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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述了全国机场的主要分类" 根据近几年对各类型机场开展验收监测的实际情况及经验!指出了不同类型机场面

临的主要环境问题$对机场项目验收中干线及以上规模机场飞机噪声污染#尾气排放!支线机场生态保护#中水回用#不同

类型机场飞机噪声监测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就完善机场项目环保管理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机场$竣工环保验收$飞机噪声监测$飞机尾气$噪声治理$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N"!!!!!!文献标志码!W!!!!!!文章编号!#)*+ ,)*%"""$#*#$# ,$$V- ,$+

<.23%+0+(.-./0'(.1*."23A2.2)*1*."(,L0,,*'*."O%:*+(,<0':('"&'(T*8"+

2R=2348#!Y/(1Gb<48"!_9:;45K34#!Y/(1G2<45ZJ4#!h91G/748#!Y/(1G ;̀48#! !_9O34#!U01G
235F<48#

%#F16/0# :#"/)0#-708/*)09$0"#-@)0/")*/0< 1$0"$*! M$/;/0< #$$$#"!16/0#$ "F708/*)09$0"#-@)0/")*/0< !"#E
"/)0 )+P/;/#0< T/4"*/5"! 16)0<U/0< +$#+"$!16/0#&

<=+"'28"' (AA7IE<48D7D6;3ADJ3FB<DJ3D<74 34E D6;;>K;I<;4A;7CD6;@74<D7I<487CM3I<7JBDPK;B7C3<IK7IDB<4 I;A;4DP;3IB!D6;@3<4

;4M<I74@;4D3FKI7SF;@B7CE<CC;I;4DDPK;B7C3<IK7IDB63M;S;;4 343FPQ;EN.JA6 <BBJ;B63M;S;;4 E<BAJBB;E 3B3<IAI3CD47<B;K7FFJD<74

SPD6;DIJ4T F<4;34E 3S7M;BA3F;3<IK7ID! ;>63JBD83B;@<BB<74B! ;A7F78<A3FKI7D;AD<74 7CI;8<743F3<IK7ID! I;AF3<@;E L3D;II;JB;34E

D6;@74<D7I<487C3<IAI3CD47<B;KI7EJA;E SPE<CC;I;4DDPK;B7C3<IK7IDN.J88;BD<74B74 D6;;4M<I74@;4D3F@3438;@;4D7C3<IK7ID3I;

8<M;4N

>*% 5('$+' (<IK7ID$04M<I74@;4D3F3AA;KD34A;$(<IAI3CD47<B;@74<D7I<48$0>63JBD83B;@<BB<74 CI7@3<IAI3CD$ 17<B;A74DI7F$ 0A75

F78<A3FKI7D;AD<74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尤洋%#-'V(&!男!工程师!本科!从事环境验收监

测管理工作"

!通讯作者!张鹏!0,@3<F'Q6348K;48[A4;@ANA4

!!我国机场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中
心!以省会或重要城市机场为骨干!支线机场向中#

西部地区延伸的布局已初具规模
)#* " 根据全国民

用机场布局规划!到 "$"$ 年!全国民用机场总数将
达 "++ 个!规划新建机场主要是支线机场" 伴随着
航空业的快速发展!机场噪声扰民#废气排放等环
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部分机场建设项
目存在未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制度的违法行为" 现对各种类型机场面临的
环境问题进行分析!重点就竣工验收中常见问题和
难点进行梳理!并提出对策建议"

#!我国机场的主要分类
我国机场按服务对象主要分 % 种类型'民用运

输机场#军用机场#军民合用机场" 截至 "$#V 年!
我国共有民用运输机场 "$% 个!其中军民合用机场

占比近 # %̂ )"* " 机场按航空业务能力划分为枢纽
机场#干线机场#支线机场 % 个类型" 按飞行区等
级划分为'#( " 个指标" 指标'表示飞行场地
%跑道&的长度!分为 #(+ 四个等级" 指标(表示
飞机的大小!分为 ((U六个等级 )%* "

"!不同类型机场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不同类型国内典型机场状况见表 #" 飞行区

指标'#(见表 "#表 %"
"N#!干线机场及枢纽机场的噪声污染

干线及枢纽机场多处于我国交通设施的枢纽

中心!飞机起降架次比较多!年起降架次分别为 #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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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不同类型的国内典型机场状况

类别 代表机场
飞行区

等级
跑道

起降架

次 次̂

航空业务

量 万̂人

枢纽 首都机场 +U % 条跑道 V$ 万! * )$$!

干线 咸阳机场 +\ " 条跑道 "$ 万) " %-))

支线 固原机场 +] 单跑道 " %+$! r#"!

!"$#V 年数据$)"$#" 年数据"

表 "!飞行区指标'

飞行区指标' 飞行场地长度 @̂
# w'$$
" '$$ e# "$$%不含&
% # "$$ e# '$$%不含&
+ %# '$$

表 %!飞行区指标(

飞行区指标( 翼展 主起落架外轮边侧间距 @̂
( w#V w+NV
W #V e"+%不含& +NV e)%不含&
] "+ e%)%不含& ) e-%不含&
\ %) eV"%不含& - e#+%不含&
0 V" e)V%不含& - e#+%不含&
U )V e'$%不含& #+ e#)%不含&

e%$ 万架次以及 r%$ 万架次" 机场周边是经济#
社会#文化活动的聚集场所!离市区较近且周边人
口分布较密集!导致机场对周边声环境影响比较
大" 干线及枢纽机场 r*$ EW的噪声影响面积分
别为 #$ e)$ T@"!)$ e#V$ T@")+* " 首都机场#广州
白云机场#成都机场#大连机场等飞机噪声的计权
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0]̀1_& r*$ EW的总人
数都超过 #$ 万人 )V* " 部分地区由于飞机噪声污染
问题!已经制约了机场的运行和远期发展"
"N"!干线机场及枢纽机场的大气污染

飞机尾气的排放治理目前已经成为全球问题"
按照国际航空运输协会%9(?(&测算!飞机每消耗
#D航空煤油!会排放 % #'* T8]R"## "%- T8/" R#
$N-' T8.R"#$NV) T8]R和 "#N#" T81R>" 研究表
明!+十二五,末!我国航空煤油消耗达" '$$万 D!到
"$"$ 年我国航空煤油消耗量将达到V $$$万 D))* "
估算 "$#V 年飞机消耗煤油共排放 V'N'万 D1R>!
"N*+万 D.R"" 如果与 "$#+ 年我国行业废气排放

数据比较
)** !在所统计的行业中!航空 1R>排放量

最大!.R"排放量仅少于 "$#+ 年排放量最大的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 1R>是形成光化学烟雾的主要物

质!根据监测!浦东机场飞机排放的 1R"对机场附

近的大气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 " 除此之外!飞机

尾气排放主要污染物还有碳氢化合物#颗粒物#黑
炭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

飞机大气污染的排放评估主要有两方面'一是
飞机近地面排放!二是飞机巡航状态下的排放" 飞
机在近地面的过程由 + 个状态组成'进近#滑行#起
飞#爬升%定义为起飞结束到飞出大气边界层& )-* !
相较于飞机巡航状态下的排放!近地面的排放更直
接关系到人类的生产生活!尤其是飞机滑行状态过
程的排放占据了污染排放的大部分"

飞机尾气排放主要与机场规模相关!影响的主
要因素包括飞机机型#发动机型号#飞机运行状态#
机场的航空业务量" 干线及枢纽机场机型种类最
多#跑道最长#滑行时间最长#起降架次最多!故飞
机尾气排放也应作为重要环境问题给予关注"
"N%!支线机场对生态保护的影响

支线机场与干线和枢纽机场相比!其噪声影响
范围在跑道两端 % T@!跑道两侧 $NV T@内!飞机
噪声影响范围和强度都很有限" 尽管支线机场占
地面积比较小!但新建支线机场选址大部分位于西
部高原地区或山头!工程建设势必破坏原有的生态
系统" 阿里昆莎机场位于被称作 +世界屋脊的屋
脊,的西藏阿里地区!海拔高度 + "*+ @!气候寒冷
干燥!生态环境比较敏感和脆弱!恢复期漫长" 神
农架机场建设面临的困难主要是该地区群山环绕!
工程土石方量比较大" 在土石方工程施工中一共
削平了大小 ## 个山头!填平了 ) 道深谷" 故支线
机场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自然植被#水土
保持#农业生态及鸟类迁徙的影响"
"N+!军民合用机场的噪声污染

军民合用机场不同于民用机场或军用机场!其
噪声影响是由军用飞机和民航飞机共同影响的结

果" 军用飞机噪声相较于民航飞机!其影响范围及
强度更大" 根据四川某机场迁建工程环评报告书
飞机噪声预测数据!只考虑民航飞机噪声影响下!
噪声影响范围比较有限!没有敏感目标超标" 考虑
军用和民航飞机噪声共同影响!噪声影响范围则增
加数倍" 预测结果有 "$ 多个敏感目标超标!有
%$$ 多户居民因噪声影响需要拆迁"

%!机场项目验收中常见问题
%N#!机场环境管理体制不协调'管理水平不高

机场项目的环境管理!涉及多个不同部门!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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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机场建设单位#运行单位#航空公司#空管部门#
政府规划部门等" 但由于管理体制不协调#衔接不
顺畅!导致机场项目存在未严格执行环评制度!环
评要求落实不到位!环保设施运行质量差!环境管
理人员及技术人员专业水平不高等问题"

机场建设部门负责前期审批#建设和验收工
作!建成后交接给运行单位" 过程中!存在交接不
到位!工作互相推诿!未将环保工作的要求一以贯
之的现象" 另一方面!机场项目的环保管理不同于
其他工业类建设项目!机场本身不产生污染!其主
要污染源为航空器!而航空器归各航空公司所有"
但在实际工作中!机场环保工作的责任单位为机场
的建设和运行单位!并负责机场的环保验收工作"
航空公司作为机场噪声污染和废气污染的主要生

产单位!并未充分履行治理噪声的主体责任" 再
者!很多机场都涉及居民搬迁问题!搬迁工作则需
要政府部门组织实施" 在有些地方!周边居民搬迁
会纳入到政府的城市规划中!但城市规划往往滞后
于机场建设" 老敏感点搬迁未完成!政府对机场周
围土地利用未严格限制!新敏感建筑又增加"
%N"!枢纽和重要干线机场噪声治理措施很难落实

现阶段!我国对于机场的噪声治理措施主要为
敏感点搬迁和安装隔声降噪措施" 在很多机场!尤
其是干线和枢纽机场!都存在搬迁未落实的情况"
主要原因是干线机场特别是枢纽机场周边敏感点

分布较多!人口密度大!噪声综合治理费用高!经费
难以落实

)#$* " 实施隔声降噪措施工作中!由于群
众诉求不一!沟通#协调的工作量很大" 又因房屋
结构类型不同!实施完成后隔声效果很难评估"
%N%!支线机场中水不能稳定回用

支线机场尤其是位于西部地区的机场!由于水
资源匮乏!环评通常要求建设中水处理系统!并建
设储水池!废水经处理后在夏季进行回用!冬季进
行储存" 储水池容积根据机场规模!按日最大用水
量核算!容积从几百立方米到几千立方米不等!但
很多支线机场未修建储水池或储水池规模较小!废
水在冬季存在外排现象"
%N+!工程环境监理未发挥作用

环境监理工作!作为建设项目 +过程,环境管
理制度!从 "$$" 年开始试点!至今已有十几年历
史" 而机场项目普遍存在未独立开展环境监理工
作!或者将环境监理纳入工程监理工作中的问题"
导致环境监理在项目建设#施工过程的环境监督管

理作用未能发挥或大打折扣"
%NV!枢纽和重要干线机场验收监测组织难度大

按照现行飞机噪声监测方法!需要监测每一个
飞行事件!并连续监测一周" 对于一般干线机场!
周围敏感点约为 "$ 个" 每天按 "$$ 个航班计算!
共有 +$$ 个起降架次" 需要几十个人及噪声监测
仪器才能保证工作顺利开展!每一台监测仪器价格
在万元以上" 这样的监测成本对于一般监测站是
无法承受的" 对于干线机场噪声监测!很多监测站
都是从其他站借调人员和仪器来满足工作需求"
%N)!支线'干线及以上机场监测期间负荷差异较大

统计了 #$ 个支线机场监测期间飞机日均起降
架次与环评预测目标年日均起降架次比例!平均负
荷为 +-N%f!只有 %$f的支线机场监测负荷达到
*Vf" 统计了 #$ 个干线及以上规模机场监测期间
飞机日均起降架次与环评预测目标年日均起降架

次的比例!平均负荷为 '*f!V$f的机场监测负荷
达到 #$$f" 监测期间的飞行负荷!直接关系到监
测结果!关系到建设单位执行环评措施的依据!也
是建设单位能否通过环保验收的依据"
%N*!军民合用机场监测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军民合用机场与一般民用机场不同!其噪声由
军#民用飞机共同产生!甚至部分机场军用飞机噪声
排放水平更高!影响更大" 但因军方训练具有保密
性!故其飞行训练机型#时间#训练周期等具有不固
定性#不确定性#连续性等特点!故很难监测到军用
飞机的噪声或者监测到有代表性的飞行周期!导致
军民合用机场的监测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且该类机
场也未充分理清在机场污染防治方面的相应责任"

+!完善机场项目环保管理的建议
+N#!源头预防

机场在建设过程中!进行科学选址!对飞机噪
声的影响进行充分论证!并与城市发展规划相协
调!将机场的噪声污染防治作为重要目标统筹考
虑!可以把飞机噪声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 航空公
司是机场污染排放的主要责任单位!购买低噪声#
低排放的航空器!可以显著降低飞机的污染排放"
从排放受体来讲!政府部门在做机场周边规划时!
需征求环保部门建议!结合城市和机场远期发展!
根据飞机噪声排放强度!在机场周边分级划定噪声
污染控制区域!并严格控制该区域敏感点内的新建
筑!以减少受影响人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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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过程控制
空管部门应合理利用跑道!设定合理飞行时

段!并优化飞行程序!避免飞机低空飞越居民区!减
少飞机在机场内的滑行时间等机场运行规则!以减
少飞机的污染排放"
+N%!协调机制

明确机场建设和运行单位#空管部门#航空公
司#政府和环保部门在机场飞机噪声污染防治各阶
段的管理职责!制定相应制度以保障相关措施能够
严格执行到位" 对于军民合用机场!应明确军方#民
航部门在机场污染防治方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N+!末端治理

现阶段!我国机场飞机噪声的治理措施主要是
对居民进行搬迁或者采取隔声降噪措施!但是由于
搬迁的标准不统一!经费难以落实等原因导致实施
效果不佳" 应尽快制定因飞机噪声超标需要采取
居民搬迁或安装隔声降噪措施的统一标准!以及实
施隔声措施后的评估标准" 且机场在前期调研阶
段!应充分论证并预留飞机噪声治理经费!以保证
相关措施能够落实到位"
+NV!注重市场参与

国外航空发达国家机场已经越来越多地采用

机场航空噪声收费模式
)##* !使用市场手段!鼓励航

空公司购买低排放飞机!合理选择飞行时段及飞行
路线!避开噪声敏感集中区!从而达到用市场手段
降低机场飞机噪声影响的目的!收取的噪声污染费
用还可以补充机场对周边进行隔声降噪的经费"
+N)!加强技术研究

基于机场飞行噪声污染强度与航空业务量密

切相关!建议可以尝试采取按照设计目标年的负
荷!分期验收!根据机场实际运行负荷!跟踪监测!
逐步采取相应的搬迁#隔声措施" 对于航班架次比

较稳定的干线及以上机场!连续监测 " 昼夜可以得
到较为可靠的结果

)#"* " 对于军民合用机场的验收
监测!军用飞机噪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军民合用
机场声环境影响评价的主要标准体系目前尚待完

善!从军民合用机场飞机噪声现状监测#影响预测
到飞机噪声验收监测均缺乏相应规范" 应积极开
展标准#规范等制修订!逐步在机场周边敏感区域
实施飞机噪声自动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增补
完善相关降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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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N6DDK' ^̂LLLNA33AN87MNA4 9̂# 9̂" ^

"$$'$' D̂"$$'$'#-z#'%*#N6D@FN

)"*!中国民用航空局N空军民航军民合用机场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工作会)0W R̂_*N%"$#V ,$+ ,$%& )"$#) ,#$ ,#-*N6DDK' ^̂

LLLNA33AN87MNA4 (̂# "̂$#V$+ D̂"$#V$+$%z*%V$)N6D@FN

)%*!中国民用航空局N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O/V$$# ,

"$#% ) .*N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N

)+*!刘海东N不同规模民用机场项目主要环境影响对比分析)h*N

中国环境管理!"$#+!)%)& '%# ,%VN

)V*!赵仁兴#易建坤#马丽霞N协调机场及周边土地利用规划减少

飞机噪声影响)h*N环境影响评价!"$#V!%%%*& ')# ,)VN

))*!柴建N中国航空燃油消费分析及预测)h*N管理评论!"$#)!"'

%#& '## ,"#N

)**!环境保护部N中国环境统计年报)H*N"$#+N

)'*!储艳萍N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机尾气排放对机场附近空气质

量的影响)h*N环境监控与预警!"$#%!V%+& 'V$ ,V)N

)-*!夏卿!左洪福!杨军利N中国民航机场飞机起飞着陆%_?R&循

环排放量估算)h*N环境科学学报!"$$'!"'%*& '#)+- ,#+*+N

)#$* 吴娜伟N机场噪声污染防治制约因素与对策)h*N中国环境管

理!"$#+!)%)& '%) ,%-N

)##* 陈林N基于收费模式的机场航空噪声治理分析)h*N中国民航

飞行学院学报!"$##!""%#& '+V ,+*!V#N

)#"* 田志仁N机场周边环境噪声验收监测频次探究)h*N环境监控

与预警!"$#)!'%#& '

$$$$$$$$$$$$$$$$$$$$$$$$$$$$$$$$$$$$$$$$$$$$$$$$
V) ,V-N

"上接第 "+ 页$
)* * !/(HH91G?R1]U! ]_R=G/ H! /9__. h! ;D3FN(D7@<A

.K;ADI7@;DIP=KE3D;' I;M<;L7C3EM34A;B<4 ;F;@;4D3FBK;A<3D<74

)h*Nh7JI43F7C(43FPD<A3F(D7@<A.K;ADI7@;DIP! "$#V! %$%*& '

#+"* ,#+)'N

)'*!UH(G=09HR.! _(a9__(9! W01\9]/R]N\<I;ADA7JKF<487C

B7F<E K63B;@<AI7;>DI3AD<74 34E kJ3IDQDJS;53D7@<A3SB7IKD<74

BK;ADI7@;DIPC7IB;F;AD<M;34E B;4B<D<M;E;D;I@<43D<74 7C@;D6PF5

@;IAJIP<4 B;3C77E' 34 3BB;BB@;4D7CA6F7I<E;34E 6PEI<E;8;45

;I3D<74)h*Nh7JI43F7C(43FPD<A3F(D7@<A.K;ADI7@;DIP! "$$+!

#-%"& ' "V$ ,"V+N

)-*!李文超! 何欢! 杨绍贵! 等N自制固相微萃取涂层用于自来水中

五氯酚的测定)h*N环境监控与预警! "$#%! V%"&' "$ ,"*N

)#$* R=h! _91/! Y/(1GY! ;D3FNH;A;4D3EM34A;B<4 KI;K3I3D<74

34E 3KKF<A3D<74 7C6PSI<E 7I834<A5B<F<A3@747F<D6<AA3K<FF3IPA7F5

J@4B)h*N0F;ADI7K67I;B<B! "$#%! %+%#& ' #") ,#+$N

)##* _9̀ ! Y/(1G&b! ]/012h! ;D3FN(B;kJ;4D<3FB7F<E K63B;

@<AI7;>DI3AD<74 BPBD;@ A7JKF;E L<D6 <4EJAD<M;FPA7JKF;E KF3B@3

@3BBBK;ADI7@;DIPC7IBK;A<3D<74 7C<47I834<A3IB;4<A)h*N(43FPD5

<A3FO;D67EB! "$#+! )%#"& ' +"$V ,+"##N

)#"* 2=.! h91GG! 9̀1GY! ;D3FN(KKF<A3D<74 7C34;L6PSI<E 7I834<A5

<47I834<A@747F<D6<AA7FJ@4 C7I;CC<A<;4DE;7>PI<S74JAF;<A3A<E KJI<5

C<A3D<74)h*N(43FPD<A3]6<@<A3(AD3! "$$'! )##%"&' #*% ,#'#N
(")(

第 - 卷!第 # 期 尤洋等N不同类型机场项目环保管理问题分析 "$#* 年 "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