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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噪声是城市环境中的一种广泛存在的污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本文论述了

交通噪声的危害,并介绍了防治交通噪声的技术措施,旨在为城市交通噪声污染的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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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ffic noise is a widely existing pollution in urban environments, which has brought great troubles 

to people's liv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hazards of traffic noise and introduces technical measures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raffic nois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urban traffic noise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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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噪声是城市环境中主要的噪声源之一,给人们的正常

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轨道交通、公路、机场等交通

设施的建设和运营都会产生噪声,而噪声的强度和范围与交通

的密度和形态密切相关。交通噪声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

问题,因此必须大力推广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降低交通噪声

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 

1 交通噪声的特征 

1.1交通噪声特征 

交通噪声是指车流量大、速度快、声场复杂,随时处于变化

状态的噪声。其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广泛分布。交通噪声源分布广泛,从城市主街道到背街

小巷、城市快速通道、隧道以及市郊公路等都存在交通噪声。(2)

噪声频率高。交通噪声的频率约在150-10000Hz之间。(3)声波

强度变化大。交通噪声又称为不定点噪声,其声波强度随时间变

化显著。(4)声源高度不一。不同交通工具之间需要享有不同空

间,各交通工具之间的载运高度不一,因此交通噪声的声源高度

差异很大。 

1.2交通噪声的危害 

交通噪声不但会扰乱人们正常的生产和休息,而且还会对

人的健康产生很大的危害。以下是交通噪声主要对人类和环境

造成的危害： 

(1)干扰人类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无论是社会机构、商店、

住宅区或医院、公园等,交通噪声的不断污染都会对人们正常的

工作和生活造成严重干扰。(2)影响人员的听力。交通噪声强度

超过70dB(A)时,就会对人的听力产生不良影响,长时间处于这

种环境中,可能会造成听力损伤。(3)影响人的神经系统。由于

交通噪声噪声强度较大、频率复杂,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影响

人的睡眠、精神状态和反应能力,严重的可能会导致神经病变。

(4)影响城市生态环境。交通噪声的持续污染还可能带来环境效

益的恶劣影响,造成建筑物、草坪甚至水体的损伤。 

2 防治交通噪声的重要性 

防治交通噪声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保障民众健康 

长期生活在交通噪声污染较严重的地区,容易导致失眠、耳

鸣、头痛、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并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

因此,防治交通噪声对于保障民众的健康十分重要。 

2.2提高居住环境品质 

高噪声环境对人类生活的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噪声污染

严重的居住环境不仅会引起人们的不适感,还会影响到居住环

境的品质,因此,防治交通噪声可以提高居住环境品质,提升民

众的居住舒适度。 

2.3促进城市发展 

城市交通噪声的严重程度与交通拥堵情况密切相关,因此,

防治交通噪声可以降低交通拥堵程度,促进城市交通系统的发

展,具有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2.4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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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的交通噪声防治措施,可以减少交通噪声对健

康、安全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减少相关救治成本,提高城市管

理效率。 

总之,防治交通噪声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既是城市管理的需

要,也是保障公众健康、提高生活质量的必要手段。 

3 交通噪声的影响因素和主要控制原则 

3.1影响因素 

(1)交通量：交通量的大小对交通噪声的产生与治理有很大

影响。交通量大,噪声会变得更明显,需要采取更复杂的降噪措

施。(2)道路条件：道路的类型、结构和材质等因素也会影响交

通噪声的产生和传播。例如,路面平整、路面材料细密、路肩宽

广等道路条件有助于减少交通噪声的产生。(3)车辆速度：车辆

速度会影响车辆产生的噪声的频率和强度。车速越快,产生的噪

声也越大。(4)传播途径：交通设施与声环境敏感建筑之间的地

形、高差、距离都会影响声的传播,如交通设施与声环境敏感建

筑之间有实体障碍物,比如围墙,房屋等建筑可以引起声能量的

较大衰减。 

3.2主要控制原则 

(1)预防为主原则。预防交通噪声,应从规划设计阶段就开

始考虑,建立起科学、合理、可行的规划和设计体系。新建或重

建交通设施时,应根据沿线环境的特征和承载力进行设计,并采

取相应降噪措施,减少交通噪声对沿线居民的影响。(2)相对源

头治理原则。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应优先从噪声源采取主动

控制的技术措施,即针对交通工具、道路及传播途径方面进行改

进,降低沿线交通噪声影响。例如,降低车速、改善道路质量、

调整交通流量。(3)多方合作原则。交通噪声防治需要政府、社

区、居民、工程技术人员和媒体等多方面合作,达成共识,合理

规划交通设施与沿线敏感建筑的距离、功能及布局,同时提出噪

声管控方案,并不断评估、调整和完善措施,从而形成一套长效

且可持续的交通噪声管理机制。(4)综合施策原则。防治交通噪

声需要综合施策,除控制噪声源外,也可以从传播途径,对重点

敏感建筑进行保护的措施。比如道路两侧加强绿化,安装声屏障

等,敏感建筑设置隔声窗等措施。 

4 主要降噪方案 

针对交通噪声,目前常用的降噪措施主要有合理规划布局、

路面材料、隔声屏障、降噪林、隔声窗等,这几种降噪措施情况

如下： 

4.1合理规划布局 

交通噪声污染的防治必须进行交通环境规划,通过制定合

理的交通规划、交通管理措施、交通设施建设等措施,使交通噪

声减少到 小,从而达到减轻交通噪声污染的目的。具体措施包

括：(1)交通网络规划的科学合理化。合理地规划交通网络,在4

类声环境功能区不宜建设声环境敏感建筑,并明确规划敏感建

筑与道路的距离,避免其受到交通噪声的显著干扰。(2)交通组

织管理措施的实施。例如,在重要节点设置交通指示牌和信号灯,

提高交通效率、减少交通拥堵,避免车辆在拥堵区域发生持续性

高峰时段的停滞,引导车辆在限制噪声的交通路线上行驶；并且

限制危险区和噪声敏感区域的车辆通行,从而减少车辆堵塞时

产生的噪声。(3)建立噪声污染防治标准。根据噪声敏感区的不

同类型,根据既定的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设定相应

的噪声污染防治标准。通过政策、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引导

道路交通、公共交通等企业严格执行相关噪声限制标准,减少噪

声污染。(4)设施建设的措施。在交通设施的建设过程中,采用

减振减噪的技术,如噪声隔离带、道路障声屏障、加装悬挂式隔

声板等,从而减少噪声的传播和照射。通过交通环境规划来降低

交通噪声的污染,不仅可以提高道路交通的质量,加快城市交通

建设步伐,也有助于解决城市噪声污染问题,提升城市居民的生

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4.2降噪路面 

降噪路面主要是通过在道路表面覆盖吸声材料,减少车辆

行驶时车轮与道路表面摩擦所产生的噪声,从而降低交通噪声

的污染。道路表面处理技术可以有效地降低交通噪声污染,提高

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常用的道路表面处理技术主要有以下几

种：(1)沥青混凝土路面：这种路面表面粗糙,可以减少轮胎与

路面之间的接触面积,从而减少噪声的产生。(2)路面表面覆盖

减振垫：这种材料可以降低车辆通过时产生的振动和噪声。(3)

路面表面施加隔声砂浆：这种砂浆可以减少路面摩擦的噪声,

同时还可以延长路面使用寿命。(4)反射式降噪路面：这种路面

表面覆盖有许多微小的凸起,可以反向反射噪声,从而减少城市

和路边周围的噪声污染。通过道路表面处理技术的应用,可以有

效地减少交通噪声的污染,提高城市环境质量。 

4.3隔声屏障 

隔声屏障作为一种通过控制交通噪声传播途径来降低交通

噪声的措施,由于其简单、实用、可行、有效,成为交通环境保

护中的一项重要手段。特别是在高速公路,或城市道路规划已无

法更改的住宅区建筑已形成,用隔声屏障降低交通噪声就成为

常用的技术方案。隔声屏障采用吸声屏体,吸声屏体内有吸声介

质,使噪声通过面板时达到吸声效果,吸声性能好,能降低噪声

污染,有效阻挡声音的传播。随着技术的进步,声屏障种类繁多,

主要体现在隔声板材质方面,有微孔岩面板、金属面板、木丝吸

音板、穿孔水泥板与剥离棉复核构造材质,另外在声屏障措施

不达标的情况下还可以在顶部加装吸声材料进一步吸声,或

者安装控制器利用电声传感器和电声转换器,对交通噪声进

行主动控制,使噪声信号与反相信号相加并抵消,从而实现噪

声自主降噪。 

因此声屏障的设计要考虑到建筑形式、材料选择、高度和

位置等因素,以确保 佳效果和 小成本。此外,还需要注意声

屏障的维护和管理,以保持其有效性和持久性。 

4.4绿化降噪 

交通设施绿化是指在交通设施沿线及其周边绿化区域内,

种植树木和草坪等植物,绿化带降噪是通过种植密度和宽度合

理的常绿灌木或乔木形成一道植被墙,来改变噪声在声源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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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对象两者之间的空间自由传播,达到降低噪声的目的,是一种

常用的交通降噪方式。具体措施包括：(1)绿化带的建设。合理

布置城市绿化带,将城市道路绿地面积增大,形成隔声屏障,使

交通噪声得到有效吸收和隔离,从而减少了噪声的照射范围和

强度,改善道路周边噪声环境。同时,绿化带还可以降低气温,

减少城市的热岛效应,改善空气质量,增加城市美观度。(2)草坪

的建设。适当地在城市道路两侧或隔离带(中央分隔带)上种植

草坪,可以吸收噪声,形成气氛垫,有效减轻噪声,提高城市居民

生活质量。(3)在交通枢纽周边建立绿化景观。在公路、铁路、

港口、机场等交通枢纽设立高大乔木或针叶植物,可以有效缓解

交通噪声。 

总之,城市道路绿化是城市交通噪声防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乔灌结合密植的10m宽绿化带可降噪1～2dB(A)；30m宽绿化林带

可降噪2～3dB(A),既可以降低交通噪声,又可以通过绿色植物

对有害气体的吸收作用,具有明显的生态效益。 

使城市更加美丽和宜居,同时还能促进城市生态建设和环

保事业的发展。 

4.5敏感建筑噪声防护措施 

声环境敏感建筑噪声防护主要是对敏感建筑进行建筑隔声

设计,比如结合与交通设施的位置关系合理设计敏感建筑的使

用功能,对敏感建筑加装隔声门窗,建筑室外墙设计吸声材料等

防护措施以使室内声环境质量符合规范要求。目前常用的措施

为对敏感建筑加装隔声窗措施,传统隔声窗在阻挡噪声传播的

同时,也阻隔了室内外的空气流动,给居民生活造成不便,通风

隔声窗则同时满足了隔声和空气流通的要求。通风隔声窗是一

种用隔断附吸收声音的塑钢或铝合金型材加上特有结构降低声

音传输过程的装置,通过特有的消声通道达到在空气流通的同

时降低噪声的效果。隔声窗仅能对室内环境进行保护,适用于噪

声超标量大、室内环境需要重点保护的情况。 

5 交通噪声防控措施选择 

降噪措施的确定,首先要综合考虑交通设施沿线各敏感点

特征、交通设施特点、所需的降噪效果以及各种降噪措施适用

的条件等因素,主要通过对逐步加强的降噪方案进行预测, 终

选择使各敏感建筑达标或噪声增量不明显(增量≤0.5b(A))的,

且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同时又兼顾公平的措施方案。 

因此在交通设施路线走向已确定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考

虑,交通设施采取的工程降噪措施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1)原则上距离道路中心线外150m内、建筑密度相对较高,

敏感建筑物高度以中、低层为主的中期超标敏感点,结合实际位

置关系建议优先采取降噪路面,加装声屏障,设置绿化相结合的

措施。具体还应结合相应路段的线路形式、地形以及敏感点与

线路的距离、高差、房屋分布情况、影响户数以及超标程度等,

路堤/桥梁/浅挖路段、距路线较近、房屋分布相对集中、影响

人数较多、噪声超标量不大的敏感点优先考虑采取降噪路面,

加装声屏障的降噪措施,确保敏感点处声环境质量达标。(2)对

于安装声屏障后中期超标量在0.5dB以上的敏感点,视超标范围

增加隔声窗措施；中期超标量在0.5dB以下的,采取跟踪监测措

施,根据跟踪监测结果适当采取增加隔声窗等相应补充措施。(3)

在噪声超标量较大、敏感点分布相对分散、距离线路较远、与

线路斜交且斜交角度较大路段、高差较大的挖方路段,或者同时

受到其他道路交通噪声影响在本工程采取声屏障措施降噪效果

不理想的敏感点,考虑安装隔声窗的降噪措施,确保敏感点室内

噪声满足建筑物使用功能要求。(4)在交通设施沿线未实施规划

的路段,对区域规划提出在红线两侧设置一定的噪声防护距离,

建议在噪声防护距离范围内不宜新建学校、医院、居住小区等

噪声敏感建筑。 

6 总结 

交通噪声污染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对人们的生活

和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必须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

技术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未来在交通噪声的治理方面,必将采

取更多针对性的新技术,以更好地减轻交通噪声对环境和人类

造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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