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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noise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by	
investigating	and	analyzing	the	environmental	noise	situation	in	different	urban	areas,	 in	order	to	improve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gional	
environmental	noise,	and	existing	regional	environmental	noise	management	strategies	have	played	a	role	 in	controlling	noise	
pollu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ce	and	urgency	of	regional	environmental	noise	
manage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urban	decision-makers,	planner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s	regarding	regional	environmental	noise	management,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residents,	and	protect	the	health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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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的区域环境噪声管理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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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讨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的区域环境噪音管理策略，通过调查和分析不同城市地区的环境噪音情况，以改善人们
的生活质量和保护环境。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发展对区域环境噪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有的区域环境噪音管理策略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控制噪声污染的作用，在城市化发展背景下，应加强区域环境噪声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期为城市
决策者、规划师和环境保护部门提供有关区域环境噪声管理的参考，以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保
护自然环境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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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和经济活动集中在

城市地区，城市环境噪声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城市噪

声的产生给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带来了不良影响，并对环

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城市化背景下的区域环境噪声管

理已成为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噪声

管理策略能够减轻居民的噪声暴露、改善居住环境质量、提

高人们的生活舒适度。

2 区域环境噪声管理存在的基本问题

2.1 噪声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城市化进程中涉及的各种活动和基础设施（如交通、

建筑施工、工业等）产生了大量的噪声源 [1]。不同种类的噪

声源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影响范围，使得噪声管理工作变得复

杂。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交通噪声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健

康带来的影响。因此，需要采取综合管理策略来控制不同来

源的噪声，确保整体噪声水平不超过可接受的标准 [1]。

2.2 城市规划与噪声抑制的衔接问题
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噪声暴露的程度。然而，噪声管理在城市规划中通

常被忽视或仅在有限的程度上考虑。由于噪声对人们的生活

质量和居住环境的重要影响，需要加强城市规划和噪声抑制

的衔接，将噪声管理纳入城市规划中的各个阶段，以确保在

城市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噪声问题。

2.3 公众参与意识普遍较低
公众对噪声污染问题的认知度和参与度不高，缺乏相

关知识和意识。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公众对噪声问题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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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对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监督和要求采取行动的能力。因

此，需要加强公众参与，提高公众对噪声问题的认知，培养

公众合理利益维护的意识，推动政府和相关机构采取有效的

噪声管理措施，并建立反馈机制，及时解决公众关切。

3 针对区域环境噪声管理问题的解决对策

3.1 城市规划与噪声抑制的衔接问题
在城市规划时，应将噪声环境评估纳入其中，确定噪

声敏感区域，并为噪声控制制定针对性策略。通过建立噪声

监测网络和系统，收集并分析噪声数据，以确定城市中的高

噪声区域和噪声源的空间分布 [2]。同时，考虑居民的噪声感

知和敏感度，将噪声敏感区域与居民密集区域等人口集聚区

域重叠，为噪声控制工作提供依据和方向。在城市规划和土

地利用规划中，明确噪声限制标准，将其作为限制因素，确

保新建或改建项目的噪声控制达到相应的要求。根据当地法

规、国家标准和国际 best	practice，确定不同用途区域的噪

声限制标准，如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等。这些标准应涵

盖日间和夜间不同时间段，以及室内和室外噪声水平。不同

区域的噪声限制标准见表 1。

表 1 不同区域的噪声限制标准

区域类型 白天噪声限制（分贝） 夜晚噪声限制（分贝）

疗养院 ≤ 50 ≤ 40

别墅区 ≤ 50 ≤ 40

高级宾馆 ≤ 50 ≤ 40

居住区 ≤ 55 ≤ 45

办公区 ≤ 55 ≤ 45

商业区 ≤ 60 ≤ 50

工业区 ≤ 65 ≤ 55

交通区域 ≤ 70 ≤ 55

同时，将噪声控制要求纳入规划审批程序和环评流程，

确保新项目在设计和建设阶段遵守噪声限制标准。通过合理

的建筑布局设计，如采用隔音材料、设置噪声缓冲区等，充

分考虑到周边环境和噪声产生源的关系，采取措施来减少噪

声传播和影响。例如，在住宅区域的规划和设计中，将噪声

源（如交通道路、工业区域）与居民区域分隔开，采用绿地、

景观带和屏障等作为噪声缓冲区。例如，直立式声屏障是一

种经济实惠且广泛应用于城市交通噪声治理的方案，设备结

构简单、易于批量采购和安装，对于屏障形成的声影区范围

内的敏感点来说，通过设置直立式声屏障，可以减少交通噪

声对周边居民和建筑物的影响。这种声屏障可以利用其隔音

材料和结构，有效地阻挡并吸收道路周围的交通噪声，减少

噪声的传播范围和强度。同时，直立式声屏障的大面积布置

可形成完整的隔音屏障，降低噪声进入室内和敏感场所的可

能性。总之，上述降噪手段对于城市核心道路与敏感区域的

噪声抑制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安装，结合其他

噪声控制手段，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交通噪声对居民和建筑

物的干扰，提升城市环境的宜居性 [3]。

3.2 公众参与意识提高
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对噪声污染的认知度，强调

噪声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不良影响，激发公众对噪声问题的

关注和行动。通过媒体、社交平台、学校和社区等渠道开展

宣传活动，向公众普及噪声污染的知识和影响，分享噪声管

理的重要性和相关的行动指南。此外，举办公众教育讲座、

举办噪声减少的比赛和活动等方式也可以提高公众对噪声

问题的认知度。建立噪声管理的信息公开机制，及时向公众

提供有关噪声源、噪声控制措施和管理进展的信息。利用城

市官方网站、社区公告牌、手机应用程序等多样的渠道，向

公众提供噪声源的数据和分析结果，展示噪声控制措施的实

施效果，并解答公众疑问。建立噪声热线或在线平台，方便

公众提出意见和建议，形成与噪声管理部门的良好沟通与互

动。表 3 是社区噪声管理工作进展与参与形式的示例。

表 3 社区噪声管理工作进展和参与形式

社区活动 / 会议 工作进展 参与形式

社区噪声管理讲座

分享噪声管理计划和

行动方案，并解答居

民疑问

居民参与听讲、提问

和讨论

噪声源监测
定期进行噪声源监测，

收集数据并分析

居民参与噪声源监测

点的选择、数据采集

和问题反馈

噪声数据公示
向社区公示噪声数据

和分析结果

居民查看数据结果、

提出意见和建议

社区噪声管理委员

会成立

成立社区噪声管理委

员会，协助制定计划

和行动方案

居民参与噪声管理委

员会的选举、讨论和

监督执行情况

噪声问题讨论会
解决居民关注和反映

的噪声问题

居民参与讨论、提供

问题反馈和共同寻找

解决方案

如表 3 所示，通过组织社区活动、聚会和会议等形式，

居民可以了解噪声管理工作的进展和重要性。同时，鼓励居

民参与噪声源监测、数据收集和问题反馈，以共同推动噪声

管理工作的有效推进和改进。除此之外，居民还可以共同制

定噪声管理计划和行动方案，并监督执行情况，确保噪声管

理工作得到有效推进。这种合作机制可以增强公众的参与感

和自治精神，促进整个社区在噪声管理方面的积极作用。

4 区域环境噪声管理的未来展望

未来，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的区域环境噪声管理将朝着

以下方向发展。

4.1 智能化噪声管理
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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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噪声管理将成为趋势。智能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收集和

分析噪声数据，帮助相关部门更准确地识别和定位噪声源，

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和智能建筑设计也

可将噪声控制嵌入其中，实现自适应调节和优化噪声管理

效果。

4.2 精细化噪声规划和设计

在城市规划和建设中，将更加重视噪声环境的规划和

设计。通过借鉴国际经验和先进技术，确保城市规划和土地

利用的决策与噪声控制紧密结合。考虑到噪声源的分布和噪

声敏感区域的限制，精细化的噪声规划和设计将有助于减少

噪声传播和对居民的干扰。

4.3 多方合作与共治机制

由于噪声问题涉及多个部门和利益相关者，未来将更

加重视多方合作与共治机制的建立。政府部门、行业协会、

企业和社区居民等各方将形成合作网络，共同制定和执行噪

声管理政策和措施。公众的参与和监督将得到加强，构建噪

声治理的多层级、多主体的共治模式。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城市化发展背景下的区域环境噪声管

理策略，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和减少城市地区的环境噪声污

染，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保护自然环境的健康，可为城

市决策者、规划师和环境保护部门提供有关区域环境噪声管

理的参考，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城市化发展下的

区域环境噪声管理将面临更多挑战和机遇。通过科技创新、

公众参与和跨区域合作，希望能够实现更好的噪声管理，为

人们营造安静而宜居的城市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保护自然

环境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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