和分析进程，确保监督工

作的标准化和制度化。最后，需要开展一些内部活动，

如年度培训，以创造积极的工作环境，促进监督，达到

新的水平并取得新的成果。

4.3　完善环境噪声监测程序

在一些地区，环境噪音监测存在缺陷，甚至没有有

效的管理机制。因此，需要作出积极努力，改进各种制

度，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并明确界定监督程序。第一，

我们必须制定一项监测方案。制定年度监测计划和特别

计划，按照各州、市和环境部门的相关要求，改进监测

的目标、内容和比例。还必须提前购买必要的设备，并

做好充分准备。第二，为了对这一进程进行明确的监测，

需要制定一份监测联系人名单、明确的监测细节和合理

地划分现场监测工作，例如，一些用户收集数据，而另

一些用户保存记录。最后，及时报告监测结果，及时提

供任何信息。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内外其他优秀的

噪声监测系统和要求，完善现有系统，促进有效发展监

测。

五、结语

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工作，特别是监测和控制环境

保护中的噪音，这对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具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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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作为噪音管制者，有必要了解目前在噪音监测方

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采取适当措施提高噪音监测的质

量。本文首先讨论噪声的影响，然后讨论噪声监测中遇

到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最后结合相关案例，

分析了我国生产、运输和民用建筑的噪声监测标准。希

望本文的分析能为有关人士促进我国噪声监测的健康发

展，为环境保护的发展做出贡献提供宝贵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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