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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城市道路交通噪音污染现状
世界卫生组织2001 年对世界噪音污染进行详细调查，结果

表明大部分国家的噪声污染问题都非常严重，在欧盟国家，有
40%的居民几乎每天受到交通噪音的干扰。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
城市里，一些地区的噪音污染也相当严重，有些地区全天24 小
时的噪音达到75dB(A)-85dB(A)。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建设规模也再不断扩大，
且机动车的数量日益增加，但机动车总体装备水平较低，导致
噪声污染十分严重。交通噪声污染的主控防治除了禁止鸣笛外，
尚未有其他有效控制措施 [1]。很多城市的噪声危害已经接近世
界著名吵闹城市。

2  分析指标的选取
声音存在变化时，在一段时间内的声压级的平均值能够反映

噪声的“等效”影响，这就是等效连续声级Leq[2]；另外我们发现
有很多噪音是非稳态的噪音，这种非稳态噪音比稳态噪音对人影
响危害更严重。在交通噪音评价中，Leq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
量，声环境区共分为五种类型[3]，本文所讨论的鄂尔多斯大街路
段属于4类声环境。且本文研究的噪声符合正态分布规律。故我
们选用了累计百分数声。

3  数据处理与分析
3.1研究噪声随道路线形的变化的演变规律
选取内蒙古农业大学西区所临的鄂尔多斯大街为研究路段。

该路段在所测时间内所有数据的平均值为67.3dB，可知路段的噪
声环境为四级 [3]。在观测的2h（13:00 — 15：00）时间段内，
其中98.5%的时间噪声超过56dB为吵闹环境。

采用等效连续A声级评价该路段的噪声污染情况,将三个测点
的监测数据按从大到小顺序排列,用近似公式计算等效连续A声级。

eqL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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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布设的3个点的值如下图。3号点的噪声明显低于1号与
2 号点的噪声，差值在2dB 左右，1 号点56.2% 时间低于2 号，
42.8% 的时间内高于2 号点。

1 号点位于交叉口右侧，车速以及车流量受到信号灯的影
响，红灯和黄灯时，噪声几乎不包括车辆行驶时产生的噪声。
当变为绿灯时，车速增加，噪声包括车辆加速和行驶产生的噪
声。2 号点处在路段的中部，不受信号灯影响车速高，产生的
噪声为车辆行驶产生的噪声。3号点位于无红绿灯转弯处，车速
低，噪声值较低，可推测噪声的大小与车速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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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q随时间变化图

3.2研究噪声沿纵向和横向传播的规律
鄂尔多斯大街是呼和浩特市的主干道，车流量大，车速

快，可以等效为线声源，距离线声源 21 rr - 处的衰减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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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楼为基础点，根据上公式计算出3,4,5楼层的理论噪声
值，对比实测值，分析交通噪声沿垂直方向的衰减规律。(表1)

由表1分析得5 楼以下交通噪声传播是沿着纵向逐渐增大，
并不符合噪声沿纵向衰减的规律，3、4、5楼所测数据都高于2楼
所测的数据。据相关资料[4]，高于6层的噪声分布符合线声源传
播规律，随着楼层的增高，依次递减。

各楼层Leq测量值与理论值及差值

floor Leq measurement value and the theoretical value and difference

采用研究纵向分布规律同样的方法，结合等效连续A 声级
（Leq）和线声源理论衰减规律，分析交通噪声沿水平方向的衰减规律。

由所测的数据可以得出，在前30 m 内噪声衰减最为强烈，
从第一点30m 处的衰减值为8dB 左右。此后噪声衰减依次降低，
四点与五点的差值仅为1.42dB，第五点基本接近校园背景噪声值
56.7dB，此时交通噪声对校园噪声基本没有影响。

4   研究城市道路噪声的现有防护措施的效果及建议
4.1研究绿化对噪声传播衰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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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②产生的氢气量较大，收集所得到的氢气纯净，靠近火焰

可以听到十分明显的爆鸣声，有利于学生的观察判断。③所采

用的仪器和物品量少且易得，装置组装方便，实验较为安全可

靠，可以将该实验以学生分组实验的形式开展，有助于让学生

亲自动手体验实验过程，加深学生的理解记忆。④实验改进后

反应速率很快，实验时间明显缩短（在50s 左右开始产生氢气，

整个实验在4 分钟内结束，极其有利于教师在课堂上的演示）。

4.2几点说明

①反应的试管不能过大，否则试管中气体过多不仅会加长反

应时间，同时也会影响收集的氢气的纯度。②预热之后对铁粉进

行加热，导管中会产生倒吸现象，这是由于预热过程中气体受热

膨胀，试管中压强增大，但是对铁粉局部加热时，试管中的气

体的温度下降，导致压强降低，导管倒吸。③将反应后试管中

的黑色固体物质加入到烧杯中，向其中加入浓盐酸，得到绿色

溶液，判断溶液中含有大量的二价铁离子，取一部分溶液到另

外一个烧杯中，加入硫氰酸钾溶液数滴，发现颜色微微变红，

证明溶液中同时存在三价铁离子。

5　结论

综上所述，该实验成功的操作步骤是：①取棉花如大拇指

状，吸水4mL后放入试管底部。②称取1.2~1.5g 还原铁粉，送

入试管中，距离棉花0.5cm 左右。③组装完仪器后用自制高温

酒精灯对铁粉进行加热。④导管出现气泡后90s开始用排水法进

行气体的收集。⑤将收集的气体靠近酒精灯火焰，听到爆鸣

声，证明产生的是氢气。

对铁粉和水蒸气的反应进行改进和探究后，该实验有着简单

方便，安全可靠，实验现象明显，成功率极高的优点，可以

作为教师在课堂上的演示实验，也可以作为学生自我探究实验进

行，适合在中学化学教学中推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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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时（冬季），在树木前后（单排树木）分别布置声
级计，选取每组数据的等效连续A 声级Leq 进行分析，得出一
排树木降噪效果为4dB 左右，可以有效地降低噪声。

此外，在枝繁叶茂季节可降噪6-12dB 左右[5]。
4.2研究障碍物对噪声传播的衰减效果
经过查阅资料[6]，街道两侧都有建筑物时，使街道噪声加

强，加强数值取决于建筑物的高度与街宽的比值 R：

W
H

R =                                （4）

式中：H - 建筑物高度；W - 街道宽度。
R越大，噪声级越大，曾经有学者[7]通过实验得出R=4时噪

声级增加10dB，R=1.6 的时候，噪声级也可增加6 到8dB。
4.3从声源出发
从噪声源出发，针对不同的路面材料会使得接触面的摩擦系

数不同，而这样使同一辆车在同样条件下在不同路面产生的噪声
不同，因而采用摩擦系数适中的道路材料。也可以向沥青混合
料中加入橡胶粒，既可以提高废旧轮胎的回收率[8]，有可以降
低噪声[9 ]。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交通噪声的传播规律和分布特征的研究，提出以

下降噪措施：
一是在路侧采用双排树木绿化，冬季无叶子可衰减9dB 左

右。夏季有叶子可衰减12-24dB左右。在交通线和建筑物之间，种
植高而枝密的树对建筑物内人员有影响。

二是在道路建筑设施设计和规划时，可以将敏感建筑物建至
于产生交通噪声相对较小的位置，比如无信号灯道路转弯处。

三是在道路建设时可以采用摩擦系数适中的道路材料，来降
低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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