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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为了解船舶航运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南平市环境监测站于 2002 年对延平湖城区船舶航运的环境噪声进行

了监测。结果表明, 延平湖现有航运船只产生的噪声均属于高噪声源; 昼间船舶航运时, 噪声监测值基本可达 4 类区域标

准值;夜间船舶航运时, 噪声超标严重,超标率为 60% ,其中最大超标 4. 4 dB( A) ; 而无船舶航运时,噪声监测值均达标, 接近

2 类区域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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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延平湖位于闽江源头, 在闽江上游建溪、西溪

(由沙溪与富屯溪汇合)的汇合处, 为福建省最大的

人工湖 � � � 水口水电站库区的一部分, 具有发电、

防洪、饮用及工农业用水、游览和航运等功能。近

年来, 随着水产、航运、旅游的发展, 机动船舶噪声

污染呈上升趋势。为了解船舶航运噪声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 南平市环境监测站于 2002 年对延平湖

城区船舶航运的环境噪声进行了监测分析。

1 � 监测方法

按照GB/T 14623- 93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量方

法!;监测仪器采用AWA 5611型积分声级计、ND 9声
级校准器;测点位置选在沿湖噪声影响敏感处的建筑

上;评价标准采用GB 3096- 93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

准!中4类区域标准,昼间70 dB(A) ,夜间55 dB(A)。

2 � 监测结果

主要声源监测结果见表 1,昼间噪声监测结果

见表 2, 夜间噪声监测结果见表 3。

表 1 � 主要声源监测结果 dB( A)

船舶类型 L eq 频谱特性

小渔船(挂桨式) 84~ 97 中低频

货 � 船(座仓式) 80~ 88 中低频

拖 � 轮(挂桨式) 84~ 93 中低频

客 � 轮(座仓式) 80~ 86 中低频

由表 1可见,延平湖现有航运船只产生的噪声

均属于高噪声源,特别是小渔船、拖轮等小型船只,

由于采用的大都是挂桨机,发动机完全裸露在外。

表 2� 昼间噪声监测结果 dB( A)

监测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有船舶影响 L eq 64. 4 60. 0 65. 1 67. 8 62. 3 60. 0 59. 2 65. 0 68. 1 66. 4

L max 70. 2 66. 5 70. 1 75. 5 74. 0 67. 0 65. 3 75. 3 76. 0 72. 6

无船舶影响 L eq 55. 8 55. 1 55. 0 58. 1 57. 3 56. 8 53. 6 56. 8 59. 6 58. 8

表 3� 夜间噪声监测结果 dB( A)

监测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有船舶影响 L eq 52. 4 54. 0 53. 4 59. 4 55. 2 56. 5 57. 0 55. 9 56. 4 50. 0

L max 59. 3 60. 6 61. 4 72. 6 70. 4 72. 0 70. 8 66. 4 70. 5 61. 0

无船舶影响 L eq 48. 9 49. 5 50. 0 50. 3 49. 6 50. 1 49. 6 47. 9 49. 6 47. 6

� � 由表 2可见, 昼间船舶航运时,噪声监测值基

本可达4类区域标准值。

由表 3可见,夜间船舶航运时,噪声超标严重,

超标率为 60 %, 其中最大超标 4. 4 dB ( A) , 且有

50 %的瞬间最大值超过最大标准值。而无船舶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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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时,噪声监测值均达标,接近 2类区域标准值。

3 � 结果分析
( 1)在延平湖运行的船舶大都属于中小型,以

小型运沙船及小型渔船为主, 船舶密度不大, 流量

为10艘/ h~ 30艘/ h。噪声源主要来自船舶的电

动机,其中运送砂石的拖轮及捕鱼作业的小渔船产

生的噪声最大, 因为是挂桨机船, 发动机无任何隔

声降噪措施。

(2)根据监测结果, 单船的通过时间在 1 min

左右, 影响范围约 200 m。而闽江南平段河面较

窄,均在 200 m 以内,因此两岸 50 m 范围内均在影

响之中,特别是对沿江而居的居民影响较大。

( 3)南平市依山傍水用地紧张, 有很大一部分

楼房均依江而建,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 依江而居

的居民将越来越多, 船舶噪声污染的影响面也将越

来越大。

( 4)现行的环境噪声防治法没有对在城市段航

行的船舶噪声管理做出明确规定。现有的船舶噪

声行业标准尚不能满足城市环境质量的要求,更无

法满足人们日常生活和休息的要求。

( 5)由于交通管制,沙石料的装运时间选择在早

晚,夏秋季节许多船只为了避开炎热的昼间而在凌

晨、傍晚及夜间航行,更加重了夜间船舶噪声污染。

( 6)船舶超负荷及加速时的噪声均大于正常负

荷均速航行的噪声;高速航行产生的噪声大于低速

航行的噪声; 航线越靠近居民区, 噪声影响越大; 水

流速快时船舶发出的噪声大于水流速慢时船舶航

行时发出的噪声。

( 7)目前航运船舶中,小型船舶,特别是挂桨机船

成为主要的运输个体。船主环境意识较差,法律法规

意识淡薄,为了加大动力,节约能源,自行拆除消声

器,使得柴油机噪声增加,超过国家及行业噪声限定

标准,有些船舶违反规定,擅自增加挂桨机数量。

4 � 防治措施

( 1)对所有挂桨机船舶新增运力一律不再审

批, 对市区段水域实施禁止挂桨机船舶夜间航行的

控制措施, 并对航线进行研究规划,尽量避开居民

稠密区; 今后还将实施关口节点昼夜把口管理和加

强巡航检查, 禁止防污染设施不完善或未达标的船

舶运行。加强对船舶声号、高音喇叭和船舶排气噪

声控制和管理。

( 2)加强对船主的管理和教育,逐步提高其环

境保护意识和法律法规意识。地方政府交通管理

部门,应加强对本地区的船舶和过境船舶的管理。

( 3)加快船舶改型研究, 研制低噪声的船用主

机, 推进船舶的更新换代。在现有的柴油机上强制

安装消音器或采纳国外的先进办法进行隔声降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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