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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项目由来

吉首市黄岩冲桥拆除重建项目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峒

河街道桐油坪社区，项目包括老桥拆除重建、连接线工程以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

工程起点连接州委党校、黄岩冲，终点连接 G209 国道（武陵西路），全长

130.583m，其中桥梁长度为 93.64m、宽 11.0m，梁桥上部结构采用 16m+3×

20m+16m预应力空心板，桥梁下部结构采用轻型桥台、柱式桥墩，墩台基础均

采用桩基础；连接线工程 896.2m2，铺设沥青混凝土桥面和路面，设计荷载为公

路-II 级；配套建设行车钢便桥、人行道、安全防护设施、路灯、挡土墙等附属

工程。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生态影响类）（试行）》表

1专项评价设置原则表，本项目属于城市道路，需设置噪声专项评价，因此，本

次评价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编制了吉首市

黄岩冲桥拆除重建工程声环境影响专项评价报告。

1.2 编制依据

1.2.1 国家、地方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1月 1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年 12月 28日）；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 7月 16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 6月 5日施行）；

（5）《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2019年 9月 28日修订，2020年 1月 1日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17年修订，2017年 11月 5日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21 年修订，2021 年 4 月 29

日施行）。

1.2.2 相关政策

（1）《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国发〔2005〕1

39号）；

（2）《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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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4）《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环发〔2010〕7号）；

（5）关于印发《“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环大气〔202

3〕1号）。

1.2.3 技术导则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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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4）《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公路建设项目》（HJ1358-2024）；

（5）《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B04-2010）。

1.2.4 建设单位相关资料

（1）《吉首市黄岩冲桥拆除重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湘西州交通规划勘

察设计院，2025年 3月）；

（2）《吉首市黄岩冲桥拆除重建工程施工图设计》（湘西州交通规划勘察设

计院，2025年 4月）；

（3）其他相关资料。

1.3 评价工作过程

本项目声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如下图所示。

图 1.3-1 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

1.4 评价因子与评价标准

1.4.1 评价因子

根据本项目的建设性质及其工程特点，确定本次评价的评价因子。本次评价

的评价因子见表 1.4-1。

表 1.4-1 声环境评价因子一览表

环境要素 现状评价因子 影响评价因子

声环境
昼间等效 A声级（Ld）、夜间

等效 A声级（Ln）
昼间等效 A声级（Ld）、夜间

等效 A声级（Ln）

1.4.2 评价标准

（1）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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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吉首地区城市规划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本项目实施桥梁未划

定为城市主、次干道，连接 G209国道属于城市主干路，其相邻功能区为 2类区，

道路两侧 40m范围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根 据 《 声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

（GB3096-20
08）、《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本项目桥梁起点处黄岩冲、州委党校处

噪声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桥梁终点 G209 国道

两侧 40m 范围《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具体指标如下

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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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dB（A））

类别 昼间 夜间

2类 60 50
4a类 70 55

（2）排放标准

施工期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

表 1规定的排放限值，即：昼间≤70dB（A），夜间≤55dB（A）。

1.5 评价等级与评价重点

1.5.1 评价等级

声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级一般分为三级，一级为详细评价，二级为一般性评

价，三级为简要评价。

①评价范围内有适用于 GB3096规定的 0类声环境功能区域，或建设项目建

设前后评价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噪声级增量达 5dB（A）以上（不含 5dB（A）），

或受影响人口数量显著增加时，按一级评价。

②建设项目所处的声环境功能区为 GB3096规定的 1类、2类地区，或建设

项目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噪声级增量达 3dB（A）～5dB（A），

或受噪声影响人口数量增加较多时，按二级评价。

③建设项目所处的声环境功能区为 GB3096规定的 3类、4类地区，或建设

项目建设前后评价范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噪声级增量在 3dB（A）以下（不含 3dB

（A）），且受影响人口数量变化不大时，按三级评价。

表 1.5-1 本项目声环境评价工作等级判定

影响因素评价等级 声环境功能区 环境敏感目标噪声级增量 影响人口数量变化

评价等级

判据（HJ
2.4-2009）

一级 0类 >5dB（A） 显著增多

二级 1类，2类 ≥3dB（A），≤5dB（A） 较多

三级 3类，4类 <3dB（A） 不大

本项目
项目评价工作

等级确定

本项目涉及声功能区为 2类区、4类区，本项目建设前后评价范

围内声环境保护目标噪声级增量达<3dB（A），影响人口主要为

附近居民点，影响人口数量变化不大，建设项目符合两个以上级

别的划分原则，按较高级别的评价等级评价。据此综合分析，本

项目声环境评价工作等级确定为二级。

1.6 评价范围与评价时段

1.6.1 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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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环境影响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声环境影响评价范围

依据评价工作等级确定。本工程为城市道路建设，二、三级评价范围可根据建设

项目所在区域和相邻区域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及敏感目标等实际情况适当缩小，

因此本工程确定评价范围为道路中心线两侧各 200m范围内。

图 1.6-1 工程声环境评价范围图

1.6.2 评价时段

主要考虑施工期和营运期。施工期评价时段为 2025年 8月至 2026年 8月，

营运期评价年限为 2026年（近期）、2032年（中期）和 2040年（远期）。

1.7 环境功能区划与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选址位于吉首市桐油坪社区，声环境保护目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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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1 公路声环境保护目标调查表

序号
声环境保护目

标名称

经纬度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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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m

距离道路

中心线距

离/m

不同功能区户数
声环境保护目标情况

说明2类 4a类

1 黄岩冲居民点
109°42′40.576″
，28°19′8.881″ 黄岩

冲桥

起点

段

K0+0
00

沥青

混凝

土公

路

N、WN 0 1 5~200
200范围

内住户约

40户
/

200m范围内房屋高

1~3层，临路首排 1~2
层，混凝土房屋，侧

朝公路

2 州委党校
109°42′39.142″
，28°19′8.920″

K0+0
00

W 0 1 5~168
教职工人

数约 76人
/

临路侧为大门，校内

建筑物为混凝土房

屋，高 3层，侧朝公

路

3
西南侧桐油坪

社区居民点

109°42′40.851″
，28°19′3.213″

黄岩

冲桥

终点

段

K0+1
30.6

WS +3 72 77~200 /
居住区，

约 15户
2层楼房，混凝土房

屋，面朝 G209国道

4
吉首市幼儿园

桐油坪分园

109°42′49.686″
，28°19′2.962″

K0+1
30.6

ES -1 171 176~200
师生人数

约 200人
/

2层楼房，混凝土结

构房屋，面（侧）朝

道路

5
东侧、东南侧桐

油坪社区居民

点

109°42′45.090″
，28°19′3.947″

K0+1
30.6

E、ES +3 37 42~200
200范围

内住户约

20户

200范
围内住

户约 80
户

200m范围内房屋高

1~17层（山水华府），

混凝土结构房屋，面

（侧）朝 G209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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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2 公路声环境保护目标与线路走向位置关系

保护目标 线路走向位置关系 现场照片

黄岩冲居民点

州委党校

西南侧桐油坪社区居民点

吉首市幼儿园桐油坪分园

东侧、东北侧桐油坪社区

居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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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评价方法

本评价采用“以点代线、点线结合、以代表性区段为主、反馈全线”的评价

方法。根据《环境影响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等要求，本次评价主

要采用现场调查与监测法、模型法等方法开展环评工作。主要评价环节和评价方

法见下表。

表1.8-1 评价方法一览表

评价环节 现状评价因子 评价方法

环境现状调查分析与评价 声环境 现状监测法

环境影响评价 声环境影响预测 类比法、模型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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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分析

2.1 项目基本概况

（1）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拆除长 93.47m、宽 5.7m的黄岩冲老桥；新建长

93.64米、宽 11.0米桥梁，连接线工程 896.2m2，铺设沥青混凝土桥面和路面，

设计荷载为公路-II 级；配套建设行车钢便桥、人行道、安全防护设施、路灯、

挡土墙等附属工程。具体组成如下表所示。

表 2.1-1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

类型 工程名称 建设内容

主体

工程

桥梁拆除

重建工程

拆除长 93.47m、宽 5.7m黄岩冲老桥，新建长 93.64m、宽 11.0m桥梁，

梁桥上部结构采用 16m+3×20m+16m 预应力空心板，下部结构采用

轻型桥台、柱式桥墩，墩台基础均采用桩基础，桥梁共两个桥台，桥

台中间设 4个桥墩，其中 3个桥墩施工存在涉水作业，桥梁桥墩采用

现场浇筑，桥面采用预制件。

接线及附

属工程

桥梁连接线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 379.4m2，配套建设行车钢便桥、人

行道、安全防护设施、路灯、挡土墙等附属工程。

辅助

工程

施工用电 施工用电为区域电网供给，能够满足需求。

施工用水 施工用水为峒河抽水和城市自来水。

临时

工程

砂石料场 不设置采石场、砂石料场，从附近砂石料场购买。

施工营地 不设置专门的施工营地，施工人员为附近居民或租用民房。

施工便道
在本项目桥梁两侧以及桥位上游水域修建施工便道，便于桥台、桥墩

施工和建筑材料运输，施工便道长 280m、宽 4.5m。

预制场 场外预制订购，无需开辟预制场地。

砼拌合场 工程不设置沥青混凝土拌合场、商品混凝土拌合场，所需原料均外购。

环保

工程

施

工

期

废气
场地围挡施工，洒水抑尘、施工材料覆盖，车辆运输时加盖苫布，密

闭运输，严禁超载；进出场设置车辆冲洗平台。

废水

施工现场设临时平流沉淀池，施工废水沉淀后回用于场地洒水降尘或

道路施工养护用水使用，不外排。

机械设备冲洗废水进行沉淀处理后用于场地抑尘。

噪声 场地周围设置临时围挡，施工采用选用低噪声合格设备。

固废
建筑垃圾尽量在施工场地内回用，不能回用的统一调运至指定地点处

置；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生态

绿化

临时堆土区应采用四周土包围挡、幕布覆盖，设置排水沟、沉淀池等。

严格划定施工界线，不得随意超界线施工；临时工程施工结束后及时

进行迹地恢复。

运 噪声 设置限速牌、减速带，严格控制车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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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期

雨水 桥面两侧设置Φ10cmPVC泄水管，桥面雨水排入峒河内。

固废 道路遗撒物定期清扫。

（2）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见下表 2.1-2所示。

表 2.1-2 本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指标 备注

1 新桥桥长 m 93.64 /

2 新桥全宽 m 11.0 2m人行道+2×3.5m行车道+2m人行道

3 设计荷载 / 公路-II级 /

4 道路等级 / 四级公路 /

5 设计时速 m/s 20 /

6 设计洪水频率 / 1/50 /

7 地震基本烈度 / Ⅵ度 /

8 桥面纵坡 / -1% /

9 桥面横坡 / -2% /

10 连接线 m2 379.4 连接线铺沥青混凝土路面

11 投资估算 万元 1851.95 /

12 建设工期 个月 12 /

2.2 污染源强分析

2.2.1 施工期声环境污染源强

本项目施工过程中的噪声主要施工设备和运输车辆噪声。参照《环境噪声与

振动控制工程技术导则》（HJ2034-2013）表 2中常见施工设备噪声源强（声压

级）的参考值以及同类工程类比，各施工机械设备单机运行噪声见下表。

表 2.2-1 施工机械工作噪声源强值

序号 机械设备 测距（m） 声级（dB（A））

1 装载机 5m 90

2 推土机 5m 86

3 挖掘机 5m 84

4 破路机 5m 92

5 压路机 5m 86

6 平地机 5m 90

7 摊铺机 5m 87

8 自卸车 5m 82

2.2.2 运营期声环境污染源强

2.2.2.1 预测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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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车型构成

根据《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B01-2014），以小客车为标准车型。本项

目各汽车代表车型构成及车辆折算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2.2-2 项目车型构成

车型 汽车情况 折算系数 主要汽车类型

小型
座位≤19座的客车和载质量≤2t的货车 1 中小型客车、小货车

一般农用拖拉机 4 拖拉机

中型 座位﹥19座的客车和 2t＜载质量≤7t的货车 1.5 大客车、中型货车

大型 7t＜载质量≤20t的货车 2.5 大型货车

（2）交通量预测

根据本项目工可报告交通量分析及预测资料，本项目全线营运期各特征年交

通量预测结果见表 2.2-3，本项目全线各特征年车型比见表 2.2-4。

表 2.2-3 项目全线交通量预测结果 单位：辆/d

路段 预测时期 预测结果

全线

2026（运营近期） 523

2032（运营中期） 619

2040（运营远期） 856

表 2.2-4 项目全线各特征年车型比 单位：%

路段 预测时期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全线

2026（运营近期） 90.56 8.64 0.80

2032（运营中期） 90.77 8.55 0.68

2040（运营远期） 89.73 9.77 0.50

根据工可报告中对项目区现有公路的调查结果，项目道路昼间（16小时，

06：00~22：00）交通量约占全日交通量的 90%，夜间（8小时，22：00~06：00）

交通量约占全日交通量的 10%，项目全线昼夜间绝对车流量如下表所示：

表 2.2-5 昼夜间车流量（昼间系数约为 0.98） 单位：辆/d

路段 预测时期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合计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全线

2026（运营近期） 426 47 41 5 4 0 471 52

2032（运营中期） 505 57 48 5 4 0 557 62

2040（运营远期） 691 77 75 9 4 0 770 86

2.2.2.2 平均速度和噪声源强预测

本项目投入营运后，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的噪声源为非稳态源，车辆行

驶时其发动机、冷却系统以及传动系统等部件均会产生噪声；行驶中引起的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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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动、排气系统、轮胎与路面的摩擦等也会产生噪声；由于路面平整度等原因而

使行驶中的汽车产生整车噪声。本次评价参考《公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规范》

（JTG B03-2006）附录 C进行交通噪声排放源强分析，具体如下表所示：

（1）汽车行驶平均速度

))1((0
12043

121i

imiilvui

V
kuik

kuikv

 










式中：vi—第 i种车型车辆的预测车速，km/h；
ui—该车型的当量车数；

ηi—该车型的车型比；

vol—单车道车流量，辆/h；

mi—其他 2种车型的加权系数；

V—设计车速；

k1、k2、k3、k4分别为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 2.2-6 车速计算公式系数

车型 K1 K2 K3 K4 mi
小型车 -0.061748 149.65 -0.000023696 -0.02099 1.2102
中型车 -0.057537 149.38 -0.000016390 -0.01245 0.8044
大型车 -0.051900 149.39 -0.000014202 -0.01254 0.70957

（2）各车型行驶辐射噪声级

第 i种车型车辆在参照点（7.5m处）的平均辐射噪声级（dB）L0E按下式计

算：

（公式二）

式中：右下角注 S、M、L─分别表示小、中、大型车；

vi—该车型车辆的平均行驶速度，km/h；

源强修正：公路路面引起的交通噪声源强修正量△L 路面计算按下表 2.2-7取

值，公路纵坡引起的交通噪声源强修正量△L 纵坡计算按下表 2.2-8取值。

表 2.2-7 公路路面噪声级修正值

路面 △L路面（dB）

沥青混凝土路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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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混凝土路面 +1~2

注：本表仅对小型车修正，大型车和中型车不作修正。

表 2.2-8 路面纵坡噪声级修正值

纵坡（%） △L纵坡（dB）

≤3 0

4~5 +1

6~7 +3

＞7 +5

注：本表仅对大型车和中型车修正，小型车不作修正。

（3）计算参数

本项目车型比（ηi）见表 2.2-4，车流量（vol）见表 2.2-5。根据施工图设计，

本项目桥梁及连接线道路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计算参数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2.2-9 项目设计车速及△L 纵坡和△L 路面取值

预测时段 路段 路面
设计车速

（km/h）
桥面纵

坡/%
△L纵

坡

△L路

面

2026（运营近期）

2032（运营中期）

2041（运营远期）

全段
沥青混凝土

路面
20 -1 0 0

（4）计算结果

将以上各参数代入上述公式计算得到，项目各车型行驶平均速度，其结果如

下表 2.2-10所示；各车型行驶辐射噪声级，其结果如下 2.2-11表所示。

表 2.2-10 项目各车型行驶平均速度预测结果 单位：km/h

路段 预测时期

各车型行驶平均速度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全段

2026（运营近期） 16.99 17.00 11.56 11.52 11.64 /

2032（运营中期） 16.99 17.00 11.57 11.52 11.65 /

2040（运营远期） 16.98 17.00 11.58 11.53 11.66 /

表 2.2-11 项目各车型行驶辐射噪声级预测结果 单位：dB

路段 预测时期

各车型行驶辐射噪声级预测结果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全段

2026（运营近期） 55.32 55.33 51.83 51.77 60.72 /

2032（运营中期） 55.32 55.33 51.84 51.77 60.73 /

2040（运营远期） 55.32 55.33 51.86 51.78 60.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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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声环境现状调查与评价

3.1 监测布点

本项目工程内容较少，线路较短，周边环境保护目标主要为附近居民点，本

次评价共布设 5个噪声监测点位，具体见附图 2：项目监测布点图，监测时间：

2024年 12月 18日～2024年 12月 19日，分别测定昼间（06：00~22：00）和夜

间（22：00~06：00）环境等效 A声级，监测点位分布情况见表 3.1-1。

表 3.1-1 声环境监测点位布设 dB（A）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位置地理坐标 执行标准 标准类别

N1
项目桥梁起点东南侧桐

油坪社区最近居民点处

109°42′44.561″，
28°19′4.305″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4a类
N2

项目桥梁西南侧桐油坪

社区最近居民点处

109°42′40.515″，
28°19′3.166″

N3
桥梁终点北侧黄岩冲最

近居民点处

109°42′40.679″，
28°19′8.515″

2类N4
桥梁终点西北侧州委党

校处

109°42′40.341″，
28°19′8.467″

N5
吉首市第三小学桐油坪

校区大门处

109°42′49.456″，
28°19′2.567″

注：声环境现状监测期间以连接 G209国道段作为起点对点位进行了命名。

3.2 监测时间与频次

本环评委托湖南中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8日～2024年 12

月 19日对各声环境敏感点进行了现场监测，监测时间为 2天，各监测点按昼夜

分段监测，其中昼间 6：00~22：00时，夜间 22：00～次日 6：00时。

3.3 评价因子

等效连续 A声级 Leq。

3.4 评价标准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4a类。

3.5 监测结果及评价

监测结果见下表 3.5-1。

表 3.5-1 噪声监测结果表

序 监测地点 监测因子 监测 监测结果 评价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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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时间 标准 情况12.18 12.19

N1
项目桥梁起点东南侧桐

油坪社区最近居民点处

Leq（A）

昼间 54 53 70 达标

夜间 41 42 55 达标

N2
项目桥梁西南侧桐油坪

社区最近居民点处

昼间 54 51 70 达标

夜间 43 40 55 达标

N3
桥梁终点北侧黄岩冲最

近居民点处

昼间 52 52 60 达标

夜间 42 42 50 达标

N4
桥梁终点西北侧州委党

校处

昼间 53 55 60 达标

夜间 44 41 50 达标

N5
吉首市第三小学桐油坪

校区大门处

昼间 55 53 60 达标

夜间 43 43 50 达标

由表 3.5-1可知，N1、N2监测点位昼夜间声环境均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4a类标准要求，N3~N5监测点位昼夜间声环境均达到《声环境

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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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

4.1 施工期声环境影响评价

（1）施工噪声预测方法和预测模式

本工程施工期间，噪声来源主要为施工设备，包括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

压路机、摊铺机等。鉴于施工噪声的复杂性，以及施工噪声影响的区域性和阶段

性，本报告根据《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针对

不同施工阶段计算出不同施工设备的噪声污染范围，以便施工单位在施工时结合

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噪声可近似视为点源处理，根据点

源噪声衰减模式，估算出离声源不同距离处的噪声值，预测模式如下：

施工机械噪声采用如下模式进行预测计算：

  LRRLL ii  00 /lg20

式中：Li——距声源 Ri米处的施工噪声预测值，dB；

L0——距声源 R0米处的施工噪声预测值，dB；

△L——障碍物、植被、空气等产生的附加衰减量。

各声源在预测点产生的合成声级采用以下计算模式：

（2）施工期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前述的预测方法和预测模式，在不考虑树林及建筑物的噪声衰减量的情

况下，单台施工机械设备在不同距离处的噪声级和影响范围如下表所示：

表 4.1-1 单台施工机械设备在不同距离处的噪声级 单位：dB

机械名称 5m 10m 20m 40m 60m 80m 100m 150m 200m
装载机 90 84 78 72 68.5 66 64 60.5 58
推土机 86 80 74 68 64.5 62 60 56.5 54
挖掘机 84 78 72 66 62.5 60 58 54.5 52
破路机 92 86 80 74 70 68 66 62 60
压路机 86 80 74 68 64.5 62 60 56.5 54
平地机 90 84 78 72 68.5 66 64 60.5 58
摊铺机 87 81 75 69 65.5 63 61 57.5 55
自卸车 82 76 70 64 60.5 58 56 52.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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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单台施工机械设备噪声的影响范围

机械名称
昼间标准限值

（dB）
夜间标准限

值（dB）
昼间影响范围

（m）

夜间影响范围

（m）

装载机

70 55

50 282
推土机 32 178
挖掘机 26 141
破路机 60 354
压路机 32 178
平地机 50 282
摊铺机 36 200
自卸车 20 112

（3）施工期噪声影响通过对上表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多台机械同时在一处作业，则此时施工噪声

影响的范围比预测值还要大，鉴于实际情况较为复杂，很难一一用声级叠加公式

进行计算。

2）施工噪声将对沿线声环境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昼间最大影响距离可达

60m，夜间最大影响距离可达 354m。

3）典型高峰施工时段多台机械同时使用、噪声较大时基本为土石方施工、

老路破路阶段，一般由挖掘机、破路机、装载机、推土机、平地机共同施工，叠

加后的声级为 96.27dB（A），影响范围为昼间 103m、夜间 579m。

4）施工机械噪声对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昼夜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项目夜

间施工对周边敏感点声环境影响较大。因此，禁止夜间施工，对于因生产工艺要

求或其他特殊需要，确需在夜间进行超过噪声标准施工的，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向

有关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夜间施工。

5）建筑垃圾、建材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交通噪声，对运输路线两侧居民有一

定影响，通过合理安排运输路线时间、禁鸣、减速慢行等措施来减缓。

6）随着施工路段的竣工，施工噪声的影响将不再存在，施工噪声对环境的

不利影响是暂时、短期的行为。施工单位应尽可能保护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休

息，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环境，合理规划高噪声设备和工艺的使用时间，尽量避

开居民休息、学习时间，禁止高噪声设备夜间作业。

4.2 运营期声环境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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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预测模型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21）的要求，按不同路段、

不同时段，采用公路交通噪声基本预测模型：

（1）第 i类车等效声级的预测模型

16)21lg(10)(lg10)0()( 


 LL
ViT
NiiELihLeq

距离

式中：Leq（h）i—第 i类车的小时等效声级，dB（A）；

io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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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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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计算等效声级的时间，1h；

Vi—第 i类车的平均车速，km/h；

ΔL 距离—距离衰减量，dB（A），小时车流量大于等于 300辆/小时：

ΔL 距离=10lg（7.5/r），小时车流量小于 300辆/小时：ΔL 距离=15lg（7.5/r）；

r—从车道中心线到预测点的距离，m；

Ψ1，Ψ2—预测点到有限长度路段两端的张角，弧度；如下图所示：

ΔL—由其他因素引起的修正量，可按下式计算：

AmiscAbarAgrAatmL

LLL
LLLL






2

1
32-1

路面坡度

式中：ΔL1—线路因素引起的修正量，dB（A）；

ΔL 坡度—公路纵坡修正量，dB（A）；

ΔL 路面—公路路面引起的修正量，dB（A）；

ΔL2—声波传播途径中引起的衰减量，dB（A）；

ΔL3—由反射等引起的修正量，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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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正量和衰减量的计算

1）线路因素引起的修正量（ΔL1）

①纵坡修正量（ΔL 坡度）

公路纵坡修正量（ΔL 坡度）可按下式计算：

















，小型车

，中型车

，大型车

坡度





50
73
98

L

式中：ΔL 坡度—公路纵坡修正量；

β—公路纵坡坡度，%。

②路面修正量（ΔL 路面）

不同路面的噪声修正量见下表。

表 4.2-1 常见路面噪声修正量

路面类型
不同行驶速度修正量/（km/h）

30 40 ≥50
沥青混凝土/dB（A） 0 0 0
水泥混凝土/dB（A） 1.0 1.5 2.0

2）声波传播途径中引起的衰减量（ΔL2）

Abar、Aatm、Agr、Amisc衰减项计算按导则附录 A.3相关模型计算。

4.2.2 预测时期、内容、参数

本项目预测时期为：2026（运营近期）、2032（运营中期）、2040（运营后

期）。本次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21）推荐的模式按

不同路段、不同时段进行预测。7.5m 处的车辆行驶辐射平均噪声级 ioEL )(
见表

2.2-11；第 i类车的平均车速（Vi）见表 2.2-10；车流量（Ni）见表 2.2-5。本次

预测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4.2-2 项目预测内容

预测点 路面

宽度/
m

路面
设计车速

（km/h）

最大

纵坡

/%
考虑情景

路段 敏感点

全线

工程终点东南侧桐油坪社区

最近居民点处
11.0

沥青

混凝

土

20 -1
考虑路面修正、

大气吸收、地面

吸收、地形地物
工程终点西南侧桐油坪社区

最近居民点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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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未考虑

绿化林带引起的

衰减和建筑群噪

声衰减

工程起点北侧黄岩冲最近居

民点处

工程起点西北侧州委党校处

吉首市第三小学桐油坪校区

大门处

4.2.2 预测结果及分析

（1）各路段不同距离交通噪声贡献值预测与评价

本项目采用导则推荐的模式进行预测，各路段不同距离交通噪声贡献值预测

如下表 4.2-3所示。根据下表预测结果可知，在不考虑绿化林带引起的衰减和建

筑群噪声衰减的情况下，由于本项目近期、中期、远期交通流量较小，设计时速

较低，全线近期、中期、远期贡献值满足相应的功能区标准要求，加之项目周边

植被较多，有很好的降噪作用，项目运营期对周边声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

表 4.2-3 项目噪声值预测结果表

预测

路段
预测时段

距离道路中心线不同水平距离处的交通噪声值：dB（A）
0m 20m 40m 60m 80m 100m 120 140 200m

黄岩

冲桥

近期

2026年
昼 45.98 32.06 24.82 20.86 17.98 15.69 13.77 12.14 8.23
夜 39.59 25.67 18.43 14.47 11.59 9.30 7.39 5.75 1.84

中期

2032年
昼 46.67 32.70 32.74 25.51 18.67 16.38 14.46 12.82 8.92
夜 40.20 26.28 19.04 15.08 12.20 9.91 7.99 6.36 2.45

远期

2040年
昼 48.29 34.37 27.13 23.17 20.29 18.00 16.09 14.45 10.54
夜 41.63 27.71 20.47 16.51 13.63 11.34 9.42 7.79 3.88

（2）典型路段等声级线图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2.4-2021），二级评价根据需

要绘制运行期代表性评价水平年噪声贡献值等声级线图；本次评价根据设计车

速、路面宽度、涉及敏感区情况选取典型路段绘制等声级线图，结果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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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2026（运营近期）昼间贡献值等声级线图

图 4.2-2 2026（运营近期）夜间贡献值等声级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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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2032（运营中期）昼间贡献值等声级线图

图 4.2-4 2032（运营中期）夜间贡献值等声级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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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2040（运营远期）昼间贡献值等声级线图

图 4.2-6 2040（运营远期）夜间贡献值等声级线图

（3）敏感点水平方向预测结果

本项目采用《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声环境》（HJ2.4-2021）推荐的模式进

行预测，主要敏感点交通噪声预测结果如下表 4.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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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营运期主要敏感目标噪声预测结果

声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预测

点与

声源

高差/
m

功

能

区

类

别

时

段

标

准

值

现状

值

2026（运营近期） 2032（运营中期） 2040（运营远期）

贡献

值

预测

值

较现

状增

量

超

标

量

贡献

值

预测

值

较现

状增

量

超标

量

贡献

值

预测

值

较现

状增

量

超

标

量

工程终点东南侧桐油

坪社区最近居民点处
0 4类

昼 70 54 22.75 54.0 0 0 23.44 54.0 0 0 25.07 54.01 +0.01 0

夜 55 42 16.37 42.01 +0.01 0 16.98 42.01 +0.01 0 18.40 42.02 +0.02 0

工程终点西南侧桐油

坪社区最近居民点处
0 4类

昼 70 54 16.12 54.0 0 0 16.81 54.0 0 0 18.44 54.0 0 0

夜 55 43 9.74 43.0 0 0 10.35 43.0 0 0 11.77 43.0 0 0

工程起点黄岩冲最近

居民点处
+3 2类

昼 60 52 35.83 52.10 +0.1 0 36.52 52.12 +0.12 0 38.15 52.18 +0.18 0

夜 50 42 29.45 42.23 +0.23 0 30.06 42.27 +0.27 0 31.49 42.37 +0.37 0

工程起点西北侧州委

党校处
-1 2类

昼 60 55 33.87 55.03 +0.03 0 34.56 55.04 +0.04 0 36.19 55.06 +0.06 0

夜 50 44 27.49 44.1 +0.1 0 28.10 44.11 +0.11 0 29.53 44.15 +0.15 0

吉首市第三小学桐油

坪校区大门处
+3 2类

昼 60 55 8.5 55.0 0 0 9.19 55.0 0 0 10.81 55.0 0 0

夜 50 43 2.11 43.0 0 0 2.72 43.0 0 0 4.15 43.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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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预测结果可知，在不考虑绿化林带引起的衰减和建筑群噪声衰减的情

况下，运营近期、中期、远期均无敏感点超标，由于本项目公路近期、中期、远

期交通流量较小，设计时速较低，在加强道路养护，设置禁鸣、限速标志等，对

周边敏感点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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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声环境保护与缓解措施

5.1 施工期声环境保护措施

①严格遵守当地环保部门对建筑施工的有关规定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l2523-2011）中的有关要求，除特殊要求必须连续作业外，禁止

夜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此外中午午休时间暂停使用高噪声机械

施工，严禁夜间进行高噪声施工作业。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加强对一线操作人员

的环境意识教育来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必须预先申请获批准后方可按申请要求施

工，不得擅自更改，使施工噪声对项目周围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②施工期的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施工单位必须选用符合国家

有关标准的施工机具和运输车辆，尽量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工艺，振动较大

的固定机械设备应加装减振机座，固定强噪声源应考虑加装隔音罩，同时应加强

各类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持其良好的运转，以便从根本上降低噪声源强；

③对现场的施工车辆进行疏导，禁止鸣笛；

④筑路机械施工的噪声具有突发、无规则、不连续、高强度等特点。据调查，

施工现场噪声有时超出 4类噪声标准，一般可采取变动施工方法措施缓解。如噪

声源强大的作业时间可放在昼间（06：00～22：00）进行或对各种施工机械操作

时间做适当调整。为减少施工期间的材料运输、敲击等施工活动声源，要求承包

商通过文明施工、加强有效管理加以缓解；

⑤工程施工采用商品沥青混凝土，施工现场不布设沥青混凝土搅拌站，减少

现场混凝土搅拌噪声；

⑥对移动噪声源采取限速行驶、合理安排时间等措施。

⑦合理布局施工现场，尽量避免在同一地点安排多个高噪声设备；

⑧降低人为噪声。按照规定操作机械设备，在挡板、支架拆卸过程中，应遵

守作业规定，减少碰撞噪声；

⑨对施工场地噪声除采取以上减噪措施以外，还应与周围单位、居民建立良

好的社区关系，对受施工干扰的单位和居民应在作业前予以通知，并随时向他们

汇报施工进度及施工中对降低噪声采取的措施，求得公众的共同理解。此外，施

工期间应设热线投诉电话，接受噪声扰民的投诉，并对投诉情况进行积极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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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优化施工方案，合理安排工期，将建筑施工噪声危害降到最低程度，在施

工工程招标时，将降低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列为施工组织设计内容，并在签订合

同中予以明确。

5.2 运营期声环境保护措施

本工程营运通车所产生的交通噪声叠加背景值后，工程评价区域居民都将受

不同程度的噪声影响，但均未出现超标现象。因此为进一步降低项目对周边区域

声环境的影响，本次环评提出以下建议及要求：

（1）加强道路交通管理，限制车况差、超载的车辆进入，可以有效降低交

通噪声污染源强。

（2）加强道路通车后的路面养护工作，维持道路路面的平整度，避免因路

况不佳造成车辆颠簸而引起交通噪声。

（3）设置禁鸣、限速标志。

（4）加强声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工作，对可能受到较严重污染的敏感点实

行环境噪声定期监测制度，根据因交通量增大引起的声环境污染程度，及时采取

相应的减缓措施。

5.3 声环境监测计划

施工期的声环境监测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环境监测机构按计划实施监

测，根据本项目特点，本项目声环境监测计划见表 5.3-1。

表 5.3-1 施工期监测计划

环境要

素
监测内容

监测因

子
监测点位 监测频率 执行标准

施工期 环境噪声 Leq（A）
工程起点北侧黄岩

冲最近居民点处 N
1、工程起点西北侧

州委党校处 N2、工

程终点东南侧桐油

坪社区最近居民点

处 N3

1次/季，每

次昼夜各监

测 1次

N1、N2执行声环境质

量标准》（GB3096-2
008）2类标准，N3执
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4a类
标准

运营期 环境噪声 Leq（A）
近、中、远

期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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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声环境专项评价结论

6.1 工程概况

吉首市黄岩冲桥拆除重建项目位于吉首市峒河街道桐油坪社区，项目包括老

桥拆除重建、连接线工程以及配套附属设施建设，工程起点连接州委党校、黄岩

冲，终点连接 G209国道（武陵西路），全长 130.583m，其中桥梁长度为 93.64m、

宽 11.0米，梁桥上部结构采用 16m+3×20m+16m预应力空心板，20m空心先简

支后桥面连续，桥长 93.64m，桥梁的总宽度为 11.0m；连接线工程 896.2m2，铺

设沥青混凝土桥面和路面，设计荷载为公路-II 级；配套建设行车钢便桥、人行

道、安全防护设施、路灯、挡土墙等附属工程。

6.2 工程区域环境质量现状结论

本项目共监测了 5个噪声监测点，根据监测结果，N1、N2监测点位昼夜间

声环境均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4a 类标准要求，N3~N5 监

测点位昼夜间声环境均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

项目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良好。

6.3 影响预测与评价结论

（1）施工期

本工程在施工期的主要噪声源是各类施工机械的辐射噪声及车辆噪声。通过加强

施工管理、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加强施工设备的维护保养、建立高噪声设备隔声屏

障，可大大降低施工噪声对外环境的影响。尽管施工噪声对环境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但是施工期噪声影响是短暂的，一旦施工活动结束，施工噪声也就随之结束。

（2）运营期

本道路建成通车后，交通噪声随着距离的增远，逐渐减小，对环境的影响减小。

根据营运期噪声预测结果，在不考虑绿化林带引起的衰减和建筑群噪声衰减的情况

下，运营近期、中期、远期均无敏感点超标，由于本项目公路近期、中期、远期交通

流量较小，设计时速较低，在加强道路养护，设置禁鸣、限速标志等，对周边敏感点

影响较小。

6.4 声环境保护措施

（1）施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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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选用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施工机具和运输车辆，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

工艺，振动较大的固定机械设备应加装减振机座，固定强噪声源应考虑加装隔音

罩，同时应加强各类施工设备的维护和保养，保持其良好的运转，从根本上降低

噪声源强；

②对现场的施工车辆进行疏导，禁止鸣笛；

③工程施工采用商品沥青混凝土，施工现场不布设沥青混凝土搅拌站，减少

现场混凝土搅拌噪声；

④合理布局施工现场，尽量避免在同一地点安排多个高噪声设备；

⑤降低人为噪声。按照规定操作机械设备，在挡板、支架拆卸过程中，应遵

守作业规定，减少碰撞噪声。

（2）运营期

①加强道路交通管理，限制车况差、超载的车辆进入，可以有效降低交通噪

声污染源强。

②加强道路通车后的路面养护工作，维持道路路面的平整度，避免因路况不

佳造成车辆颠簸而引起交通噪声。

③设置禁鸣、限速标志。

④加强声环境质量的环境监测工作，对可能受到较严重污染的敏感点实行环

境噪声定期监测制度，根据因交通量增大引起的声环境污染程度，及时采取相应

的减缓措施。

6.5 总体结论

项目在施工期不可避免对区域声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施工期结束，施

工期噪声对区域声环境的影响也会随之消失；项目运营期将产生交通噪声，按照

本环评报告提出的要求对噪声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可将交通噪声对区域声环境

的影响降至在可接受范围内，项目建设从环境影响的角度分析是可行的。

6.6 建议

（1）严格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建设项目在不同

阶段对周围环境影响降到最小。

（2）本项目在施工时应及时公告通知，同时施工过程中应严格落实污染防

治措施，使施工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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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声环境影响评价自查表

工作内容 自查项目

评价等级与

范围

评价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评价范围 200m 大于 200 m□ 小于 200 m□

评价因子 评价因子 等效连续 A声级 最大 A声级□ 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国外标准□

现状评价

环境功能区 0类区□ 1 类区□ 2类区 3类区□ 4a类区 4b 类区□

评价年度 初期□ 近期 中期 远期

现状调查方法 现场实测法 现场实测加模型计算法□ 收集资料□

现状评价 达标百分比 100%

噪声源调查 噪声源调查方法 现场实测 已有资料□ 研究成果□

声环境影

响预测与

评价

预测模型 导则推荐模型 其他□

预测范围 200 m 大于 200 m□ 小于 200 m□

预测因子 等效连续 A 声级 最大 A 声级□ 计权等效连续感觉噪声级□

噪声贡献值 达标 不达标□

声环境保护目标

处噪声值
达标 不达标□

环境监测

计划

排放监测 厂界监测□ 固定位置监测□ 自动监测□ 手动监测 无监测□

声环境保护目标

处噪声监测
监测因子：（Ld、Ln） 监测点位数（3个） 无监测□

评价结论 环境影响 可行 不可行□

注：“□” 为勾选项 ，可√ ；“（ ）” 为内容填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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