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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实验

淮安市环境监测站开展了固定和流动噪声源

在不同距离,对不同高度建筑物影响的噪声监测,

监测点设在该市淮海国际大酒店各楼层临近阳台

的窗口,共设置 7个监测点, 监测点距离地面高度

(垂直高度 )分别为 1. 5m、12m、17m、23m、30m、

35 m、42 m。监测方法按照 GB /T 14623- 1993 城

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和 环境监测技术规

范  (噪声部分 ) , 监测仪器为噪声积分统计分析

仪。固定声源监测频次:监测 4次,每次测 10 m in,

以等效声级 ( Leq )值参加统计;复合声源按功能区

测量方法监测, 监测 4次, 每次为 24 h连续监测,

测量每小时的 Leq值,实测 20 m in, L eq值参加统计,

同时记录车流量。噪声监测点见图 1。

图 1 噪声监测点位置

2 结果与分析

2. 1 同一噪声源影响

在同一噪声源下,测定不同距离对不同高度建

筑物的影响,结果见图 2。

由图 2可见,在同一噪声源影响下,在距离东、北

两声源较近处监测时,峰值出现在 12m左右,在离南、

西两声源较远处监测时,峰值则出现在 17m~ 23m。

2. 2 复合噪声源影响

复合噪声源主要是由来往车辆和商业区人群

图 2 不同距离对不同高度建筑物的影响

产生的声源 (流动声源 ), 不同距离的流动声源对

不同高度建筑物的影响结果见图 3。由图 3可见,

复合噪声源影响的峰值在 12m ~ 35m高度之间。

图 3 流动声源对不同高度建筑物影响

3 结论

在单一噪声源,或流动混合噪声源作用下,垂

直不同高度的声压级在近地面处为低值区,随着高

度上升,声压级逐步升高, 达 10 m~ 20 m时, 声压

级呈现峰值,并随高度升高逐步下降,达 35 m高度

以上时,声压随高度增加而有所下降。

空中某点的噪声值是某一区域内噪声共同影

响、叠加的结果,离地面越高, 受影响的区域半径越

大,达一定高度后, 可以视其噪声值为区域内的环

境噪声代表值。

在 40m高度范围内, 高度对噪声的降解作用

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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