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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和环境噪声控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的原则、方法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敏感建筑物项目噪声与振动的环境影响评价等环境保护工作，项目开发、规划、

设计和管理等工作可参考执行。地铁车辆段、停车场区域建设对噪声与振动有较高要求的非敏感建筑物

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10070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GB 10071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T 23716 人体对振动的响应测量仪器

HJ 453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城市轨道交通

JGJ/T 170 城市轨道交通引起建筑物振动与二次辐射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标准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结构噪声 structure-borne noise, ground-borne noise, re-radiated noise

经过大地和(或)建筑结构传播而来的振动引起的建筑物室内的噪声，也称为二次结构噪声、地传噪

声或地导噪声、二次辐射噪声。

声屏障 noise barriers

一种专门设计的立于噪声源和受声点之间的声学障板,它通常是针对某一特定声源和特定保护位

(或区域)设计的。

隔振屏障 vibration isolation barriers

在地面以下设置于振源和被保护结构(受保护区)之间的用来阻碍或切断振动传播的隔离层。

4 基本规定

应考虑使用减振等控制措施，必要时可考虑阻尼吸振技术措施

大型设备及风机、电机、空压机、水泵等设备，应进行减振降噪处理。

当敏感建筑物在源强控制措施无法实现或无法满足环境标准要求时，应采用传播途径控制措施和

(或)建筑物防护措施保证室内环境噪声与振动达到标准要求。

敏感建筑物噪声与振动预测超标时，应制订噪声与振动控制措施方案，并对其实施后的效果进行

评价，最终确定满足标准要求的噪声与振动控制措施方案。

5 环境噪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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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5.1.1 全覆盖方式不能遮挡的区域，应采用声屏障等传播途径控制措施进行环境噪声控制，对于传播

途径措施无法落实或经过经济技术论证不合理时，可通过建筑物防护措施保证敏感建筑物室内声环境达

标。

5.1.2 全覆盖区域内噪声遮挡薄弱的部分，应通过消声通道、声屏障、消声百叶等措施进行处理。

传播途径控制措施

5.2.1 声屏障措施的设置应考虑声源和保护对象的位置关系，以及屏体的隔声、吸声性能等要素，同

时还要考虑采光、清洁、通风和景观等因素，科学设计声屏障的结构型式、长度、高度等。声屏障结构

设计时应注意防止振动激励而产生结构噪声，必要时可采用解耦隔振装置或选用低辐射效率板材。

5.2.2 声屏障屏体可采用吸声材料提高降噪效果。具有吸声性能的声屏障设计时，还应根据降噪量需

求，针对声源特性选用吸声材料及吸声结构，合理优化吸声处理面积。

5.2.3 条件允许时宜采用绿化降噪措施。采用绿化降噪措施时，应综合考虑路边土地利用现状、景观

要求、水土保持规划等要求，宜选择枝繁叶茂、生长迅速的常绿植物，乔、灌、草应合理搭配密植。

5.2.4 条件允许时宜采用绿化降噪措施。采用绿化降噪措施时，应综合考虑路边土地利用现状、景观

要求、水土保持规划等要求，宜选择枝繁叶茂、生长迅速的常绿植物，乔、灌、草应合理搭配密植。

建筑物防护

5.3.1 敏感建筑物采用隔声窗措施降低室外环境噪声污染时，宜考虑室内通风换气需求，且隔声指标

不应小于 30dB。

5.3.2 条件允许时宜采用绿化降噪措施。采用绿化降噪措施时，应综合考虑路边土地利用现状、景观

要求、水土保持规划等要求，宜选择枝繁叶茂、生长迅速的常绿植物，乔、灌、草应合理搭配密植。

建筑物防护

5.4.1 敏感建筑物采用隔声窗措施降低室外环境噪声污染时，宜考虑室内通风换气需求，且隔声指标

不应小于 30dB。

5.4.2 敏感建筑物面向线路一侧，可通过设置隔声外廊或采用吸声处理等措施降低噪声影响:面向线路

的敏感建筑宜按房间使用功能进行合理布局。

6 环境振动控制

一般要求

6.1.1 敏感建筑物的基础结构与轨道基础结构宜进行分离，避免共用基础。

6.1.2 敏感建筑物宜设置底商或汽车停车库，加大居住楼层与线路的空间距离；敏感建筑物宜优化户

型格局，避免建筑构件共振。

6.1.3 条件允许时，敏感建筑物应远离地铁车辆段、停车场中的振动源。

传播途径控制措施

6.2.1 隔振屏障的选用应考虑轨道安全性、工程可实施性及维护保养等因素。

6.2.2 隔振屏障应根据振源特性、地质条件、板体尺寸、所用材质等因素进行设计。

建筑物防护

6.3.1 在保证建筑物安全的前提下，可采用在其基础底板及侧面铺装减振材料或装置等措施进行基础

减振处理。

6.3.2 减振材料或装置应依据振动源传递到建筑物基础的振动频谱特性和减振材料或装置的减振效果

等进行选用。

6.3.3 室内声环境与振动要求较高的场所，应避免采用声辐射效率高、易于激发结构噪声的轻质板材，

可采用房中房或浮筑楼板等配合其他隔声措施，减轻振动及结构噪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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