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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杭州市典型高架复合道路交通噪声监测 ,研究高架复合道路交通噪声的时空分布规律。结果表明 ,噪

声与车流量、车辆类型及车速密切相关 ;噪声随着与高架路距离的增大 ,地面各测点的噪声值呈递减趋势 ;高架复合道路平

直段与下坡路段的噪声在临街建筑竖直立面的分布规律基本一致 ,但在不同高度的影响程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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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ace2time distribution of the traffic noise of elevated highways was obtained in Hangzhou b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The results of space2time distribution showed the traffic noise was associated with traf2
fic flow, types of vehicle and speed of vehicle. The ground noise of the measuring point decreased with increas2
ing distance from the elevated highways.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rule of flat roadswas sim ilar to slope roads, but

the noise differed from different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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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机动车辆数目迅

速增长 ,道路交通问题日益突出。为了缓解交通压

力 ,保证城市道路的通畅 ,自 20世纪 90年代起 ,国

内许多大中城市开始在城市中心区域建设快速复

合高架路。

与原有道路形式相比 ,高架复合道路容纳汽车

总量急剧增加 ,车流通行速度较一般的城市道路快 ,

但高架道路交通噪声声源位置较高 ,因此 ,其道路的

特殊结构也形成了道路两侧有别于一般城市道路的

噪声声场分布 [ 1 - 5 ]。为了更好地了解高架复合道

路交通噪声的时空分布特点及规律 ,现对杭州市主

要高架复合道路 (上塘、中河高架 )的道路交通噪

声监测 ,分析高架复合道路交通噪声污染特性。

1　高架复合道路交通噪声时间分布特性

为了解高架复合道路正常通行情况下噪声和

车流量的时间分布特性 ,对高架复合道路 24 h噪

声监测 ,测量时同步记录道路车流量。监测点位于

高架复合道路旁某建筑 6楼窗外 1 m处 ,该建筑距

高架复合道路中心线约 25 m,车流量 24 h的变化

情况见图 1,等效连续 A声级 24 h的变化情况见

图 2,交通噪声随车流量变化见图 3。

图 1　车流量 24 h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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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等效连续 A声级 24 h变化

图 3　交通噪声和车流量变化的关系

由图 1,图 2和图 3可见 ,高架复合道路交通

噪声的变化趋势与车流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即高

架道路噪声随车流增加而升高 ,但由于同一车流量

下车种比例和车速不同 ,因此局部出现车流量大 ,

但噪声反而小的情况 ; 7: 00～21: 00高架道路噪声

变化不明显 ,均处于声级较高时段 , 1: 00～6: 00高

架复合道路噪声值相对全天较低 ,不到 70 dB (A)。

2　高架复合道路交通噪声立面分布规律

2. 1　平直路段交通噪声立面分布

监测地点选取高架复合道路旁某高层建筑 ,该

建筑高 16层 ,其东立面距离高架复合道路中心线

约为 30 m ,高架复合道路路面距地高度为 7 m。在

该建筑物面向高架复合路的东侧立面各楼层窗外

1 m处设置噪声监测点 [ 6 - 7 ]。测量时原则上各测

点同步监测 ,考虑到测点较多 ,受仪器和测试人员

数量的限制 ,按奇数层和偶数层分别同步测量 ,监

测结果见表 1。

从表 1可知 ,高架复合道路交通噪声立面分布

具有一定规律 ,从地面向上至约 15 m ( 1层到 4

层 )噪声随高度增加而略有升高 ,但在距地面约

20 m 噪声出现一低值 (5层、6层 ) , 25 m ( 7层 )以

上噪声随高度的增加有所升高 ,噪声级的最大值出

现在约 35 m (9层、10层 ) ,距地面 40 m (11层 )以

上 ,噪声值又呈现随监测高度增加而降低的趋势。

2. 2　下坡路段交通噪声立面分布

高架复合道路下坡段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2。

监测点位位于高架复合道路下坡段某高层建

筑 ,该建筑高 18层 ,其东立面距高架复合道路中心

线的距离约为 32 m ,下坡段坡度为 10°。在该建筑

表 1　高架平直段噪声立面分布监测结果

测点楼层 距地面高度 h /m 监测时间 L eq / dB (A)

1 1. 2 9: 00 69. 5

2 7. 2 9: 30 72. 3

3 12. 2 9: 00 72. 5

4 15. 7 9: 30 73. 7

5 19. 2 9: 00 70. 9

6 22. 7 9: 30 71. 0

7 26. 2 9: 00 75. 8

8 29. 7 9: 30 75. 1

9 33. 2 9: 00 76. 4

10 36. 7 9: 30 75. 8

11 40. 2 9: 00 74. 2

12 43. 7 9: 30 73. 7

13 47. 2 9: 00 74. 5

14 50. 7 9: 30 72. 0

15 54. 2 9: 00 71. 8

16 57. 7 9: 30 67. 4

表 2　高架下坡段噪声立面分布监测结果

测点楼层 距地面高度 h /m 监测时间 L eq / dB (A)

1 1. 2 16: 00 71. 8

2 7. 2 16: 30 73. 8

3 12. 2 16: 00 70. 9

4 15. 7 16: 30 70. 1

5 19. 2 16: 00 69. 9

6 22. 7 16: 30 70. 4

7 26. 2 16: 00 71. 1

8 29. 7 16: 30 71. 5

9 33. 2 16: 00 71. 8

10 36. 7 16: 30 71. 7

11 40. 2 16: 00 70. 4

12 43. 7 16: 30 71. 2

13 47. 2 16: 00 69. 9

14 50. 7 16: 30 70. 1

15 54. 2 16: 00 68. 5

16 57. 7 16: 30 69. 8

17 61. 2 16: 00 68. 8

18 64. 7 16: 30 68. 9

面向高架路的东侧立面各楼层窗外 1 m处布设噪

声监测点 ,测量方法参照 2. 1。

从表 2可知 ,噪声的最大值出现在地面 (1层、

2层 )处 ,在距地面约 20 m噪声出现一低值 (5层、

6层 ) , 25 m (7层 )以上噪声随高度的增加有所升

高 ,在距地面约 35 m (9层、10层 )又出现一噪声高

值 ,距地面 40 m ( 11层 )以上 ,噪声值又呈现随高

度的增加而降低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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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平直段和下坡路段交通噪声立面分布比较

对高架路平直段与下坡段噪声立面监测结果

比较 ,见图 4 ( a) ( b)。

图 4　平直路段与下坡段交通噪声立面分布比较

(1)高架复合道路交通流量大 ,上层车速快 ,

并且上、下两层道路上的噪声经反射和叠加 ,因此

其交通噪声对临街建筑的影响比较大。监测结果

表明 ,不论是平直路段还是上、下坡路段 ,各测点的

等效声级均超过 67 dB (A)。

(2)高架复合道路平直段与下坡路段的噪声

在临街建筑竖直立面的分布规律基本一致 ,即底层

噪声级较小 ,随立面高度的增加 ,噪声级逐渐增大 ,

在某一高度上达到最大值后 ,高度再增加 ,噪声值

反而逐渐减小。

(3)对于距高架道路中心线约 25 m～30 m的

临街建筑 ,受高架道路噪声影响最大的楼层为第 9

层和第 10层 ;建筑第 5层和第 6层出现低值的原

因 ,主要是高架路面对下层交通噪声的遮挡。

(4)平直路段临街建筑受高架道路噪声影响

小的楼层为第 1和第 2层 ,下坡路段临街建筑受高

架道路噪声影响小的楼层却为 11层以上的楼层 ,

这是因为上、下坡路段车辆的平均位置低于平直路

段的缘故 ,另一原因是上、下坡段的车辆在坡道靠

近地面的时候往往要变速运动 ,增加了车辆本身的

声功率级 ,造成对临街建筑底层影响较大。

3　高架复合道路交通噪声水平分布规律

噪声水平分布监测点选在高架复合道路旁一

空旷场地内 ,共设 9个噪声监测点 ,测点高出地面

约 1. 5 m,各测点距高架路中心线分别为 20 m、

30 m、40 m、50 m、60 m、70 m、80 m、90 m和 100 m ,

图 5为高架复合道路交通噪声水平分布趋势。

图 5　高架复合道路交通噪声水平分布规律

从图 5可知 ,随着与高架路距离的增大 ,地面

各测点的噪声值呈递减趋势 ,噪声衰减较大 ,距高

架桥 20 m 处噪声值为 72. 2 dB (A ) ,距高架桥

100 m 处噪声值降至 60. 6 dB ( A ) , 衰减量约

为 12 dB (A )。

4　小结

高架复合道路不同于一般的城市道路 ,其声场

分布具有特殊性。噪声与车流量、车辆类型及车速

密切相关 ;噪声随着地面与高架路之间的距离增

大 ,各测点的噪声值呈递减趋势 ;高架复合道路平

直段与下坡路段的噪声在临街建筑竖直立面的分

布规律基本一致 ,呈现底层噪声级较小 ,随立面高

度的增加 ,噪声级逐渐增大。在某一高度噪声级达

到最大值后 ,随高度再增加 ,噪声值反而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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