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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环境噪声自动监测探讨
杨光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要：在对环境噪声常规监测情况调查和了解的基础上，对功能区环境噪声自动监测技术进行分析和探讨，结合实际工作
经验，提出开展功能区环境噪声自动监测工作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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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环境噪声问题日
益突出，噪声污染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的干扰
与危害日益明显。加强城市环境噪声的监测、评价
和预测，更好地为环境管理服务，一直是环境管理和
环境监测人员关注的问题。但噪声污染的固有属
性，使得环境噪声监测成为看似简单，其实很难做好
的工作。目前使用的噪声常规监测方法和技术，已
难以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计算机、现代通讯技术发
展，尤其是水、气、污染源自动监测的逐步完善，推进
了环境监测自动化的全面开展。《声环境质量标
准》（ＧＢ ３０９６—２００８）提出：全国重点环保城市以及
其他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区宜设置环境噪声自动监测
系统，进行不同声环境功能区监测点的连续自动监
测［１］。国内目前尚无关于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的统一
技术规范，笔者结合日常工作和参加国家课题的实
践经验对此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１　 功能区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点位的设置
开展功能区环境噪声自动监测首先涉及测点布

设和点位优化问题。这是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解决但
一直未能切实解决好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多年
来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试验，提出许多优化理论、优化
算法和方案，如：抽样和灰色理论关联度分析、动态

和整数规划、启发式算法以及遗传算法等。这些方
法大多基于传统的数理统计模型，对于高维、非线性
的噪声监测点位优化问题，处理效果并不理想，在客
观性、可操作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笔者
在对目前功能区环境噪声常规监测方法了解和分析
的基础上，通过对环境噪声自动监测工作情况的调
查和研究，在更科学、严谨、切实可行的功能区环境
噪声自动监测点位布设规定出台前，本着承前启后、
先简单后复杂和可操作的原则，对功能区环境噪声
自动监测点位布设提出设想。
１ １　 监测点总数确定

以当初设定功能区环境噪声监测时的监测点
数和当时城市建成区面积为基本当量，对目前城市
建成区面积折算出基本点位数，再结合下列因素评
价确定，包括：

（１）民生因子，声环境功能区面积与常住人口
数；（２）经济承受度因子，地区ＧＤＰ及发展状况；
（３）自然特征因子，自然位置、地形等其他因素；
（４）修正因子，噪声污染事件投诉（分类）情况。以
上因子根据自然状况和统计资料，对相关因素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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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后确定。
１ ２　 监测点位确定

具体点位分布，应保证每类功能区至少有１个
监测点，４类区点位数按总点位数与原总点位数的
扩大比例增加，其他类别功能区点位按照各功能区
的面积比例分配。在布点时还应兼顾某些区域内
特定状况的特定需求。

（１）监测点应能代表该类功能区的基本环境
特征，同时也能代表该功能区的声环境特征［２］。
监测点周围建筑及环境情况相对稳定。

（２）监测点位应能满足自动监测仪器安装、运
行维护、管理和质量控制条件，保证自动监测仪器
和系统能长期、可靠、稳定、安全地运行。

（３）户外传声器周围不应有明显固定噪声源，
尤其是不应有影响该功能区声环境特征的固定噪
声源。户外传声器距离任一反射面的距离大于
３． ５ ｍ，距离地面高度大于３． ５ ｍ。

（４）监测点位周围没有强电磁场的干扰，室外
装置应考虑避雷问题。

（５）条件许可时，自动监测点位应尽可能利用
原功能区常规监测点位。

２　 自动监测系统功能设置
功能区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应至少具备以

下监测统计功能：
监测点任意监测时间段的ＬＡｅｑ、Ｌｍｉｎ、Ｌｍａｘ、Ｌ５、

Ｌ１０、Ｌ５０、Ｌ９０、Ｌ９５、Ｌｄ、Ｌｎ、Ｌｄｎ、ＳＤ；
必要时应具备［３］：
（１）对监测点的超标噪声源进行取样录音，形

成声音数据文件；
（２）同步记录监测点的风速和降水情况；
（３）４类区监测时，同步进行车流量自动监测。

３　 自动监测现场设备
为适应功能区环境噪声自动监测需要，自动监

测系统现场设备配置参见图１，其中气象、车流量
监测，频谱分析，超标录音功能可根据需要选配。
通讯模块根据通讯方式选定（如无线ＡＤＳＬ ／ ＧＰＲＳ
或有线、宽带等），但通信协议必须符合环境监测
数据传输协议的相关要求，必须保证和环境自动监
测系统管理平台兼容。为保证自动监测的可靠性，
现场设备应配置足够的数据存储器和备用电源，具
有自动唤醒（如停电后来电自启动）、接受反控操

作（如远程校准、补调数据）等功能。

图１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现场设备构成

４　 开展功能区环境噪声自动监测工作需要注意的
事项

（１）建设过程中必须注意与城建、交通、市政
等部门加强沟通，在宏观规划上有机结合，近期与
远期相结合，避免重复建设和改建损失。

（２）建设过程注意与水、气等现有自动监测系
统的整合规划，监测数据纳入环境自动监测系统综
合管理。避免自成系统，形成新的“信息孤岛”。
主要注意数据传输和数据结构与现有自动监测系
统的兼容性。

（３）现场监测设备选用时特别注意必须满足
全天候使用要求，避免温度、湿度、电磁场以及意外
损坏影响系统工作稳定性。

（４）防止重建设，轻运行维护。在确定建设规
模的同时，应落实对应的运行维护措施和资源配置。

功能区环境噪声自动监测是环境监测自动化的
重要组成，是结合多学科先进技术的系统工程，投入
大，建设周期长。有些技术仍处于逐步成熟阶段。因
此，在开展功能区环境噪声自动监测工作过程中，必
须坚持实践科学发展观，统筹规划，严谨论证，循序渐
进，高瞻远虑，稳步提高。力求避免系统尚未完成，功
能却已落伍；对有些尚未成熟的新技术应用，应保持
科学态度和方法，避免走形象工程的老路，避免为环境
保护工作造成损失和对全局工作产生影响。努力推进
功能区环境噪声自动监测工作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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