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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２００８年 第 ４５号

为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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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

保障人体健康，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现批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为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并由我部与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声环境质量标准 （ＧＢ ３０９６—２００８）
按有关法律规定，以上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以上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
以上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ｂｚ  ｍｅｐ  ｇｏｖ  ｃｎ）查询。
自标准实施之日起，《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ＧＢ ３０９６—９３）、《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

（ＧＢ ／ Ｔ １４６２３—９３）废止。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ＧＢ ３０９６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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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治噪声污染，保障城乡居民正常生活、工作

和学习的声环境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是对《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ＧＢ ３０９６—９３）和《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法》（ＧＢ ／ Ｔ
１４６２３—９３）的修订，与原标准相比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扩大了标准适用区域，将乡村地区纳入标准适用范围；

———将环境质量标准与测量方法标准合并为一项标准；

———明确了交通干线的定义，对交通干线两侧 ４ 类区环境噪声限值作了调整；
———提出了声环境功能区监测和噪声敏感建筑物监测的要求。

本标准于 １９８２ 年首次发布，１９９３ 年第一次修订，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ＧＢ ３０９６—９３ 和 ＧＢ ／ Ｔ １４６２３—９３ 废止。
本标准的附录 Ａ为资料性附录；附录 Ｂ、附录 Ｃ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３０ 日批准。
本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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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质量标准

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五类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声环境质量评价与管理。

机场周围区域受飞机通过（起飞、降落、低空飞越）噪声的影响，不适用于本标准。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

ＧＢ ３７８５ 声级计的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ＧＢ ／ Ｔ １５１７３ 声校准器

ＧＢ ／ Ｔ １５１９０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１７１８１ 积分平均声级计

ＧＢ ／ Ｔ ５０２８０ 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

ＪＴＧ Ｂ０１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Ａ声级 Ａ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用 Ａ计权网络测得的声压级，用 ＬＡ 表示，单位 ｄＢ（Ａ）。

３２
等效连续 Ａ声级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Ａ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简称为等效声级，指在规定测量时间 Ｔ 内 Ａ 声级的能量平均值，用 ＬＡｅｑ，Ｔ表示（简写为 Ｌ ｅｑ），单

位 ｄＢ（Ａ）。除特别指明外，本标准中噪声限值皆为等效声级。
根据定义，等效声级表示为：

Ｌ ｅｑ ＝ １０ ｌｇ
１
Ｔ∫

Ｔ

０
１００１·ＬＡｄ( )ｔ

式中： ＬＡ——— ｔ 时刻的瞬时 Ａ声级；
Ｔ———规定的测量时间段。

３３
昼间等效声级 ｄａｙｔｉｍ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ｏｕｎｄ ｌｅｖｅｌ、夜间等效声级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ｏｕｎｄ ｌｅｖｅｌ
在昼间时段内测得的等效连续 Ａ声级称为昼间等效声级，用 Ｌ ｄ 表示，单位 ｄＢ（Ａ）。
在夜间时段内测得的等效连续 Ａ声级称为夜间等效声级，用 Ｌ ｎ 表示，单位 ｄＢ（Ａ）。

３４
昼间 ｄａｙｔｉｍｅ、夜间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昼间”是指６：００ 至２２：００ 之间的时段；“夜间”是

指２２：００ 至次日６：００ 之间的时段。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的需要 （如考虑时差、作息习惯差异等）而对昼间、夜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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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划分另有规定的，应按其规定执行。

３５
最大声级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ｏｕｎｄ ｌｅｖｅｌ
在规定的测量时间段内或对某一独立噪声事件，测得的 Ａ 声级最大值，用 Ｌｍａｘ表示，单位

ｄＢ（Ａ）。

３６
累积百分声级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 ｓｏｕｎｄ ｌｅｖｅｌ
用于评价测量时间段内噪声强度时间统计分布特征的指标，指占测量时间段一定比例的累积时

间内 Ａ声级的最小值，用 ＬＮ 表示，单位为 ｄＢ （Ａ）。最常用的是 Ｌ１０、 Ｌ５０和 Ｌ９０，其含义如下：

Ｌ１０———在测量时间内有 １０％的时间 Ａ声级超过的值，相当于噪声的平均峰值；

Ｌ５０———在测量时间内有 ５０％的时间 Ａ声级超过的值，相当于噪声的平均中值；

Ｌ９０———在测量时间内有 ９０％的时间 Ａ声级超过的值，相当于噪声的平均本底值。

如果数据采集是按等间隔时间进行的，则 ＬＮ 也表示有 Ｎ％的数据超过的噪声级。

３７
城市 ｃｉｔｙ、城市规划区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城市是指国家按行政建制设立的直辖市、市和镇。

由城市市区、近郊区以及城市行政区域内其他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为

城市规划区。

３８
乡村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乡村是指除城市规划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如村庄、集镇等。

村庄是指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

集镇是指乡、民族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和经县级人民政府确认由集市发展而成的作为农村一定区

域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中心的非建制镇。

３９
交通干线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ｒｔｅｒｙ
指铁路 （铁路专用线除外）、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

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地面段）、内河航道。应根据铁路、交通、城市等规划确定。以上交通

干线类型的定义参见附录 Ａ。

３１０
噪声敏感建筑物 ｎｏｉｓ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指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宅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３１１
突发噪声 ｂｕｒｓｔ ｎｏｉｓｅ
指突然发生，持续时间较短，强度较高的噪声。如锅炉排气、工程爆破等产生的较高噪声。

４ 声环境功能区分类

按区域的使用功能特点和环境质量要求，声环境功能区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０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１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
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２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
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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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
重影响的区域。

４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
的区域，包括 ４ａ类和 ４ｂ 类两种类型。４ａ 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
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区域；４ｂ 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５ 环境噪声限值

５１ 各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表 １ 规定的环境噪声等效声级限值。

表 １ 环境噪声限值 单位：ｄＢ （Ａ）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０ 类 ５０ ４０

１ 类 ５５ ４５

２ 类 ６０ ５０

３ 类 ６５ ５５

４ 类
４ａ类 ７０ ５５

４ｂ类 ７０ ６０

５２ 表 １ 中 ４ｂ 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适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审
批的新建铁路 （含新开廊道的增建铁路）干线建设项目两侧区域；

５３ 在下列情况下，铁路干线两侧区域不通过列车时的环境背景噪声限值，按昼间 ７０ ｄＢ （Ａ）、夜
间 ５５ｄＢ （Ａ）执行：

ａ）穿越城区的既有铁路干线；

ｂ）对穿越城区的既有铁路干线进行改建、扩建的铁路建设项目。
既有铁路是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已建成运营的铁路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铁路建

设项目。

５４ 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夜间突发噪声，其最大声级超过环境噪声限值的幅度不得高于 １５ ｄＢ （Ａ）。

６ 环境噪声监测要求

６１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精度为 ２ 型及 ２ 型以上的积分平均声级计或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器，其性能需符合 ＧＢ
３７８５ 和 ＧＢ ／ Ｔ １７１８１ 的规定，并定期校验。测量前后使用声校准器校准测量仪器的示值偏差不得大于

０ ５ ｄＢ，否则测量无效。声校准器应满足 ＧＢ ／ Ｔ １５１７３ 对 １ 级或 ２ 级声校准器的要求。测量时传声器
应加防风罩。

６２ 测点选择

根据监测对象和目的，可选择以下三种测点条件 （指传声器所置位置）进行环境噪声的测量：

ａ）一般户外
距离任何反射物 （地面除外）至少 ３ ５ ｍ外测量，距地面高度 １ ２ ｍ以上。必要时可置于高层建

筑上，以扩大监测受声范围。使用监测车辆测量，传声器应固定在车顶部 １ ２ ｍ高度处。

ｂ）噪声敏感建筑物户外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外，距墙壁或窗户 １ ｍ处，距地面高度 １ ２ ｍ以上。

ｃ）噪声敏感建筑物室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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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墙面和其他反射面至少 １ ｍ，距窗约 １ ５ ｍ处，距地面 １ ２ ～ １ ５ ｍ高。
６３ 气象条件

测量应在无雨雪、无雷电天气，风速 ５ ｍ ／ ｓ以下时进行。
６４ 监测类型与方法

根据监测对象和目的，环境噪声监测分为声环境功能区监测和噪声敏感建筑物监测两种类型，

分别采用附录 Ｂ和附录 Ｃ规定的监测方法。
６５ 测量记录

测量记录应包括以下事项：

ａ）日期、时间、地点及测定人员；
ｂ）使用仪器型号、编号及其校准记录；
ｃ）测定时间内的气象条件 （风向、风速、雨雪等天气状况）；

ｄ）测量项目及测定结果；
ｅ）测量依据的标准；
ｆ）测点示意图；
ｇ）声源及运行工况说明 （如交通噪声测量的交通流量等）；

ｈ）其他应记录的事项。

７ 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分要求

７１ 城市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分

城市区域应按照 ＧＢ ／ Ｔ １５１９０ 的规定划分声环境功能区，分别执行本标准规定的 ０、１、２、３、４
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

７２ 乡村声环境功能的确定

乡村区域一般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可按以下要求确定乡村区域适用的声环境质量要求：

ａ）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 ０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ｂ）村庄原则上执行 １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动较多的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

（指执行 ４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 ２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ｃ）集镇执行 ２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ｄ）独立于村庄、集镇之外的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 ３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ｅ）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 （参考 ＧＢ ／ Ｔ １５１９０ 第 ８ ３ 条规定）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 ４ 类

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８ 标准的实施要求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为实施本标准，各地应建立环境噪声监测网络与制度、评价声环境质量状况、进行信息通报与

公示、确定达标区和不达标区、制订达标区维持计划与不达标区噪声削减计划，因地制宜改善声环

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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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资料性附录）

不同类型交通干线的定义

Ａ１ 铁路

以动力集中方式或动力分散方式牵引，行驶于固定钢轨线路上的客货运输系统。

Ａ２ 高速公路

根据 ＪＴＧ Ｂ０１，定义如下：
专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应全部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其中：

四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２５ ０００ ～ ５５ ０００ 辆；
六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４５ ０００ ～ ８０ ０００ 辆；
八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６０ ０００ ～ １００ ０００ 辆。

Ａ３ 一级公路

根据 ＪＴＧ Ｂ０１，定义如下：
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可根据需要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其中：

四车道一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１５ ０００ ～ ３０ ０００ 辆；
六车道一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２５ ０００ ～ ５５ ０００ 辆。

Ａ４ 二级公路

根据 ＪＴＧ Ｂ０１，定义如下：
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

双车道二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 ５ ０００ ～ １５ ０００ 辆。

Ａ５ 城市快速路

根据 ＧＢ ／ Ｔ ５０２８０，定义如下：
城市道路中设有中央分隔带，具有四条以上机动车道，全部或部分采用立体交叉与控制出入，

供汽车以较高速度行驶的道路，又称汽车专用道。

城市快速路一般在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中设置，主要起联系城市内各主要地区、沟通对外联系的

作用。

Ａ６ 城市主干路

联系城市各主要地区 （住宅区、工业区以及港口、机场和车站等客货运中心等），承担城市主要

交通任务的交通干道，是城市道路网的骨架。主干路沿线两侧不宜修建过多的车辆和行人出入口。

Ａ７ 城市次干路

城市各区域内部的主要道路，与城市主干路结合成道路网，起集散交通的作用兼有服务功能。

Ａ８ 城市轨道交通

以电能为主要动力，采用钢轮—钢轨为导向的城市公共客运系统。按照运量及运行方式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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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分为地铁、轻轨以及有轨电车。

Ａ９ 内河航道

船舶、排筏可以通航的内河水域及其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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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规范性附录）

声环境功能区监测方法

Ｂ１ 监测目的

评价不同声环境功能区昼间、夜间的声环境质量，了解功能区环境噪声时空分布特征。

Ｂ２ 定点监测法

Ｂ２ １ 监测要求

选择能反映各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特征的监测点 １ 至若干个，进行长期定点监测，每次测量的
位置、高度应保持不变。

对于 ０、１、２、３ 类声环境功能区，该监测点应为户外长期稳定、距地面高度为声场空间垂直分
布的可能最大值处，其位置应能避开反射面和附近的固定噪声源；４ 类声环境功能区监测点设于 ４ 类
区内第一排噪声敏感建筑物户外交通噪声空间垂直分布的可能最大值处。

声环境功能区监测每次至少进行一昼夜 ２４ ｈ 的连续监测，得出每小时及昼间、夜间的等效声级

Ｌ ｅｑ、 Ｌ ｄ、 Ｌ ｎ 和最大声级 Ｌｍａｘ。用于噪声分析目的，可适当增加监测项目，如累积百分声级 Ｌ１０、 Ｌ５０、

Ｌ９０等。监测应避开节假日和非正常工作日。

Ｂ２ ２ 监测结果评价

各监测点位测量结果独立评价，以昼间等效声级 Ｌ ｄ 和夜间等效声级 Ｌ ｎ 作为评价各监测点位声
环境质量是否达标的基本依据。

一个功能区设有多个测点的，应按点次分别统计昼间、夜间的达标率。

Ｂ２ ３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

全国重点环保城市以及其他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区宜设置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进行不同声环

境功能区监测点的连续自动监测。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主要由自动监测子站和中心站及通信系统组成，其中自动监测子站由全

天候户外传声器、智能噪声自动监测仪器、数据传输设备等构成。

Ｂ３ 普查监测法

Ｂ３ １ ０ ～ ３ 类声环境功能区普查监测
Ｂ３ １  １ 监测要求

将要普查监测的某一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成多个等大的正方格，网格要完全覆盖住被普查的区域，

且有效网格总数应多于 １００ 个。测点应设在每一个网格的中心，测点条件为一般户外条件。
监测分别在昼间工作时间和夜间２２：００—２４：００（时间不足可顺延）进行。在前述测量时间内，每次

每个测点测量 １０ ｍｉｎ的等效声级 Ｌ ｅｑ，同时记录噪声主要来源。监测应避开节假日和非正常工作日。

Ｂ３ １  ２ 监测结果评价

将全部网格中心测点测得的 １０ ｍｉｎ 的等效声级 Ｌ ｅｑ做算术平均运算，所得到的平均值代表某一声
环境功能区的总体环境噪声水平，并计算标准偏差。

根据每个网格中心的噪声值及对应的网格面积，统计不同噪声影响水平下的面积百分比，以及

昼间、夜间的达标面积比例。有条件可估算受影响人口。

Ｂ３ ２ ４类声环境功能区普查监测
Ｂ３ ２  １ 监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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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路段、站场、河段等为基础，考虑交通运行特征和两侧噪声敏感建筑物分布情况，划分

典型路段 （包括河段）。在每个典型路段对应的 ４ 类区边界上 （指 ４ 类区内无噪声敏感建筑物存在
时）或第一排噪声敏感建筑物户外 （指 ４ 类区内有噪声敏感建筑物存在时）选择 １ 个测点进行噪声
监测。这些测点应与站、场、码头、岔路口、河流汇入口等相隔一定的距离，避开这些地点的噪声

干扰。

监测分昼、夜两个时段进行。分别测量如下规定时间内的等效声级 Ｌ ｅｑ和交通流量，对铁路、城
市轨道交通线路 （地面段），应同时测量最大声级 Ｌｍａｘ，对道路交通噪声应同时测量累积百分声级
Ｌ１０、 Ｌ５０、 Ｌ９０。

根据交通类型的差异，规定的测量时间为：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内河航道两侧：昼、夜各测量不低于平均运行密度的 １ ｈ 值，
若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的运行车次密集，测量时间可缩短至 ２０ ｍｉｎ。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两侧：昼、夜各测量

不低于平均运行密度的 ２０ ｍｉｎ 值。
监测应避开节假日和非正常工作日。

Ｂ３ ２  ２ 监测结果评价

将某条交通干线各典型路段测得的噪声值，按路段长度进行加权算术平均，以此得出某条交通

干线两侧 ４ 类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平均值。
也可对某一区域内的所有铁路、确定为交通干线的道路、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内河航道按

前述方法进行长度加权统计，得出针对某一区域某一交通类型的环境噪声平均值。

根据每个典型路段的噪声值及对应的路段长度，统计不同噪声影响水平下的路段百分比，以及

昼间、夜间的达标路段比例。有条件可估算受影响人口。

对某条交通干线或某一区域某一交通类型采取抽样测量的，应统计抽样路段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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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Ｃ
（规范性附录）

噪声敏感建筑物监测方法

Ｃ１ 监测目的

了解噪声敏感建筑物户外 （或室内）的环境噪声水平，评价是否符合所处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

质量要求。

Ｃ２ 监测要求

监测点一般设于噪声敏感建筑物户外。不得不在噪声敏感建筑物室内监测时，应在门窗全打开

状况下进行室内噪声测量，并采用较该噪声敏感建筑物所在声环境功能区对应环境噪声限值低 １０ ｄＢ
（Ａ）的值作为评价依据。

对敏感建筑物的环境噪声监测应在周围环境噪声源正常工作条件下测量，视噪声源的运行工况，

分昼、夜两个时段连续进行。根据环境噪声源的特征，可优化测量时间：

ａ）受固定噪声源的噪声影响
稳态噪声测量 １ ｍｉｎ 的等效声级 Ｌ ｅｑ；
非稳态噪声测量整个正常工作时间 （或代表性时段）的等效声级 Ｌ ｅｑ。
ｂ）受交通噪声源的噪声影响
对于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内河航道，昼、夜各测量不低于平均运行密度的 １ ｈ 等效

声级 Ｌ ｅｑ，若城市轨道交通 （地面段）的运行车次密集，测量时间可缩短至 ２０ ｍｉｎ。
对于道路交通，昼、夜各测量不低于平均运行密度的 ２０ ｍｉｎ 等效声级 Ｌ ｅｑ。
ｃ）受突发噪声的影响
以上监测对象夜间存在突发噪声的，应同时监测测量时段内的最大声级 Ｌｍａｘ。

Ｃ３ 监测结果评价

以昼间、夜间环境噪声源正常工作时段的 Ｌ ｅｑ和夜间突发噪声 Ｌｍａｘ作为评价噪声敏感建筑物户外
（或室内）环境噪声水平，是否符合所处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质量要求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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