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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依据

1.1 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与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9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 6月 5日起施行）；

（4）《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年 10月 1日起施行）；

（5）《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7号）；

（6）《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根据 2022年 11月 30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广东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

条例〉等六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7）《广东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根据 2012年 7月 26日广东

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第四次修正）；

（8）《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经深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2021年 6月 29日通过，自 2021年 9月 1日起施行）；

（9）《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2020年 8 月 26日深圳市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环境

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10）《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通知》（深

环[2020]186号）。

1.2 评价技术导则及规范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

（2）《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

（3）《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术导则》( HJ 2034-2013 )；

（4）《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

（5）《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

2 评价适用标准

2.1 环境质量标准

https://www.fadada.com/notice/detail-10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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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声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深环

[2020]186号），本项目起点广田路-燕罗路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燕罗路-项目终

点为 3 类声环境功能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3

类标准；本项目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道路两侧规划以高于 3 层的建筑

为主，因此本项目建成后，本项目起点广田路-燕罗路道路边界线（道路人行

道的交界线）距离 40 米以内临路含第一排建筑面向道路一侧为 4a 类声环

境功能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类标准，本项目燕罗

路-项目终点道路边界线（道路人行道的交界线）距离 25 米以内临路含第一

排建筑面向道路一侧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4a类标准，见表 2-1所示。

此外，本项目项目沿线敏感点建筑室内声环境执行《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见表 2-3所示）中的相应标准限值。

表 2-1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单位：dB（A）

时段

功能区
昼间 夜间 适用区域

2类 6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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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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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a类 7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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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2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室内噪声限值

房间使用功能
噪声限值（等效声级 LAeq,T，dB）

昼间 夜间

睡眠 40 30

日常生活 40

阅读、自学、思考 35

教学、医疗、办公、会议 40

注：当建筑位于 2类、3类、4类声环境功能区时，噪声限值可放宽 5dB。

2.2 污染物排放标准

建筑施工场界应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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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GB12523-2011）的要求。见表 2-3。

表 2-3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 单位： dB(A)

昼间 夜间

7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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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1） 项目选址所在地声环境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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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各环境保护目标所在声环境功能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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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等级及评价范围

3.1 评价等级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21）中评价等级划分依据，

本建设项目属于市政道路建设工程，主要噪声源为交通噪声，评价范围内敏感目

标声功能区划为《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规定的2类、3类区，项目

建设前后沿线现状敏感点的中期噪声预测值较现状增加5dB（A）~9dB（A），>5dB

（A），确定本项目的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等级为一级。

3.2 评价范围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21）中的规定，施工期

的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道路红线外200米范围。

运营期广田路~燕罗路段的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道路中心线两侧各221m

范围内，燕罗路段~终点段为道路中心线两侧各200m范围内。

项目评价范围见图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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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声环境敏感目标

根据现场勘察，项目评价范围内施工期的声环境敏感目标共5个，为临广田

路北侧商住楼、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燕川中学、罗田村、燕川村、薯田埔社

区保障性住房等。

项目评价范围内运营期的声环境现状敏感目标共2个，为罗田村和燕川村。

规划敏感点共6个，包括在建36班九年一贯制学校、规划45班九年一贯制学校+36

班小学、西侧规划居住用地、东侧规划居住用地1、东侧规划居住用地2、规划800

床三甲医院。

声环境敏感目标的情况统计见表4-1和图4-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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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项目施工期评价范围内声环境敏感目标统计一览表

序号 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位置 方位 与路面高差（m）
距离道路边界（红

线）距离/m 执行标准
声环境保护目标情况说明及受

影响人数

1 临广田路北侧商住

楼
K0+000附近 东北 1.2 82 4a类

建筑为砼结构，为 1栋 6层建筑，

居住户数约 30户，约 100人，

现状为临广田路（城市主干道）

第一排建筑

2 深圳市新安中学

（集团）燕川中学
K0+000附近 西北 1.2 145 4a类

评价范围内为操场，按日常学生

上体育课人数计。

现状临广田路

3 罗田村 K0+480-K0+620 东 0 150 2类
建筑为砼结构，为 4-5 层的建筑，

层高 3m，评价范围内共 30栋，

约 150户，为约 300人。

4 燕川村 K0+480-K1+020 西 0 115 2类
建筑为砼混结构，为 5-7层建筑，

层高 3m，评价范围内共 11栋，

约 132户，约 260人，

5 薯田埔社区保障性

住房
K1+920 西南 0 108 4a类/3类

建筑为砼结构，为 3栋 44层建

筑和 1间幼儿园，居住户数约

1833户，约 6415人，现状为临

公明西环大道（城市主干道）第

一排建筑，1栋距离道路边界约

19m，执行 4a类标准，其余 2栋
距离超过 25m，执行 3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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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项目运营期评价范围内声环境敏感目标统计一览表

序

号

环境保护

目标名称
所在路段 里程范围

线路形

式
方位

与路面高

差（m）

距离道路

边界（红

线）距离
/m

距道路中

心线距离
/m

建设前

执行标

准

建设后

执行标

准

不同功能区

人数 声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说明4a类 2类/3
类

1 罗田村 宝安段 K0+480-K0+620 路基

东

（正

对）

0 150 175 2类 2类 0
约
100
人

建筑为砼结构，为 4-5
层的建筑，层高 3m，

评价范围内共 10栋，

均为第一排建筑，约

50户，为约 100人。

2 燕川村 宝安段 K0+480-K1+020 路基

西

（侧

对）

0 115 140 2类 2类 0 约 50
人

建筑为砼混结构，为

5-7层建筑，层高 3m，

评价范围内共 4栋，2
栋位于第一排，2栋位

于第二排，约 28户，

约 50人，

3
在建 36班
九年一贯

制学校

宝安段 K0+720-K0+855 路基 西 0 教师宿舍
15

教师宿舍
40 2类

临路第

一排 4a
类，第一

排之后 2
类

0
约

1800
人

学校，建设中，临路

一侧布设体育场和教

师宿舍，教师宿舍与

根玉路垂直。距离教

学楼道路中心线最近

为 88m，距离道路红

线 63m，教学楼正对

根玉路

4

规划 45班
九年一贯

制学校+36
班小学

宝安段 K1+100~K1+383 路基 西
-8.43~-3.7

9 15 40 3类

临路第

一排 4a
类，第一

排之后 3
类

0
约

4050
人

学校，规划中，设计

方案尚未确定

5 西侧规划 宝安段 K0+862.5~K1+020 路基 西 -2.52~-1.4 15 40 2类 临路第 / 居住区，规划中，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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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环境保护

目标名称
所在路段 里程范围

线路形

式
方位

与路面高

差（m）

距离道路

边界（红

线）距离
/m

距道路中

心线距离
/m

建设前

执行标

准

建设后

执行标

准

不同功能区

人数 声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说明4a类 2类/3
类

居住用地 3 一排 4a
类，第一

排之后 2
类

计方案尚未确定

6 东侧规划

居住用地 1 宝安段 K0+720~K1+020 路基 东
-3.23~-1.4

3 51 76 2类 2类 / 规划中，设计方案尚

未确定

7 东侧规划

居住用地 2 宝安段 K1+230~K1+450 路基 东
-8.43~-3.7

9 15 40 3类

临路第

一排 4a
类，第一

排之后 3
类

/ 居住区，规划中，设

计方案尚未确定

8 规划 800床
三甲医院

宝安段 K0+480~K0+640 路基 东
-2.65~-1.8

1 29.5 54.5 2类

临路第

一排 4a
类，第一

排之后 2
类

/ 医院规划中，设计方

案尚未确定

注：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根据 2018年 12月 27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深
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等十二项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三十八条 在已建成或者将要建成的城市交通干线两侧新建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噪声

敏感建筑物与城市交通干线之间应当保留一定的退让距离，临路一侧建筑用地红线退让距离不得少于十五米。”

西侧规划居住用地、东侧规划居住用地 1和规划 45班九年一贯制学校+36班小等 3个敏感点的红线范围内临路第一排建筑物，按照最不利的布局，

临路第一排建筑退让用地红线最近距离为 15米。

东侧规划居住用地 2和 800床三家医院由于与根玉路之间有河道、绿地等隔离，河道宽度至少 20m，因此两个地块的红线以河道堤坝为边界，建筑

物退红线的最小距离根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2021年版）中 8.4.1.5条，“住宅建筑为四层及以上住宅，为二级退线，最小退让距离为 9m”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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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施工期评价范围、声环境敏感目标及噪声监测点分布图

深圳市新安中

学（集团）燕川

中学
临街商住楼

罗

田

村

燕

川

村

薯田埔社区

保障性住房

燕川村

图 例

项目选线

声环境评价范围

声环境保护目标

比例尺
0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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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项目运营期评价范围、声环境敏感目标及噪声监测点分布图

终点

起点广田路

规划 36班九年

一贯制学校

规划 45班九年

一贯制学校

+36班小学

东侧规划

居住用地 1

东侧规划

居住用地 2

规划 800
床三甲

医院

西侧规划

居住用地

图 例

项目选线

声环境评价范围

声环境保护目标

比例尺
0 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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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概况

5.1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根据深圳市西伦土木结构有限公司编制的《根玉大道跨茅洲河大桥及接线道

路（广田路-松福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23年 3月），本项目位于深圳

市西北部，宝安区燕罗街道南部和光明区公明街道北部，项目起点接宝安区广田

路，先后与规划凯翔路、规划燕罗北街、现状罗田西路、规划罗中路、现状燕罗

路、规划惠盈路平交，以单跨桥梁形式跨越茅洲河，再与光明区松福大道平交后

接入现状公明西环大道。本项目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道，双向 6车道，设计车速

为 50km/h，设计范围长约 1.6km，含新建桥梁 2座，改扩建桥梁 1座，新建综合

管廊 1343m，此外还包含根玉大道与公明西环大道顺接段 300m，相交道路改造

600m（燕罗路 250m，松福路 350m），道路设计范围总长约 2.5km。建设内容

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岩土工程、桥梁工程、综合管廊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

程、交通工程、绿化工程、交通监控、电力和通信迁改工程、水利设施迁改工程、

交通疏解工程等。

项目计划于 2023年 12月开始施工，计划施工工期为 36个月。

5.2 交通量预测

根据深圳市西伦土木结构有限公司编制的《根玉大道跨茅洲河大桥及接线

道路（广田路-松福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2023年 3月），本项目交通量

饱和设计年限为 15年，本项目高峰小时交通量预测结果见表 5-1。

表 5-1 本项目各特征年份交通量预测结果 （pcu/h 双向）

道路名称 2028年 2035年 2043年

根玉大道跨茅洲河大桥及接线道路

（广田路-松福路）
2592 3382 4130

①各类型车折算系数

各车型分类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中的车

型分类标准，标准车当量数（PCU）与实际交通自然数的转换按照《环境影响评

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中各车型的折算系数，具体见表 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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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各车型折算及比例

车型 汽车代表车型 车辆折算系数 车型划分标准 所占比例

小 小客车 1.0
座位≤19座的客车和载质量≤2t货

车
0.7

中 中型车 1.5
座位＞19座的客车和2t＜载质量

≤7t货车
0.15

大
大型车 2.5 7t＜载质量≤20t货车 0.12

汽车列车 4.0 载质量＞20t的货车 0.03

②各特征预测年的日自然交通量

根据项目设计方案，本项目两侧主要为工业区和居民区，各类型车所占比例

见表 5-2所示。各车型交通量根据标准车型当量数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

环境》（HJ2.4-2021）中各车型的折算系数转化，本项目行驶的各型车自然交通

量（单位：辆/d）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Nd——日自然交通量，辆/d；

np——路段设计日均交通量，pcu/d，根据项目设计资料，项目高峰小

时交通量占全天交通量为 10%；

ai——第 i型车的车辆折算系数，无量纲；

βi——第 i型车的自然交通量比例，%。

根据前述公式、项目各特征预测年高峰小时设计车流量及项目各类型车所占

的比例，计算得项目特征运营年的日自然交通量见表 5-3所示。

表 5-3 各特征预测年日自然交通量（单位：辆/d）

路段 设计年限 2028年 2035年 2043年
根玉大道跨茅洲河大桥及接线道路

（广田路-松福路）
日自然交通量 19271 25145 30706

③各特征预测年的小时自然交通量

各型车的昼夜小时交通量按下列公式计算：

昼间： ，夜间：

式中：Nh,j(d)——第 j型车的昼间平均小时自然交通量，辆/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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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j(n)——第 j型车的夜间平均小时自然交通量，辆/h；

Yd——昼间 16小时系数，取 0.9。

项目各特征预测年高峰小时设计车流量、项目各类型车所占的比例、上述公

式分别计算出本项目各特征运营年的车高峰小时、昼间平均小时及夜间平均小时

各类型车车流量见表 5-4。

表 5-4 项目各特征年预测车流量 单位：辆/小时

路段 预测年
高峰小时 昼间小时 夜间小时

小型 中型 大型 合计 小型 中型 大型 合计 小型 中型 大型 合计

根玉

路

2028年 1349 289 289 1927 759 163 163 1084 169 36 36 241

2035年 1760 377 377 2514 990 212 212 1414 220 47 47 314

2043年 2149 461 461 3071 1209 259 259 1727 269 58 58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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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与评价

（1）监测布点及监测项目

为了了解项目所在地声环境质量现状，根据本项目附近环境敏感点的分布情

况，本次环评在项目沿线环境敏感点临本项目第一排建筑面向项目侧设置有代表

性的测点，委托深圳市清华环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3年 05月 22日对N1~N6

各监测点进行监测，2024年 10月 11日委托广东立德检测有限公司进行补充监

测，监测点位为 S1~S3。监测项目为各监测点的昼、夜间 LAeq，昼间夜间各监测

1次。

其中 N6监测点位于在建 36班九年一贯制学校地块上，S2监测点位于规划

45班九年一贯制学校+36 班小学地块上，S3监测点位于东侧规划居住用地 2。

东侧规划居住用地 1和规划 800床医院与罗田村相邻，因此仅在罗田村附近设置

1个现状监测点。在建 36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西侧规划居住用地临近燕川村，

因此仅在燕罗村设置 1个现状监测点。同时在道路起点东北侧的深圳市新安中学

（集团）燕川中学、西北侧的商住楼、道路终点、道路中段附近也布设了噪声现

状监测值。

具体监测布点分布情况见表 6-1所示。

表 6-1 噪声监测布点情况

点位 检测位置 执行标准 监测频次

N1
商住楼临项目一

侧建筑外 1m
1F、3F、5F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的 3类标准

分昼间和夜间各

进行 1次监测，监

测 1天，采样时间

为 2023年 05月
22日

N2
罗田村临项目一

侧建筑外 1m
1F、3F、5F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的 2类标准N3
燕川村临项目一

侧建筑外 1m
1F、3F、5F、7F

N4
项目终点红线外

1m
/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的 3类标准

N5
AK0+480西侧项

目用地红线外
/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的 2类标准N6
AK0+860西侧现

有朝阳路
/

S1
深圳市新安中学

（集团）燕川中学

足球场外东南侧

/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4a类标准

分昼间和夜间各

进行 1次监测，监

测 1天，采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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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024年 10月
11日S2

惠明盈工业园

东面临路一侧厂

房外 1m
1F、3F、5F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的 3类标准

S3

上海哈啰普惠科

技有限公司西侧

临河一侧厂房外

1m

1F、3F、5F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的 3类标准

注：同步记录广田路、朝阳路、燕川东路、燕罗公路、松福大道、公明西环大道 20分钟大

中小车型的车流量。

（2）监测时间及频率

6个监测点位均连续监测 1天，每天昼间、夜间各监测一次。

（3）监测结果与评价

2023年 5月 22日的监测结果统计见表 6-2，由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的环

境保护目标——N1临朝阳路东侧商住楼建筑外 1m（位于广田路第二排）的声环

境质量现状和项目终点处等的声环境质量现状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的 3类标准要求；罗田村、燕川村、其余监测点能够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类标准要求。开展现状监测时，项目用

地范围内的工业厂房已大部分拆除，且未拆的企业均在停产状态。因此罗田村、

燕川村及道路沿线其他测点现状没有交通噪声、工业生产噪声等影响，主要是受

来自于居民生活的生活噪声。N1商住楼现状监测点由于未能进入民房内进行监

测，因此选择在侧对道路的楼道处进行监测，因此受广田路交通噪声影响较小。

表 6-2 环境噪声现状监测结果统计表（2023年 5月） 单位：dB（A）

检测点/位置

检测时间及结果 （GB3096-2008）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5月 22日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N1商住楼临项目一侧

建筑外 1m

1F 55 49
65 55

达标 达标

3F 57 51 达标 达标

5F 58 52 达标 达标

N2罗田村临项目一侧

建筑外 1m

1F 54 47
60 50

达标 达标

3F 55 48 达标 达标

5F 54 47 达标 达标

N3燕川村临项目一侧

建筑外 1m

1F 54 46

60 50

达标 达标

3F 55 46 达标 达标

5F 55 47 达标 达标

7F 56 48 达标 达标

N4项目终点红线外 1m / 57 48 65 55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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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AK0+480西侧项目

用地红线外
/ 56 47 60 50 达标 达标

N6AK0+860西侧现有

朝阳路
/ 57 47 60 50 达标 达标

表 6-3 车流量结果表（辆/20分钟）

采样日期 测点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大车 中车 小车

05月 22日

广田路 10:00 10:20 56 144 273

朝阳路 11:10 11:30 1 5 37

燕川东路 13:05 13:25 5 17 64

燕罗公路 13:50 14:10 3 29 135

松福大道 14:50 15:10 64 203 411

公明西环大道 16:02 16:22 31 107 277

2024年 10月 11日的监测结果统计见表 6-4，由监测结果可知，深圳市新安

中学（集团）燕川中学足球场外东南侧的声环境质量现状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的 4a 类标准要求。其余监测点能够满足《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中的 3类标准要求。其中，由于 S2站位和 S3站位的工

业厂房未拆迁，现状仍有工厂在生产，受生产噪声的影响，噪声现状值相对较大。

S1燕川燕川中学足球场外站位紧邻广田路，广田路为城市主干道，车流量相对

较大，受交通噪声的影响，该点的现状噪声值也相对较大。

表 6-4 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2024年 10月 11日采样）

检测点/位置

检测时间及结果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05月 22日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S1深圳市新安中学

（集团）燕川中学足球场外东南侧
1F 66 51 70 55 达标 达标

S2 惠明盈工业园

东面临路一侧厂房外 1m

1F 62 53 60 50 达标 达标

3F 62 53 65 55 达标 达标

5F 62 52 65 55 达标 达标

S3上海哈啰普惠科技有限公司西

侧临河一侧厂房外 1m

1F 63 53 65 55 达标 达标

3F 62 54 65 55 达标 达标

5F 62 52 65 55 达标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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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声环境影响评价

7.1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评价

1、施工设备噪声源强

本项目施工过程噪声较大的施工单元主要为用地范围内旧建筑拆除、路基工

程及路面工程，其中由于本项目拟拆迁建筑物为中低层建筑物，因此不采用爆破

方式，将采用人工拆除和普通臂液压剪二次破碎机等机械拆除相结合施工方案，

拆迁期涉及的设备主要有挖掘机、推土机、普通臂液压剪，其他施工工程常见的

施工机械主要有装载机、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等机械，参照《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1358-2024）D1 公路工程机械噪声源强，确定项

目施工期各主要施工设备噪声级见表 7-1，不同施工阶段所使用的施工机械设备

详见表 7-2所示。

表 7-1 建筑施工机械的噪声级 单位：dB（A）

名称 单台噪声级（dB（A）） 测声距离（m）

轮式装载机 90-95 5

液压挖掘机 82-90 5

推土机 83-88 5

各类压路机 80-90 5

重型运输车 82-90 5

商品沥青砼搅拌车 85-90 5

普通臂液压剪 80-85 5

表 7-2 不同施工阶段所使用的主要机械设备一览表

施工阶段 同时施工机械名称及数量

原有建筑拆迁阶段 普通臂液压剪、液压挖掘机、推土机各 1台
路基施工阶段 推土机、装载机、挖掘机各 1台
路面施工阶段 压路机、沥青砼搅拌机各 1台

2、噪声预测模式

对于施工期间的噪声源的预测，通常将其视为点源进行预测计算。根据点声

源衰减模式，可以估算出离声源不同距离处的噪声值。预测模式如下：

)lg(20
0

0 r
rLL pi 

式中：Lpi—离声源距离 r处的声压级 dB(A)；

r—离声源的距离（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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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参考点距离（m）；

L0—离声源距离 r0处的声压级 dB(A)。

多个噪声源叠加后的总声压级，按下式计算





n

i

L
t

PIL
1

1.0 )10lg(10

式中：Lt—某点总的声压级 dB(A)；

n—声源总数；

LPi—第 i个声源对某点产生的声压级 dB(A)。

3、预测结果与评价

为预测项目施工噪声的最不利影响，本评价假设各施工阶段，所有施工设备

在同一水平面上同时运行，施工水平面距道路红线的边界为 5m，根据预测模式、

项目各施工阶段施工设备组合及各施工设备的噪声源强数据，得到在不考虑建筑

物遮挡、不采取任何噪声防治措施情况下，项目施工期施工噪声在施工场界及附

近环境敏感点的噪声贡献值预测结果见表 7-3。

表 7-3施工机械噪声在项目施工场界及附近环境敏感点的噪声贡献值预测结果（单位：dB(A)）

预测点 项目 现状值 拆迁阶段 路基施工阶段 路面施工阶段 标准限值

施工场界处
贡献

值
/ 93 92 91

昼间 70dB（A），

夜间 55dB（A）

深圳市新安中学

（集团）燕川中学

（距离红线

145m）

贡献

值/预
测值

66
48/66（距离

拆迁处约

175m）

47/66 46/66
昼间 70dB（A），

夜间 55dB（A）

临街商住楼（距离

红线 82m）
66

56/66（距离

拆迁处约

72m）

55/66 54/66
昼间 70dB（A），

夜间 55dB（A）

罗田村（距离红线

150m）
54

该路段已拆

除
49/55 48/55

昼间 60dB（A），

夜间 50dB（A）燕川村（距离红线

115m）
54

该路段已拆

除
52/56 51/56

薯田埔社区保障

性住房（距离红线

108m）

57 不涉及 52/58 51/58
昼间 65dB（A），

夜间 55dB（A）

注：由于夜间不施工，因此不进行夜间值的预测。

由预测结果可知，在不考虑建筑物遮挡因素、主要施工机械同时运行且未采

取任何降噪措施的情况下，各施工阶段噪声影响比较大。若将项目的红线范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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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是施工的场界，因项目为线状结构，长而窄，因此项目道路红线边界噪声值均

超过了《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的标准要求。

本项目各个施工阶段，在不采取必要的噪声防治措施，且多台设备同时在同

一水平面上运行时，由于本项目拆除工程与附近的环境敏感点的距离较远，因此，

本项目拆除阶段的施工噪声不会使本项目附近的深圳市新安中学（集团）燕川中

学、临街商住楼和薯田埔社区保障性住房等敏感点的噪声值超过《声环境质量标

准》（GB3096-2008）中的 4a 类标准要求。而本项目路基施工则会使本项目评

价范围内的燕川村、罗田村敏感点的昼间噪声值略有增加，但能满足《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2类标准要求。若夜间施工，则对周边环境影响

较大。

因此，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要采取加强施工作业管理、选用低噪声设备

等措施，禁止午间和夜间施工，将项目施工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降至环境可接受

范围内。

7.2 运营期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噪声污染负荷

本报告本评价采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家环境保护局开发监督司编著的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原则与方法》中的单车辐射声级计算公式计算项目交通源强

（7.5m处，适用车速范围为20~80km/h），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小型车 LoL=25+27lgVL

中型车 LoM=38+25lgVM

大型车 LoH =45+24lgVH

式中：右下角注 L、M、H——分别表示小、中、大型车；

Vi——该车型车辆的平均行驶速度，km/h。

保守计算，本次预测各类车型的车速取设计车速，即 50km/h，设计车速不

大，本评价采用项目设计车速进行计算，经计算，本项目各种车型车辆在参照点

（7.5m处）的平均辐射噪声级见表 7-4。

表 7-4 本项目各类型车的交通噪声源强 单位：dB（A）

路段 设计时速 小型 中型 大型

根玉大道跨茅洲河大桥及接线道路

（广田路-松福路）
50km/h 70.9 80.5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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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5.2节的交通量预测结果，本项目噪声源强调查清单统计见表7-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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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 本项目噪声源强调查清单

路段 时期

车流量/（辆/h） 车速/（km/h） 源强/（dB）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合计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根玉大道

跨茅洲河

大桥及接

线道路（广

田路-松福

路）

2028年 759 169 163 36 163 36 1085 241 50 50 50 50 50 50 70.9 70.9 80.5 80.5 85.8 85.8

2035年 990 220 212 47 212 47 1414 314 50 50 50 50 50 50 70.9 70.9 80.5 80.5 85.8 85.8

2043年 1209 269 259 58 259 58 1727 384 50 50 50 50 50 50 70.9 70.9 80.5 80.5 85.8 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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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1）交通噪声预测模式与参数选取

1）基本预测模式

项目运营期交通噪声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中

的公路（道路）交通噪声预测模式进行预测，基本预测模式如下：

a) 第i类车等效声级的预测模式：

16)lg(10)lg(10)()( 21 


 LL
TV
NLhL
i

i
iOEieq 


距离

式中：

ieq hL
i

)( ——第 i 类车的小时等效声级，dB(A)；

i0 )EL（ ——第 i 类车速度为 Vi，km/h；水平距离为 7.5m 处的能量平均 A

声级，dB（A）；

Ni——昼间、夜间通过某个预测点的第 i 类车平均小时车流量，辆/h；

Vi——第 i 类车的平均车速，km/h；

T——计算等效声级的时间，1h；

△L 距离——距离衰减量，dB(A)，小时车流量大于等于 300 辆/小时： △L 距离

=10lg（7.5/r）

小时车流量小于 300 辆/小时：△L 距离=15lg（7.5/r）

r——从车道中心线到预测点的距离，m，前述噪声预测模型适用于 r＞7.5m

预测点的噪声预测；

Ψ1、Ψ2——预测点到有限长路段两端的张角，弧度，如下图所示：

图 7-1 有限路段的修正函数，A-B为路段，P为预测点

L ——由其他因素引起的修正量，dB（A），可按下式计算：

L = L 1
- L 2

+ 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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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
=

坡度L + 路面L

L 2
=Aatm+ Agr+Abar+ Amisc

式中：

L 1
——线路因素引起的修正量，dB(A)；

纵坡L ——公路纵坡修正值，dB(A)；

路面L ——公路路面材料引起的修正量，dB(A)；

L 2
——声波传播途径中引起的衰减量，dB(A)；

L 3
——由反射等引起的修正量，dB(A)。

②总车流等效声级为：

)101010lg(10)( )(1.0)(1.0)(1.0 小中大 hLeqhLeqhLeqTLeq  b) 总车流等效声级

为：

)101010lg(10 )(1.0)(1.0)(1.0 小中大 hLeqhLeqhLeq
eqjL 

2）预测模式中参数确定

①车速及平均辐射噪声级

本项目路基段设计车速为50km/h，本评价按其设计车速进行评价，各类型车7.5m

处的平均辐射噪声级见表7-4。

②车流量

项目各特征预测年车流量预测结果见表5-4。

③ΔL的确定

项目靠近敏感点的路段，路面较平坦，本评价预测过程不考虑纵坡修正量、高

路堤或低路堑两侧声影区衰减量；项目两侧不设置声屏障，因此噪声预测过程也不

考虑声屏障衰减量；此外，本项目与沿线各敏感点间主要均为水泥地面等硬化地面，

因此也不考虑地面吸收衰减量。

本项目交通噪声预测过程中涉及的修正量和衰减量的计算分述如下：

A）路面修正量（ΔL路面）

不同路面的噪声修正量见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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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 常见路面噪声修正量 单位：dB(A)

路面类型
不同行驶速度修正量，km/h

30 40 ≥50
沥青混凝土 0 0 0
水泥混凝土 1.0 1.5 2

B）两侧建筑物的反射声修正量

地貌以及声源两侧建筑物反射影响因素的修正。当线路两侧建筑物间距小于总

计算高度30%时，其反射声修正量为：

两侧建筑物是反射面时：ΔL3=4Hb/w ≤3.2dB

两侧建筑物是一般吸收性表面：ΔL3=2Hb/w ≤1.6dB

两侧建筑物为全吸收性表面：ΔL3≈0

式中：w—为线路两侧建筑物反射面的间距，m；

Hb—为构筑物的平均高度，h，取线路两侧较低一侧高度平均值代入计算，m。

C）预测参数选择及数值确定统计一览表

项目噪声预测过程所涉及参数及数值确定统计见表 7-7。

表 7-7 噪声预测参数一览表

序号 参数 取值 取值依据

1 车速 50km/h
设计车速较小，按设计车速

计算

2
各类型车 7.5米处的能量

平均 A声级

小型车 70.9dB（A） 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原

则与方法》中的单车辐射声

级计算公式计算所得（7.5m
处，适用车速范围为

20~80km/h）

中型车 80.5dB（A）

大型车 85.8dB（A）

3 车流量 见表 5-4 /

4
预测点到有限长路段两

端的张角，弧度（Ψ1、

Ψ2）

根据预测点实际情况

由软件自动计算
/

5 ΔL 坡度 0 路面较平坦，不考虑

6 ΔL 路面 0
沥青混凝土路面，车速

50km/h
7 Aatm 0 为保险预测，不考虑

8 Agr 0
两侧主要为硬化路面，不考

虑地面吸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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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参数 取值 取值依据

9 ΔL3
ΔL3=2Hb/w
≤1.6dB

项目距两侧建筑物是

一般吸收性表面
/

3）预测软件

本评价采用NoisesystermV4噪声预测软件进行预测，环安噪声环境影响评价系

统（NoiseSystem V4）是石家庄环安科技有限公司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

环境》（HJ2.4-2021）构建，基于GIS的三维噪声影响评价系统。软件综合考虑预测

区域内所有声源、遮蔽物、气象要素等在声传播过程的综合效应，最终给出符合导

则的计算结果。适用于工业项目、公路项目和铁路项目环境噪声的三级、二级和一

级评价。

图7-1 环安噪声软件公路参数设置图

（2）交通噪声预测与评价

预测内容

1）根据预测模式，在将项目各道路路基视为平路基，不考虑建筑物遮挡、绿化

带吸声衰减及地面吸收衰减等因素的情况下，预测项目路基段建成运营后 2028年、

2035年、2043年项目两侧交通噪声分布情况。

2）在考虑建筑物遮挡的情况下，对项目在附近环境敏感点代表性敏感楼层的噪

声值进行预测，同时绘制噪声等值线图。

预测结果与评价

1）项目两侧交通噪声分布预测结果及评价

根据上述预测模式，在将项目各道路路基视为平路基，不考虑建筑物遮挡、绿

化带吸声衰减及地面吸收衰减等因素的情况下，项目路基段建成运营后 2028 年、

2035年、2043年项目两侧交通噪声分布情况见表 7-8，各预测年声功能区达标距离

见表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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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8 项目建设完成后道路两侧交通噪声分布情况预测 结果 dB（A）

时段 2028年 2035年 2043年
距离中心线（m） 高峰 昼间 夜间 高峰 昼间 夜间 高峰 昼间 夜间

25（道路红线） 72 70 61 73 71 64 74 72 65
30 70 68 58 71 69 62 72 70 63
40 68 65 55 69 66 60 70 67 61
50 66 64 53 67 65 58 68 66 59
60 65 63 52 66 64 57 67 65 58
70 64 62 51 65 63 56 66 64 57
80 64 61 49 65 62 56 66 63 57
90 63 60 49 64 62 55 65 62 56
100 62 60 48 63 61 54 64 62 55
110 62 59 47 63 60 54 64 61 55
120 61 59 46 62 60 53 63 61 54
130 61 58 46 62 59 53 63 60 54
140 60 58 45 61 59 52 62 60 53
150 60 57 44 61 59 52 62 59 53
160 60 57 44 61 58 52 62 59 53
170 59 57 43 60 58 51 61 59 52
180 59 56 43 60 57 51 61 58 52
190 58 56 42 60 57 51 60 58 51
200 58 56 42 59 57 50 60 58 51

表 7-9 各预测年声功能区达标距离

年份 预测时期
4a类标准达标距离 3类标准达标距离 2类标准达标距离

距中心线（m） 距中心线（m） 距中心线（m）

2028年
高峰小时 29 58 136
昼间平均 25（道路红线） 39 89
夜间平均 40 40 71

2035年
高峰小时 33 70 165
昼间平均 25（道路红线） 46 108
夜间平均 83 83 192

2043年
高峰小时 37 82 190
昼间平均 28 53 126
夜间平均 97 97 221

由预测结果可知，在将项目路基视为平路基，不考虑建筑物遮挡、绿化带吸声

衰减及地面吸收衰减等因素的情况下，交通噪声影响程度随车流量的增大而增大。

运营初期的高峰小时、昼间平均小时交通噪声贡献值需在距道路中心线两侧

25m（即项目红线）能达 4a类标准要求，夜间平均小时交通噪声贡献值需在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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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线两侧 33m以外的区域才能达 4a 类标准要求；高峰小时、昼间平均小时和夜

间平均小时交通噪声贡献值需分别在道路中心线两侧 45m、32m和 3m以外的区域

才能达 3类标准要求；需分别在道路中心线两侧 112m、72m和 58m以外的区域才

能达 2类标准要求。

运营中期的高峰小时、昼间平均小时和夜间平均小时交通噪声贡献值需分别在

道路中心线两侧 27m、25m和 70m以外的区域才能达 4a类标准要求，需分别在道

路中心线两侧 58m、37m和 70m以外的区域才能达 3类标准要求，需分别在道路中

心线两侧 140m、90m和 156m以外的区域才能达 2类标准要求。

运营远期的高峰小时、昼间平均小时和夜间平均小时交通噪声贡献值需分别在

道路中心线两侧 30m、25m和 80m以外的区域才能达 4a类标准要求，需分别在道

路中心线两侧 66m、43m和 80m以外的区域才能达 3类标准要求，需分别在道路中

心线两侧 160m、105m和 190m以外的区域才能达 2类标准要求。

2）评价范围内敏感点所受噪声影响预测与分析

现状环境敏感点所受噪声影响预测与分析

①罗田村

由于现状罗田村与本项目之间没有任何建筑物遮挡，与道路之间未来规划有医

院和住宅楼，但均未开工，平面布局楼层等情况均未确定，因此本次预测不考虑前

排有建筑物遮挡。各特征预测年，罗田村临本项目第一排建筑面向项目一侧的近期

室外噪声预测值为昼间 59dB（A）、夜间 49dB（A），中期噪声预测值为昼间 59dB

（A）~60dB（A）、夜间 53dB（A）~54dB（A），远期噪声预测值为昼间 59dB（A）

~60dB（A）、夜间 53dB（A）~55dB（A）。近期的昼间及夜间各楼层的噪声预测

值均能达到 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中期各楼层昼间噪声预测值能够满足 2类

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夜间各楼层的噪声预测值有不同程度的超标，超标量为 3dB

（A）~4dB（A）；远期 1 楼的昼间噪声预测值能够满足 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

求，3~5楼略超过 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超标量为 1dB（A），远期各楼层的夜间

噪声预测值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标，超标量为 3dB（A）~5dB（A）。中期超标范围内

受影响的户数约 50户，影响人数约 100人。与现状值相比，中期昼间噪声预测值比

现状值增加 5~6dB（A），夜间噪声预测值比现状值增加 5~7dB（A）。未来，若规

划的医院和住宅区建成后，罗田村不再是临路第一排建筑，受前排建筑物的遮挡，

根玉路交通噪声对罗田村的影响将大大降低，不会成为该敏感点的主要噪声影响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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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燕川村

由于现状燕川村与本项目之间没有任何建筑物遮挡，燕川村与根玉路直接有在

建 36班九年一贯制学校和规划住宅区，学校正在进行建设中。规划住宅区未立项，

还没有相关设计资料，也未开工建设，因此本次预测不考虑有建筑物遮挡。各特征

预测年，燕川村临本项目第一排建筑面向项目一侧的近期室外昼间噪声预测值为

60dB（A）~62dB（A）、夜间 50dB（A）~51dB（A），中期昼间噪声预测值为 61dB

（A）~63dB（A）、夜间 54dB（A）~56dB（A），远期昼间噪声预测值为 62dB（A）

~64dB（A）、夜间 55dB（A）~57dB（A）。近期 1~3楼的昼间、夜间噪声预测值

均能达到 2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要求，5楼~7楼的昼间噪声预测值有不同程度的超

标，超标量 1dB（A）~2dB（A），5楼夜间噪声预测值达标，7楼的略有超标，超

标量为 1dB（A）；中期各楼层的昼间噪声预测值不同程度超过 2类声环境功能区

标准要求，超标量为 1dB（A）~3dB（A），各楼层的夜间噪声预测值也超标，超标

量为 5dB（A）~7dB（A）。超标范围内受影响的户数约 14户，影响人数约 25人。

与现状值相比，中期昼间噪声预测值比现状值增加 7dB（A），夜间噪声预测值比

现状值增量为 8~9dB（A）。

燕川村第一排后的建筑由于受到前排建筑的遮挡，各预测年昼间、夜间噪声预

测值均能达到 2类标准要求。未来，学校和住宅区建成后，燕川村不再是临路第一

排建筑，受前排建筑物的遮挡，实际噪声值会小于本次预测值。

③小结

根据项目噪声预测结果可知，随着车流量增大，项目周围敏感点所受的噪声影

响值也逐渐增大，且由于本项目设计道路等级和车流量均较大，因此，本项目建成

后，若规划敏感点未建成，则罗田村和燕川村的远期噪声预测值超过《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中的 2类标准要求，最大超标量为 6dB（A），超标范围

内受影响的敏感点总人数约为 250人。当规划学校、医院及住宅建成后，罗田村和

燕川村不是临路建筑物，受前排建筑的遮挡，根玉路噪声对其影响很小。

针对上述两个敏感点的情况，应预留安装通风隔声的噪声防治费用，视项目建

设完成后、环保竣工验收前项目附近敏感点噪声值实际情况，为超标敏感建筑采取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规划环境敏感点噪声影响分析

规划的敏感区用地如规划 800床医院、规划 36班九年一贯制学校地块内现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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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拆除工业厂房，其余地块均未完成拆迁工作。

根据《宝安区燕川片区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规划研究》、《深圳市宝安

203-12&13&14 号片区［松岗燕罗地区］法定图则》等，本项目道路设计起点至燕

罗公路段东西两侧规划有居住用地、医疗卫生用地、教育设施用地及文体设施用地。

具体如下：

①规划 800床医院

规划 800床医院临路第一排建筑位于 4a类声环境功能区。根据表 7-8和表 7-9

的预测结果，中期本项目昼间在道路红线处就能达到 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标准要求，

夜间需在距离道路中心线 83m处才能满足 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标准要求。

②东侧规划居住用地 1

东侧规划居住用地 1最近能布设建筑物的位置与本项目直接隔着绿化带和河道，

距离较远，距离超过了 40m，因此位于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根据表 7-8和表 7-9的

预测结果，中期昼间噪声预测值需在距离本项目红线 108m处才能达到 2类标准要

求，夜间需在距本项目红线 192m处才能达到 2类标准要求。

③东侧规划居住用地 2

东侧规划居住用地 2临路最近能布设建筑物的位置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根据

表 7-8 和表 7-9 的预测结果，中期本项目昼间在道路红线处就能达到 4类声环境功

能区的标准要求，夜间需在距离道路中心线 83m处才能满足 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标

准要求。

④西侧规划居住用地

西侧规划居住用地临路最近能布设建筑物的位置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根据表

7-8和表 7-9的预测结果，中期本项目昼间在道路红线处就能达到 4类声环境功能区

的标准要求，夜间需在距离道路中心线 83m处才能满足 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标准要

求。

⑤在建 36班九年一贯制学校

在建 36班九年一贯制学校于 2023年立项，2024年 1月开工建设，立项时间晚

于本项目（2021年立项）。设计阶段充分考虑根玉路对其的影响，学校在临根玉路

一侧设置了教师宿舍和体育场，教学楼布置于远离根玉路一侧，教学楼和教师宿舍

楼均选择垂直布置道路的形式。窗户均侧对道路，朝向道路一侧布设为走廊、电梯

间等，最大限度降低根玉路交通噪声对教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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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36班九年一贯制学校临路第一排建筑物的位置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根

据设计图纸可见，根据表 7-8和表 7-9 的预测结果，中期本项目昼间在道路红线处

就能达到 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标准要求，夜间需在距离道路中心线 83m处才能满足

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标准要求。

⑥规划 45班学校

规划 45班学校临路最近能布设建筑物的位置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根据表 7-8

和表 7-9的预测结果，中期本项目昼间在道路红线处就能达到 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

标准要求，夜间需在距离道路中心线 83m处才能满足 4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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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 项目沿线现状敏感点噪声预测结果

预测位置

预测

点与

声源

高差

/m

功

能

区

类

别

时段

标

准

值

噪声

背景

值

现状

监测

值

噪声预测结果

2028年（运营近期） 2035年（运营中期） 2043年（运营远期）

贡献

值

预测

值

超标

量

比现

状值

增量

贡献

值

预测

值

超标

量

比现

状值

增量

贡献

值

预测

值

超标

量

比现状

值增量

罗田村临面向项

目侧室外（正对，

距道路红线 150m/
中心线 175m）

1F 2类
昼间 60 54 54 57 59 / 5 58 59 / 5 59 60 / 6
夜间 50 47 47 44 49 / 2 52 53 3 6 52 53 3 6

3F 2类
昼间 60 54 55 58 59 / 4 59 60 / 5 60 61 1 6
夜间 50 47 48 44 49 / 1 52 53 3 5 53 54 4 6

5F 2类
昼间 60 54 54 58 59 / 5 59 60 / 6 60 61 1 7
夜间 50 47 47 45 49 / 2 53 54 4 7 54 55 5 8

燕川村临面向项

目侧室外（距道路

红线 115m/中心线

140m）

1F 2类
昼间 60 55 54 59 60 / 6 60 61 1 7 61 62 2 8
夜间 50 47 46 46 50 / 4 53 54 4 8 54 55 5 9

3F 2类
昼间 60 55 55 59 60 / 5 61 62 2 7 61 62 2 7
夜间 50 47 46 47 50 / 4 54 55 5 9 55 56 6 10

5F 2类
昼间 60 55 55 60 61 1 6 61 62 2 7 62 63 3 8
夜间 50 47 47 47 50 / 3 55 56 6 9 56 57 7 10

7F 2类
昼间 60 55 56 61 62 2 6 62 63 3 7 63 64 4 8
夜间 50 47 48 48 51 1 3 55 56 6 8 56 57 7 9

燕川村第一排后

的建筑（道路红线

151m/中心线

176m）

1F 2类

昼间 60 55 55 48 56 / 1 49 56 / 1 50 56 / 1

夜间 50 47 47 34 47 / 0 43 48 / 1 43 48 / 1

注：1、由于燕川村和罗田村现状主要为生活噪声，没有受到交通噪声和其他工业生产噪声影响，因此燕川村位于根玉路西侧，取该点现状监测值作

为噪声背景值；罗田村位于根玉路东侧，取该点现状监测值作为噪声背景值。2、由于现状燕川村及罗田村前排尚未建设新的项目，因此燕川村和罗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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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测值未考虑前排建筑物的阻挡。仅考虑交通噪声随距离衰减至燕川村和罗田村附近的噪声预测值。

2028年昼间 2028年夜间

0 50m 0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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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昼间 2035年夜间

0 50m0 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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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3年昼间 2043年夜间

图 7-3 项目各特征预测年交通噪声在评价范围内敏感点的噪声贡献值等声值线平面分布图

0 50m 0 50m



37

2028年昼间罗田村

2028年夜间罗田村

2035年昼间罗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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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夜间罗田村

2043年昼间罗田村

2043年夜间罗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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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年昼间燕罗村

2028年夜间燕罗村

2035年昼间燕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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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年夜间燕罗村

2043年昼间燕罗村

2043年夜间燕罗村

图 7-4 项目各特征预测年交通噪声在评价范围内敏感点的垂直立面等声值线



41

8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8.1 施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控制声源

尽可能选择低噪声的机械设备；闲置的机械设备等应该予以关闭或者减速；

一切动力机械设备都应该经常检修，特别是那些会因为部件松动而产生噪声的机

械，以及那些降噪部件容易损坏而导致强噪声产生的机械设备；应针对振动式压

路机作业提出施工监控措施或替代作业方式。

（2）控制噪声传播

①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针对噪声敏感点现状分布情况，合理布局施工

场地，尽量使高噪声的机械设备远离附近的环境敏感点。

②建设单位应在两侧设置连续、密闭的围挡，围挡高度不得低于3m，既可

防治本项目扬尘对外环境的影响，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降噪作用。

（3）加强管理

①加强施工作业管理，运输车辆尽可能安排在白天工作，运输车辆尽量采用

较低声级的喇叭，并在环境敏感点禁止车辆鸣笛；同时避免在同一时间集中使用

大量的动力机械设备，尽量减轻由于施工给周围环境带来的影响。

②建设单位应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和施工机械设备组合以及施工时间，尽量减

少运行动力机械设备的数量，尽可能使动力机械设备均匀地使用，并避免在同一

时间使用大量高噪音设备。施工单位严格执行《深圳市建筑施工噪声管理规定》

（深环[2000]93号）的要求，除获批准并取得《施工噪声许可证》的施工作业外，

不得在中午（12:00~14:00）和夜间（23:00~7:00）施工。

③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建设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技术规范》（DB4403T/63-

2020）和《深圳市建设工程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指南》（深环函〔2020〕142

号）的要求安装噪声在线监测系统，严禁使用淘汰的建设施工机械产品工艺，并

按要求使用高噪声设备，并落实各项施工噪声污染控制措施。

④加强员工环境保护意识教育，做到文明施工，杜绝因人为因素导致噪声扰

民纠纷。

⑤严格执行环境监理制度，配合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监理环保联络员制度、

施工单位信访约谈机制。



42

⑥根据《深圳市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案（2022-2024）》要求，项目实行封

闭式施工技术要求，施工工地设置隔声围挡、封闭式施工棚、噪声监测系统（包

括视频）等施工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并纳入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合理安

排开发区域和时段，减少声环境敏感保护目标暴露在施工噪声影响下的时间和强

度，安装隔音窗提高建筑物室内声环境质量。

综上，经采取上述措施后，施工期项目对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及声环境的影响

在可接受范围内。

8.2 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结合本项目沿线敏感点的分布情况及项目对周边声环境的影响程度，根据

《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7号），本评价提出以下噪声

污染防治措施：

1、规划管理措施

（1）控制距离。项目的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地方交通，将有利于道路两侧的

规划建设，将来在道路沿线两侧建设如规划居民区、学校、医院等敏感建筑时，

敏感建筑应与本项目道路间设置一定的噪声防护距离。

（2）对于临路第一排建筑尽可能避免规划为住宅、教学楼、住院楼等敏感

建筑，应尽量设置于远离道路的一侧。不可避免沿路建设时，应合理规划各房间

布局，将对声环境要求较低的房间设置在面向本项目一侧。

2、管理措施

（1）控制车辆噪声。建议交通管制部门制定切实可行的控制车辆噪声法规，

加强管理。例如采取禁止行驶车辆鸣笛等交通管制措施。

（2）对运行车辆进行交通管制，设立明显警视标志，限制车辆行驶速度，

以减轻噪声。

（3）施工时对路面的质量把关，运营后加强路面的保养工作，保持路面平

整以减轻轮胎噪声。后期运营过程加强道路养护管理。

3、各敏感点噪声防治措施

针对现有敏感点的噪声防治措施：

根据噪声预测结果，罗田村及燕川村面向本项目一侧的，在不考虑建筑遮挡

的情况下，中期夜间噪声值不能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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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标准。规划敏感点建成后，罗田村及燕川村均不属于临本项目的第一排建筑

物，因此，待项目两侧建筑物建成后，本项目交通噪声经阻挡，对燕川村及罗田

村声环境的影响较小。

针对项目两侧未来规划建设的敏感点的噪声防治措施：

1）根据《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根据 2018年 12月 27

日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深圳经济

特区环境保护条例)等十二项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第三十八条 在已建

成或者将要建成的城市交通干线两侧新建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噪声敏感建筑物与

城市交通干线之间应当保留一定的退让距离，临路一侧建筑用地红线退让距离不

得少于十五米”。因此项目规划敏感点在置临路一侧设计的建筑物应退让红线至

少 15m。

2）在设计时，应合理规划各房间布局，学校教学楼和医院住院部等敏感建

筑或教室、住院病房等敏感功能区应尽量远离根玉路。

3）教学楼、住院楼、宿舍楼、居住楼等敏感建筑，根据场地内的布局，尽

量设置为垂直或者侧对路面。

4）临向道路一侧的尽量设置为走廊、楼梯间、电梯间等不敏感的功能，尽

量不设窗户。窗户尽量设计为侧对道路。

5）住宅楼应将对声环境要求较低的房间设置在面向本项目一侧，将对声环

境要求教高的房间设置在背向本项目一侧。

6）临本项目两侧的规划敏感点若在本项目建成后实施，则规划敏感点的建

设单位应采取符合《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50118-2010）中相应隔声量

要求的窗户等。

7）各规划敏感点应根据建成后其各敏感建筑的室内噪声值超标情况为超标

敏感建筑安装隔声窗等，以确保项目两侧未来规划建设的敏感点的室内噪声值能

达到相应的标准限值要求。

4、噪声污染防治预留措施

鉴于本评价进行噪声预测时的车流量可能与项目建成运营后的实际车流量

不完全一致，本评价预测的噪声值与项目建成运营后两侧敏感点的实际噪声值将

存在一定误差，因此本评价建议建设单位应预留一定的噪声防治费用。在项目完

工、竣工验收前，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沿线各敏感点临路第一排面向本项目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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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噪声值进行监测，并根据实际噪声监测结果，确定为沿线各敏感点临路第

一排建筑采取安装隔声窗面积及降噪量等的措施。根据预测结果，本评价提出应

预留安装通风隔声的噪声防治费用，中期预测受影响的户数约 64户，每户安装

窗户面积约 3m2，则安装隔声窗总面积为 192m2，预留安装隔声窗费用为 19.2万

元（按 1000元/m2计）。

5、噪声监测计划

结合本项目运营期的特点及敏感点的分布情况，制定噪声监测计划见表 8-1。

表8-1 环境监测计划一览表

时段 环境要素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备注

运营期 环境噪声

近期项目竣工

后，中期、远期，

均对罗田村、燕

川村及规划规

划 36班九年一

贯制学校等 3处
环境敏感点临

路一侧建筑物

设置监测点

20分钟连续

等效 A声级

（LAeq（A）、

L10、L50、L90、

Lmax）

无雨日连续监测 2天，

昼间和夜间各监测一

次。

近期结合

环保竣工

验收工作，

开展噪声

监测

8.1敏感点降噪经济及技术可行性分析

一、隔声屏障技术简述及技术可行性分析

A.声屏障材质类型介绍

声屏障主要吸声材质有玻璃棉、铝纤维、泡沫铝。

玻璃棉是采用离心喷吹法技术，将处于熔融状况的玻璃进行纤维化并喷涂热

固性树 脂制成的丝绵状材质（小于 6微米），再经过热固化深加工。其主要成

分为石英砂、长石、硅酸钠、硼酸。

铝纤维吸声板是由双面铝板网把其中心的铝纤维毡和铝箔夹住，经滚压成型

的一种 金属型吸声材质。铝纤维吸声板厚度一般为 0.8～2.0mm，面密度为 1.4～

3.2kg/m2。1.35mm厚的降噪系数 NRC为 0.7，1.8mm厚的降噪系数 NRC为 0.9。

泡沫铝是由在纯铝或铝合金中加入添加剂后，经发泡技术而成，兼有金属和

气泡特 征，属于多孔性吸声材质。吸声系数大于 0.64，降噪系数 NRC为 0.75。

泡沫铝对于以 低频为主的交通噪声具有优异的吸声功能。并且在雨中和吸粉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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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吸声系数不会改变， 契合道路声屏障的降噪需求。

采用多孔材料作为声屏障的吸声材料提高降噪效果。多孔材料的吸声原理：

多孔材 料具有无数的细微孔隙，孔隙间彼此贯通，且与外界相通，当声波入射

到材料表面时，一部分声波将在材料表面上发生放射，一部分则透射到材料内部

向前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引起孔隙中空气运动，与形成孔隙的固体筋络发生

摩擦，由于粘滞性和热传导效 应将使声能变为热能而消耗掉。声波在不断反复

传播过程中，不断转换消耗，从而起到 隔声、吸声的降噪效果。

B.声屏障型式介绍

声屏障形式主要有直壁型、折壁型。

直壁型多用于填方路段、挖方路段、平路堤段及高架桥等，整个声屏障墙体

为上下竖直。多用混凝土或砌块、砖、石、金属板及复合轻型板等材料来构筑墙

体，用钢筋混凝土柱或金属柱来保持稳定性。由于直壁型声屏障用材简易，施工

方便，造价较低，与环境有较好的融合性，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应用。有厚壁式（以

混凝土砌块、大阪或砖石类为主）、薄屏式（以金属板、木板、轻型复合板为主）

等形式。

折壁型：一般用于降噪要求较高但声屏障的高度又有一定限制的场合。把声

屏障上部折向道路方向，折角小于 45度，面向道路的一侧通常做成吸声表面。

声屏障的支撑件多采用 H型钢。这种声屏障可增加声程差，提高降噪效果，但

用材有一定要求，施工技术高。为降低风荷载，使声屏障安全，一般大于 5m的

声屏障采用折臂型。有倒 L型、T型、Y型、圆弧型等形式、表面倾斜型，多用

于路堑或低路堤路段。可做成土堤式，单面斜坡或双面斜坡。在路堑段既可做护

坡，又可起到防噪作用。一般表面采用砌成堆筑，中间填土或废弃物，其设计与

直壁型相同。有倾斜墙面（单面或双面斜） 、土堤式等形式、封闭型、全封闭

式、局部封闭式。

C.声屏障工程量

声屏障的高度、长度应根据噪声衰减量、屏障与声源及接受点三者之间的相

对位置、 公路线形、地面因素等多方面考虑进行设计。



46

根据《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 B04-2010），声屏障高度不宜超过

5.0m，声屏障的外延长度不宜小于受保护对象到声屏障距离的 2倍。

本项目设计为城市主干路，现状敏感点为罗田村和燕川村，其余的均为规划

敏感点。现状罗田村和燕川村与本项目直接还隔着有规划居住用地和规划学校，

若规划敏感点建成后，受前排建筑物的阻挡，罗田村和燕川村等敏感点受根玉路

交通噪声的影响较小。且根玉路为城市道路，与之交汇的道路较多，未来规划的

敏感点较多，规划的出入口也较多，声屏障可能影响人员出行和周边景观、采光

等，因此设置声屏障的可行性较小。

二、隔声窗技术简述及技术可行性分析

隔声窗是刚性体，部分声波在玻璃界面上产生反射，从而起到阻挡噪声的作

用。双层铝合金窗依靠两层玻璃之间夹层材料的阻尼和吸声作用，致使声能衰减，

并减弱共振与吻合效应。而对于由两片玻璃组成的中空玻璃，其中间形成空心层，

周边粘结密封，由于有不产生空气对流的中间层，故有显著的隔声性能。隔声窗

既保证室内持续有新鲜空气的流量，又确保室内不受外界噪声干扰。

A.敏感点隔声窗等级分类

根据《建筑门窗空气声隔声性能分级及检测方法》（GB/T 8485-2008），建

筑门窗的空气隔声性能分为 6级，外门、外窗以“计权隔声量（Rw）和交通噪声

频谱修正量（Ctr） 之和（Rw+Ctr）”作为分级指标。建筑门窗的空气隔声性能

分级情况如表 6.2-2所示。

表 6.2-2 建筑门窗的空气隔声性能分级 单位：dB(A)

分级 外门、外窗的分级指标值 内门、内窗的分级指标值

Ⅰ 20≤RW+Ctr＜25 20≤RW+C＜25

Ⅱ 25≤RW+Ctr＜30 25≤RW+C＜30

Ⅲ 30≤RW+Ctr＜35 30≤RW+C＜35

Ⅳ 35≤RW+Ctr＜40 35≤RW+C＜40

Ⅴ 40≤RW+Ctr＜45 40≤RW+C＜45

VI RW+Ctr≥45 RW+C≥45

注：用于对建筑内机械、设备噪声源隔声扥建筑内门窗，对中低频噪声宜采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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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窗的分级指标值进行分级；对中高频噪声仍可采用内门、内窗的分级指标值

进行分级。

B.敏感点室内声环境达标情况分析

项目沿线超标敏感点安装隔声窗后达标情况分析见表 8-2。

项目道路两侧的建筑有较多的居住区，各敏感点面向道路一侧的室内功能为

民宅阳台、客厅、卧室等，根据《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55016-2021）》中的

相应允许噪声级要求，这些建筑室内睡眠的声环境标准为：昼间≤45dB（A），

夜间≤35dB（A），日常生活≤45dB（A）。

由表 8-2可知，上述敏感点在加装Ⅰ级隔声窗的情况下，各敏感点室内声环

境均能满足《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55016-2021）》中的相应允许噪声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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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 项目具体噪声防治措施表 单位：dB(A)

序

号
敏感点名称

功能

区

营运期中期预测

值 dB（A）
超标量 dB

（A）
隔声窗

隔声量

安装隔声窗后室内

噪声预测值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55016-2021）/

安装隔声窗

后室内达标

情况

降噪措施论证
超标敏感点 人

口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1

罗田村临

面向项目

侧室外（正

对，距道路

红线 150m/
中心线

175m）F

1层 2类 59 53 / 3 20 39 33

各敏感点面向道路

一侧的室内功能为

民宅卧室、阳台、客

厅等，根据《建筑环

境通用规范》

（GB55016-2021）
中的相应允许噪声

级要求，这些建筑室

内的声环境昼间应

≤45 dB（A），夜间

应小于≤ 35dB（A）

达标

需要换装隔声

窗，总面积约

192m2，总费用

约 19.2万元

约 12栋，约 64
户，63人

2层 2类 60 53 / 3 20 40 33 达标

5层 2类 60 54 / 4 20 40 34 达标

2

燕川村临

面向项目

侧室外（距

道路红线

115m/中心

线 140m）

1层 2类 61 54 1 4 21 40 33 达标

2层 2类 62 55 2 5 21 41 34 达标

5层 2类 62 56 2 6 21 42 34 达标

7层 2类 63 56 3 6 21 42 34 达标

标准 60 50 / / / 45 35 /

注：A.具体隔声窗安装面积、投资等以隔声窗安装单位工程设计具体测量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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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声环境影响专项评价结论

项目为道路建设工程，项目的建设具有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可以带动当

地经济的发展、推动当地城市化的建设进程，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与此同时，

项目的建成投入使用也会给当地带来新的环境问题——车流量增多、交通噪声对

沿线环境的影响增大。经分析，项目符合当地的发展和规划要求，在采取限噪声

污染防治措施情况下，项目交通噪声对环境影响不大，但是，必须切实落实好各

项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将其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负面影响）降至可接受范围内。

综合以上分析，从声环境影响的角度来说，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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