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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沿线环境噪声测量技术规定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铁路沿线两侧噪声测量的原则、方法、内容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铁路沿线主要受铁路噪声影响区域的噪声测量。

本标准适用于铁路噪声监测和环境影响评价中的铁路噪声现状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口

    GB/I' 3785声级计电、声性能及测试方法

    GB/I 12525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
    GB/I' 17181 积分平均声级计
    IEC 651 声级计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铁路噪声 railway noise
    铁路机车车辆运行和铁路沿线站、场、段、所作业中产生的噪声。

3.2

    铁路噪声测量边界 boundary of measuring railway noise

    边界 boundary
    距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30m处或铁路沿线站、场、段、所的边界。

3.3

    背景噪声 background noise
    铁路噪声不作用时的环境噪声。

3.4

    敏感点 sensitive point
    对声环境要求较高的占地范围较小的地区，如住宅、学校、医院等建筑。

3.5

    敏感区 sensitive area

    对声环境要求较高的占地范围较大的住宅、学校、医院等建筑群或由当地政府划定的居民区、文教

区等。

4 测且方法

4.1 测量仪器

    测量应采用精密等级不低于2型的积分式声级计或其他相当的声学仪器，其性能应符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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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I 3785,GB/I' 17181或IEC 651的规定。仪器应在规定检定有效期限内使用。
4.2 测f的f

    采用等效连续A声级作为铁路噪声测量的量。

4.3 测f内容

    测量内容主要应包括:

    a)各测点昼间和夜间相应测量时段内的等效连续A声级，单位为分贝(dB);
    b) 各测点昼间和夜间相应测量时段内背景噪声的A声级，单位为分贝(dB).

4.4 测点布设

4.4.， 测点布设原则

    测点的选择应具有代表性，能够使测量结果正确反映铁路沿线受影响区域范围内的噪声状况。一

般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a)与噪声源变化有关的因素，如桥梁、车站咽喉区、平交道口、弯道及鸣笛位置等;
    b)敏感区和敏感点的分布情况;
    c) 测量报告的要求;

    d)沿线两侧地面及建筑物状况;
    e) 边界情况。

4.4.2 测点布设要求

4.4.2.1测点布设分类
    测点布设分为3类:

    a)边界测点 布设在边界上的测点;
    b) 敏感测点 布设在敏感点或敏感区内的测点;

    c)补充测点 布设在其他位置上的测点。

4.4.2.2 典型区段和典型位置的划定

    根据铁路列车类型、车流密度、运行速度、线路状况、周围环境条件等情况，基本相同的区段可划定

为一个典型区段。

    对于声源有显著变化的位置，如铁路桥梁、线路交汇处、车站咽喉区、集中鸣笛区等，可以划定为一

个典型位置。

4.4.2.3 边界测点的布设
    对只含铁路线路的区段，测点设在距铁路外侧轨道中心线30m处。每个典型区段和典型位置至少

应设1个测点。在典型区段之间或典型区段接近典型位置处应适当增加测点。

    当铁路线路与站场(如车站、机务段、折返段、车辆段、编组站等)邻接时，测点应设在站场边界上。
布点数量可以参照上述原则。

    当边界测点与公路、河流、绿化带等区域邻接时，测点位置可以向外移到相应区域的边缘。

4.4.2.4 敏感测点的布设

    每个敏感点应至少设1个测点。敏感区测点应根据敏感区的大小和距离铁路的远近程度布设。
敏感区应根据4.4.2.2的原则确定若干个与铁路垂直的测量断面。在每个断面上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

测点。当敏感区距离边界较近时，测点间距应较近;距离边界较远时，测点间距可较远。每个断面至少
应有3个测点。

4.4.2.5 补充测点的布设

    需确定铁路两侧噪声分布时，应增设补充测点。在边界与敏感点或敏感区之间可按照距边界30 m,

60 m,120 m设置测点，必要时可增加240 m的测点。当测点位置不便于测量时，可以适当前移或后移测点。
4.4.2.6 说 明

4.4.2.6.， 测点布设应尽量远离公路、航道、工厂、施工现场等非铁路噪声源。当无法远离时，测量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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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在时间上避开这些非铁路噪声的干扰。如在测量时受到偶然干扰，应在记录中说明干扰的声级、类
型和持续时间，以供分析数据时参考。

4.4.2.6.2 由于铁路车流噪声具有线声源的特征，为避免引起较大的测量误差，在测量时不宜采用网
格布点法。

4.4.2.6.3 同一测量断面内的测点，应采用同步测量的方法。
4.4.2.6.4测点布设根据测量目的和要求的不同，可以只布设边界测点或敏感测点。
4.4.2.6.5 边界测点上的测量可按照GB/1' 12525中有关规定进行。

4.5 传声器位置

4.5.1 各测点的传声器距地面的垂直距离一般应为1.2 ma

4.5.2测点位于建筑群中时，传声器的位置应尽量远离周围建筑物。
4.5.3 边界测点有围墙时，传声器应置于围墙外 lm，并高于围墙。

4.5.4测量建筑物受声状况时，传声器应置于相应建筑物一层朝向铁路一侧的室外窗前lm处，必要

时传声器可增设在其他楼层。

4.6 测量时段

4.6.1至少应在昼间和夜间各选择一次有代表性的时段进行测量。一般昼间应在6:00至22:00，夜

间应在22:00至次日6:00进行。地方政府对昼间、夜间的划分另有规定时，应按当地政府的规定进行。
测量时段一般不应小于1 ho

4.6.2 以列车运行噪声为主的测点，代表性时段内车流密度应不小于相应昼间或夜间的平均车流密
度。测量时段内通过的列车一般不应小于6列车。必要时应延长测量时间。

4.6.3 以作业噪声为主的测点，代表性时段内的作业状况应为正常作业状况。
4.6.4 对于车流密度较低的线路，可以分段测量列车通过时的暴露声级，计算昼间和夜间的等效声级。

计算方法如下:

L。一10 1g半艺100.lL_.
                    1 胜=1

式中 :

L,— 昼间或夜间的等效声级;
  n 昼 间或夜 间通过 的列 车数量 ;

      T 昼间或夜间的时间，单位为秒(s);

  LAE,I— 昼间或夜间通过的第2列列车的暴露声级。
4.7 采样方法

    仪器动态时间响应特性采用“快(Fast)”挡，采样间隔不大于l s,测量时间应符合4.6的规定。
4.9仪器的动态范围

    仪器的动态范围应满足测点噪声波动的要求。测量铁路噪声时应注意选择适当的动态范围。一般
J清况下，距离边界较近的测点，动态范围可选择60 dB-110 dB,较远的测点，动态范围可选择50 dB-

100 dB,

4.9 气象条件

    测量时的气象条件应满足无雨、无雪和风力小于4级(5.5 m/s)的要求(传声器应加戴防风罩)。
4.10 MIJA人员

    测量人员应具有相应规定的资质。

4.11 记录内容

    记录内容主要应包括:

    a)测量仪器:名称、型号、精度等级、编号、检定日期;

    b) 测量数据:测量时间、铁路噪声、背景噪声、机车鸣笛状况、列车通过数量及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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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线路状况:钢轨、轨枕、道床、路基类型;
    d)气象状况;

    e)测点位置(必要时可画简图);

    f)测量人员(签名);

    9) 测量日期。

    记录表格式参见附录Ao

4.12 背景值修正

    背景噪声应比实测的铁路噪声低10 dB以上，若两者声级差值小于10 dB，应按照表1对实测铁路

噪声进行修正。

表1 背景噪声修正值 单位为分贝(dB)

差值 <3 3 4-5 6-9

修正值 测量无效 一3 一2 一 1

监视性 监测

5.，监测测点

    在规定的噪声监测区域范围内，应按照4.4的要求选择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位置布设测点，测点应能

反映监测区域范围内的铁路噪声状况和主要敏感区、敏感点的受影响程度。测点位置应便于监测，且不

宜经常变更。

5.2 监测周期

    每年至少监测1次，时间宜选择在春季或秋季，监测时间应相对固定。当铁路运输状况有重大调整
时，应及时补充监测。

测t报告

测量报告依测量要求分为两种:

a) 简要报告

    主要内容应包括:

    以表格方式报告测量目的、测量仪器(名称、型号、精度等级、检定日期)、测点位置、测量环境、

    列车通过数量、测量结果，并作简要分析。

b) 详细报告

    主要内容应包括:

    说明测量目的，以表格方式报告测量仪器(名称、型号、精度等级、检定日期)、测点位置、测量环

    境、列车通过数量、测量结果。绘制按比例的等声级图，图中应包括铁路敏感点、敏感区、敏感
    单位的分布及测点位置。对测量结果和噪声状况应作较详细的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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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测t记录表格式

铁路沿线环境噪声测t记录表 编号 :

测 点

位 置

测 量

日 期

测 量

时 段

气 象}

状况一一
仪器名称

型 号

仪 器

编 号

仪器精度

等 级

仪器检定

日 期

路 基

类 型

道 床

类 型

轨 枕

类 型

钢 轨

类 型

测量

序号
客货 上下行

单列车声暴露级

(必要时测量)

      山认

鸣笛噪声状况 非铁路噪声干扰状况

测量时段内等效声级

          dBA

背景声级

  dBA

测点简图

备 注

测量者(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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