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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技术规定是《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资质认定方法验证通用技术指南》（以下简称《通用

技术指南》）的配套文件，是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开展物理现场监测方法验证的指导性文件。

旨在规范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物理现场监测方法的验证活动，确保方法验证过程科学合理，评

价结论客观可靠。 

本技术规定为首次发布，依据《通用技术指南》，综合考虑噪声、振动、辐射等物理现

场监测方法的特性，并结合操作实践经验而制定。主要参考《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

术导则》（HJ 168-2020）、《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国

市监检测〔2018〕245 号）和《化学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 比对试验》（RB/T 208-2016）等。

如有相关标准规范发布，则以其标准规范要求为准。 

本技术规定从基本条件的确认、方法性能指标验证、实际监测 3 方面对生态环境监测机

构实施的噪声、振动、辐射等物理监测类方法验证活动，从操作层面给出了指导性的建议。 

本技术规定的附录 A 为资料性附录。 

本技术规定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编制。 

本技术规定主要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安徽省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河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安徽省辐射环境监督站。 

本技术规定主要起草人员：杨懂艳、邹本东、张敏、武桂桃、冯丹、刘倩、董立鹏、车

轩、余京晶、於国兵、陈玮。 

本技术规定自 2024 年 5 月 1 日实施，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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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资质认定物理监测方法验证技术规定 

1 适用范围 

本规定明确了生态环境监测机构（以下简称“机构”）开展噪声、振动、辐射等物理现

场监测方法验证活动的技术要求，包括基本条件确认、方法性能指标验证、实际监测等。 

本规定适用于生态环境监测机构申请资质认定时实施的噪声、振动、辐射等物理现场监

测方法的验证，其他生态环境物理监测专项工作也可参考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定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内容。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

本规定。 

GB/T 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 1 部分：规范 

GB/T 3241 电声学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 

GB/T 5202 辐射防护仪器 α、β 和 α β（β 能量大于 60keV）污染测量仪与监测仪 

GB 10070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T 13163.1 辐射防护仪器 氡及氡子体测量仪 第 1 部分：一般原则 

GB/T 15173 电声学 声校准器 

GB/T 17181 积分平均声级计 

GB/T 23716 人体对振动的响应 测量仪器 

GB/T 27417 合格评定 化学分析方法确认和验证指南 

GB/T 32465 化学分析方法验证确认和内部质量控制要求 

GB 39220 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限值及其监测方法 

JJF 1059.1 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RB/T 063 检验检测机构管理和技术能力评价方法的验证和确认要求 

RB/T 208 化学实验室内部质量控制 比对试验 

RB/T 214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 

HJ/T 10.2 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监测仪器和方法 

HJ 168 环境监测分析方法标准制订技术导则 

 《生态环境监测资质认定方法验证通用技术指南》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国市监检测〔2018〕245 号） 

3 术语和定义 

《通用技术指南》中的术语和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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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生态环境物理现场监测  

运用物理技术手段，对噪声、振动、辐射等环境质量和污染源排放开展的现场监测活动。 

3.2 

人员比对 

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采用相同的监测方法，由不同的监测人员采用相同的仪器设备对

同一点位现场进行的监测。 

3.3 

仪器比对 

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采用相同的监测方法，由相同的监测人员采用不同的仪器设备对

同一点位现场进行的监测。 

3.4 

实验室内方法验证 

实验室内部通过人员比对或仪器比对，对待验证方法的特性参数进行验证，并通过核查，

证明该机构能够提供客观有效证据满足监测方法规定的要求。 

3.5 

实验室间方法验证 

两个或多个机构采用相同的监测方法，由不同的监测人员采用不同的仪器设备，对同一

点位现场进行的监测，对待验证方法的特性参数进行验证，并通过核查，证明机构间均能够

提供客观有效证据满足监测方法规定的要求。 

4 物理现场监测方法的分类 

4.1 

噪声监测 

本技术规定中的噪声监测指为掌握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所开展的噪声监测，以及对被测

噪声源及其他环境背景噪声进行的噪声监测。包括区域声环境监测、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

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监测等。 

4.2 

振动监测 

本技术规定中的振动监测指为掌握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所产生的

振动对周围环境影响所开展的振动监测。包括稳态振动、冲击振动、无规振动、城市轨道交

通与铁路振动等。 

4.3 

辐射现场监测 

本技术规定中辐射现场监测指为掌握环境辐射本底水平或人为活动所引起的环境辐射

水平变化，运用物理技术手段开展的现场监测。包括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中子周围剂量当量

率、α/β 表面污染、空气中氡、表面氡析出率等电离辐射监测，以及工频电磁场、直流合成

场强、射频电磁场等电磁辐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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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条件确认 

5.1 人员 

5.1.1 开展噪声、振动和辐射现场监测方法验证的人员应至少 1 人具备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

学历，并有 3 年以上相关专业领域现场监测经历；如果专业背景不满足要求，应有 5 年以上

物理现场监测经历。每次方法验证至少 2 人。 

5.1.2 参加物理监测方法验证的人员应掌握和熟悉相应声学、振动、电离辐射和电磁辐射的

基本原理；噪声、振动、辐射等现场监测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布点及测量方法、结果计算

及修正方法；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知识；相关环境质量标准、排放标准及评价方法等。应熟

练掌握现场踏勘、监测方案制定；安全防护要求；噪声、振动和辐射仪器的使用、校准/检

定及维护要求；现场布点、测量、记录和结果计算等。 

5.1.3 参加验证的人员应经过相应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验证的标准方法、相关

技术规范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业指导书等。 

5.2 仪器设备 

5.2.1 机构应按照《通用技术指南》5.2.1 和 5.2.2 配备仪器设备，包括校准/检定类仪器设备、

监测参数测量设备以及其他配套的气象条件测量仪器及设备，并确保仪器设备性能指标满足

标准方法要求。 

5.2.2 机构应对仪器设备直接输出的数据和结果进行确认，确保其输出介质及记录信息满足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国市监检测〔2018〕245 号）。 

5.2.3 噪声监测：应按标准方法配备噪声测量仪器、声校准器、气象条件测量仪等。 

（1）噪声测量仪器为积分平均声级计或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其性能应不低于 GB/T 

3785.1 和 GB/T 17181 对 2 型仪器的要求；测量 35 dB 以下及车站站台、室内噪声等标准

有特殊要求的噪声应使用 1 型声级计，且测量范围应满足所测量噪声的需要； 

（2）当需要进行噪声频谱分析时，噪声频谱分析滤波器应符合 GB/T 3241 相关要求，

且具有实时频谱分析功能； 

（3） 测量参数应包含瞬时声级 Lp、等效声级 Leq、累计百分声级 LN（N=5,10,50,90,95）、

最大声级 Lmax、最小声级 Lmin、标准差 SD 等； 

（4）声校准所用仪器应符合 GB/T 15173 对 1 级或 2 级声校准器的要求。 

5.2.4 振动监测：应按标准方法配备多功能振动分析仪、振动校准器、气象条件测量仪等。 

（1）应采用符合 GB/T 23716 性能要求的环境振动计或其他满足相同功能的振动测量

仪器； 

（2）拾振器电压灵敏度应大于 400 mV/g，拾振器的频率范围应至少包含 GB 10070 规

定的频率； 

（3）仪器的测量下限一般应不高于 50 dB，测量上限一般不低于 100 dB； 

（4）测量量应包含等效连续 Z 振级、最大 Z 振级、累积百分 Z 振级等； 

（5）振动校准器应符合 GB/T 3241 中一级滤波器的规定。 

5.2.5 辐射现场监测：应按标准方法配备电离辐射测量仪器和校验源、电磁辐射测量仪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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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距仪、气象条件测量仪等。 

（1）电离辐射测量时，如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测量仪器的量程、能量响应、角响应、相

对固有误差应满足 HJ 1157 的要求，应根据射线性质、测量范围、能量响应、环境特性、对

其他辐射的响应及其他因素（如角响应、响应时间等）选择合适的测量仪器；α、β 表面污

染测量仪器的性能应满足 GB/T 5202 的要求；空气中氡测量仪器的性能应满足 GB/T 13163.1

的要求； 

（2）电磁辐射测量时，根据射频电磁场或工频电磁场测量需求，选择选频式或非选频

式电磁辐射仪器设备，测量仪器的工作频带应满足待测电磁场的要求，仪器性能应满足 HJ/T 

10.2 的要求；直流输电工程合成电场的监测仪器应能同时测量出合成电场的大小和极性，并

满足 GB 39220 的要求。 

5.2.6 方法验证人员应初步判断仪器数量、关键仪器设备的测定灵敏度、测量范围是否满足

测量目的及标准方法要求。 

（1）噪声监测仪器设备应重点对测量范围、频率范围、准确度、频率计权和时间计权

进行初步核查； 

（2）振动监测仪器设备应重点对环境振动计（含拾振器）的电压灵敏度、频率范围、

测量下限、测量上限和测量量程进行初步核查； 

（3）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测量仪器应重点对测量范围、能量响应和校准因子、角响应、

相对固有误差、重复性等进行初步核查；α、β 表面污染测量仪器应重点对本底、表面发射

率响应、相对固有误差、重复性等进行初步核查；空气中氡测量仪器应重点对探测下限、本

底、体积活度响应、相对固有误差、重复性等进行初步核查； 

（4）电磁辐射测量仪器应重点对频率范围、各频率的校准因子等进行初步核查。 

5.3 标准物质及关键试剂耗材 

噪声、振动和电磁辐射监测方法一般不涉及标准物质，部分电离辐射监测仪需配备检验

源。检验源的核素、活度及不确定度等应符合标准方法的要求。 

5.4 现场监测条件 

5.4.1 开展噪声、振动或辐射等物理现场监测方法验证时，应在监测方法要求的气象条件下

测量。现场监测时，应对影响监测结果的现场气象条件进行监控并记录，并排除可能影响监

测结果客观性的人为干扰因素和环境干扰因素。 

5.4.2 噪声监测一般应在无雨雪、无雷电天气，风速满足方法要求状况下进行。 

5.4.3 振动监测一般应在无雨雪、无雷电、无强风的天气环境下进行。测量应避免足以影响

环境振动测量值的其他环境因素，如剧烈的温度梯度变化、强电磁场、强风、地震或其他非

振动污染源引起的干扰。必要时可考虑适当的遮挡（例如加防护罩等）。 

5.4.4 电离辐射监测中的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室外监测，一般不应在雨天、雪天，以及雨后和

雪后 6 h 内开展测量；空气中氡室外监测一般不应在雨天、雨后 24 h 内或大风过后 12 h 内

开展测量。 

5.4.5 电磁辐射监测应在电磁设施正常运行工况下测量，一般应在无雨、无雾、无雪的天气、

环境湿度 80%以下的条件下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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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安全防护设施和设备 

开展噪声、振动、辐射现场监测时，按一般生态环境现场监测要求配置并使用安全警示

标识，并根据工作场所安全提示，携带和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当标准方法有特殊安全防护要

求时，按照标准方法规定执行。 

5.6 原始记录 

5.6.1 噪声、振动、辐射现场监测的原始记录应至少包含的基本内容：被测量单位名称，地

址；测量时的气象条件；监测方法，仪器名称、型号、编号、检定/校准日期；测量日期、

时间（时段），测点位置及示意图，测量工况（若有）；测量项目和测定值，仪器测前校准、

测后校验结果，测量人员，校对人，审核人等相关信息。 

5.6.2 噪声监测还应记录功能区类别、声源、噪声敏感建筑物（若有）、背景噪声值（若有）

等信息。 

5.6.3 振动监测还应记录振源、地面状态和拾振器安装方式等信息。 

5.6.4 电离辐射如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还应拍摄现场状况，记录宇宙射线扣除等信息。 

5.6.5 电磁辐射监测还应记录被测设施如中波广播发射台名称、建设地点、发射频率、发射

功率、天线类型、运行状态等信息。 

6 方法性能指标的验证 

6.1 方法性能指标的选择 

6.1.1 噪声、振动、辐射现场监测方法验证重点对主要仪器的量程/测量范围、仪器校准等进

行验证和确认。物理现场监测方法验证的性能指标见表 1。 

6.1.2 针对辐射现场监测，有条件时可采用实验室内比对或实验室间比对的方式对方法的精

密度进行验证。 

6.1.3 针对电离辐射中的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表面污染监测等，可选择已知活度的检验源、

参考源进行方法正确度验证。 

6.1.4 针对辐射现场监测，有条件时可参考 JJF 1059.1 进行不确定度验证和评价。 

表 1 物理现场监测方法验证性能指标确认参数的选择 

方法类别 量程/测量范围* 仪器校准 精密度 正确度 不确定度 

噪声 √ √ — — — 

振动 √ √ — — — 

辐射 √ √ △  △  △  

注： √：表示正常情况下需要确认的性能参数 

△：表示有条件时可以确认的性能参数 

 —：表示正常情况下不需要确认的性能参数 



6 

 

6.2 仪器量程/测量范围 

机构可参考 GB/T 27417，确保仪器量程/测量范围满足方法要求，并覆盖测定环境/污染

源的最低测量值（水平）、关注测量值（水平）和最高测量值（水平）。 

6.3 仪器校准/检验 

若验证的标准方法规定测量前、后须对仪器进行校准/检验，则应按照标准方法要求在

测量前、后对测量仪器进行校准/检验，记录其前、后校准示值偏差，并确保示值偏差满足

标准方法要求。如噪声监测方法、住宅建筑室内振动监测方法、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和 α/β 表

面污染等。 

6.4 精密度 

6.4.1 机构可参考 RB/T 208 和 GB/T 27417，采取实验室内或实验室间验证的方式对辐射现

场监测方法的精密度进行验证。 

6.4.2 辐射现场比对验证应按照 5.4.4 要求在能够保持稳定的辐射场中进行，以保持监测数据

的前后一致性。 

6.5 正确度 

电离辐射中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表面污染监测选择已知活度的检验源或参考源进行正确

度验证，按全程序至少平行测定 3 次，按 HJ 168 附录 A 中 A.5.2 计算相对误差。 

6.6 不确定度 

辐射现场监测可参考 JJF 1059.1，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分类评估多次测量引入的不确定

度、仪器设备校准引入的不确定度、仪器设备测量准确度引入的不确定度等各类不确定度，

根据其灵敏系数的不同，分别计算其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和扩展不确定度。 

6.7 方法性能指标验证结果的评价 

6.7.1 仪器量程/测量范围 

对照物理监测相关方法及实际监测对象，确定监测所用仪器量程/测量范围满足环境/污

染源最低浓度或最小量（噪声级、振动级）水平、浓度水平或量级、最高浓度或最大量（噪

声级、振动级）水平。 

6.7.2 仪器校准结果评价 

（1）按照噪声、振动监测技术规范，方法验证时，测量前、后仪器校准示值偏差不大

于 0.5 dB 时，则判定噪声、振动监测仪器校准验证合格； 

（2）按照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监测技术规范，用检验源检查仪器 k 值，k=∣Am/A0−1∣ 

（Am、A0 分别为验证核查和检定/校准时仪器对检验源的净响应值，需考虑检验源衰变校

正），k 应不大于 0.1，否则应查明原因，重新进行仪器校准。 

（3）按照 α、β 表面污染监测技术规范，用检验源校验仪器是否正常，仪器对检验源的

读数变化超过±25%时应重新校准。标准方法有特殊要求时，按照标准方法规定的评价方法

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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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 精密度验证结果评价 

采用实验室内比对或实验室间比对的方式对现场辐射监测的精密度进行验证时，可参考

RB/T 208 分别采用 F 检验和 t 检验评价两个机构监测数据的可比性。 

（1）方差一致性检验—F 检验 

a）建立假设 H0； 

b）计算样本方差 S1
2和 S2

2； 

c）比较； 

d）由给定的显著性 α 和自由度 f，查 t 表； 

e）统计判断两组数据的精密度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2）均值一致性检验—t 检验 

a）建立假设 H0； 

b）计算样本的和、差的和、差的平方和、差的均值、差的标准偏差、差的均值标准

偏差、自由度； 

c）计算统计量 t； 

d）由给定的显著性 α 和自由度 f，查 t 表； 

e）统计判断两组监测结果的均值是否有显著性差异。 

6.7.4 正确度验证结果评价 

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用已知活度的检验源进行正确度验证，验证监测结果与参考源定值的

标准偏差一般应小于 15%；表面污染可采用已知活度的参考源进行正确度验证，验证监测

结果与参考源定值的标准偏差一般应小于 25%；标准方法有特殊要求时，按照标准方法规

定的标准偏差进行评价。 

6.7.5 不确定度验证结果评价 

辐射现场监测方法如规定了不确定度的要求，其不确定度验证结果应满足标准方法要

求。 

7 实际监测 

7.1 实际监测条件的选择 

7.1.1 噪声、振动、辐射现场监测验证应至少选择一种测试场景/类型进行，并按监测方法的

要求进行全程序确认、结果计算和报出，完整填写原始记录，形成实际测定监测报告。特殊

情况下，可选择相似场景进行模拟监测。 

7.2 实际监测验证方法 

7.2.1 噪声、振动、辐射现场监测验证包括现场条件确认、仪器确认、现场监测和验证等内

容。噪声监测应根据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监测背景噪声，并对监测结果进行修正。 

7.2.2 现场条件确认 

（1）应了解监测现场周边环境状况及声源、振源、辐射源情况，明确声源、振源、辐

射源种类，确保工况条件满足标准方法及技术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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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监测方法对监测条件的具体要求，对现场监测的温度、湿度、风速等外部环

境条件、气象条件进行监控并记录，确保环境条件、气象条件达到标准方法要求并满足仪器

使用要求。 

7.2.3 仪器确认  

（1）按照监测方法及仪器说明书的要求选择量程、设置仪器参数。如噪声测量时测量

仪器的量程、时间计权特性、采样时间间隔等；振动测量时测量仪器的量程，测量量、时间

计权常数等；电磁辐射测量时仪器的频率范围、量程和测量单位；电离辐射测量时仪器的量

程等。 

（2）将监测仪器设置成所验证方法的测量模式。如进行噪声、振动频谱分析时设置成

频谱测量模式，机场噪声监测设置成机场噪声测量模式，电磁辐射选频监测根据被测对象的

发射频率选取监测频率与带宽，电离辐射 α、β 表面污染监测中选择与被测对象污染核素相

适应的测量模式。 

7.2.4 现场监测  

（1）监测点位、监测内容及测量位置：按监测方法的具体要求，结合现场实际情况，

设置监测点位、监测内容，监测点位应有示意图； 

（2）测量时段：按监测方法的具体要求，确定测量时段，确保监测时间满足质量标准

和排放标准要求； 

（3）背景监测及修正：噪声监测方法对背景噪声有规定时，应按照监测方法的具体要

求进行背景噪声监测和测量值修正； 

（4）结果评价：按监测方法的具体要求对测量结果进行评价。 

7.3 质量控制措施 

7.3.1 噪声、振动、辐射监测所用仪器应经国家认可的计量单位检定/校准合格，需定期进行

检定/校准并核查，确保在有效期内使用。 

7.3.2 应按标准及相关规范要求在仪器使用前后对仪器设备进行校准/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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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物理监测方法验证典型案例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1 方法名称及适用范围 

1.1 方法名称及编号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 

1.2 方法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企业和固定设备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的监测。 

2 基本条件确认 

2.1 人员 

参加《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方法验证的人员通过了相

关培训和资格确认见表 A-1，验证人员相关培训及资格确认情况的证明材料见附件 A-1。 

表 A-1  验证人员信息表 

序

号 
姓名 

年

龄 
职称 专业 

参加本标准方

法相关要求培

训情况（是/否） 

资格确认情

况（是/否） 

相关监

测工作

年限 

验证工作

内容 

1 XXX 35 
工程

师 

环境监

测 
是 是 8 现场监测 

2 XXX 35 
工程

师 

环境工

程 
是 是 8 现场监测 

2.2 仪器设备 

本方法验证中，使用的主要仪器设备主要包括现场监测、仪器校准及气象条件测量仪器

等。主要仪器设备情况见表 A-2，相关仪器设备的检定及结果确认等证明材料见附件 A-2。 

表 A-2  主要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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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过程 
仪器 

名称 

仪器 

规格 

型号 

仪器 

编号 

溯源/核查
情况 

溯源/核查
结果确认
情况 

其他特殊 

要求 

1 

现场监
测 

多功能
声级计 

XX XX 检定 合格 

1型环境噪声自
动监测仪；仪器
性能符合GB 37

85.1和GB/T 171

81对1型声级计
的要求；能满足 

35 dB 以下的
噪声测量要求；
滤波器性能符合
GB/T 3241 中
对滤波器的要
求，能进行噪声
的频谱分析。 

2 
声校准

器 
XX XX 检定 合格 

1级声校准器，符
合GB/T 15173

对1级声校准器
的要求。 

3 风速计 XX XX 检定 合格 / 

2.3 环境条件  

本方法验证监测时，对影响检测结果的现场气象条件进行了监控并记录；现场监测时，

被测企业生产及噪声源运行正常。气象条件监控情况见表 A-3，相关气条件监控记录见附件

A-3。 

表 A-3  环境条件监控情况 

序号 过程 控制项目 
环境条件控制

要求 
实际环境条件 

环境条件

确认情况 

1 

现场监测 

气象条件 

风速小于
5.0m/s 

风速 1.2m/s 合格 

2 无雨雪、无雷电 无雨雪、无雷电 合格 

3 噪声源工况 
被测声源工作

正常 

被测企业生产

及噪声源运行

正常。 

合格 

2.4 相关体系文件 

本方法配套使用的监测原始记录为《噪声监测原始记录表》（标识为

HBHJ-JL-2019-ZZ-001A）和《结构传声监测原始记录表》（标识为 HBHJ-JL-2019-ZZ-005A）；

噪声监测报告格式为 HBHJ-JL04-03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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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仪器校准验证 

3.1 仪器条件设置 

测量时噪声分析仪传声器加有防风罩；将仪器时间计权特性设为 F 档，采样时间间隔

不大于 1s。现场测试时的仪器测试条件符合标准要求。 

3.2 仪器校准 

测量前、后对声级计进行了声学校准，示值偏差均小于 0.5 dB（A），满足标准要求。

仪器校准情况见表 A-4，相关原始记录见附件 A-4。 

表 A-4  仪器校准情况 

单位：dB（A） 

序号 
测量时

段 

测量前 

校准值 

测量后 

校验值 

校准前后

示值偏差 

标准要求 

示值偏差 

是否满足

标准要求 

1 昼间 93.8 93.7 0.1 ﹤0.5 是 

2 夜间 93.8 93.8 0 ﹤0.5 是 

4 现场监测验证  

4.1 被测企业声源及周边环境状况 

4.1.1 本次方法验证中，厂界环境噪声验证实际监测的工业企业为 XXX 设备加工厂。该厂主

要噪声源为生产车间产生的噪声，为稳态噪声；该企业每天生产 16 h，生产时段为 8:00-23:00。

该厂位于 3 类声环境功能区，四周为空地。该厂声源情况及厂界周边环境状况及测点位置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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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厂界环境噪声测点位置及周边环境状况示意图 

 

4.1.2 本次方法验证中，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验证实际测点位置为与 XXX 有限责任公

司紧邻的一民用住宅，民用住宅属于 A 类房间。该公司东侧鼓风机房墙体与民用住宅墙体

相连，鼓风机噪声通过共同墙体结构传声至民用住宅室内。鼓风机产生的噪声为稳态噪声。

该公司鼓风机房与民用住宅相邻关系及测点位置见图 2。 

 

 

 

 

 

 

 

 

 

 

 

图 2 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测点位置示意图 

4.2 监测点位及监测内容 

4.2.1 厂界环境噪声 

根据 XXX 设备加工厂声源、周围环境状况、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分布情况及毗邻的区域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布设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在该厂噪声源影响最大的厂界北侧噪声最大

位置布设一个监测点位(▲1#），监测内容为昼间、夜间等效连续 A 声级，同时监测背景噪

声。厂界环境噪声测点位置见图 1。 

4.2.2 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 

在 XXX有限责任公司鼓风机房东侧噪声敏感建筑物民用住宅室内布设一个结构传播固

定设备室内噪声监测点位（△ 2#），测量昼间、夜间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等效连续 A

声级和倍频带声压级，同时监测背景噪声。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测点位置见图 2。 

经验证，厂界环境噪声和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监测点位设置及监测内容满足标准

要求。 

4.3 测点位置 

本次方法验证中，现场监测时的测点位置设置满足标准要求，详见表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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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5    测点位置设置情况 

监测点位 标准要求 实际测点位置 

实际测点位
置是否满足
标准要求 

厂界环境噪声 

▲1#测点 

（厂界无围墙） 

厂界外 1m； 

距任一反射面 1m 以上； 

距地面 1.2m 以上。 

厂界外 1m； 

距任一反射面 1.1m； 

距地面 1.2m。 

是 

噪声敏感建筑物

室内△ 2#测点 

距任一反射面 0.5m 以上； 

距地面 1.2m； 

距外窗 1 m 以上； 

门窗关闭状态； 

电视机等干扰测量的声源关

闭；室内人员不走动、不说

话。 

距最近反射面 0.6m； 

距地面 1.2m； 

距外窗 1 m ； 

门窗关闭状态； 

电视机等声源关闭；室

内人员无走动、无说话。 

是 

4.4 测量时段 

本次方法验证，分别在昼间、夜间两个时段进行测量，实际测量时段满足标准方法要求。

测量时段具体情况见 A-6，相关原始记录见附件 A-5。 

表 A-6  测量时段情况 

声
源 

监测
点位 

测量时段 是否
满足
标准
要求 标准要求 实际情况 

稳

态

噪

声 

 

厂界

环境

噪声

▲1#

测点 

昼

间 
6:00--22:00 

采用 1min 的等效

声级 

8:30-9:30 

（背景噪声

7:30-8:00） 

采用 1min 的等效

声级 
是 

夜

间 
22:00--6:00 

采用 1min 的等效

声级 

22:00-23:00

（背景噪声

23:00-23:30）   

采用 1min 的等效

声级 
是 

噪 声

敏 感

建 筑

物 室

内
△ 2#

测点 

昼

间 
6:00--22:00 

（1）采用 1min 

的等效声级 

（2）倍频带声压

级 

（3）背景噪声 

10:30-12:30 

（1）采用 1min 的

等效声级 

（2）倍频带声压级 

（3）背景噪声 

是 

夜

间 
22:00--6:00 

（1）采用 1min 

的等效声级 

（2）倍频带声压

级 

（3）背景噪声 

1:00-2:00 

（1）采用 1min 的

等效声级 

（2）倍频带声压级 

（2）背景噪声 

是 

4.5 背景噪声测量 

4.5.1 本次验证现场监测背景噪声，两个测点位置均与噪声源测点位置相同。背景噪声的测

量环境不受被测声源影响，且其他声环境与测量被测声源时保持一致；背景噪声的测量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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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被测声源测量的时间长度相同。 

4.5.2 测量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测点的背景噪声时，昼间在该厂当天开工前测量，夜间在当天

收工后测量，车间噪声源均处于关闭状态。 

4.5.3 测量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测点背景噪声时，在关闭噪声源鼓风机的情况下测量

背景噪声。 

4.5.4 经验证，背景噪声测点位置设置、测量环境、测量时段等均满足标准要求。 

4.6 监测结果及修正 

4.6.1 依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

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 706-2014），对噪声测量值进行修正。厂界环境噪声测量值、背

景噪声值、修正结果详见表 A-7。 

表 A-7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点
位 

昼  间 夜  间 

测量值 背景噪声值 修正结果 测量值 背景噪声值 修正结果 

▲1# 60.9 57.3 59 54.2 48.2 53 

 

4.6.2 依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

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 706-2014），对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测量结果进行修正，

其测定值、背景值及修正结果详见表 A-8 和表 A-9。 

表 A-8  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等效声级监测结果 
单位：dB（A） 

监测点
位 

昼  间 夜  间 

测量值 背景噪声值 修正结果 测量值 背景噪声值 修正结果 

△ 2# 52.3 45.3 51 51.2 40.1 51 

表 A-9  室内噪声倍频带声压级监测结果 

单位：dB 

△ 2#监测点

位 

监测结果 

31.5Hz 63 Hz 125 Hz 250 Hz 500 Hz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测量值 54.5 53.4 55.1 54.8 60.6 59.3 58.9 57.8 57.3 57.2 

背景值 48.3 48.3 47.4 46.5 50.0 49.8 52.9 52.1 48.8 48.3 

修正结果 54 51 54 54 61 58 58 57 56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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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监测结果的表示及修正能够满足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厂界环境噪声、结构传

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及背景噪声等监测原始记录详见附件 A-5，噪声现场监测报告见附件

A-6。 

4. 7 质量控制 

本次方法验证过程中，现场监测人员 2 名；使用的型号为 XXX 的多功能声级计检定合

格并在有效期内，且每次测量前后均在现场用声校准器对声级计进行了校准，其测量前、后

校准示值偏差均小于 0.5dB；监测记录填写及时、完整、规范。 

本方法验证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HJ 707-2014）和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 706-2014）的相关规定。 

5 验证结论 

综上所述，本实验室人员通过培训和资格确认后，依据《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 12348-2008）及《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HJ 

707-2014）、《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声测量值修正》（HJ 706-2014）开展方法验证，

并进行了实际现场监测验证。所用测量仪器、标准声源，现场监测时的仪器校准、气象条件、

测点位置、监测时段、背景值测量，监测结果的修正及质控措施等，均满足标准方法和相关

技术规范要求，本实验室具备了采用该方法进行监测的能力。 

 

附件 A-1   验证人员培训及资格确认情况的证明材料 

附件 A-2   仪器设备的溯源证书及结果确认等证明材料 

附件 A-3   环境条件监控原始记录 

附件 A-4   仪器校准原始记录 

附件 A-5   噪声现场监测及结果修正相关原始记录 

附件 A-6   噪声现场监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