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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1. 总则 

1.1目的 

为防治地面交通噪声污染，保证人们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声环境质量，

促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制订本技术政策。 

1.2适用范围与内容 

本技术政策适用于公路、铁路、城市道路、城市轨道交通的环境噪声污染预

防与控制。 

本技术政策规定了合理规划布局、噪声源头削减、敏感建筑物噪声防护、加

强交通噪声管理 4个方面的交通噪声污染防治要求。 

1.3交通噪声污染防治原则 

1.3.1坚持以人为本，合理规划布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1.3.2交通噪声“源－途径－受体”的分层次控制与各负其责； 

1.3.3 车辆降噪与工程降噪相结合，在技术经济可行条件下，重点实施噪声

源头削减； 

1.3.4 重点保护噪声敏感建筑物以及室外噪声敏感场所（以下统称“噪声敏

感目标”）。 

1.4交通噪声污染控制目标 

1.4.1 现有交通项目噪声达标排放；新建交通项目贯彻污染预防原则，进一

步降低噪声排放水平。 

1.4.2 噪声敏感目标室外声环境质量达标；如噪声敏感建筑物户外达标不可

行，至少应保证室内适宜的声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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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理规划布局 

2.1城乡建设规划 

2.1.1 在城乡建设规划中应考虑控制人口和用地规模，合理安排功能区和建

设布局，处理好交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有效预防交通噪声污染。 

2.1.2 住宅、学校、医院及其它需要保持安静的场所应与地面交通线路间隔

一定的距离，避免受到交通噪声的干扰。 

2.2交通规划与设计 

2.2.1 交通规划应与城乡建设规划、声环境保护规划协调一致，合理确定路

网结构，优先发展公共客运交通系统，总体减轻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2.2 交通建设项目应慎重考虑噪声现状的改变和噪声敏感目标的保护，从

线路避让、建设形式等方面有效降低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2.2.3 线路避让：交通建设项目线路的选择应考虑合理避让噪声敏感目标。

城市建设公路环城外线，组织过境车流；公路、铁路应避免穿越村镇中心区。 

2.2.4 道路形式：公路、城市道路应选择合理的道路形式。经过噪声敏感目

标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如敏感建筑物层高），考虑采用高架路、高路堤或低路

堑等形式；城市道路两侧高层噪声敏感建筑物较多，一般不宜建设高架道路。邻

近噪声敏感目标建设立交桥，应根据实际情况，主路选择采用上跨式或下穿式；

城市一般以下穿式为宜。 

2.2.5 断面与纵坡：若条件许可，公路、城市道路应尽可能采用有绿化分割

带的断面型式；在经过噪声敏感目标时，不宜设计较长、较陡的纵坡。 

2.2.6 铁路应尽可能进行线路全封闭，减少平交路口。城市轨道交通应尽可

能选择地下通行方式，但要注意振动对周围噪声敏感目标的影响，采取相应的振

动隔离措施。 

2.3防噪声距离 

2.3.1 铁路、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

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以下统称“交通干线”）两侧应预留必要的防噪声距离。

规划与环境保护部门根据交通类型与运行特征，结合两侧土地开发利用情况，考

虑合理可行的工程降噪措施，确定防噪声距离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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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一般情况下，铁路、高速公路两侧防噪声距离宜为 80－100m；一级公

路、城市快速路两侧防噪声距离宜为 50－80m；二级公路、城市主干路、城市轨

道交通（地面段）两侧防噪声距离宜为 30－50m。 

2.3.3 防噪声距离以内区域宜进行绿化或作为交通设施、仓储设施等非噪声

敏感性应用（一般绿化宽度不低于防噪声距离的 50％），不应建设噪声敏感建筑

物。防噪声距离以内已有的噪声敏感建筑物，应进行搬迁或采取其它有效的噪声

污染防治措施。 

2.4相邻土地利用 

2.4.1 地面交通线路两侧区域（如为交通干线，应为防噪声距离以外相邻区

域）的土地利用应以工业仓储、商业服务为主，或以非噪声敏感建筑物间隔，不

宜直接作为 0、1类声环境功能区。 

3. 噪声源头削减 

3.1低噪声车辆 

3.1.1 以高噪声车辆（轨道车辆、载重汽车、大型客车等）为重点，改进工

艺、技术和装备，降低整车的噪声辐射水平。 

3.1.2道路车辆：重点控制发动机噪声、排气系统噪声（如使用高效消声器）、

刹车系统噪声；优化轮胎结构（花纹）设计。 

3.1.3 轨道车辆：重点控制车体及走行部辐射噪声、集电系统噪声、制动系

统噪声；研究开发具有和谐音质和强指向性的机车风笛；推广使用弹性车轮和阻

尼车轮。 

3.2工程降噪措施－声屏障 

3.2.1 地面交通线路距离噪声敏感目标较近（如＜70m），环境噪声超标，可

考虑设置声屏障。但一般认为，道路或轨道两侧为高层噪声敏感建筑物时，不宜

采用声屏障（可考虑对线路进行全封闭处理）。 

3.2.2 声屏障的位置、高度、长度、材料、形式等应根据噪声衰减要求、声

屏障与噪声源及受声点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考虑道路或轨道结构形式、周围环

境协调性、安全性、经济性等因素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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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声屏障宜建于靠近道路或轨道一侧，但考虑行车安全和视野要求，声

屏障中心线距离道路或轨道边缘应不小于 2.0m。 

3.2.4 声屏障高度不宜超过 5.0m，如需超过 5.0m 时可将声屏障上部作成折

形或弧形，端部伸向道路或轨道一侧。 

3.2.5 为避免噪声绕射，声屏障应沿噪声敏感目标两侧延伸一定长度，原则

上建议为声屏障到受声点距离的 3 倍以上，如不足 50 m，按 50m长度设计。 

3.2.6声屏障的噪声削减量（插入损失）应大于 10dB（A）。要特别注意声屏

障底部安装缝等处的漏声问题。 

3.2.7应合理利用地物地貌作为声屏障。 

3.3工程降噪措施－绿化带 

3.3.1 绿化带建设应结合噪声衰减要求、路边土地利用现状、景观要求、水

土保持规划等进行。 

3.3.2 绿化带宽度不宜小于 10m，长度应不小于噪声敏感目标沿道路或轨道

方向的长度。应根据当地自然条件选择枝繁叶茂、生长迅速的常绿植物，乔、灌、

草应搭配密植。 

3.3.3条件许可，可进行微地形处理，以增强降噪效果。 

3.4工程降噪措施－低噪声路面 

3.4.1采用多孔性路面材料（孔隙率在 15－20％以上），通过减少“气泵作用”

压力和吸声，降低轮胎路面噪声。但对于大斜坡、急弯或重载车辆比例较高（如

＞35％）的路段不宜铺设。 

3.4.2 应定期对低噪声路面进行高压清洗，以避免孔隙被灰尘泥土堵塞而降

低减噪效果。 

3.4.3 对道路进行经常性维护，提高路面平整度，可降低轮胎路面噪声和车

体振动噪声。 

3.5工程降噪措施－钢轨、轨枕和道床 

3.5.1 采用焊接长钢轨、重型钢轨、经过打磨处理的高表面平整度钢轨，降

低轮轨接触噪声。 

3.5.2 采用减振型轨枕和道床，如弹性扣件、浮置板式整体道床等，以及对

桥梁进行减振设计，降低振动辐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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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敏感建筑物噪声防护 

4.1噪声防护责任 

4.1.1 在地面交通线路两侧区域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建设单位应采取有效

措施保证室外声环境质量达标；在征得所有权人同意的条件下，也可采取建筑隔

声措施使室内达到相应的标准要求。 

4.1.2 在噪声敏感目标邻近区域新建交通项目，建设单位应采取有效措施保

证噪声敏感目标室外声环境质量达标，或予以搬迁；如为噪声敏感建筑物，在征

得所有权人同意的条件下，也可采取建筑隔声措施使室内达到相应的标准要求。 

4.2建筑形式与布局 

4.2.1地面交通线路两侧第一排建筑宜为商业建筑或其它非噪声敏感建筑物，

且宜沿道路或轨道方向平行布置，以降低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2.2 如面向道路或轨道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应间隔必要的距离，且层数

不宜高，更不宜两侧相对着建设，以避免回声带来更大的噪声污染。 

4.2.3 高层塔式噪声敏感建筑物，本身受到的噪声干扰面大，且对周围噪声

敏感目标不能形成声屏障保护，宜远离道路或轨道布置。 

4.3建筑隔声 

4.3.1 地面交通线路两侧噪声敏感建筑物户外环境噪声超标，且通过技术经

济论证，认为对交通设施采取主动工程降噪措施不可行，应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采

取有效的建筑隔声措施（如隔声门窗），保证室内适宜的声环境质量。 

4.3.2 建筑隔声需合理考虑当地气候特点对通风的要求。有些情况下，要求

窗兼有通风换气的功能，通风消声窗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4.3.3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面向道路或轨道一侧，也可以通过设置封闭阳台和

外廊等方法，解决交通噪声污染问题。 

4.4调整房间使用功能 

4.4.1 对于邻近道路或轨道的噪声敏感建筑物，应合理安排房间使用功能，

以减少交通噪声干扰。例如居民住宅在面向道路或轨道一侧布置厨房、卫生间等

非居住用房间。  

4.4.2 房间使用功能的调整受建筑物朝向的影响，需要结合居室采光要求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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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虑。 

5. 加强交通噪声管理 

5.1交通管理 

5.1.1 利用交通管理手段，合理控制道路交通参数（车流量、车速、车型比

例等），降低交通噪声。 

5.1.2信号与标志：通过合理设置交通信号与标志、标线，改进管理方式（如

信号灯优化配时、交通信息提前告知等），科学划分车道和设置专用车道，规定

适当行车速度，以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整体改善交通噪声环境。 

5.1.3 禁鸣与限鸣：严格控制机动车辆鸣笛和其它音响信号装置噪声，禁止

在住宅、学校、医院及其它需要保持安静的场所附近鸣笛。 

5.1.4 禁行与限行：噪声敏感目标邻近区域和敏感时段，禁止重载车辆通行

（车型控制）以及通过改变行车路线、设置单行道等，控制车流量（车流控制）；

禁止过境货运车辆穿越城区。 

5.1.5 限速：在噪声敏感目标邻近区域和敏感时段，应对道路车辆或轨道车

辆的行驶速度进行限制。 

5.1.6改革轨道车辆信号联络方式，尽可能采用非鸣笛的联络方式（信号旗、

信号灯、无线通讯等）。通过减少鸣笛次数、声级强度和鸣笛持续时间等方式，

对铁路机车在城区内鸣笛进行限制。 

5.2环境管理 

5.2.1 加强对现有交通项目的管理，对地面交通线路两侧规定距离处以及噪

声敏感目标处（室外或室内）达不到相应标准要求的，应要求限期治理达标。 

5.2.2 加强对新建交通项目的环评审批管理，监督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落

实情况，保证地面交通线路两侧规定距离处以及噪声敏感目标处（室外或室内）

达到相应的标准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