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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比较%个不同类型机场周边敏感点噪声连续#昼夜#连续"昼夜与连续* 昼夜平均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声级值
之间的差异发现!对于同一监测目标!连续#昼夜与连续*昼夜声级值差异不超过"'" =3!连续"昼夜与连续*昼夜声级值
差异不超过#'S =3!连续#昼夜或"昼夜与连续*昼夜的噪声监测结果差别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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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 ,"*为我国机场噪声管理#环境影响
评价#新建机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噪声污染控制
的最重要依据" 依据此标准和测量方法!机场项目
在环境影响评价和竣工环保验收中!一般采用一周
的平均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声级值来对结果进行评
价" 对于大部分机场来说!由于其周边噪声敏感目
标较多!按照当前的监测频次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
力" 现对%种不同类型机场不同点位的噪声监测
结果进行计算!分析比对不同监测频次下得到的平
均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声级值之间差异大小!确定既能
减少噪声测量工作量!同时又能够得到真实结果的测
量频次"

#!实验部分
#'#!研究对象

按机场所在城市的性质#地位和在全国航空运

输网络中的作用!我国机场划分为
0

#

1

#

.

#

/

类"

0

类机场为大型枢纽机场!即全国经济#政治#文化
中心城市的机场!一般机场占地面积较大!具有"

条以上的跑道#接收大型飞机的能力等$

1

类机场!

也称为国内干线机场!即省会#自治区首府#重要的
经济特区#开发城市和旅游城市!或经济发达#人口
密集城市的机场!有的也可作为国际和地区航班机
场$

.

类机场!是指经济比较发达或一般开放城市
的机场$除上述% 类之外的机场都通称为

/

类机
场!也称为支线机场" 选取

0

#

1

#

.

类机场各# 个
为研究对象!对其周边噪声敏感目标进行监测和分
析!其中

0

类机场监测" 个点!

1

类机场监测#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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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

类机场监测"个点"

#'"!研究方法
选取目标机场周边噪声敏感目标!按照文献

)"*对其进行连续* 昼夜噪声监测!监测每一飞行
事件!监测时间为每天从早晨第一架飞机开始!至
夜间最后一架飞机结束" 测定每一飞行事件最大
(声级'

(D;M

和持续时间Q

=

!计算出每一飞行事件
的有效感觉噪声级'

Ô Y

%OEE:@>0G: :̂B@:0G:= Y70<:

:̀G:C!单位=3&!再根据每一天的有效感觉噪声级
的能量平均值'

Ô Y

!计算出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声级
'

[O\̂ Y

% [:02?>:= ON40G;C:1>\71>01474< :̂B@:0G:=

Y70<: :̀G:C!单位=3&"

具体计算方法为'

计算一次飞行事件的有效感觉噪声级'

Ô Y

'

'

Ô Y

V'

(D;M

_#$ C2%Q

=

j"$& _#% V'o

(D;M

_#%

式中''

(D;M

(((最大(声级! =3$Q

=

(((实际
持续时间!<$'o

(D;M

V'

(D;M

_#$ C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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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有效感觉噪声级+

'

Ô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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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Y

V#$ C2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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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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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Y( )[ ]/

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声级'

[O\̂ Y

以一昼夜"+ ?

定为单位监测时间'

'

[O\̂ Y

V

+

'

Ô Y

_#$ C2%:

#

_%: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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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

Ô Y

(((:次飞行事件的有效感觉噪声
级的能量平均值! =3$:

#

(((白天的飞行次数$

:

"

(((傍晚的飞行次数$:

%

(((夜间的飞行次数"

这% 段时间的具体划分为'白天R' $$(

"#'$$!傍晚"#'$$($$'$$!夜间$$'$$(R'$$"

根据实际监测数据!按照上述方法分别计算出
*昼夜##昼夜和"昼夜平均+

'

Ô Y

和'

[O\̂ Y

值!分别
以+

'

Ô Y*

#

+

'

Ô Y#

#

+

'

Ô Y"

和'

[O\̂ Y*

#'

[O\̂ Y#

#'

[O\̂ Y"

表示!

研究#昼夜#"昼夜与*昼夜'

[O\̂ Y

差异大小"

"!结果与讨论
"'#!

0

类机场结果分析
某

0

类机场日均航班在%$$架次以上!对其周
边"个敏感点%# t和" t点位&进行* 昼夜连续监
测!计算得到# t和" t点的+

'

Ô Y*

分别为R"'*% 和
S)'#Q =3!'

[O\̂ Y*

分别为S#'++ 和**'") =3!监测
日期#航班架次数及+

'

Ô Y#

#'

[O\̂ Y#

和+

'

Ô Y"

#'

[O\̂ Y"

分
别见表#和表""

表#!某
0

类机场两个监测点位+

'

Ô Y#

和'

[O\̂ Y#

值 =3

#t点位
日期 架次 +

'

Ô Y#

'

[O\̂ Y#

"t点位
日期 架次 +

'

Ô Y#

'

[O\̂ Y#

-# %"% R"'+R S$'R) -# %*# SQ'Q+ *Q'%)

-" "R* R"'+S S"'Q) -" +)# S+'*Q *Q')#

-% ")S R"'+Q S$'S" -% +*% S+'%S *Q'*$

-+ "R$ R%'$% S#')* -+ Q#R S)'S$ *S'"*

-Q "*# R%'"# S#'S) -Q +*+ S*'"% *S'SS

-) ")) R%'#% S#')# -) +)+ S*'## *S'%+

-* "$# R"'#$ S$'$* -* ++R S)'#* **'%%

表"!某
0

类机场两个监测点位+

'

Ô Y"

和'

[O\̂ Y"

值 =3

#t点位
日期 架次 +

'

Ô Y#

'

[O\̂ Y#

"t点位
日期 架次 +

'

Ô Y#

'

[O\̂ Y#

-#" )"$ R"'+R S#'S+ -#" S%" SQ'#" *Q'+R

-"% Q)Q R"'+* S#'*) -"% R%+ S+'Q) *Q')*

-%+ QQS R"'*) S#'"* -%+ RR" SQ'S$ **'"#

-+Q Q)# R%'#" S#'*) -+Q RR% S*'$# *S'Q*

-Q) Q%* R%'#* S#'*% -Q) R%S S*'#* *S')#

-)* +)* R"'*# S$'RQ -)* R#% S)')S **'S*

!!将'

[O\̂ Y#

#'

[O\̂ Y"

分别与'

[O\̂ Y*

比较!# t点'

,#'+ =3m'

[O\̂ Y#

,'

[O\̂ Y*

m#'" =3# ,$'Q =3m

'

[O\̂ Y"

,'

[O\̂ Y*

m$'+ =3!"t点' ,#'R =3m'

[O\̂ Y#

,'

[O\̂ Y*

m#'* =3# ,#'S =3m'

[O\̂ Y"

,'

[O\̂ Y*

m

#'+ =3"

从结果可以看出!此次监测的#t#"t敏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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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与* 昼夜的平均'

[O\̂ Y

差异m#'R =3!" 昼夜
与*昼夜的平均'

[O\̂ Y

差异m#'S =3$" 昼夜与*

昼夜航班架次及'

[O\̂ Y

相对差异均较小"

"'"!

1

类机场结果分析

某
1

类机场日均航班为#$$架次左右!对其周
边一个敏感点%% t点位&进行* 昼夜连续监测!计
算得到+

'

Ô Y*

为R#'QQ =3!'

[O\̂Y*

为*+'"% =3!监测日
期#航班架次数及+

'

Ô Y#

#

+

'

Ô Y"

和'

[O\̂Y#

#'

[O\̂Y"

见表%"

表%!某
1

类机场一个监测点位+

'

Ô Y#

&

+

'

Ô Y"

和'

[O\̂ Y#

&'

[O\̂ Y"

=3

%t点位
日期 架次 +

'

Ô Y#

'

[O\̂ Y#

日期 架次 +

'

Ô Y#

'

[O\̂ Y#

-# R% SR'*R *%'%S -#" #S" R$'*$ *%'*%

-" SR R#'+R *%'SS -"% #R$ R"'+R *Q'%$

-% #$# R%'"" *)'+# -%+ #SS R"'"Q *+')$

-+ S* R$'*S *"'$) -+Q #)R R#'%* *"'RR

-Q S" R#'R" *%'S) -Q) #*Q R#'+% *%'SR

-) R% R$'RQ *%'SS -)* #SR R#'%R *+'%+

-* R) R#'*S *+'*)

!!将%t点的'

[O\̂ Y#

#'

[O\̂ Y"

分别与'

[O\̂ Y*

比较!

结果为' ,$'R =3m'

[O\̂ Y#

,'

[O\̂ Y*

m"'" =3#

,#'% =3m'

[O\̂ Y"

,'

[O\̂ Y*

m#'# =3"

从结果可以看出!此次监测的
1

类机场% t点
位#昼夜与* 昼夜的平均'

[O\̂ Y

差异m"'" =3!"

昼夜与* 昼夜的平均'

[O\̂ Y

差异m#'% =3$" 昼夜
与*昼夜'

[O\̂ Y

差异相对较小"

"'%!

.

类机场结果分析
某

.

类机场日均航班为%Q 架次左右!对其周
边"个敏感点%+t点位和Qt点位&进行* 昼夜连续
监测!计算得到+ t#Q t点'

Ô Y*

分别为R%')S 和
R#'"R =3!'

[O\̂ Y*

分别为*+'"R 和)R')# =3!监测
日期#航班架次数及+

'

Ô Y#

#'

[O\̂ Y#

和+

'

Ô Y"

#'

[O\̂ Y"

分
别见表+和表Q"

表+!某
.

类机场两个监测点位+

'

Ô Y#

和'

[O\̂ Y#

值 =3

+t点位
日期 架次 +

'

Ô Y#

'

[O\̂ Y#

Qt点位
日期 架次 +

'

Ô Y#

'

[O\̂ Y#

-# Q# R%'#* *+'Q) -# "R R#'+* )S'Q$

-" "R R%'R" *+'+% -" ") R#'*$ )R'+)

-% ") R%'*) *%')# -% "S R#'$S )S')*

-+ %+ R+'%Q *+'#+ -+ %+ R#'R% *$'R#

-Q %" R+'%S *+')" -Q ") R"'++ *$'%)

-) +$ R%'#Q *%'*# -) Q* SR'R% )R'S"

-* +R R%'+# *Q'$# -* +% R#'"S )R'))

表Q!某
.

类机场两个监测点位+

'

Ô Y"

和'

[O\̂ Y"

值 =3

+t点位
日期 架次 +

'

Ô Y#

'

[O\̂ Y#

Qt点位
日期 架次 +

'

Ô Y#

'

[O\̂ Y#

-#" S$ R%'+) *+'+% -#" QQ R#'QS )S'RR

-"% QQ R%'SQ *+'$+ -"% Q+ R#'%R )R'$*

-%+ )$ R+'#$ *%'R" -%+ )" R#'Q) )R'R#

-+Q )) R+'%) *+'%S -+Q )$ R"'#) *$')+

-Q) *" R%'*+ *+'#+ -Q) S% R$'SS )R'R$

-)* SR R%'"R *+'+$ -)* #$$ R$'Q) )R'*)

!!将'

[O\̂ Y#

#'

[O\̂ Y"

分别与'

[O\̂ Y*

比较!+ t点'

,$'* =3m'

[O\̂ Y#

,'

[O\̂ Y*

m$'S =3# ,$'+ =3m

'

[O\̂ Y"

,'

[O\̂ Y*

m$'" =3!Qt点' ,#'"=3m'

[O\̂ Y#

,'

[O\̂ Y*

m#'+ =3# ,$'* =3m'

[O\̂ Y"

,'

[O\̂ Y*

m

#'# =3"

此次监测的
.

类机场周边敏感目标!# 昼夜与
(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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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的平均'

[O\̂ Y

差异m#'+ =3!" 昼夜与* 昼
夜的平均'

[O\̂ Y

差异m#'# =3$" 昼夜与* 昼夜
'

[O\̂ Y

差异相对较小"

%!结语
通过对% 种不同类型机场的Q 个敏感点噪声

监测数据计算比较!可以得到在机场类建设项目竣
工环保验收监测中!对于同一噪声敏感目标!连续
#昼夜与连续*昼夜噪声监测的'

[O\̂ Y

值差异不超
过"'" =3!大部分结果差异在"'$ =3以内$连续"

昼夜与连续* 昼夜的'

[O\̂ Y

值最大差异不超过
#'S =3!且大部分差异在#'$ =3以内" 由此结果
可以得出!在目前大部分机场日航班架次较为稳定
的情况下!对于同一噪声监测目标!若监测结果较
评价标准限值差别在约" =3或以上!连续" 昼夜
监测得到的'

[O\̂ Y

与连续*昼夜的'

[O\̂ Y

之间的差
异可以接受" 因此!建议在机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
监测中!尤其是对于较为大型的机场项目!采用连
续" 昼夜监测频次或选择航班架次较多的某日#

昼夜监测也可以得到较为可靠的监测结果"

现行的机场周围飞机噪声测量方法和评价标
准都为#RSS年制定版本!迄今已"$ 多年时间!对
于在周边动辄数#$个噪声敏感目标的机场项目来
说!其监测频次为一周的噪声测量工作量非常大!

也不便于结果计算$当前'

[O\̂ Y

指标在国际上已非
常少使用!且其无法反映清楚不同飞行时段#飞行
架次#飞行机型差异所带来的影响差!无法兼顾单

次高噪声事件的影响)%*

$当前标准中只划分为一
类区域和二类区域!无法区分反映较为复杂的不同
土地利用类型噪声敏感性差异" 另一方面!监测期
间的降雨和风对监测结果也有影响)+ ,Q*

" 由于当
前机场航班架次#周期情况均已发生很大变化!大
部分机场日航班架次安排逐渐趋于稳定!机场周边
区域规划和建设情况更加复杂" 建议应尽快修订
测量方法和评价标准!以满足机场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日常噪声监控和管理#竣工环保验收及公众诉
求等的需要))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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