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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noise	pollution	can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impact	on	the	sleep	quality	of	people’s	auditory	system.	Therefore,	by	
conducting	noise	monitoring	work,	a	series	of	targeted	solutions	are	formulated	to	optimize	the	environment	and	reduce	the	impact	on	
people.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actual	environmental	noise	monitoring	work,	such	as	inconsistent	monitoring	methods	
and	standards,	outdated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inadequate	data	processing,	etc.,	which	lead	to	unsatisfactory	monitoring	result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optimization	measures,	improve	management	mechanisms,	and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environmental	noise	monitoring	work.	Therefore,	in	the	research	work	of	the	paper,	the	advers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noise	pollution	are	summarized,	common	problems	in	environmental	noise	monitoring	are	analyzed,	and	several	targeted	optimization	
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reference	in	related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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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监测中常见问题及优化策略思考
顾伟伟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中国·上海 200235

摘 要

环境噪声污染会对人们的听觉系统睡眠质量程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通过开展噪声监测工作，制定一系列针对性的
解决方案，优化环境，减少对人们的影响。然而在实际的环境噪声监测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如监测方法和标准并不统
一，仪器设备落后，数据处理不到位等，导致监测效果并不理想。针对这些问题要制定优化措施，健全管理机制，确保环
境噪声监测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在论文的研究工作中，概述环境噪声污染带来的不良影响，分析环境噪声监测中的常
见问题，提出几点针对性的优化措施，以供相关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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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噪声污染是现代社会面临的新型污染问题，由机械设

备和电气设备运行产生杂乱高分贝声音，影响着人们的情

绪、睡眠和听力。环境噪声监测是噪声污染治理工作的基础，

因此需要提高对该工作的重视程度，完善相关标准升级，现

有设备构建自动化监测系统，加大监管力度，获取全面真实

的噪声监测结果，为噪声污染治理提供一定的依据。

2 环境噪声污染带来的不良影响

环境噪声污染具有随机性、危害性和防治难度大的特

点。随机性指的是噪声来源比较随机，可能是车辆噪声，也

可能是建筑装修。这些噪声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出现，并不是

时常发生，因此增加了环境污染监测的难度，无法开展持续

性的监测工作。噪声污染的危害性比较大影响到人们的睡眠

情绪和听力，同时也会对周围环境建筑物和动植物带来不利

影响 [1]。噪声污染的随机性和危害性，也决定了它具有防治

难度大的特点。查找噪声源头难度大，噪声危害级别界定不

明确，评估工作难以落实，无法制定有效的监测手段，因此

增加了环境污染的治理难度。

环境噪声污染会影响人们的睡眠质量、听觉系统和情

绪。当人进入睡眠状态时，有助于恢复各项身体机能保护大

脑，然而周围环境存在大量的高分贝噪声，会使人无法进入

睡眠状态或难以进入深度睡眠。相关调查研究表明，当噪声

达到 50 分贝时，会有少数人的睡眠受到影响。而当噪声达

到 80 分贝时，会有 80% 的人受到影响。如果噪声达到 100

分贝，人们将无法进入到睡眠状态中。长此以往，造成影响

人们的睡眠质量，导致状态越来越差，进一步损害人体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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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在相关测试中还发现环境噪声分类越高，还会对人的听

觉系统产生影响，称为暴露性耳聋。当噪声超过 80 分贝时，

就会出现这一情况。而且长期滞留在高分贝的环境中，会影

响人们的情绪，人的情绪容易出现偏执、偏激、抑郁等不良

状态。

3 环境噪声监测中的常见问题

3.1 监测方法和标准不统一
针对环境噪声监测工作的标准和方法并不统一，不同

操作者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就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矛盾和

难点。不同的机构采用的监测标准存在差异性，在应用过程

中也缺乏有效的沟通联系，这就增加了监测的难度，无法判

断哪个数据是正确的，哪个数据是错误的，难以达到环境噪

声监测的目的。

3.2 监测条件不合格
在环境噪声监测工作中，需要考虑监测的时间、地点、

位置，选择合适的监测点，确定监测频次，这些属于监测条

件 [2]，关系到环境噪声监测的质量。而且环境噪声具有季节

性的特征，不同季节产生不同种类的噪声，噪声并不固定，

因此对监测条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然而在一些项目中，监

测位置选择并不合理，缺乏代表性。例如，城市工程作业和

道路交通问题的噪声比较分散，往往集中于工程作业区，开

展相关的监测工作，设置比较随意，没有对集中区开展监测。

道路噪声集中于早晚高峰时刻，在实际监测中，并未针对这

两个时间段开展重点监测工作，监测的频次低，获取的数据

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对噪声污染防治没有太大的帮助。而

且，在一些地区，一年开展一次监测工作，很难反映出城市

的平均噪声水平。

3.3 仪器设备落后
在实施阶段，仪器设备的性能和精度关系到环境，噪

声监测结果的精确度，然而目前来说，在一些实际项目中环

境噪声监测使用的仪器设备相对落后。这主要是由于中国针

对环境监测研究起步比较晚，相关设备的研发和应用也落后

于发达国家。再加上缺乏足够资金的支持，这就导致使用的

仪器设备比较传统滞后。

3.4 监测力度不足
在一些环境的噪声监测项目中，并没有持续性地开展

监测工作，监测力度不足，只是在噪声发生时进行监测。噪

声源具有分散性，如果声源停止发生，噪声也会随之消失，

这增加了环境噪声监测的难度，无法利用常规方法进行监

测。一些工程项目为了逃避噪声监测 [3]，在晚上施工严重影

响了居民的生活和休息。环境噪声监测工作难以获取有效信

息，就无法对各项工程开展监管工作，导致环境噪声监测形

同虚设，难以实现预期目标。

3.5 数据处理落后
在环境噪声监测工作中要收集各项监测数据，然后进

行分析处理，从而了解环境噪声的具体情况。然而在实际的

项目中收集数据具有较大的难度，自动化程度不足，获取的

数据信息过于单一，并没有进行多种监测数据的对比分析，

无法保证监测数据的有效性。而且相关技术比较落后，导致

数据得不到有效应用。

3.6 工作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在环境噪声监测工作中，一些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不

强，缺乏更多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导致工作过程中存在各

种问题，获取的监测数据并不全面。工作人员缺乏有效的沟

通联系，按照自己的方法开展监测工作，也会影响到数据的

对比和分析。很多监测人员在监测时缺乏对监测条件等诸多

因素的考虑，没有按照标准来执行，这就导致检测结果并不

准确，无法有效降低噪声污染。而且环境监测部门也缺乏对

工作人员的有效监督管理，培训和考核工作不到位，无法为

噪声监测提供人才支持。

4 环境噪声监测问题的优化策略

4.1 完善相关标准规范
为了提高环境噪声监测质量，解决以往存在的各类问

题，需要根据环境噪声监测特点，制定更为完善的标准规范。

要细致地梳理现有的监测标准分析在应用中存在漏洞问题，

实现相关标准和方法的统一，确保各机构各工作人员使用统

一的标准，获取的数据也能更加规范，便于开展对比分析。

还有每个地区的规划不同，周边的环境不同，一些标准并不

适用当地的情况 [4]。因此，还要考虑不同环境，不同地区来

设定标准和技术规范。每个地区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

适当的调整。在监测工作中，引导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各项规

章制度，实现统一的监测方法和工作标准，获取更加准确可

靠的监测数据，并做好对噪声的跟踪监视，获取实时的数据

信息。

4.2 选择合适的监测条件
根据环境噪声监测的特点和需求，要选择合适的监测

条件。监测部门需要建立科学的动态监测流程，详细规划监

测点，并根据内容选择合适的仪器设备，设置科学的动态监

控周期，做好整体规划工作。首先合理配置监测点位。监测

位置的配置要包含被测声源影响大的位置，开展实地勘察工

作，做出准确判断，还要考虑恶劣环境感染源的影响。常见

的噪声监测点布置方式有三种，包括一般户外、噪声敏感建

筑物户外和噪声敏感建筑物室内。测点与地面高度差在 1.2m

以上，测点与反射物之间距离为 3.5m 以上，测点布设在高

层建筑，可扩大监测范围。监测车辆噪声时，将传声器固定

在车顶以上 1.2m 的位置。若监测建筑工程，将测点布设在

距墙面或窗户 1.0m 的位置。其次，合理的是指监测时段。

划分监测时段选择比较随意，然而针对非稳态噪声可能会影

响监测结果，因此需要根据声源特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监测

时段，适当地增加监测频次，获取充足的数据，便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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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合理地提高监测频次。要根据不同地区实际情况确定

监测频次。如果监测区域环境复杂，人口密度大，可以提高

监测频次。在不同季节和时间噪声种类也会发生变化，根据

这一特点确定不同的监测频次，获得合理的数据信息，了解

噪声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噪声治理措施。

4.3 引进先进设备
为了提高监测数据的精确度，要引进更先进的仪器设

备。环境监测部门需要提高对噪声监测的重视，加大该方面

资金的投入，选择合适的仪器设备。要更换老旧落后的一些

设备，并做好对现有设备的保养维修，发挥仪器设备的优势

和精度，获取全面可靠的监测数据。根据噪声的标准选择Ⅱ

型以上的积分平均声级计，利用声校准器校准，将监测值偏

差，控制在 0.5 分贝范围内。在测量范围内合理使用仪器设

备进行连续工作，获取连续性的监测结果 [5]。在日常管理工

作中，加强对仪器设备的监管，检查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时

发现故障问题，做好维修保养，使仪器设备的状态恢复到

最佳。

4.4 健全监测管理机制
环境监测部门需要提高对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

健全监管机制，细化各项规章制度设置合理的岗位，督促环

境噪声监测的有效落实，避免出现过多漏洞，影响数据的可

靠性。首先，设置合理岗位，严禁责任制，督促工作人员严

格遵守各项规章标准，规范自身的行为。合理使用监测方法，

操作仪器设备，并做好数据的采集和工作记录，提高环境监

测质量。其次，加大监管力度。根据监测区域的特点，开展

连续性监测工作，充分体现监测部门的权威性，加大对被监

测对象的监督管理工作。最后，构建奖惩机制。日常工作与

奖惩机制结合可以提高操作人员的重视程度，激发他们的积

极性，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并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和质

量控制意识。监测工作中发现问题及时上报，优化监测系统，

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高环境噪声监测的效率。

4.5 构建自动化监测系统
在环境噪声监测中建立自动化监测系统，可以实现监

测网络的全面辐射，进一步优化监测点位，把控监测细节 [6]，

开展自动化监测工作，收集数据信息，提高数据收集的效率。

将自动化监测系统与其他监测网络相结合，可以实现对多个

指标的监测，获取更加全面的数据信息，也能确保监测的精

确度。然后利用先进的处理技术分析监测数据，确保监测结

果得到合理应用，为环境噪声污染治理提供重要的依据。

4.6 组建高素质的噪声监测队伍
工作人员的素质关系到监测效果，在噪声监测的各个

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了发挥人才优势，解决人为因

素的影响，需要监测部门提高重视程度，注重人才的引进，

并做好对现有人员的培训。在培训工作中，健全相关机制细

化各项课程组织工作人员开展专业的技术培训，学习更多的

专业知识。掌握仪器设备的具体应用，明确环境噪声监测的

各项标准规范 [7]。培训结束后开展考核工作，确保每位上岗

人员具备过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消除人为因素的影

响。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对人员管理，督促他们严格约束自我

行为，遵守各项规章制度，有效控制人为因素的影响。此外

环境监测部门可以与各大高校合作，为各大高校提供实习岗

位，引进更多复合型人才，构建人才储备军。

5 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噪声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城市环境的主

要问题，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身体健康。因此，开展环境

噪声监测尤为重要。环境监测部门要针对以往噪声监测中存

在的问题进一步研究分析制定相关的标准要求，选择合适的

监测条件，引进先进的仪器设备，并加大监管力度，完善管

理机制，建设自动化监测系统，提高数据的收集处理效率，

做好人员培训，组建高素质的队伍，通过这些措施，有效推

进环境的噪声监测工作，获取全面可靠的数据信息，为治理

各种环境噪声问题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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