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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5 年，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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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

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积极采取各项有效措施，不断加大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力度。2015 年，国家、地方颁布了 9 部环境噪声相关

标准规范，各省（区、市）制定印发了 29 部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 

2015 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区

域声环境质量和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三项监测工作，共监测

77911 个点位。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平均值为 54.1dB（A），

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为 67.0 dB（A），4a类功能区（即：交通干

线两侧区域）夜间噪声污染仍较为严重。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共有 23 个省（区、市）建设了 1556 个噪

声自动监测站点。其中，2015年新建 894个。 

2015年，全国各省（区、市）环保部门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 35.4

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 35.3%），办结率为 99.5%。其中，工业企业

噪声类占 16.9%，建筑施工噪声类占 50.1%，社会生活噪声类占 21.0%，

交通噪声类占 12.0%。 

2015 年，环境保护部审批建设项目环评 159 个，其中有 13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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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对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噪声影响，噪声污染防治费用为 42.2 亿

元。全国老工业噪声污染治理施工项目和竣工项目总数分别为 86 个

和 76个，噪声污染治理投资总计为 2.79亿元。 

2015年，国家相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还开展了功能区划调整、

新生产机动车型噪声型式检验、绿色护考、达标区创建等工作，为改

善声环境质量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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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全国城市声环境质量现状 

2015年，全国 32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和《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开展了监测和评价。结果表明，全国城市 0~4a 类功能区

达标率同比 2014年均不同程度上升，4b类功能区昼间达标率同比下

降，4a类功能区（即：交通干线两侧区域）夜间噪声污染较为严重；

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总体有所

升高。 

1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1.1 2015年现状 

1.1.1 全国城市 

2015 年，全国共有 30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

质量监测，各类功能区共监测 20188点次，昼间、夜间各 10094点次。

昼间共有 9331 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92.4%；夜间共有

7504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74.3%。总体来看，全国城市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点次达标率高于夜间。 

其中，0 类区昼夜各监测 114 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 80.7％，

夜间为 64.9％；1 类区昼夜各监测 2377 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

87.3％，夜间为 74.7％；2 类区昼夜各监测 3257 点次，昼间点次达

标率为 93.0％，夜间为 83.3％；3类区昼夜各监测 1949点次，昼间

点次达标率为 97.3％，夜间为 88.1％；4a 类区昼夜各监测 233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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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 93.3％，夜间为 50.7％；4b类区昼夜各监测

64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 93.8％，夜间为 64.1％。2015年全国城

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如图 1-1和表 1-1所示。 

 

 

图 1-1  2015年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 

表 1-1  2015年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 

 

从图 1-1和表 1-1可见：各类功能区昼间监测点次达标率均高于

夜间； 3类功能区（即：工业、仓储物流区）昼间/夜间点次达标率

在各类功能区中最高；4a 类功能区（即：交通干线两侧区域）夜间

点次达标率在各类功能区中最低。 

1.1.2 省会城市 

2015年，31个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共监测 3060点次，昼间、夜

间各 1530 点次。昼间共有 1342 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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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达标率 % 

昼间 

夜间 

功能区类别 
0 类 1 类 2 类 3 类 4a 类 4b 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达标点次 92 74 2075 1776 3030 2712 1897 1718 2177 1183 60 41 

监测点次 114 114 2377 2377 3257 3257 1949 1949 2333 2333 64 64 

达标率（%） 80.7 64.9 87.3 74.7 93.0 83.3 97.3 88.1 93.3 50.7 93.8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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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7%；夜间共有 946 个监测点次达标，总点次达标率为 61.8%。总

体来看，省会城市功能区昼间点次达标率高于夜间。 

其中，0 类区昼夜各监测 12 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 58.3％，

夜间为41.7％；1类区昼夜各监测292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86.0％，

夜间为68.2％；2类区昼夜各监测584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89.0％，

夜间为75.2％；3类区昼夜各监测279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96.8％，

夜间为 80.3％；4a 类区昼夜各监测 360 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

80.8％，夜间为 21.4％；4b 类区昼夜各监测 3 点次，昼间点次达标

率为 100.0％，夜间为 66.7％。2015 年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

次达标情况如图 1-2和表 1-2所示。 

 

图 1-2  2015年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 

表 1-2  2015年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 

功能区类别 
0 类 1 类 2 类 3 类 4a 类 4b 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达标点次 7 5 251 199 520 439 270 224 291 77 3 2 

监测点次 12 12 292 292 584 584 279 279 360 360 3 3 

达标率（%） 58.3 41.7 86.0 68.2 89.0 75.2 96.8 80.3 80.8 21.4 100.0 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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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相比，省会城市除4b类以

外各类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2与上年比较 

1.2.1全国城市 

与 2014 年相比全国城市各类功能区点次达标率变化为：0 类区

昼间上升 3.7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3.8个百分点；1类区昼间上升 0.1

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2.7 个百分点；2 类区昼间上升 1.6 个百分点，

夜间上升 3.5个百分点；3类区昼间上升 0.8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1.3

个百分点； 4a类区昼间上升 1.6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1.3个百分点；

4b类区昼间下降 4.7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28.8个百分点。2015年全

国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与上年比较如图 1-3 和表 1-3 所示。

总体来看，除 4b 类区昼间达标率同比下降，其余各类功能区达标率

同比均不同程度上升。 

 

 

图 1-3  2015年全国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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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2015年全国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单位：% 

达标率 

年度 

0 类 1 类 2 类 3 类 4a 类 4b 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2015 80.7 64.9 87.3 74.7 93.0 83.3 97.3 88.1 93.3 50.7 93.8 64.1 

2014 77.0 61.1 87.2 72.0 91.4 79.8 96.5 86.8 91.7 49.4 98.5 35.3 

增幅 3.7 3.8 0.1 2.7 1.6 3.5 0.8 1.3 1.6 1.3 -4.7 28.8 

1.2.2省会城市 

与 2014 年相比，31 个省会城市各类功能区点次达标率变化为：

0类区昼间上升 20.8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8.4个百分点；1类区昼间

上升 1.0个百分点，夜间上升 4.1个百分点；2类区昼间下降 0.3个

百分点，夜间上升 3.8个百分点；3类区昼间上升 1.6个百分点，夜

间下降 2.3个百分点； 4a类区昼间上升 4.3个百分点，夜间下降 4.6

个百分点；4b类区昼间无变化，夜间上升 66.7个百分点。2015年省

会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情况与上年比较如图 1-4 和表 1-4 所示。

总体来看，2类区昼间、3类区及 4a类区夜间达标率同比下降，其余

各类功能区达标率同比不同程度上升。 

 

图 1-4  2015年省会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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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2015年省会城市功能区监测点次达标率与上年比较单位：% 

达标率 

年度 

0 类 1 类 2 类 3 类 4a 类 4b 类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昼 夜 

2015 58.3 41.7 86.0 68.2 89.0 75.2 96.8 80.3 80.8 21.4 100.0 66.7 

2014 37.5 33.3 85.0 64.1 89.3 71.4 95.2 82.6 76.5 26.0 100.0 0 

增幅 20.8 8.4 1.0 4.1 -0.3 3.8 1.6 -2.3 4.3 -4.6 0 66.7 

2 区域声环境质量 

2.1 2015年现状 

2.1.1 全国城市 

2015年，全国共有3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昼间区域声环境

质量监测。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平均值为54.1dB（A）。 

在321个城市中，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达到一级的城市为13个，

占4.0%；二级的城市为220个，占68.5%；三级的城市为84个，占26.2%；

四级的城市为3个，占0.9%；五级的城市为1个，占0.3%。2015年全国

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分布比例如图1-5所示。 

 

图 1-5  2015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分布比例 

另外，统计了区域声环境测点处的噪声类别，其中交通噪声占

23.8%，工业企业噪声占10.3%，建筑施工噪声占3.6%，社会生活噪声

一级, 4.0% 

二级, 68.5% 

三级, 26.2% 

四级, 0.9% 
五级,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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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测点处无明显噪声的情况）占62.3%。2015年全国城市区域四类

噪声分布情况如图1-6所示。 

 
图 1-6  2015年全国城市区域四类噪声分布情况 

2.1.2 省会城市 

2015年，31个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值为54.3 dB（A）。

其中，区域声环境质量达到一级的城市为1个，占3.2%；二级的城市

为22个，占71.0%；三级的城市为8个，占25.8%。省会城市区域声环

境质量总体处于二级和三级水平。2015年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

量分布比例如图1-7所示。 

 

图 1-7  2015年省会城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分布比例 

[类别名称] 

 [值] 

[类别名称] [值] 

[类别名称] [值] 

[类别名称] [值] 

一级, 3.2% 

二级, 71.0% 
三级,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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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如图1-8，

表1-5所示。 

 
图 1-8  2015年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表 1-5  2015年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单位：dB(A) 

城市名称   d 城市名称   d 城市名称   d 

北京 53.3 合肥 54.4 重庆 53.6 

天津 54.2 福州 56.6 成都 54.2 

石家庄 50.8 南昌 53.6 贵阳 58.9 

太原 52.9 济南 53.6 昆明 53.5 

呼和浩特 54.1 郑州 55.0 拉萨 49.0 

沈阳 55.6 武汉 55.9 西安 54.7 

长春 56.1 长沙 54.9 兰州 54.6 

哈尔滨 58.3 广州 55.2 西宁 52.2 

上海 52.0 南宁 53.2 银川 53.1 

南京 54.2 海口 55.0 乌鲁木齐 53.7 

杭州 56.2 / / / / 

2.2 与上年比较 

2.2.1 全国城市 

与2014年相比，区域声环境质量为一级的城市比例上升2.2个百

分点；二级的城市比例下降3.1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例下降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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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四级的城市比例上升0.6个百分点，五级的城市比例上升

0.3个百分点。2015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与上年比较如图

1-9，表1-6所示。 

 

图 1-9  2015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与上年比较 

表 1-6  2015年全国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与上年比较 

单位：%   

年份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15 4.0 68.5 26.2 0.9 0.3 

2014 1.8 71.6 26.3 0.3 0 

年际变化 2.2 -3.1 -0.1 0.6 0.3 

 

2.2.2 省会城市 

与2014年相比，31个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为一级、四级、五

级的城市比例没有变化；二级的城市比例上升6.5个百分点，三级的

城市比例下降6.5个百分点。2015年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与

上年比较如图1-10，表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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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  2015年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与上年比较 

表 1-7  2015年省会城市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与上年比较 

单位：%   

年份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15 3.2 71.0 25.8 0 0 

2014 3.2 64.5 32.3 0 0 

年际变化 0 6.5 -6.5 0 0 

2015年，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如图1-11，表1-8所示。 

图1-11  2015年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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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2015年省会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单位：dB(A) 

城市名称 2014 年 2015 年 增值 城市名称 2014 年 2015 年 增值 

北京 53.6 53.3 -0.3 武汉 55.3 55.9 0.6 

天津 53.6 54.2 0.6 长沙 54.7 54.9 0.2 

石家庄 52.4 50.8 -1.6 广州 55.1 55.2 0.1 

太原 52.9 52.9 0.0 南宁 53.5 53.2 -0.3 

呼和浩特 54.2 54.1 -0.1 海口 54.9 55.0 0.1 

沈阳 55.8 55.6 -0.2 重庆 53.7 53.6 -0.1 

长春 55.6 56.1 0.5 成都 54.2 54.2 0.0 

哈尔滨 59.3 58.3 -1.0 贵阳 59.0 58.9 -0.1 

上海 55.6 52.0 -3.6 昆明 53.8 53.5 -0.3 

南京 53.8 54.2 0.4 拉萨 48.2 49.0 0.8 

杭州 56.4 56.2 -0.2 西安 55.2 54.7 -0.5 

合肥 54.4 54.4 0.0 兰州 54.4 54.6 0.2 

福州 57.8 56.6 -1.2 西宁 52.5 52.2 -0.3 

南昌 53.9 53.6 -0.3 银川 53.0 53.1 0.1 

济南 54.2 53.6 -0.6 乌鲁木齐 53.2 53.7 0.5 

郑州 54.0 55.0 1.0 / / / / 

 

3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3.1 2015年现状 

3.1.1 全国城市 

2015年，全国共有32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昼间道路交通声

环境质量监测，全国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平均值为67.0 dB（A）。 

其中，道路交通噪声强度评价为一级的城市为212个，占65.4%；

二级的城市为96个，占29.6%；三级的城市为9个，占2.8%；四级的城

市为7个，占2.2%。2015年全国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分布比例如图

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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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2015年全国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分布比例 

3.1.2 省会城市 

2015年，31个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为68.7dB

（A）。 

其中，道路交通噪声强度评价为一级的城市为9个，占29.0%；二

级的城市为21个，占67.7%；四级的城市为1个，占3.2%。2015年省会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分布比例如图1-13所示。 

 

图 1-13  2015年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分布比例 

2015年，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如图1-14，表

1-9所示。 

一级, 65.4% 

二级, 29.6% 

三级, 2.8% 四级, 2.2% 

一级, 29.0% 

二级, 67.7% 

四级,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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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2015年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表 1-9  2015年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 

城市名称 
监测总

长度(km) 

超 70dB(A)

比例(%) 
  d dB(A) 城市名称 

监测总

长度(km) 

超 70dB(A)

比例(%) 

  d 

dB(A) 

北京 978.8 40.6 69.3 武汉 217.0 38.8 69.6 

天津 509.1 23.4 67.7 长沙 355.7 59.8 69.6 

石家庄 399.1 8.5 66.8 广州 903.0 29.6 69.0 

太原 137.6 18.6 68.3 南宁 136.6 29.2 68.8 

呼和浩特 235.2 30.8 69.1 海口 148.8 22.3 68.3 

沈阳 144.0 52.4 70.0 重庆 656.4 21.4 67.3 

长春 279.7 43.1 69.5 成都 429.2 18.5 69.0 

哈尔滨 120.2 82.0 73.5 贵阳 285.2 47.1 69.5 

上海 423.6 32.5 69.8 昆明 296.4 9.0 68.8 

南京 289.1 20.6 67.9 拉萨 53.0 55.1 70.0 

杭州 642.9 34.1 68.6 西安 202.1 22.6 68.3 

合肥 591.7 14.8 67.7 兰州 125.4 28.3 68.9 

福州 289.4 28.9 68.4 西宁 85.7 21.2 69.3 

南昌 252.1 19.4 67.1 银川 198.8 21.0 67.1 

济南 157.8 53.8 70.0 乌鲁木齐 369.6 11.2 66.2 

郑州 131.3 16.2 66.4 / / / / 

3.2 与上年比较 

3.2.1 全国城市 

与2014年相比，道路交通噪声强度评价为一级的城市比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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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个百分点；二级的城市比例上升1.5个百分点；三级的城市比例上

升1.0个百分点；四级的城市比例上升1.3个百分点，五级的城市比例

下降0.3个百分点。2015年全国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分布与上年比

较如图1-15，表1-10所示。 

 

图 1-15  2015年全国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分布与上年比较 

表 1-10  2015年全国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分布与上年比较 

单位：%   

年份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15 65.4 29.6 2.8 2.2 0.0 

2014 68.9 28.1 1.8 0.9 0.3 

年际变化 -3.5 1.5 1.0 1.3 -0.3 

 

3.2.2 省会城市 

与2014年相比，31个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为一级的城市比

例下降6.5个百分点；二级的城市比例上升3.2个百分点；四级的城市

比例上升3.2个百分点。2015年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分布与上

年比较如图1-16，表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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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  

80.0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城市比例 %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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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2015年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分布与上年比较 

表 1-11  2015年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强度分布与上年比较 

单位：%   

年份 
各评价等级城市比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2015 29.0 67.7 0 3.2 0 

2014 35.5 64.5 0 0 0 

年际变化 -6.5 3.2 0 3.2 0 

2015年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如

图1-17，表1-12所示。 

 

图 1-17  2015年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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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2015年省会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与上年比较  

单位：dB(A) 

城市名称 2014 年 2015 年 增值 城市名称 2014 年 2015年 增值 

北京 69.1 69.3 0.2 武汉 69.2 69.6 0.4 

天津 67.5 67.7 0.2 长沙 69.8 69.6 -0.2 

石家庄 68.4 66.8 -1.6 广州 68.9 69.0 0.1 

太原 68.0 68.3 0.3 南宁 69.1 68.8 -0.3 

呼和浩特 69.0 69.1 0.1 海口 68.2 68.3 0.1 

沈阳 69.9 70.0 0.1 重庆 66.6 67.3 0.7 

长春 69.1 69.5 0.4 成都 69.2 69.0 -0.2 

哈尔滨 69.3 73.5 4.2 贵阳 69.5 69.5 0.0 

上海 69.8 69.8 0.0 昆明 68.2 68.8 0.6 

南京 67.2 67.9 0.7 拉萨 67.9 70.0 2.1 

杭州 68.6 68.6 0.0 西安 68.0 68.3 0.3 

合肥 67.5 67.7 0.2 兰州 68.3 68.9 0.6 

福州 68.7 68.4 -0.3 西宁 69.8 69.3 -0.5 

南昌 67.4 67.1 -0.3 银川 66.6 67.1 0.5 

济南 69.7 70.0 0.3 乌鲁木齐 66.4 66.2 -0.2 

郑州 62.2 66.4 4.2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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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 城市声环境监测与评价方法 

一、功能区声环境监测 

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评价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评价指标为

昼间、夜间监测点次的达标率。各类声环境功能区的环境噪声等效声级限值见下表。 

各类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单位：dB(A) 

功能区 0类 1类 2类 3类 4a类 4b类 

昼间 ≤50 ≤55 ≤60 ≤65 ≤70 ≤70 

夜间 ≤40 ≤45 ≤50 ≤55 ≤55 ≤60 

其中，0类区主要为康复疗养区，1类区主要为医教、住宅区，2类区主要为商住混

合区，3类区主要为工业、仓储物流区，4a类为交通干线两侧区域，4b类为铁路干线两

侧区域。 

二、区域声环境监测 

区域声环境质量评价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640-2012）。评价指标为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和夜间平均等效声级。城市区域环境噪

声总体水平按下表进行评价。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划分单位：dB(A) 

质量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65.0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40.0 40.1~45.0 45.1~50.0 50.1~55.0 >55.0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等级“一级”至“五级”可分别对应评价为“好”、“较好”、

“一般”、“较差”和“差”。 

三、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 

道路交通噪声评价依据《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

（HJ640-2012）。评价指标为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和夜间平均等效声级。道路交通噪声强

度等级按下表进行评价。 

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分单位：dB(A)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昼间平均等效声级 ≤68.0 68.1~70.0 70.1~72.0 72.1~74.0 >74.0 

夜间平均等效声级 ≤58.0 58.1~60.0 60.1~62.0 62.1~64.0 >64.0 

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一级”至“五级”可分别对应评价为“好”、“较好”、“一般”、“较

差”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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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声环境功能区划 

声环境功能区划是为有效指导声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按照《声环境功能

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对城市规划区内不同声环境功能的区域

进行划分，以作为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定依据。 

声环境功能区划的主要依据为：《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中各

类标准适用区域；城市性质、结构特征、城市规划及城市用地现状；区域环境

噪声污染特点和城市环境噪声管理要求；城市的行政区划及城市的地形地貌。 

声环境功能区包括五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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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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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环境功能区划以有效控制噪声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有利于提高声环境质

量为宗旨，对于加强声环境综合整治、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创造安静人居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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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工作 

1法规标准和规章文件 

2015 年，国家、地方新颁布了 9 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规范，涉

及风力发电机组、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等产品的噪声测量方法、地铁

车辆段、停车场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等。

此外，2014 年颁布、2015 年开始实施了 9 部环境噪声相关标准，涉

及声环境功能区划、环境噪声监测技术、建筑隔声的声强法测量等，

具体如附表 1所示。 

2015 年，地方人民政府制定了 8 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规章

文件，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发布了 21 部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文件。

内容涉及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绿色护考、噪声污染防治管

理与专项整治等工作。2015年 2月 1日起，《西安市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条例》正式施行。 

2 声环境质量监测 

2015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了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间区

域声环境质量和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三项监测工作。功能区声环

境质量每季度监测 1 次，全国共有监测点位 2592 个；昼间区域声环

境质量每年监测 1次，全国共有监测点位 54141个，覆盖城市区域面

积 27414km2；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每年监测 1次，全国共有监测

点位 21178 个，覆盖道路长度 35417 km。各省声环境质量监测的点

位情况如附表 2所示。 

2015年，全国共有 16个省（区、市）新建了噪声自动监测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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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成噪声自动监测站点 894个。截至 2015年底，全国共有 23个省

（区、市）建设了噪声自动监测站点，共建成站点 1556 个，主要用

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建筑施工噪声监测及执法、科研等方面，

具体如附表 3所示。 

3 噪声投诉及处理 

2015年，环境保护部“010-12369”环保举报热线共受理群众举

报 1145 件，其中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有 827 件。存在环境违法问题

的举报中，涉及噪声污染的有 179 件(占存在环境违法问题举报的

21.6%)，其中工业企业噪声污染有 129件。 

2015 年，环保微信举报平台共收到群众举报 13719 件，已办结

13643件,正在办理 76件，因举报内容不在环保职能范围或信息有误

不受理的 3543件，在受理的 10176件举报中，涉及噪声污染的为 2186

件（占 21.5%）。 

2015 年，全国各省（区、市）环保部门共收到环境投诉 100.2

万件，其中噪声投诉 35.4万件（占环境投诉总量的 35.3%），办结率

为 99.5%。 

在环境噪声投诉中，各类噪声污染投诉的统计结果显示，工业企

业噪声类占 16.9%，建筑施工噪声类占 50.1%，社会生活噪声类占

21.0%，交通噪声类占 12.0%，2015 年噪声投诉中声源分布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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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5年噪声投诉中声源分布 

按照全国经济区域划分1，东部地区噪声投诉量占全国噪声投诉

量的 59.3%，西部地区为 11.7%，中部地区为 22.2%，东北地区为 6.8%。 

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建筑施工噪声投诉比例最高，其次为工业企业

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西部地区的建筑施工噪声投诉比例最高，其次

为交通噪声；东北地区的社会生活噪声投诉比例最高，其次为建筑施

工噪声。2015年各区域噪声投诉中声源分布如图 2-2所示。 

                                                             
1
根据国家统计局划分办法，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 

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中部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西部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东北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16.9% 

50.1% 

12.0% 

21.0% 

工业企业噪声 

建筑施工噪声 

交通噪声 

社会生活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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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5年各区域噪声投诉中声源分布 

4噪声污染源管理 

4.1 环境保护部审批建设项目环评 

2015年，环境保护部审批建设项目环评 159个，总投资 9313.71

亿元，涉及交通、水利、能源等行业，其中 131个项目对环境产生不

同程度的噪声影响，噪声污染防治费用为 42.2 亿元。铁路、公路、

机场、电厂等行业的噪声污染防治投资占噪声污染防治费用总投资的

95%以上。 

4.2全国工业噪声源治理 

2015 年，全国老工业环境污染治理施工项目和竣工项目总数分

别为 7203 个和 5652 个，其中噪声治理施工项目和竣工项目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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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个和 76 个，分别占项目总数的 1.2%和 1.3%。全国施工项目本年

完成投资合计 773.70亿元，其中噪声治理投资总计为 2.79亿元，较

上年增加 153.6%。 

5 环境噪声专项工作 

5.1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 

为适应城市发展变化，2015年山西、吉林、江西、山东、河南、

湖北、四川、贵州、新疆等 9 个省所辖的 31 个市（区）开展了声环

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工作。 

5.2新生产机动车噪声环境管理 

2015 年，全国共有 20622 个机动车型通过噪声型式检验2，达到

国家机动车噪声标准要求。其中，新设计定型的重型车型 14485 个，

占车型总数的 70%；轻型车型 5524个，占车型总数的 27%；摩托车型

613个，占车型总数的 3%。 

5.3“绿色护考”行动 

为保证考生安静的考试环境，各地在中、高考等重要考试期间通

过部门联动等方式开展了“绿色护考”行动。2015 年，全国 281 个

城市开展了“绿色护考”行动，出动 11.5 万人次和 3.8 万车次，具

                                                             

2噪声型式检验是按照国家噪声标准的要求，对机动车生产企业新设计、定型的机动

车产品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和噪声达标能力考核的环境管理制度。企业按要求向环境保护

部提交新设计定型机动车的相关技术资料，经审核合格后，由环境保护部发放环保型式

核准证书并发布环保达标车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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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如附表 4所示。 

5.4达标区建设 

截至 2015年底，全国共有 28个省（区、市）开展了噪声达标区

建设，覆盖面积约 1.6万平方公里，具体如附表 5所示。其中，天津、

安徽、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新疆等

11个省（区、市）开展了噪声达标区扩建工作，新扩建面积为 297.9

平方公里。 

6 环境噪声科研及相关产业 

6.1 噪声科研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噪声、噪声效应及其控制

研究方向共资助了 10项研究课题，研究资金合计 395万元。 

2015 年，环境保护部和各省（市、区）环保部门开展噪声污染

防治相关科研项目 14 个，总项目资金超过 328.8 万元。科研项目主

要涉及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研究、地铁噪声与振动研究、机场噪声

影响评价及处置方案研究、噪声地图的相关研究等。 

6.2噪声相关产业 

2015年，全国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行业总产值为 119亿元左右，

其中噪声控制工程与装备为 57亿元，技术服务收入 10亿元，与上年

相比有较大幅度下降，近五年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行业总产值如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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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近五年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行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年度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 142 160 156 150 119 

噪声控制工程与装备 85 92 89 81 57 

2015 年，全国从事噪声与振动控制相关产业和工程技术服务的

企业约 450家左右，从业总人数约 2万人。从事噪声与振动控制相关

产业、年产值超过亿元的企业 15家，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2000万元的

规模以上企业超过 60家。 

2015 年，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的行业发展热点与主要市场增量

仍集中在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以及电力、冶金、化工行

业的噪声控制工程与装备、隔振器产品与隔振工程、声学材料及建筑

声学工程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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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地方经验 

1 北京市 

（1）加强噪声污染源日常监控 

北京市环保局会同市有关部门部署各区公安、交通、文化、工商、

住房城乡建设、城管等部门按各自职责加强各类噪声污染源的日常管

理和控制工作。2015年，环保部门出动执法人员 5100余人次，处理

各类噪声扰民案件 2500 余件；公安部门共处理各类社会生活噪声案

件约 8700余件；市文化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 2.78万余人次，检

查各类文化娱乐场所超过 1.3万家，对 180余家噪声扰民的娱乐场所

处以行政警告、责令整改及罚款，共罚款 40 余万元，并依法取缔 7

家擅自经营的扰民娱乐场所；城管执法部门共出动 19.27 万余人次，

检查 6.23万多家工地，共处罚违法夜间施工噪声扰民的工地 1240余

起，罚款 150.4 万余元。2015 年，市政府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

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 

（2）逐步建立完善地方标准 

北京市相继组织编制了《地铁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地铁车辆

段、停车场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规范》、《交

通噪声控制——隔声窗设计规范》和《交通噪声控制——隔声屏障设

计规范》等一系列地方标准。目前上述标准均已发布实施，对推动北

京市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 上海市 

（1）绘制大区域城市环境噪声地图 

2015 年，上海市建立起约 700km2外环区域城市噪声地图和数据

库，其中包括 2689个道路要素，64.7万个建筑要素，通过该系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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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地理信息、声源信息以及噪声数据信息的显示和查询，噪声贡

献量的分析，降噪措施的效果分析，规划用地的声环境适宜性分析，

噪声预测等功能，为上海市声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设奠定基础，

为城市环境噪声管理提供有力手段。 

（2）建立重点噪声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为加强建筑施工噪声监管，上海市环保局在房屋类建筑工地安装

了 450 套噪声和扬尘在线监测及视频监控系统，并于 2015 年底制定

了《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测技术规范（试行）》，规范

了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选址、运维、

联网与交付工作。此外，还在道路管线施工工地安装了 97 套，在码

头堆场安装了 21套，在混凝土搅拌站安装了 94套噪声和扬尘在线监

测及视频监控系统。 

（3）推进“社区自治” 

上海市环保局会同市公安局、市绿化市容局、市城管执法局遵循

“完善立法、慎用处罚、推进自治、广泛宣传”的原则，明确了“一

套规约范本”——包括广场、公共绿地、居民小区等三项噪声控制规

约；“一套编制程序”——《公共场所噪声控制规约工作手册》；并且

在长宁、青浦、浦东等 9个区试点，推广建立了规约管控制度。2015

年，上海市环保局基于原有工作成果，在全市推广规约制度，指导区

县、街镇制定辖区社会生活噪声规约，并总结编制了案例手册，促进

该项工作的深化开展。从总体上看，规约推广实施以来效果明显，上

海市居民噪声投诉明显减少，扰民矛盾得到缓解。 

3 湖北省 

（1）加强协调，建立部门联动管理机制 



 

28 
 

湖北省各级政府重视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通过加强日常监管，建

章立制，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推进环境噪声整治工作。如十堰市按部

门分工负责的原则对各类噪声的管理工作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建立了

由市“五创办”牵头组织，环保、工商、公安、城管综合执法和文体

等部门组成的十堰城区环境噪声污染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办公室，统一

组织、协调各项噪声专项行动和具体管理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出台《文明公约》，减少广场舞噪声影响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针对城区居民投诉较多的广场舞

噪声扰民问题，环保部门联合各辖区办事处出台了《广场健身活动文

明公约》，在城区重点广场树立了告示牌，从健身内容、时间、分贝

大小进行了约束，并和各个健身团体签订了责任状，有效的减少了广

场舞噪声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响。 

（3）开展各项专项行动，针对性地解决噪声污染问题 

针对普遍性的噪声问题和阶段性的要求，开展声环境整治专项行

动。武汉市通过专项整治工作,一大批多年未解决的油烟噪声等污染

扰民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投诉明显减少，广大市民的生活环境不断改

善,城市声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4 重庆市 

（1）完善立法，细化噪声污染防治管理 

重庆市对已公布施行 10 年的噪声污染防治办法进行了修订并于

2013 年 5 月 1 日起公布施行。新公布实施的《重庆市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立足于源头预防、传播途径控制和噪

声敏感目标保护，适应了市民对改善声环境质量的强烈愿望，进一步

将重庆市推进“宁静行动”的有效制度和措施加以立法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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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协同配合加强环境噪声监管提出了

明确要求。重点针对建筑施工和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进行了细化和

完善，细化了规划、环保、农业、公安、经信、建设、市政、交通、

文广、水利、国资、海事、民航、铁路等部门在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

分工。 

（2）加大力度，深入推进实施“宁静行动” 

重庆市政府高度重视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将噪声污染防治工作作

为五大行动之一重点推进，出台了《重庆市“宁静行动”实施方案》，

启动了为期 5年的“宁静行动”。 

2015年，共实施了 9家噪声污染企业搬迁（关停）；27家重点噪

声源限期治理；对 62 个工业、商业、餐饮、文化娱乐等经营活动中

使用固定设备（如空调墙、冷却塔）产生噪声的项目纳入年度目标任

务考核，考核项目来源是 12369投诉受理中心、环保舆情、信访、网

络舆情（大渝报料台等）等多个渠道收集的群众投诉热点难点，考核

是否合格以 2015 年度内是否采取合理措施消除噪声污染或扰民、降

低或消除群众投诉为标准。通过此举，重点在于切实逐步解决城区内

噪声扰民，考核以群众的意见和现场核查相结合，标准客观、公正、

有效。改造低噪声路面 5 万平方米，建设道路隔声屏 2400 米，建设

道路降噪绿化带 15万平方米，淘汰更新公交车 772辆。 

（3）创新机制，开展商品房噪声污染公示 

重庆市在全市范围内积极开展实施了商品房项目受外界噪声污

染情况公示制度。自 2003 年实施房地产类建设项目居住适宜性评定

试点工作后，2015 年进一步向区域中心城市进行推广实施，购房者

买房可事先知晓项目所在区域受外界噪声污染情况，大大提高了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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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声环境的知情权，大幅度地降低了商品住宅楼的噪声投诉。 

5 贵州省 

（1）加强对建筑工地的监督检查 

贵州省近年来城市建设处于快速发展中，各地均加强了对城市建

筑施工噪声的管理，加强了对建筑工地的监督检查，严把夜间施工审

批手续关。贵阳市 2015年共检查建筑工地 5400余处，出动执法人员

约 15120人次，出动执法车辆 4720余次；六盘水市 2015年组织检查

建筑工地 182 次，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53 份、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

17份、行政处罚告知书 7份、行政处罚决定书 3份。 

（2）多措并举改善声环境质量状况 

各地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改善辖区噪声污染状况。贵州省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规定商业区、文化娱乐场所等项目在选址前必

须经环保部门同意。铜仁市开展城市噪声联合执法行动 8次，进行噪

声监测 400余次，发现噪声超标问题 149个，下达整改通知书 96份，

处罚噪声超标企业 8 家，罚款 19 万元，责令停业 4 家。遵义市本着

“因地制宜，疏堵结合，规范管理”的原则，将五金加工的制作车间

搬离人口稠密区，将烧烤夜市集中规范。 

（3） 加大市区禁鸣管理力度 

加强城市市区禁鸣标识的设立工作，对乱鸣笛行为加大整治力度。

贵阳市拆除了一环内公交车辆所有喇叭，对市区公交车辆高音喇叭也

全部拆除，并严禁出租车在营运中乱鸣笛，2015 年共查处违法鸣号

23982 起。遵义市发布了《关于中心城区机动车禁鸣喇叭的通告》，

对中心城区所有公交车、出租车喇叭全部进行了拆除。各地还通过实

施路面改造、撤销道路停车线、配套建设隔声屏障、加强沿路绿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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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不断改善道路通行条件和完善噪声消减措施，有效减轻了交通

噪声污染。 

 

注：本报告资料根据全国 31个省（区、市）2015年度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

作总结报告、《中国环境质量报告书》、《中国环境统计年报》等汇总整理而成，

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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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 噪声控制技术 

噪声控制技术是城市噪声污染防治的基本手段。噪声控制的途径通常有三

种：声源控制、传播途径控制和接受者个体防护。根据实际情况可采用单一途径

或多途径结合，使控制措施可行有效。 

 

一、声源控制 

降低声源本身的噪声是治本的方法，可通过研究发声机理，抑制噪声的发生，

包括减少振动、摩擦、碰撞，改变气流、使用阻尼材料等。 

 

二、噪声传播途径控制 

传播途径上的控制是最常用的方法，因为机器或工程完成后，再从声源上控

制噪声容易受到限制。常用措施包括： 

（a）利用噪声源的指向性合理布置声源位置； 

（b）采用“闹静分开”的设计原则，将高噪声区域与敏感区域分开，设置防

护距离，缩小噪声干扰范围； 

（c）利用自然地形、地物等降低噪声，如山丘、绿化带、建筑物等； 

（d）采用声学控制措施降低噪声，如声屏障、隔声罩、隔声窗等。 

 

三、接受者个体防护 

接收者个体保护主要是利用隔声原理，使噪声不传进耳内，从而保护身体不

受噪声危害，常用的防护用具有防护耳塞、防声棉、耳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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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附表 

附表 1  近两年颁布与实施的部分环境声学相关标准 

状态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2015 年新颁布 

工业过程控制阀第 8-1 部分：噪声的考虑实验室内测

量空气动力流流经控制阀产生的噪声 
GB/T 17213.8-2015 

工业过程控制阀第 8-4 部分：噪声的考虑液动流流经

控制阀产生的噪声预测方法 
GB/T 17213.16-2015 

真空技术罗茨真空泵性能测量方法第 4 部分：噪声的

测量 
GB/T 25753.4-2015 

车载式轮胎路面噪声自动测试系统 GB/T 31884-2015 

家用缝纫机机头噪声声功率级的测试方法 GB/T 14255-2015 

风力发电机组噪声测量方法 GB/T 22516-2015 

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噪声测量方法 GB/T 19118-2015 

机床检验通则第 5 部分：噪声发射的确定 GB/T 17421.5-2015 

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区域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

声与振动控制规范 
DB11/T 1178-2015 

2014 年颁布 

2015 年实施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 GB/T 15190-2014 

声学风机和其它通风设备辐射入管道的声功率测定

管道法 
GB/T 17697-2014 

声学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声强法测量第 1 部分：实

验室测量 
GB/T 31004.1-2014 

声学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声强法测量第 2 部分：现

场测量 
GB/T 31004.2-2014 

声学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声强法测量第 3 部分：低

频段的实验室测量 
GB/T 31004.3-2014 

声学管道、阀门和法兰的隔声 GB/T 31013-2014 

声学职业噪声暴露的测定工程法 GB/T 21230-2014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 HJ 706-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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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17213.8-2015%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17213.16-2015%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25753.4-2015%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31884-2015%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14255-2015%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22516-2015%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19118-2015%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17421.5-2015%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15190-2014%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17697-2014%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31004.1-2014%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31004.3-2014%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31004.2-2014%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31013-2014%27&XZ=T
http://www.sac.gov.cn/SACSearch/search?channelid=97779&templet=gjcxjg_detail.jsp&searchword=STANDARD_CODE=%27GB/T%2021230-2014%27&X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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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全国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统计 

省份 
功能区声环境监测 区域声环境监测 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 

城市数 点位数 城市数 点位数 城市数 点位数 

北  京 1 4 1 185 1 540 

天  津 1 20 1 339 1 204 

河  北 11 90 11 2147 11 1258 

山  西 11 77 11 2465 11 604 

内蒙古 8 61 12 2264 12 1187 

辽  宁 13 69 14 3208 14 991 

吉  林 9 110 9 1033 9 591 

黑龙江 13 107 13 2551 13 943 

上  海 1 56 1 249 1 199 

江  苏 13 172 13 2367 13 1227 

浙  江 11 135 11 2059 11 866 

安  徽 16 142 16 2244 16 793 

福  建 9 62 9 1131 9 598 

江  西 11 124 11 1410 11 600 

山  东 17 171 17 3608 17 1206 

河  南 16 76 17 3375 17 902 

湖  北 13 89 13 2003 13 720 

湖  南 14 143 14 1963 14 887 

广  东 21 199 21 3741 21 2269 

广  西 6 37 14 1884 14 523 

海  南 2 13 2 312 2 140 

重  庆 1 22 1 477 1 158 

四  川 21 132 21 3938 21 915 

贵  州 9 43 9 1175 9 319 

云  南 14 80 13 1521 16 562 

西  藏 1 4 1 195 1 32 

陕  西 10 74 10 1587 10 422 

甘  肃 14 115 14 1749 14 588 

青  海 1 5 1 224 1 35 

宁  夏 5 36 5 685 5 241 

新  疆 15 124 15 2052 15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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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全国噪声自动监测点位统计 

省（区、市） 站点数 具体情况 

北  京 108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道路交通噪声监测 

河  北 16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北戴河暑期声环境质量监

测 

山  西 54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 

内蒙古 69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科研、执法及其他 

吉  林 24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执法 

上  海 672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建筑施工噪声监测、码头

堆场、道路在线监测 

江  苏 99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及其他 

安  徽 27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 

浙  江 25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执法、科研及其他 

江  西 52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执法 

河  南 19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执法及其他 

湖  北 86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执法及其他 

湖  南 3 用于科研 

广  东 79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 

广  西 9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及其他 

海  南 2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 

重  庆 21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科研 

四  川 7 执法及其他 

贵  州 2 声环境质量宣传展示牌 

云  南 36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科研及其他 

西  藏 4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 

陕  西 99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及其他 

新  疆 43 用于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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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全国“绿色护考”行动统计 

省（区、市) 开展城市数 出动人次 出动车次 

北  京 1 6729 1682 

天  津 1 60 24 

河  北 11 3057 1029 

山  西 10 8916 2045 

内蒙古 11 3818 1263 

辽  宁 -- -- -- 

吉  林 10 3720 1485 

黑龙江 13 6110 2107 

上  海 1 1112 459 

江 苏 13 8167 2720 

浙  江 11 2846 1182 

安  徽 16 6279 2216 

福  建 -- -- -- 

江  西 11 1928 687 

山  东 17 4669 1525 

河  南 17 9221 2949 

湖  北 15 4432 1249 

湖  南 14 3626 1167 

广  东 -- -- -- 

广  西 14 3247 1085 

海  南 3 1540 590 

重  庆 -- -- -- 

四 川 21 11725 4363 

贵  州 9 6157 1854 

云  南 8 1366 612 

西  藏 7 425 150 

陕  西 10 4928 1534 

甘  肃 14 6147 2027 

青  海 2 1044 268 

宁  夏 5 1001 478 

新  疆 16 2655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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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全国环境噪声达标区建设统计 

省（区、市） 开展城市数 
2015新增达标区

面积（km
2
） 

达标区总面积（km
2
） 总覆盖人口（万人） 

北  京 1 0 672.7 - 

天  津 1 2.5 43.6 133.2 

河  北 8 0 519.6 502.3 

山  西 8 0 439.0 510.2 

内蒙古 6 0 294.0 121.3 

辽  宁 -- 0 -- -- 

吉  林 5 0 327.0 355.8 

黑龙江 13 0 414.7 398.9 

上  海 1 0 1068.0 1500.0 

江  苏 9 0 2079.0 1567.0 

浙  江 7 0 988.4 722.0 

安  徽 10 32.0 1267.4 564.4 

福  建 -- -- -- -- 

江  西 9 0 656.1 652.0 

山  东 17 0 1639.4 700.0 

河  南 2 56.6 170.0 138.0 

湖  北 11 4.6 588.1 390.1 

湖  南 11 33.7 651.4 497.1 

广  东 5 0 430.2 432.3 

广  西 5 0 476.5 465.9 

海  南 2 0 101.1 200.3 

重  庆 1 11.4 1222.0 1538.6 

四  川 10 59.5 375.5 380.4 

贵  州 5 31.0 462.8 635.4 

云  南 7 0 414.3 539.0 

西  藏 2 0 125.7 6.3 

陕  西 7 2.5 357.2 135.4 

甘  肃 9 5.7 224.7 165.9 

青  海 -- -- -- -- 

宁  夏 1 0 15.0 21.7 

新  疆 9 58.4 267.3 2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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