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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噪声污染危害性非常大,其属于一种物理性污染,但基于自然界产生的噪声是人们暂时还无法改变。本文主要就人为

活动产生的噪声污染进行分析,基于此,首先阐述了噪声污染的主要影响及其特征,对环境保护工程中的噪声污染监测要点及

其控制措施进行了论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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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噪声污染的主要影响及其特征分析 

1.1 噪声污染影响的分析。主要表现为： 

1.1.1 对经济的影响。噪声污染是抑制经济发展的重要

因素,因为噪声会造成各行业工作人员的情绪低落和烦躁,

进而导致其工作效率变低, 终影响到经济效益；再者,由于

很多建筑所处地段的噪声污染严重,或者建筑本身的防噪声

能力不强,所以导致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购买或租赁这些建筑,

因而造成房产贬值。 

1.1.2 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往往

会受到来自各种方面的噪声的干扰,如汽车鸣笛噪声、施工

噪声、机械操作噪声及商场喧闹噪声等等,这些噪声不但会

影响人类的正常生活作息,同时还会对人类的身心健康产生

极大的危害,例如造成人听力受损、精神状况下降、心情烦

躁等等,严重者甚至会诱发各种致癌疾病。 

1.2 噪声污染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噪声污染具有即时

性特征。这一污染对污染物无法采集,当结束振动声源时,

声音变化迅速消失,在环境中不断积累污染并且造成了长期

的伤害；噪声是暂时性的,噪声源发声结束,噪声就消失。噪

声可以带来非致命的、间接缓慢的危害。但是不能忽略其对

人身心的影响；噪声源具有分散性分布特点,噪声形成了局

限的影响范围。噪声污染还体现出了时空局部性与多发性、

间接性等特点。综合分析,它不会形成能够采集的污染物,

更加不会出现长期积累的污染。它可以产生间接的危害,并

且属于缓慢的非另外,判断声音是否为噪声,不但取决于这

一声音的响度,还取决于其频率、连续性以及信息内容,同时

还和声音发出的主观意愿以及听到声音的心理情况相关。 

2 环境保护工程中的噪声污染监测要点分析 

环境保护工程中的噪声污染监测要点主要体现在： 

2.1 噪声污染源监测要点。环境保护需要加强对环境保

护工程中的噪声污染源进行监测,监测点位置需要靠近噪声

污染源,并且应该有效确保监测设备的顺利运行及其相应工

作人员的安全,依照我国环境保护标准当中的环境噪声监测

技术规范进行监测。要注意测点布设,比如根据工业企业声

源、周围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布局以及毗邻的区域类别,在工 

 

方面的政策措施；要根据循环经济理论和生态市建设要求,

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进行核算,

使有关统计指标能够充分反映经济发展中的资源和环境代

价,试行绿色 GDP 核算体系；要加强新建设项目的生态环境

影响评价工作,研究和建立科学性和操作性强的生态环境影

响评价方法。 

8 加强文化产业建设,营造和提升城市文化氛围和品味 

每一个地方、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而

一座城市文化气息的浓厚程度,往往决定和标志着该城市的

品位与“软实力”。我们应统筹兼顾,齐头并举,坚持百花齐

放的方针,加强文化产业建设,营造文化氛围,提升现代文明

的程度。充分彰显和展示历史文化内涵,打造集休闲、观赏、

饮食于一体,图、文、造型、表演并茂的生态旅游思路,集中

展示丰厚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建设成为一个“城在园

中、山在城中、楼在林中、人在花中、水穿城过”花园式生

态型城市为目标,通过实施生态环境建设,让山、水、城结合

成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交融,增强仙居城市整体美感。 

总之,建设生态宜居城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要坚

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起点规划、高质量、高水平建设、

高强度投入、高效能管理,坚持政府主导、全民参与,持之以

恒,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生态宜居城市的美好蓝图必将一

步步变成现实。城市生态建设是一个渐进的、有序的系统发

育和功能完善过程。生态城市不只是追求环境优美,而是要兼

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兼顾城乡之间的协调平

衡,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生态市不是一个用自然

绿色点 而僵死的人居环境,而是要营造满足人类自身进化

需求、文化气息浓郁、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席仁义.生态城市建设探究[J].工程技术研究,2017,(05):247-248. 

[2]刘杨赟.环境工程建设在生态城市中的应用[J].绿色

科技,2018,(08):143-144. 

[3]王黎明.论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及问题反思[J].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8,34(01):126-129+134.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生态环境与保护 
第 1 卷◆第 1 期◆版本 1.0◆2018 年 9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9

业企业厂界布设多个测点,其中包括距噪声敏感建筑物较近

及受被测声源影响大的位置。测点位置一般情况下选在工业

企业厂界外 1m、高度 1.2m 以上,距任一反射面距离不小于

1m 的位置。 

2.2 功能区域噪声污染监测要点。各功能区域噪声监测

能够很好地反映各功能区的声环境状况,并且判断出其变化

的相应情况。监测点的选择需要具备如下原则：监测点与该

功能区的平均噪声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差距；监测点可以反映

出该区域生态环境的特点；监测点可以很好地避开固定反射

面。 

2.3 交通噪声污染监测要点。交通噪声监测主要是为了

能够更好地了解交通的噪声情况,分析道路交通车流量等与

噪声之间的关系,并且对于交通噪声的变化规律进行整理。

在进行监测点位置的选择时需要认真分析如下几点原则：监

测点位置能够很好地反映快速路、次干路等道路的类型,车

辆速度等噪声排放特点；依照路段长度及其路口间的距离,

单个测点能够监测到一条或者是相近的多条道路；在进行测

点位置选择的过程中需要分析非道路噪声源的干扰,测量应

在无雨雪、无雷电天气,风速为 5m/s 以下时进行。不得不在

特殊气象条件下测量时,应采取必要策略保证测量准确性,

同时注明当时所采取的策略及气象情况,从而更好地保证监

测数据的准确性。监测工作的安排与以上的表述基本相同,

需要认真分析道路种类、车辆类型等进行相应数据的采集工

作。 

3 环境保护工程中的噪声污染控制措施 

3.1 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随着噪声污染日趋严重,

环境保护需要对噪音治理出台相关政策,对噪音的整治有法

可依,能够形成强大的法治保障。规定在交通的主干道,居民

区内,禁止机动车的鸣笛,在城区内限制车速,并且在道路的

两旁安置声音测试器,增强人们的意识,自觉的遵守秩序,从

自身做起,是噪音的来源缩小。对于居民区附近的建筑施工,

要有明确的工作条例,严格按照条例作业。并且要禁止在夜

间作业,以免工业噪音影响到居民的休息。距离居民区过近

的建筑施工,要有相应的隔音设备,如隔音墙等。 

3.2 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噪声污染控制需要结合每

个城市的实际,制定出适合自己城市发展的城市规划合理布

局城市的功能区,做到商业区的分散化,不要让商业区过分

的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这容易造成中心区域的拥堵,不

利于交通的便利,同时增加噪声的污染,把商业区分散,这样

就会有效地疏散人流和车流,减小交通噪声和社会人群的噪

声。工业区的规划和定位要远离城区中心,尤其要远离居民

区, 后是遥遥的相对,此外,工业区的位置要处于城市常年

风向的下风向,如果城市有河流经过,工业地带要在河流的

下游,减少污染。居民区尽量远离交通的主干道,减小交通噪

声的污染,在城市规划中,要合理的利用树木和花草的绿化,

植被可以有效的降低噪音的音量,降低对人们的影响,在道

路两侧多植树,道路中间 好要有绿化的隔离带,这样不仅

美化了环境,还降低了噪音的污染。居民区内要扩大绿化的

面积,周围要有树木的隔离, 好是形成专业的隔音林。城市

合理规划可以有效地减小噪音的污染,所以要重视对新城区

的规划和老城区的管理。 

3.3 强化噪音传播途径控制。环境保护中的噪声控制,

需要加强噪音传播途径控制。声音传播分为声音源、传播途

径、接受者,声音的传播途径主要有反射与衍射等,而声音

重要的就是通过介质传播,介质就像是导体,让声音从一端

到达另一端,有利于声音传播的介质多是金属或固体类的东

西。而空气可以影响声音的传播,尤其是真空,在真空状态下,

声音找不到传播的介质,因此,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声音的传

播。所以,根据这一特性,可以把建筑材料经过科学技术的处

理,能够像真空的状态接近,从而阻断噪声传播。 

3.4 充分应用声音屏障技术。声屏障技术在降低噪音的

污染中的途径中, 为直接简便。可以在交通的主干道两边

修隔音墙,加大声屏障在我国的利用率,同时要对声屏障进

行革新换代,降低声屏障的成本,促进声屏障的大范围,广途

径的使用。 

3.5 合理应用隔音效果材料。环境保护中的噪声控制,

要求摒弃隔音效果不好的建筑材料,多用科技含量高,隔音

效果明显的材料。比如,在楼房的墙壁建设中,采取使用空心

砖或者泡沫砖,这样就会有效的阻断声音传播的介质,从而,

达到减小噪音的目的。还有,目前市场上,出现的泡沫承重墙,

类似泡沫砖的材料,这种泡沫墙的隔音效果好,是新型的高

科技材料,如果能够广泛的利用在建设中,会很大程度上提

高对噪音的控制。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噪声污染日益严

重,其危害着人们的机体,使人感到疲劳,产生消极情绪,甚

至引起疾病,对人们生活环境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必须加强

对其进行监测与控制,从而提高环境保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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