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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12349- 905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6
(以下简称5方法6)和 GB 12348- 905工业企业厂界

噪声标准6(以下简称5标准6)是 1990 年颁布实施

的, 5方法6和5标准6在噪声监测中的使用率最高,

但也常常遇到现行5方法6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影

响5方法6执行的严肃性。因此, 应该对执行了 10

多年的5方法6或5标准6给予补充和完善。

1  问题

1. 1  测点定于界外 1 m 处

噪声测量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选择合

适的测量点,现行5方法6中用测点位置在界外1 m

处测得的等效连续 A声级作为评判量的科学依据

不足。甲、乙单位厂界噪声监测点见图 1。

Ó ) ) ) 厂界噪声测点; , , ) ) ) 双方共同厂界红线。

图 1  甲、乙单位厂界噪声测点

从图 1可见,甲单位厂界噪声测点位于乙单位

厂区内2号点,而乙单位厂界噪声测点位于甲单位

厂区内1号点, 甲单位 2号点厂界噪声等效连续 A

声级测定值,包含乙单位声源对该点的影响, 同样

乙单位1号点厂界噪声等效连续A声级测定值,也

包含甲单位声源对该点的影响。因此, 测定结果都

不能真实反映甲、乙单位噪声对外界的影响。

图1中, 甲单位的固定声源 A, 经过 r 的距离

衰减, 到达厂界正上方 B 点, 并与厂界外 1 m 处的

等效连续A声级值形成差值,计算公式为:

LA ( r) = LAref ( r 0) - 20 lg( r/ r 0) - $L

式中:

LAref ( r 0) ) ) ) 参考集位置 r0 处A声级, dB(A) ;

$L ) ) ) 噪声在传播过程中受空气、植被等影

响的衰减量, dB(A)。

结果表明,当 r 为 2 m时, 差值 3. 5 dB(A) ; 当

r 为 5 m时,差值 1. 6 dB( A) ;当 r > 19 m 时, 差值

才降低至仪器误差、测量时的环境影响及测量误差

允许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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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法定厂界和噪声敏感处
5方法62. 6. 1中规定, /测点 (即传声器位置,

下同)应选在法定厂界外 1 m、高度 1. 2 m 以上的

噪声敏感处。如厂界有围墙,测点应高于围墙。0那

么, /法定厂界0是应以城市规划部门审查核准的规
划红线为准,还是以有形的围墙为准,如果没有围

墙和明显标志的地段应以什么为准? 另外, /噪声

敏感处0若以人的居住区为考虑对象, 那么,如果一

个单位或企业, 其周围无人居住,噪声敏感处就不

存在,则该单位的厂界噪声是否可以不予监测呢?

5方法62. 6. 2中规定, /若厂界与居民住宅相

连, 厂界噪声无法测量时,测点应选在居室中央, 室

内限值比相应标准值低 10 dB( A)。0 工业企业厂界

与居民住宅相连只有水平相连和垂直相连 2种情

况, 见图 2。

Ó ) ) ) 厂界噪声测点; w ) ) ) 企业固定声源

图 2  厂界与居民住宅相连情况

图 2所示表明, 5方法6没有明确测点位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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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居室中央监测时, 居民住宅面向企业厂界的门、

窗是否需要打开。如果打开门、窗监测, 按照声音

传播的距离衰减特征分析,在居室中央监测到的结

果比相应标准值低 10 dB( A)是不可能的; 如果关

闭门、窗监测, 通过门、窗的隔声作用,规定室内噪

声值仅比相应标准值低 10 dB( A)显然也不合适,

因为目前我国门、窗的加工工艺水平比制定标准时

有了很大的提高, 普通门、窗的隔声量一般在

12. 5 dB( A)以上。

1. 3  背景噪声修正
5方法63. 2中规定, 背景噪声的声级值应比待

测噪声的声级值低 10 dB( A)以上, 若测量值与背

景值小于 10 dB( A) ,须按表 1进行修正。

表1  背景值修正 dB( A)

差  值 3 4~ 6 7~ 9

修正值 - 3 - 2 - 1

  当测量值高于背景值 10 dB( A)以上, 毫无疑

问,该处所测噪声声级值就是待测声源的噪声声级

值,测量值与背景值之间的差值正好与表中规定的

数值相符,按表中规定数值修正,很好执行。

但在实际工作中,测量值高于背景值10 dB(A)

以上的概率相对较少, 而测量值低于背景值

10 dB(A)以下的情况相对较多,测量值低于背景值

6 dB( A)以下的情况则更为普遍。因此, 5方法6中

修正值表格比较简单,在执行过程中, 尤其是标准

限制的临界状态出现不同的结果时就很难办。

以图 1为例, 甲单位界外 1 m 处的 2号测点,

现在测得等效连续 A声级值昼间为 63. 2 dB( A) ,

关闭甲单位厂区内所有噪声设备, 在2号点位上测

量背景噪声, 其测量值为 60. 5 dB ( A ) , 实测值

63. 2 dB(A)与背景值 60. 5 dB( A)相差 2. 7 dB( A) ,

此时按5方法6中最大修正量值 3 dB( A)进行修正,

甲单位 2号点的厂界噪声等效连续 A 声级值为

60. 2 dB(A) ,超标 0. 2 dB( A)。若利用 HJ/ T 2. 4-

955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6(声环境)中有关模式,

修正背景噪声还有以下计算公式:

L eq修= 10 @ log[ 10L eq实 / 10- 10L eq背/ 10]

式中:

L eq实 ) ) ) 厂界噪声实测值, dB( A) ;

L eq背 ) ) ) 背景噪声测量值, dB( A) ;

L eq修 ) ) ) 厂界噪声修正值, dB( A)。

将上述测量结果代入计算公式进行背景噪声

修正,其计算结果为 59. 9 dB(A) ,满足标准要求。

2  解决办法
2. 1  增加或修改5方法6中名词术语

2. 1. 1  法定厂界

/法定厂界0是城市规划部门最终审查批准的
规划红线。/法定厂界0应以其某一区域内的项目

界限为准。

2. 1. 2  噪声敏感处

指厂界外的居民住宅区、医院、学校、办公区以

及需要特别保护的公共场所等。

2. 1. 3  背景噪声

被测单位内停止生产作业,在法定厂界内 1 m

处测定的噪声值。

2. 2  修改5方法6中厂界噪声的测点位置

2. 2. 1  测点位置的选择

( 1)测点应选在法定厂界内1 m、高度 1. 2m 以

上的噪声影响处。如厂界有实心围墙,测点应高于

围墙。

( 2)若厂界与居民住宅垂直相连, 测点应选在

该单位门、窗(或其他向外传播噪声的位置)外 1 m

处(在该单位开门、开窗的情况下)。

这样修改的最大特点,是将噪声污染控制在厂

界内,并且对单位治理噪声污染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给处理噪声投诉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2. 2. 2  背景值修正

针对5方法63. 2中背景值修正方法的不完整,

有些单位因生产工艺制约,不可能停止生产进行背

景噪声监测, 背景值修正方法可修改为:

在厂界噪声实测值超过所在功能区噪声标准

时, 应测量其背景噪声, 修正公式:

L eq修= 10 @ log[ 10Leq实 / 10- 10L eq背 / 10]

或按表 1简便修正。

当差值小于 3 dB( A)时, 应改变环境条件重新

测量。如某些企业单位因生产工艺影响,无法测量

背景噪声时, 可用统计声级中的 L 90值作为背景值

用于修正。

2. 3  修改5标准6中Ô类区夜间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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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环境监测报告结论的规范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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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监测报告是环境监测部门为其承担的专
项监测任务出示的技术总结, 它对环境承受影响的

程度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描述,是环境责任强有力

的证据,具有法律效力。因此环境监测报告的结论

措辞应该慎重。

1  结论必须简单明了  

环境监测报告专业性较强,需要一定的专业知

识才能理解,而结论是报告的关键, 当人们拿到监

测报告时, 很自然的是先看报告的结论。因此,出

示的监测报告必须做到阅者皆懂。但是, /基本符
合@ @标准0、/基本达标0、/总体上达标0等模糊用

语,却大大降低了报告的法律效果,若是将/绝大部

分达标,只有 @ @ 超标 @ 倍0修改为/ @ @ 超标 @

倍,其他监测项目均达到 @ @ 标准0,则一目了然。
多字、漏字、别字和错字是报告的大忌,轻则造

成语句不通,重则意思全反,这类情况在用微机打

印监测报告时容易出现,务必引起重视, 可采取多

次校对、审核的方法解决。

2  结论表达方式

最典型的是环境管理部门委托的监督监测和

外单位或个人要求的委托监测。环境管理部门委

托的监督监测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履行行政责任

的监督行为,监测报告上有关结论的内容由管理者

依据法律法规自行评价, 监测部门无须在出示的监

测报告上作结论叙述, 只需写上/监测结果见第 @

页0。委托监测具有仲裁性, 仲裁作用是针对法律

责任状况的,委托对象往往是非专业人员, 他们既

希望确切了解样品状况,又对结论抱有较强的依赖

性。因此,报告的结论必须客观、准确、简明。由此

可见,虽然监测的目的不同, 但监测报告的法律效

力是相同的, 所以每一份监测报告的结论措辞都应

该重视。

3  结论应理清思路和避免时癖

结论是监测报告的主要部分,没有结论的报告

是不完整的, 但有些监测结果却不好下结论。例如

渔业污染纠纷的仲裁监测,其监测结果若执行渔业

标准,则超标, 若执行污水排放标准,则达标, 结论

出示对委托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何下结论让仲

裁者左右为难,其实在专业优先情况下将监测结果

与两个标准分别对照,分别结论则可以解决问题。

关于时癖, 比如/监测过程在质控状态下进

行0, /该次监测按照标准实验室程序要求进行0等
结论措辞都属于时癖行为,因为监测报告上的监测

结果是按照规范程序测得的,否则便是不合格; 还

有级别标志,如计量认证和实验室认证, 其本身就

是实验室出示报告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类似叙

述是多余的。

收稿日期: 2003- 03- 03;修订日期: 2003- 05- 18

作者简介: 陈卫丰 ( 1973) ) , 男,江苏盱眙人,大专, 助理工程

师,从事环境监测与管理工作。

  由于城市汽车拥有量的增加, 非交通干线道路

上,一般至少也有 500 辆/ h ~ 600 辆/ h 的交通流

量,昼间标准定为70 dB( A)较为可行,但是夜间城

市道路交通流量已同昼间不相上下, 夜间 55 dB

(A)的标准显然定得过低。因此Ô类区夜间标准

应改为 63 dB( A)较为合适。

)43)

第 15卷  第 4 期 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 2003 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