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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江市 2018—2022 年声环境质量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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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通过对枝江市 2018—2022 年的区域环境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状况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识别和筛

选影响城市声环境质量的各种因素，包括人口、GDP 和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客运量、货运量和民用汽车保有量等，

同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全面评估枝江市声环境质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基于对枝江市声环境质量的理解，提

出一系列针对性的改善策略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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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中提到，2022

年噪声扰民问题占全部生态环境污染投诉举报的 59.9%，

居各环境污染要素投诉举报第 1 位 [1]。论文通过对枝江市

2018—2022年的区域环境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状况的研究，

采用关联分析法，对枝江市声环境质量的现状进行评估，

并识别和筛选影响城市声环境质量的各种因素，包括人口、

GDP 和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客运量、货运量和民用汽车保

有量等，以期为声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改善居民的生

活质量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共同改善声环境质

量，创建一个宜居的城市环境。

2 监测情况

枝江市根据 HJ640—2012《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

市声环境常规监测》要求，2018—2020 年枝江市区域环境

噪声监测按 600m×600m 划分成 102 个等大的正方形网格，

共设置 102 个监测点位，随着城市面积迅速扩张，2020 年

12 月对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点位进行优化调整，区域环境噪

声监测网格由 600m×600m 调整为 500m×500m，区域环境

噪声监测点位从 102 个调整为 101 个。2018—2020 年对枝

江市城市道路共设置 27 个交通噪声监测点位，2020 年 12

月因城市道路不断延伸，对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点位进行优化

调整，点位由 27 个调整为 28 个。

每年在秋季开展 1 次监测，区域环境噪声每个测点连

续监测 10min，道路交通噪声每个测点连续监测 20min，同

时记录车流量 [2]。

3 评价分析情况

3.1 评价标准
枝江市区域环境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标准执行 GB3096—

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中表 1 的标准限值 [3]。

区域环境噪声等级按照 HJ640—2012《环境噪声监测

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进行评价，将全部网格监

测点测得的等效声级进行算术平均运算，所得到的平均值

dS 代表枝江市昼间环境噪声总体水平 [2]，道路交通噪声监

测的等效声级采用路段长度加权算术平均法计算城市道路

交通噪声平均值，所得到的平均值 dL 代表道路交通噪声强

度 [2]。具体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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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析方法
论文通过声环境指标与《枝江市统计年鉴》中城市建

设指标进行关联分析，探索声环境质量变化的原因，为评估

声环境质量变化提供支撑。关联分析方法采用 Spearman 秩

相关系数法，具体计算过程详见《环境质量综合分析技术导

则》（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编写，2003）。将计算秩相关系数

rs 的绝对值同临界值 Wp 进行显著性判别 [4]。论文选择的是

201—2022年监测数据，查表得知，0.05显著性水平WP 为0.9。

0.9≤ |rs|≤ 1 为极强相关；0.5≤ |rs|＜ 0.9 强相关；0.3≤ |rs|＜ 

0.5 弱相关；0 ＜ |rs| ＜ 0.3 微弱相关。

4 数据分析

4.1 区域环境噪声
枝江市 2018—2022 年噪声类型占比见图 1，从图中可

以看出，主噪声源为道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

图 1 2018—2022 年噪声类型占比图

2018—2022 年区域环境噪声等效省级变化图见图 2。

从图 2 中可知，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年均为值

56.6、55.6、58.8、54.9、51.9dB（A）；秩相关系数 rs 为 -0.7，

呈现不显著下降，持续变好趋势，等级从“三级”变为“二

级”，对应评价从“一般”变为“较好”。

图 2 枝江市 2018—2022 年区域环境噪声图

4.2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枝江市 2018—2022 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均达标，且

等级和对应评价均为：“一级”“好”，具体情况详见表 2。

从表 2 中可知，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年均值在

64.5~67.7dB（A）；秩相关系数 rs 为 -0.3，呈现不显著下降，

持续变好趋势，等级保持在“一级”，对应评价为“好”。

采用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分析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和车流

量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与中小型车辆的秩相关系数 rs

为 0.3，与大型车流量的秩相关系数 rs 为 0.5，均呈弱正相关。

表 2 枝江市 2018—2022 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情况表

年度
昼间平均等效

声级 dB（A）

中小型车流量

（辆 /h）
大型车流量

（辆 /h）

2018 66.6 257.37 42.91

2019 67.3 285.66 44.06

2020 67.7 530.60 32.10

2021 66.9 398.46 28.20

2022 64.5 433.08 25.70

相关系数 rs（相关性） 0.3（弱正相关） 0.5（弱正相关）

5 成因分析
采用 2018—2022 年序列数据，结合区域特性和《枝江

市统计年鉴》指标，选择人口、GDP 和城市维护建设资金、

客运量（万人）、货运量（万吨）和民用汽车保有量，系统

分析影响声环境质量的相关性分析。2018—2022 年影响枝

江市声环境质量的相关指标统计见表 3。

表 3 2018—2022 年影响枝江市声环境质量的相关指标统计表

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人口（人） 480037 477041 473625 469391 466245

GDP（亿元） 518 580.70 564.00 722.36 814.91

城市维护建设资

金（万元）
73059 60293 81958 101431 76962

客运量（万人） 2292.39 533.19 186.89 221.28 169.26

货运量（万吨） 2333 1805.44 1266 1778 1338

民用汽车保有量

（辆）
4406 2445 2498 2915 3276

5.1 区域环境噪声
使用城市区域环境噪声与统计指标来计算 Spearman 秩

相关系数 rs，其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

人口呈强正相关，客运量呈弱正相关，GDP 呈显著极强负

相关，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和民用汽车保有量呈微弱负相关。

相对而言，GDP 增加对区域环境噪声影响较大。

表 1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总体水平和道路交通噪声强度等级划分表 [2]

单位 dB（A）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区域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 50.0 50.1~55.0 55.1~60.0 60.1~65.0 ＞ 65.0

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 68.0 68.1~70.0 70.1~72.0 72.1~74.0 ＞ 74.0

对应评价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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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影响城市交通噪声等级的因素有机动车保有量、市政

设施维护支出、车流量和道路机动车密度等 [5]，结合《枝江

市统计年鉴》指标，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4，从表 4 可以看出，

人口、GDP、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客运量、货运量和民用汽

车保有量均不显著性相关，具体为人口呈弱正相关，GDP

呈弱负相关，城市维护建设资金和客运量呈微弱正相关，货

运量呈弱负相关，民用汽车保有量呈强负相关。相对而言，

民用汽车保有量对道路交通噪声影响比较大。

6 对策建议

针对噪声污染原因分析，从噪声执法、国土规划、社

会环保意识等各方面提出污染防治措施。

6.1 持续强化社会生活噪声管控
①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持续更新和完善噪声污染控

制法规和标准，确保法规能够满足当前社会发展的需求，同

时规范商业经营活动行为，禁止商业经营活动在室外使用音

响器材从事商业活动；同时严格控制室内使用音响器材的时

段，以减轻区域环境噪声污染。

②执行严格的执法监督，加大社会生活噪声污染执法

力度，确保所有的噪声污染行为都能得到及时处理，在推进

文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对市民的闲暇娱乐活动进行规范，

指导市民选择恰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休闲活动，并且管理好

音响设备的音量，确保这些活动不会干扰其他市民的日常生

活与工作。

③推广噪声控制技术：鼓励使用先进的噪声控制技术

和材料，如隔音设备和吸音材料，减少生活中的噪声产生。

6.2 加强道路交通噪声的精准管控
①对交通布局进行精细调整，改善交通动线并设置无

鸣笛和限速区，合理安排大型车辆高噪音车辆的行驶路线和

时段，以此来缓解交通堵塞问题。同时运用信息化手段，判

断枝江市各路段分时间的通行能力，科学进行车辆分流及道

路疏导，从而降低车辆拥堵造成的交通噪声。

②道路材料与设计，使用吸音性能好的路面材料，设

计隔音屏障，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③车辆噪声控制，加强对机动车辆噪声排放的标准和

监控，提倡使用低噪声轮胎和电动汽车，尽量按照规定车速

行驶。

6.3 协同部门联动，统筹国土空间规划
①分区管理：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合理划分工业区、

居住区和混合区，以降低噪声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②绿化缓冲：在噪声敏感区域周围规划足够的绿化带，

作为自然的隔音屏障。

③城市规划：在新城区的设计及旧城区的翻新过程中，

应充分重视对噪声污染的管控，例如通过科学规划城市建筑

布局和道路网络，确保敏感设施与地面交通基础设施保持适

宜的间隔，目的是降低交通噪音对声环境质量的干扰。

6.4 加大噪声污染防治宣传教育
①增强公众意识，通过媒体和公共活动，提高公众对

噪声污染危害的认识，倡导文明低噪的生活方式。

②教育培训，在学校和社区开展噪声污染防治的教育

和培训，使公民了解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噪声。

③公众参与，鼓励公众参与噪声污染监测和举报，形

成社会共治的局面。

以上措施的实施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

通过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技术的推广应用，规划的合理布局，

以及公众意识的提升，共同构建一个宜居的低噪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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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区域环境噪声、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的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

区域环境噪声 道路交通噪声

指标 秩相关系数 rs 相关性等级 0.05 显著性水平 秩相关系数 rs 相关性等级 0.05 显著性水平

人口 0.7 强正相关 不显著 0.3 弱正相关 不显著

GDP -0.9 极强负相关 显著 -0.4 弱负相关 不显著

城市维护建设资

金
-0.1 微弱负相关 不显著 0.1 微弱负相关 不显著

客运量 0.4 弱正相关 不显著 0.1 微弱正相关 不显著

货运量 0 不相关 不显著 -0.3 弱相关 不显著

民用汽车保有量 -0.2 微弱负相关 不显著 -0.8 强负相关 不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