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 环发[2010]7 号 2010-01-11 实施)

一、总则

（一）为防治地面交通噪声污染，保证人们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

的声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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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本技术政

策。

（二）本技术政策规定了合理规划布局、噪声源控制、传声途径噪

声削减、敏感建筑物噪声防护、加强交通噪声管理五个方面的地面交通

噪声污染防治技术原则与方法。

（三）本技术政策适用于公路、铁路、城市道路、城市轨道等地面

交通设施（不含机场飞机起降及地面作业）的环境噪声污染预防与控制。

（四）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应遵循如下原则：

1.坚持预防为主原则，合理规划地面交通设施与邻近建筑物布局；

2.噪声源、传声途径、敏感建筑物三者的分层次控制与各负其责；

3.在技术经济可行条件下，优先考虑对噪声源和传声途径采取工程

技术措施，实施噪声主动控制；

4.坚持以人为本原则，重点对噪声敏感建筑物进行保护。



（五）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应明确责任和控制目标要求：

1.在规划或已有地面交通设施邻近区域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建设

单位应当采取间隔必要的距离、传声途径噪声削减等有效措施，以使室

外声环境质量达标。

2.因地面交通设施的建设或运行造成环境噪声污染，建设单位、运

营单位应当采取间隔必要的距离、噪声源控制、传声途径噪声削减等有

效措施，以使室外声环境质量达标；如通过技术经济论证，认为不宜对

交通噪声实施主动控制的，建设单位、运营单位应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采

取有效的噪声防护措施，保证室内合理的声环境质量。

二、合理规划布局

（一）城乡规划宜考虑国家声环境质量标准要求，合理确定功能分

区和建设布局，处理好交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有效预防地面交通

噪声污染。

（二）交通规划应当符合城乡规划要求，与声环境保护规划相协调，

通过合理构建交通网络，提高交通效率，总体减轻地面交通噪声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

（三）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宜在有关规划文件中明确噪声敏感建筑物

与地面交通设施之间间隔一定的距离，避免其受到地面交通噪声的显著

干扰。

（四）在 4类声环境功能区内宜进行绿化或作为交通服务设施、仓

储物流设施等非噪声敏感性应用。如 4类声环境功能区有噪声敏感建筑

物存在，宜采取声屏障、建筑物防护等有效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进行保

护，有条件的可进行搬迁或置换。

三、噪声源控制



（一）车辆制造部门宜提高道路车辆、轨道车辆的设计、制造水平，

以摩托车、农用车、载重汽车、大型客车、城市公交车辆、轨道车辆等

高噪声车辆为重点，降低其环境噪声排放。

（二）地面交通设施的建设需要慎重考虑噪声现状的改变和噪声敏

感建筑物的保护，从线路避让、建设形式等方面有效降低交通噪声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

（三）地面交通线路的选择宜合理避让噪声敏感建筑物。新建二级

及以上公路、铁路货运专线应避免穿越城市、村镇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

区域；新建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在穿越城市中心区时宜选择地下通行方式。

（四）公路、城市道路宜选择合理的建设形式。经过噪声敏感建筑

物集中的路段，宜根据实际情况，考虑采用高架路、高路堤或低路堑等

道路形式，以及能够降低噪声污染的桥涵构造和形式。鼓励对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的路段采用低噪声路面技术和材料。

（五）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宜采用焊接长钢轨、经过打磨处理

的高表面平整度钢轨等措施，降低轮轨接触噪声，以及采用减振型轨下

基础，对桥梁进行减振设计，降低振动辐射噪声。穿越城市、村镇的铁

路宜进行线路封闭，减少平交道口。

四、传声途径噪声削减

（一）地面交通设施的建设或运行造成环境噪声污染，应考虑设置

声屏障对噪声敏感建筑物进行重点保护。道路或轨道两侧为高层噪声敏

感建筑物时，条件许可，可进行线路全封闭处理。

（二）声屏障的位置、高度、长度、材料、形状等是声屏障设计的

重要内容，应根据噪声源特性、噪声衰减要求、声屏障与噪声源及受声

点三者之间的相对位置，考虑道路或轨道结构形式、气候特点、周围环



境协调性、安全性、经济性等因素进行专业化设计。

（三）宜合理利用地物地貌、绿化带等作为隔声屏障，其建设应结

合噪声衰减要求、周围土地利用现状与规划、景观要求、水土保持规划

等进行。

（四）绿化带宜根据当地自然条件选择枝叶繁茂、生长迅速的常绿

植物，乔、灌、草应合理搭配密植。规划的绿化带宜与地面交通设施同

步建设。

五、敏感建筑物噪声防护

（一）建筑设计单位应依据《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等有关规范

文件，考虑周边环境特点，对噪声敏感建筑物进行建筑隔声设计，以使

室内声环境质量符合规范要求。

（二）邻近道路或轨道的噪声敏感建筑物，设计时宜合理安排房间

的使用功能（如居民住宅在面向道路或轨道一侧设计作为厨房、卫生间

等非居住用房），以减少交通噪声干扰。

（三）地面交通设施的建设或运行造成噪声敏感建筑物室外环境噪

声超标，如采取室外达标的技术手段不可行，应考虑对噪声敏感建筑物

采取被动防护措施（如隔声门窗、通风消声窗等），对室内声环境质量

进行合理保护。

（四）对噪声敏感建筑物采取被动防护措施，应使室内声环境质量

达到有关标准要求，同时宜合理考虑当地气候特点对通风的要求。

六、加强交通噪声管理

（一）交通管理部门宜利用交通管理手段，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

区域和敏感时段通过采取限鸣（含禁鸣）、限行（含禁行）、限速等措



施，合理控制道路交通参数（车流量、车速、车型等），降低交通噪声。

（二）铁路车辆尽可能采用非鸣笛的信号联络方式（信号灯、无线

通讯等）。通过减少鸣笛次数、声级强度和鸣笛持续时间等方式，对铁

路车辆在城市、村镇内鸣笛进行限制。

（三）路政部门宜对道路进行经常性维护，提高路面平整度，降低

道路交通噪声。

（四）环境保护部门应加强对地面交通噪声的监测，对环境噪声超

标的地面交通设施提出噪声削减意见或要求，监督有关部门实施。

七、附则

本技术政策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地面交通设施：指道路、轨道等地面交通线路以及车站、编

组站、货场、服务区等配套设施。

（二）地面交通干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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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段和高架段），应根据铁路、交通、城市等规划确定。

（三）噪声敏感建筑物：指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宅等

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四）噪声主动控制：指对交通噪声采取的保证室外环境噪声达标

的工程技术手段，包括噪声源控制、传声途径噪声削减两类噪声污染防

治技术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