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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论 

1.1 任务由来 

（1）政策导向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

指导意见》（环发[2010]144 号）、《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

工作的通知》（环办大气函[2017]1709 号）、《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通报全

省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有关情况的函》（吉环函[2021]285 号）、《吉

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十四五”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调整工作的通知》

（吉环监测字[2021]34 号）等文件精神，需组织开展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声

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工作。 

（2）城市总体规划及用地性质发生变化 

根据《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池西、池南分区规划（2016-2035 年）》，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规划区面积明显增大，规划用地性质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上一版声环境区划明显滞后于城市发展。 

（3）声环境现状发生变化 

随着城区不断扩大，噪声污染的覆盖面增加；城市路网快速扩张，机

动车急剧增加，交通噪声污染加重，部分工业混杂区工业噪声污染上升。

噪声执法管理和环评审批中声环境现状和发展的要求发生了明显矛盾，给

噪声的管理及治理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4）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发生变化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相较《城市区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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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94），功能区各类标准适用区域

及区划原则等主要内容均发生了明显改变。且新区划技术规范中明确指出：

根据城市规模和用地变化情况，噪声区划可适时调整，原则上不超过 5 年

调整一次。 

1.2 区划基本原则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充分利用道路、自然分界线、规

划界限及行政区界等，既要考虑城区的声环境质量现状，又要兼顾城市的

总体发展规划，更要满足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要求，具体原则为： 

（1）以人为本，提高声环境质量。有效控制噪声污染的程度和范围，

提高声环境质量，保障城市居民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场所的安静。 

（2）城市规划为指导，结合实际现状。以分区规划为指导，按现状、

近期、远期用地规划功能确定声环境质量功能区。其中，近期规划功能与

远期规划功能相差较大的区域，以近期的区域规划用地主导功能作为功能

区类别划分的主要依据；未建成的规划区内，按其规划功能结合区域声环

境质量现状，划定该区域的功能区类别。 

（3）声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协调统一。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功

能区划分要充分考虑城市生态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充

分利用城市行政区划及自然地貌，做到区划科学合理，促进环境、经济、

社会协调一致发展。 

（4）划分充分考虑城市性质、结构特征、城市规划、城市用地现状以

及自然地貌特征，同时还应该满足环境噪声管理的要求。 

（5）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功能区划分坚持以宏观控制为主，单块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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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0.5 平方千米。 

（6）区划主观性与城市客观性协调统一。一般不在低噪声环境功能区

内再划定高噪声环境功能区，但市内交通干线道路可作为特殊高噪声区段

考虑。 

1.3 区划范围 

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划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池西、池南分区规

划（2016-2035 年）》中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城市规划区为依据，确定本次区

划范围如下： 

（1）池北分区：包括池北中心城区（二道白河镇）、和平旅游度假主

题功能区、铁北村、红丰村、北坡山门、旅游公路两侧各 1000 米用地和环

长白山旅游公路池北经济管理区段内部及外侧 1000 米用地。长白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除外，城市规划区用地面积约 292 平方千米。 

（2）池西分区：包括池西中心城区（东岗镇）、白溪主题功能区、卧

龙主题功能区、东岗镇向东南扩展的 30 平方千米用地、西坡上行公路和下

行公路以内及外侧各 1000 米用地、环长白山旅游公路池西经济管理区段以

内及外侧 1000 米用地，并将大碱场村纳入范围内。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除外，城市规划区用地面积约 473 平方千米。 

（3）池南分区：包括池南中心城区（漫江镇）、望天鹅冰雪旅游主题

功能区、环长白山旅游公路池南经济管理区段以内及外侧各 1000 米用地以

及按规划需要统一管理的区域。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除外，城市规划

区用地面积约 548 平方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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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区划时限 

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划以 2021 年为基准年，待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国土空

间规划发布后视变化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原则上不超过 5 年调整一次。 

1.5 相关术语 

（1）A 声级 

用 A 计权网络测得的声压级，用 LA表示，单位 dB（A）。 

（2）等效连续 A 声级 

简称为等效声级，指在规定测量时间 T内A声级的能量平均值，用LAeq，

T（简写为 Leq），单位 dB（A）表示。 

（3）昼间等效声级 

在昼间时段内测得的等效连续 A 声级称为昼间等效声级，用 Ld表示，

单位 dB（A）。 

（4）夜间等效声级 

在夜间时段内测得的等效连续 A 声级称为夜间等效声级，用 Ln 表示，

单位 dB（A）。 

（5）昼间、夜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昼间”是指 6∶00至 22∶

00 之间的时段；“夜间”是指 22∶00 至次日 6∶00 之间的时段。 

（6）最大声级 

在规定的测量时间段内或对某一独立噪声事件，测得的 A 声级最大值，

用 Lmax表示，单位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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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累积百分声级 

用于评价测量时间段内噪声强度时间统计分布特征的指标，指占测量

时间段一定比例的累积时间内A声级的最小值，用LN表示，单位为 dB（A）。

最常用的是 L10、L50和 L90。 

（8）区划单元 

在区划工作中，由交通干线、河流、沟壑等明显线状地物和绿地等围

成的城市结构、布局和环境状况相近的居、街委会或小区。 

（9）Ⅰ类用地、Ⅱ类用地 

Ⅰ类用地包括 GB50137-2011 中规定的居住用地（R 类）、公园绿地（G1

类）、行政办公用地（A1 类）、文化设施用地（A2 类）、教育科研用地（A3

类）、医疗卫生用地（A5 类）、社会福利设施用地（A6 类）；Ⅱ类用地包括

GB50137-2011 中规定的工业用地（M 类）和物流仓储用地（W 类）。 

（10）临街建筑 

交通干线边界线外拟划定 4 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内，面向道路第一排

建筑。 

（11）交通干线 

指铁路（铁路专用线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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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地面段）、内河航道。

应根据铁路、交通、城市等规划确定。 

（12）噪声敏感建筑物 

指医院、学校、机关、科研单位、住宅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13）突发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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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突然发生，持续时间较短，强度较高的噪声。如锅炉排汽、工程爆

破等产生的较高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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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2.1 声环境功能区分类 

根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按区域的使用功能特点和环

境质量要求，声环境功能区分为以下五种类型： 

0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

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保持安静的区域。 

2 类声环境功能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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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

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4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止交通噪声

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 4a 类和 4b 类两种类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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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 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2.2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用地类别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用地类别可反映区域主导功能，依照《城市用地

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的规定，结合《长白山保护开

发区池北、池西、池南分区规划（2016-2035 年）》，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用地

类型包括 R 居住用地、A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B 商业服务业设

施用地、M 工业用地、W 物流仓储用地、S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U 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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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用地、G 绿地与广场用地。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用地类型规定，

Ⅰ类用地包括居住用地（R）、公园绿地（G1）、行政办公用地（A1）、文化

设施用地（A2）、教育科研用地（A3）、医疗卫生用地（A5）、社会福利设

施用地（A6）；Ⅱ类用地包括工业用地（M）和物流仓储用地（W）。 

声环境功能区分类与用地类型对照情况详见下表。 

表 2-1   声环境功能区域用地类型对照表 

声环境功能区 分区规划用地类型 规划用地类型与 GB/T15190-2014 类别对照 

0 类 A6 社会福利用地 Ⅰ类用地：A6 社会福利用地 

1 类 

R2 二类居住用地、R3 三类居住用地、

A1 行政办公用地、A2 文化设施用地、

A3 教育科研用地、A4 体育用地、A5

医疗卫生用地、A7 文物古迹用地、

A9 宗教用地、G1 公园绿地、G2 生产

防护绿地、G3 广场用地 

Ⅰ类用地：R2 二类居住用地、R3 三类居住

用地、A1 行政办公用地、A2 文化设施用地、

A3 教育科研用地、A5 医疗卫生用地 

2 类 

BR 商住用地、B1 商业用地、B2 商务

用地、B3 娱乐康体用地、B4 公用设

施营业网点用地 

Ⅰ类用地：BR 商住用地 

3 类 

M1一般工业用地、M2二类工业用地、

M3 三类工业用地、W1 一类物流仓储

用地、W2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U1 供

应设施用地、U2 环境设施用地、U3

安全设施用地、U9 其他服务设施用地 

Ⅱ类用地：M1 一般工业用地、M2 二类工业

用地、M3 三类工业用地、W1 一类物流仓

储用地、W2 二类物流仓储用地 

4 类 

S1 城市道路用地、S2 城市轨道交通用

地、S3 交通枢纽用地、S4 社会停车场

库用地 

/ 

2.3 声环境功能区适用标准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对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内的环境噪

声水平规定了标准限值，详见下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按照《声环境功能

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的要求划分声环境功能区，分别执行

GB3096-2008 中规定的 0、1、2、3、4 类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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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环境噪声限值 

                              时段 

声环境功能区类别 
昼间 dB(A) 夜间 dB(A) 

0 类 50 40 

1 类 55 45 

2 类 60 50 

3 类 65 55 

4 类 
4a 类 70 55 

4b 类 70 60 

2.4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案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长白山保护

开发区池北、池西、池南分区规划（2016-2035 年）》，并结合各分区实际声

环境现状，确定本次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声功能区的划分次序及划分方法，

即先对 0、1、3 类声环境功能区确认划分，余下区域划分为 2 类声环境功

能区，在此基础上划分 4 类声环境功能区。 

（1）0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适用于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该区域内及附近区域应无

明显噪声源，区域界限明确，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0.5 平方千米。 

根据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各分区实际情况及建设用地规划，区划范围内

不具备 0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条件，因此，本次不划定 0 类声环境功能区。 

（2）1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 

①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

包括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

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②Ⅰ类用地占地率大于 70%（含 70%）的混合用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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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 

①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

包括商业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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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划定的 0、1、3 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外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域。 

（4）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划为 3 类声环境功能区： 

①城市用地现状已形成一定规模或近期规划已明确主要功能的区域，

包括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

严重影响的区域； 

②Ⅱ类用地占地率大于 70%（含 70%）的混合用地区域。 

（5）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①4a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将交通干线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

离的确定方法如下： 

相邻区域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50 米； 

相邻区域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35 米； 

相邻区域为 3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20 米。 

当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时，将临街建筑面向交通干

线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线的区域定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 

②4b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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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铁路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的

确定方法如下： 

相邻区域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50 米； 

相邻区域为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35 米； 

相邻区域为 3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20 米。 

③交通干线边界线确定 

城市交通干线中各级市政道路与人行道的交界线，无人行道的高架道

路地面投影边界，各级公路的边界线，铁路交通用地边界线，城市轨道交

通用地边界线，内河航道的河堤护栏或堤外坡角。 

（6）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其他规定 

①大型工业区中的生活小区，根据其与生产现场的距离和环境噪声现

状水平，可从工业区中划出，定为 2 类或 1 类声环境功能区。 

②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地面）场站、公交枢纽、港口站场、高速公

路服务区等具有一定规模的交通服务区域，划为 4a 类或 4b 类声环境功能

区。 

③尽量避免 0 类声环境功能区紧临 3 类、4 类声环境功能区的情况。 

④近期内区域功能与规划目标相差较大的区域，以用地现状作为区划

的主要依据；随着城市规划的逐步实现，及时调整声环境功能区。 

⑤未建成的规划区内，按其规划性质或按区域声环境质量现状，结合

可能的发展划定区域类型。 

⑥单块的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小于 0.5 平方千米。 

⑦乡村声环境功能的确定：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 0 类声环境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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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要求；村庄原则上执行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动较多的村庄

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指执行 4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以外的地区）

可局部或全部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集镇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

求；独立于村庄、集镇之外的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 3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

求；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 4 类声环境功能

区要求。 

⑧机场周围区域受飞机起降和通过产生噪声影响的区域，其声环境质

量标准执行《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9660-88）》相关规定。 

2.5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的绘制 

（1）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图示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声环境功能

区划分图用不同颜色或阴影线在相应的地图上绘制，各区域的颜色或阴影

线规定详见下表。 

表 2-3   各类声环境功能区图示表 

 

（2）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的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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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选择合适制图软件及底图。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池西、池

南分区规划（2016-2035 年）》规划图作为 0~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底图，以

道路断面规划图作为 4a 类、4b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底图。 

②底图目标路网绘制。根据《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池西、池南分

区规划（2016-2035 年）》规划图及道路断面规划图，在底图上绘制声环境

功能区划分所需的比例尺、边界线、主要道路交通干线，即铁路、高速公

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等形成的路网图。 

③0~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图的绘制。根据《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池

西、池南分区规划（2016-2035 年）》以及上述 0~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规

定，充分利用街、区行政边界、规划小区边界、道路、河流、沟壑、绿地

等自然地形作为区域边界，先绘制 0、1、3 类声环境功能区，再绘制 2 类

声环境功能区，并把多个区域类型相同且相邻的单元连成片。 

④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图的绘制。根据上述交通干线、0~3 类声环境功

能区划分情况以及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规定，绘制 4a 类、4b 类声环境功

能区。 

⑤根据需要输出相应格式的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 

2.6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2.6.1 池北区声功能区划分结果 

池北分区规划区范围包括中心城区（二道白河镇）、和平旅游度假主题

功能区、铁北村、红丰村、北坡山门、旅游公路两侧各 1000 米用地和环长

白山旅游公路池北经济管理区段内部及外侧 1000 米用地，长白山国家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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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保护区除外。规划用地面积约 292 平方千米。 

本次池北区除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用地类型主要为农林用地（山

门及功能区用地类型主要为娱乐康体用地、商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教

育科研用地），整体以农林用地为主（占地大于 90%），因此中心城区外其

他规划区均划分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将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内交通干

线边界线外 50 米的区域划分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按照相应声环境质量

标准进行管理。 

池北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包括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辖区、白河林业

局辖区、长白山自然保护管理局辖区和原二道白河镇镇区，东至松花江大

街东侧 500 米内，西至头道白河-头道白河西街-大学城-寒葱沟北坡，北至

长白山高铁站-池北原铁路线，南至东北亚植物园，规划范围总面积为 33

平方千米，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结果如下： 

（1）0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0 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于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该区域内

及附近区域应无明显噪声源，区域界限明确，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

小于 0.5 平方千米。根据池北区实际情况及建设用地规划，区划范围内不具

备 0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条件，因此，本次不划定 0 类声环境功能区。 

（2）1-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池北中心城区范围内声环境功能区总面积 32.21 平方千米（不包含水

面），其中 1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18.25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56.7%；2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3.24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10.1%；3 类声环境功能

区面积 3.14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9.7%。中心城区 1-3 类声环境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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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结果详见下表及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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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池北中心城区 1-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功能区类型 区划单元名称 功能区范围 近中期规划用地性质 现状用地情况 

1 类 

1-1 宝马文化旅游片区 

北至中心城区边界、西至中心城

区边界、东至中心城区边界、南

至沈佳铁路 

公园绿地、农林用地、二类居住

用地、三类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文化设施用地 

农林绿地、三类居住用地、 

1-2 高铁新区片区 
北至沈佳铁路、西至卧虎街、东

至中心城区边界、南至白山街 

农林绿地、二类居住用地、三类

居住用地、交通场站用地 

农林绿地、二类居住用地、三

类居住用地、一类物流仓储用

地、三类工业用地 

1-3 
白河居住片区、美

人松林保护片区 

北至沈佳铁路、西至中心城区边

界、东至长白山大街、南至常青

路 

农林绿地、二类居住用地、商住

混合用地、行政办公用地、商业

用地 

农林绿地、二类居住用地、三

类居住用地、行政办公用地 

1-4 二道居住片区 

北至美人松路、西至长白山大

街、东至东北虎大街、南至五角

枫路 

农林绿地、二类居住用地、商住

混合用地、商业用地 

农林绿地、二类居住用地、三

类居住用地、二类工业用地、

一类物流仓储用地、商业用地 

1-5 城市生态公园片区 

北至五角枫路、西至长白山大

街、东至中心城区边界、南至中

心城区边界 

农林用地、文化设施用地、公用

设施用地 

行政办公用地、农林用地、交

通站场用地 

2 类 

2-1 宝马文化旅游片区 
北至乙五路、西至甲四路、东至

甲二路、南至中心城区边界 

公园绿地、农林用地、商业用地、

商住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娱乐

康体用地 

农林用地 

2-2 旅游商贸中心区 

北至常青路、西至中心城区边

界、东至长白山大街、南至中心

城区边界 

农林绿地、二类居住用地、三类

居住用地、行政办公用地、商业

用地、交通场站用地 

农林绿地、二类居住用地、三

类居住用地、行政办公用地、

商业用地 

3 类 3-1 产业园片区 

北至长白山大街、西至美人松

路、东至中心城区边界、南至中

心城区边界 

一类工业工地、三类居住用地、

农林绿地、商业用地、商住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交通场站用地 

一类工业工地、三类居住用地、

农林绿地、商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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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包括交通干线、铁路干线等及其两侧区域，池北中心

城区 4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7.58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23.5%。划分原

则如下： 

①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的划分若临街建筑以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

三层）的建筑为主，将第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的区域划为 4a 类标准适

用区域。若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建筑（含开阔地）为主，将道路红线

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为 4a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的确定方法：相邻区域

为 1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 50 米；相邻区域为 2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

为 35 米；相邻区域为 3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 20 米； 

②铁路干线两侧交通用地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为 4b 类标准适

用区域，划分方法参照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的划分方法； 

③交通枢纽地区（包括铁路、公路、客运、货运、码头）：城市轨道交

通（地面段）场站、公交枢纽、港口站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具有一定规

模的交通服务区域划为 4a 或 4b 类功能区，相邻功能区距离参照上述道路

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的划分方法。 

池北中心城区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详见下表。 

表 2-5   池北中心城区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功能区类别 编号 道路名称 道路类别 起讫点 相邻功能区 

4a 

1 建封路 主干路 美人松路-长白大街 1 类 

2 建封路 主干路 长白大街-松花江大街 1 类 

3 美人松路 主干路 枫林路-玉柱街 1 类、3 类 

4 美人松路 主干路 玉柱街-白山街 1 类、3 类 

5 美人松路 主干路 白山街-东北虎大街 1 类、3 类 

6 紫霞街 主干路 松桦路-东北虎大街 1 类、3 类 

7 松桦路 主干路 头道白河西街—建封路 1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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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类别 编号 道路名称 道路类别 起讫点 相邻功能区 

8 松桦路 主干路 建封路—二道白河大街 1 类 

9 松桦路 主干路 二道白河大街-横二路 1 类 

10 玉柱街 主干路 长白大街-云梯街 1 类 

11 常青路 主干路 玉柱街-紫霞街 1 类、2 类 

12 松花江大街 主干路 枫林路-东北虎大街 1 类、3 类 

13 松花江大街 主干路 东北虎大街-五角枫路 1 类、3 类 

14 头道白河西街 主干路 头道白河大街-枫林路 1 类 

15 头道白河大街 主干路 长白大街-头道白河西街 1 类 

16 长白大街 主干路 头道白河西街-建封路 1 类 

17 二道白河大街 主干路 建封路-美人松路 1 类、2 类 

18 长白松路 主干路 枫林路-长白山大街 1 类 

19 东北虎大街 主干路 松花江大街-五角枫路 1 类、3 类 

20 长白山大街 主干路 封建路-美人松路 1 类、3 类 

21 长白山大街 主干路 美人松路-二道白河大街 1 类、2 类 

22 五角枫路 主干路 白山街-松花江大街 1 类 

23 五角枫路 主干路 松花江大街-东北虎大街 1 类 

24 枫桦路 次干路 白山街-松花江大街 1 类、3 类 

25 
天豁街 

次干路 长白山大街-松花江大街 3 类 

26 次干路 长白山大街-山蓝路 3 类 

27 锦江街 次干路 枫桦路-五角枫路 1 类 

28 白山街 次干路 常青路-五角枫路 1 类、2 类 

29 糖槭路 次干路 白山街-长白山大街 2 类 

30 赤松路 次干路 白山街-长白山大街 2 类 

31 白牛槭路 次干路 二道白河大街-长白山大街 2 类 

32 冠冕街 次干路 玉柱街-松桦路 1 类 

33 冠冕街 次干路 松桦路-美人松路 1 类 

34 冠冕街 次干路 美人松路-玉竹路 1 类 

35 山丹路 次干路 玉柱路-二道白河大街 1 类 

36 二道白河大街 次干路 美人松路-长白山大街 1 类 

37 卧虎街 次干路 枫林路-白山街 1 类 

4b 1 沈佳高铁 铁路 / 1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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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池北区本次声功能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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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池西区声功能区划分结果 

池西分区规划区范围包括中心城区（东岗镇）、白溪主题功能区、卧龙

主题功能区、原东岗镇区向东南扩展的 30 平方千米用地、西坡上行公路和

下行公路以内及外侧各 1000 米用地、环长白山旅游公路池西经济管理区段

以内及外侧 1000 米用地，并将大碱场村纳入范围内，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除外。规划区用地面积约 473 平方千米。 

本次池西区除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用地类型主要为农林用地（山

门及功能区用地类型主要为居住用地、宗教用地、公园绿地、娱乐康体用

地、商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整体以农林用地为主（占地大于 90%），

因此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均划分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将中心城区外其

他规划区内交通干线边界线外 50 米内的区域划分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

按照相应声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管理。 

池西中心城区规划范围北至松江河镇南边界，南至长长高速以南，东

至 G504，西至黄泥河，规划范围总面积约 18.97 平方千米，中心城区声环

境功能区划结果如下： 

（1）0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0 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于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该区域内

及附近区域应无明显噪声源，区域界限明确，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

小于 0.5 平方千米。根据池西区实际情况及建设用地规划，区划范围内不具

备 0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条件，因此，本次不划定 0 类声环境功能区。 

（2）1-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池西中心城区范围内声环境功能区总面积 18.26 平方千米（不包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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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其中 1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11.81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64.6%；2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1.8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9.9%。中心城区 1-3 类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详见下表及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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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池西中心城区 1-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功能区类型 区划单元名称 功能区范围 近中期规划用地性质 现状用地情况 

1 类 

1-1 

生态科普公园、林

海居住组团、中央

森林公园、体育森

林公园、创意森林

公园 

北至中心城区边界、西至中心城区边

界、东至中心城区边界、南至天池大

路 

公园绿地、农林用地、二类居住

用地、三类居住用地、商住混合

用地、商业用地、文化设施用地、

教育科研用地、娱乐康体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 

公园绿地、农林用地、二类居住用

地、三类居住用地、教育科研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商业用地、一类工

业用地 

1-2 
生态科普公园、特

色商业组团 

北至天池大路、西至中心城区边界、

东至锦江大街、南至南山路 

公园绿地、农林用地、二类居住

用地、三类居住用地、教育科研

用地、商业用地 

公园绿地、农林用地、三类居住用

地、二类工业用地、教育科研用地 

1-3 

白桦居住组团、影

视文化组团、城东

森林公园 

北至天池大路、西至锦江大街、东至

中心城区边界、南至南山路 

农林用地、商服用地、商住混合

用地 
农林用地、商服用地 

1-4 南山冰月运动组团 
北至南山路、东至中心城区边界、西

至中心城区边界、南至中心城区边界 
农林用地 农林用地 

2 类 

2-1 
旅游服务接待组

团、白桦居住组团 

北至天池大路、西至锦江大街、东至

岳华街、南至滨河大路 

农林用地、商业用地、商住混合

用地、交通站场用地 

农林用地、商业用地、二类居住用

地、三类居住用地、商住混合用地 

2-2 南山冰月运动组团 北至南山路、南至南山一路 
商业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农林

用地 
农林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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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包括交通干线、铁路干线等及其两侧区域，池西中心

城区 4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4.65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25.5%。划分原

则如下： 

①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的划分若临街建筑以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

三层）的建筑为主，将第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的区域划为 4a 类标准适

用区域。若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建筑（含开阔地）为主，将道路红线

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为 4a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的确定方法：相邻区域

为 1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 50 米；相邻区域为 2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

为 35 米；相邻区域为 3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 20 米； 

②铁路干线两侧交通用地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为 4b 类标准适

用区域，划分方法参照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的划分方法； 

③交通枢纽地区（包括铁路、公路、客运、货运、码头）：城市轨道交

通（地面段）场站、公交枢纽、港口站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具有一定规

模的交通服务区域划为 4a 或 4b 类功能区，相邻功能区距离参照上述道路

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的划分方法。 

池西中心城区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详见下表。 

表 2-7   池西中心城区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功能区类别 编号 道路名称 道路类别 起讫点 相邻功能区 

4a 

1 G504 高速公路 天池大路—峡谷大路 1 类 

2 天池大路 主干路 圆池街-G504 1 类、2 类 

3 滨河大路 主干路 天池大路—岳桦街 1 类、2 类 

4 杜鹃路 主干路 圆池街-岳桦街 1 类 

5 温泉街 主干路 峡谷大路-天池大路 1 类 

6 长白山大街 主干路 峡谷大路-滨河大路 1 类 

7 锦江大街 主干路 峡谷大路-滨河大路 1 类、2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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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类别 编号 道路名称 道路类别 起讫点 相邻功能区 

8 王池大街 主干路 G504-滨河大路 1 类、2 类 

9 岳桦街 主干路 G504-滨河大路 1 类、2 类 

10 南山路 主干路 G504-城区西侧 1 类 

11 峡谷大路 次干路 圆池街-G504 1 类 

12 银杉路 次干路 峡谷大路-G504 1 类 

13 松桦路 次干路 锦江大街-王池大街 1 类 

14 松山路 次干路 滨河街—长白山大街 1 类 

15 圣山路 次干路 南麋街—滨河东街 1 类、2 类 

16 圆池街 次干路 峡谷大路-天池大路 1 类 

17 滨河街 次干路 峡谷大路-滨河大路 1 类 

18 半岛街 次干路 松山路-滨河大路 1 类 

19 松江街 次干路 峡谷大路-天池大路 1 类 

20 松江街 次干路 天池大路-南山路 1 类 

21 松树街 次干路 峡谷大路-杜鹃路 1 类 

22 松桦街 次干路 峡谷大路-杜鹃路 1 类 

23 南麋街 次干路 天池大路—滨河大路 1 类 

24 高山街 次干路 天池大路—滨河大路 2 类 

25 滨河东街 次干路 G504-滨河东路 1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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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池西区本次声功能区划分图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声环境功能区划（修订版） 

26 

2.6.3 池南区声功能区划分结果 

池南分区规划区范围包括中心城区（漫江镇）、望天鹅冰雪旅游主题功

能区、横山主体功能区、南坡山门以及环长白山旅游公路池南经济管理区

段以内及外侧各 1000 米用地以及按规划需要统一管理的区域，长白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除外。规划区用地面积约 548 平方千米。 

本次池南区除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用地类型主要为农林用地（山

门及功能区用地类型主要为居住用地、行政办公用地、商住混合用地、商

业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设施用地），整体以农林用地为主（占地大于

90%），因此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均划分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将中心城

区外其他规划区内交通干线边界线外 50 米内的区域划分为 4a 类声环境功

能区，按照相应声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管理。 

池南中心城区范围东至 G331 以北，南至高立河，西临漫江，北达锦江，

规划范围总面积约 4.94 平方千米，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结果如下： 

（1）0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0 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于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该区域内

及附近区域应无明显噪声源，区域界限明确，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原则上不

小于 0.5 平方千米。根据池南区实际情况及建设用地规划，区划范围内不具

备 0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条件，因此，本次不划定 0 类声环境功能区。 

（2）1-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池南中心城区范围内声环境功能区总面积 4.12 平方千米（不包含水面），

其中 1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1.91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46.4%；2 类声环

境功能区面积 0.31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7.5%；3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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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12.1%。中心城区 1-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

果详见下表及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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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池南中心城区 1-3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功能区类型 区划单元名称 功能区范围 近中期规划用地性质 现状用地情况 

1 类 

1-1 漫江风情小镇旅居区 
北至白云峰路、西至横山路、东至

中心城区边界、南至中心城区边界 

二类居住用地、公园绿地、农林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商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公园

绿地、农林用地 

1-2 生态栖居区 
北至锦江路、西至漫江、南至虎峰

路、东至中心城区边界 

二类居住用地、三类居住用地、行政

办公用地、教育科研用地、商住混合

用地、商业用地、公园绿地、农林用

地 

二类居住用地、三类

居住用地、行政办公

用地、教育科研用地、

公园绿地、农林用地 

1-3 讷殷历史文化园 
北至中心城区边界、西至漫江、东

至中心城区边界、南至讷殷大街 

其他建设用地、农林用地、公用设施

用地 

其他建设用地、农林

用地、公用设施用地 

2 类 2-1 漫江中心服务区 
北至虎峰路、西至漫江、东至中心

城区边界、南至白云峰路 

商业用地、公园绿地、农林用地、交

通站场用地、行政办公用地、公用设

施用地 

商业用地、二类居住

用地、行政办公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 

3 类 3-1 矿泉水产业区 
北至漫江大街、西至红柳大街、南

至锦江路、东至 G331 

一类工业用地、农林用地、商业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交通站场用地 

一类工业用地、农林

用地、其他非建设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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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包括交通干线、铁路干线等及其两侧区域，池南中心

城区 4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1.4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34%。划分原则如

下： 

①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的划分若临街建筑以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

三层）的建筑为主，将第一排建筑物面向道路一侧的区域划为 4a 类标准适

用区域。若临街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建筑（含开阔地）为主，将道路红线

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为 4a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的确定方法：相邻区域

为 1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 50 米；相邻区域为 2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

为 35 米；相邻区域为 3 类标准适用区域，距离为 20 米； 

②铁路干线两侧交通用地边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为 4b 类标准适

用区域，划分方法参照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的划分方法； 

③交通枢纽地区（包括铁路、公路、客运、货运、码头）：城市轨道交

通（地面段）场站、公交枢纽、港口站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具有一定规

模的交通服务区域划为 4a 或 4b 类功能区，相邻功能区距离参照上述道路

交通干线两侧区域的划分方法。 

池南中心城区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详见下表。 

表 2-9   池南中心城区 4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结果 

功能区类别 编号 道路名称 道路类别 起讫点 相邻功能区 

4a 

1 G331 高速公路 / 1 类、2 类 

2 漫江大街 主干路 G331-讷殷大街 1 类、3 类 

3 漫江大街 主干路 讷殷大街-白桦路 1 类、3 类 

4 漫江大街 主干路 白桦路—秋沙路 1 类 

5 漫江大街 主干路 秋沙路-龙门峰路 1 类、2 类 

6 漫江大街 主干路 龙门峰路-白云峰路 1 类、2 类 

7 讷殷大街 主干路 / 1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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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类别 编号 道路名称 道路类别 起讫点 相邻功能区 

8 白桦路 次干路 红柳大街—G331 1 类 

9 秋沙路 次干路 红柳大街—G331 1 类 

10 龙门峰路 次干路 漫江大街—G331 2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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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池南区本次声功能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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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声环境污染控制对策 

3.1 城市声环境控制措施 

3.1.1 合理规划和布局，完善城市功能细分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需合理规划和布局，例如对噪声

要求不高的公共建筑（如商店、餐馆）等布置在临街一面，形成隔音屏障，

使内侧居住区比较安静。新建或规划居民住宅小区，严格按照规划用地进

行选址，合理规划布局停车区域、休闲广场等。合理设置绿化隔离带，尽

可能减少噪声污染对小区居民的影响。禁止在医疗区、文教科研区、机关

办公区、居民住宅区，以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内新建、改建、

扩建产生噪声的工业企业，禁止在上述区域内从事机械加工、汽车维修等

产生噪声污染的经营活动。 

3.1.2 加强产业引导，优化功能区布局 

根据各类声功能区划定及发展需求，同一功能区不同项目之间应加强

协调配置，起到良好的噪声防护与消减功能。 

（1）1 类区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

为主，区内商业、商住区域应注意维护声环境质量。现阶段区域内仍然存

在的工业、仓储物流等项目应逐步退出，在此之前应加强企业噪声管理，

必要时设置相应的屏蔽、防护措施。加强周边道路噪声防治，减轻对该区

敏感性目标的影响。需在不达标区域加强社区噪声的环境管理，采取一系

列相应的治理措施，如加强商业网点、娱乐场所的噪声源管理，加强绿化

工作，扩大绿化面积，加强道路交通管理，控制交通噪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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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类区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引进大型、中型商业、餐饮、

娱乐等项目应合理规划布局，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等相关相求。通过加强对固定噪声的治理，对噪声不达标的酒店、饭店、

娱乐场所必须采取强硬措施，限期整改，届时仍不达标的应停业整顿。 

（3）3 类区以区域声功能达标、不降低周边声环境功能区环境质量为

目标，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研究与实施，并设立必要的防护带。对 3 类

功能区的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商住等

区域应强化声环境保护措施。对于 3 类区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工业企业上，

如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工业企业，必须保证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正常

使用，采用低噪声设备，改进工艺，减轻环境噪声污染，减少噪声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达到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4）4 类区的规划与建设应按照路网规划的要求，应尽量避让 1、2 类

功能区，如无法避让应采取设立绿化隔离带、优化路面设计、实施噪声屏

蔽等措施，减少对敏感目标的影响。通过完善道路交通网络，提高道路利

用率，分散车流量，降低道路车辆密度，预防交通拥挤。同时严格实施绿

化，选择枝叶繁茂、生长迅速的常绿植物，降低噪声，优化环境。 

3.1.3 各类型噪声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1）建筑施工噪声防治措施 

①施工单位应办理合法施工程序，施工前须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

施工地点、施工周期、施工方式、使用的设备及物料运输条件等情况。并

采取低噪声施工机械。在施工前，并以张贴告示通知附近居民。 

②建筑施工过程中使用机械设备，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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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应当在工程开工前十五日向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该工程的项目名

称、施工场所和期限、可能产生的环境噪声值以及所采取的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措施的情况。 

③生态环境部门应加强对各施工现场的环境管理，加强巡查、通过抽

查、暗访、突击检查等方式控制施工噪声的污染，对居民集中居住的区域，

可采取强制性措施，如禁止在 12 时至 14 时、22 时至次日 6 时进行建筑施

工作业，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混凝土浇灌、桩基冲孔、钻孔桩成型等生

产工艺需要连续作业的除外；必须夜间施工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前三

日持管委会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证明，到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管委会生态环境

局登记，并在施工地点以书面形式向附近居民公告。 

④严格要求施工单位加强噪声防护，建设隔声围墙，选用低噪声设备，

高噪声设备应安装消声器，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使用，避免高噪声设备同

时运行。 

⑤在中考、高考期间以及管委会规定的特殊时期内，除抢修、抢险外，

禁止在规定的时间内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建设施工作业。 

（2）交通噪声防治措施 

①加快区域路网建设，改善道路设施状况。按照分区规划要求，加快

中心城区道路设施建设、改造，完善道路交通网络，以提高道路利用率，

分散车流量，降低道路车辆密度，预防交通拥挤。同时严格按规划实施绿

化，绿化带宽度尽量大于 10 米，根据区域自然气候特点，选择枝叶繁茂、

生长迅速的常绿植物，乔、灌、草合理搭配密植，达到吸纳声波，降低噪

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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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交通噪声对沿线居民影响较大，所以道路穿越城区及道路附近有居

民的地方都要采取降噪措施；建议开展专题研究，制定污染防控策略。 

③健全交通管理法规，交通监督管理部门应对现有的限速、禁鸣喇叭、

人车分流路段加强管理，新增限速、禁鸣喇叭人车分流路线，严格规定大

型车、载重汽车和高噪声车辆的行驶时间和路线。严禁拖拉机、载客三轮

摩托车进入中心城区。加强车辆年检工作，淘汰超期服役车辆。 

新建道路在经过已有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时，应当采取有效的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在规划设计方案、工程设计方案、初步设计中未确定

有效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道路建设项目，规划部

门不予办理规划许可证。 

在已有的道路两侧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

定，采取传播途径控制、建筑隔声防护等措施，以减轻交通噪声对噪声敏

感建筑物的影响。 

在用机动车辆噪声产生，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在用机动车辆噪声限值。

在用机动车辆消声器及其他防治噪声污染的设备必须保证正常、有效使用，

禁止改装、拆除或闲置。除特种车辆外禁止安装外挂式音响设备。 

在居民住宅小区附近，规定夜间限制车辆通行的路段、时段或速度，

以减少交通噪声的影响。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根据需要划定禁鸣区

域。 

设置机动车停车场、候车站的，应当合理选择位置或采取有效措施，

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④发展以城区轨道交通、公交、共享单车为主的交通方式，加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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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力度，开展“无车日”宣传活动，提倡绿色出行。 

（3）商业活动噪声防治措施 

娱乐场所、商业网点噪声主要来源于 KTV、超市、商业点广告等产生

的噪声，对于商住楼的娱乐场所更是要严加管理。 

①根据各声环境功能区的标准限值要求，对各种娱乐设施、商业网点

音响、营业性饮食服务等场所，必须采取有效的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措施，

使其边界噪声达到国家规定的环境噪声排放标准；并严格限制夜间营业时

间，减少对周围居民的噪声影响。 

②新申办娱乐设施、经营性饮食服务等，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噪

声污染防治法》、《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等相关相求，不允许在可能干扰学

校、医院、机关正常学习、工作秩序的地点设立。 

③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镇城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高

音喇叭；禁止在商业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或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

客；禁止在城市市区道路、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的娱乐、集会等活

动中使用音量过大、严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音响器材。 

④加强管理，强化对固定噪声源的治理，对噪声不达标的酒店、饭店、

娱乐场所必须采取强硬措施，限期整改，届时仍不达标的应停业整顿。 

（4）工业噪声防治措施 

①对新建、扩建、改建的项目要严格将防治噪声污染纳入环境影响评

价和“三同时”内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②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工业企业，必须保证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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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使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设备进行合理布局，采用低噪声设备，

改进工艺，减轻环境噪声污染，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达到工业企

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③在工业生产中使用固定的设备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工业企业，须向

区内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报拥有的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和种类、

数量以及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所发出的噪声值和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情

况，并提供防治噪声污染的技术资料。 

（5）社会噪声防治措施 

①加强商业网点、娱乐场所的噪声源管理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的

提高，家用电器、音响设备的普及，音像器材商店等商业音响、KTV 等文

化娱乐场所的大量增加，这将给城市带来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生活噪声污染。 

建议工商、街道、环保、公安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在整顿市容的基

础上，加强对宣传广播喇叭、商业音响、文化娱乐场所和摆摊设点、流动

摊贩的管理，从而降低社会生活噪声对区域环境的污染。 

②在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居民住宅楼和邻近居民住宅楼的建筑进行装修

活动时，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轻、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噪声污染，禁止

在规定的时间比如夜间（22：00 至次日 6：00）、高考期间、周末、午休（12：

00-14：00）时间内，从事产生噪声污染的装修和家具加工等活动。 

③新建或规划居民住宅小区时，应当严格按照规划用地进行选址，在

建设期间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标准要求，并且应当

设置合理的噪声隔离绿化带，停车区域，休闲广场等，制定小区宠物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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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规定，最大程度的减少或者避免噪声污染对小区居民的影响。 

④加强绿化工作，扩大绿化面积 

加强绿化工作，扩大绿化面积，充分利用道路两旁、河流两岸，建筑

物周围，公共娱乐场所等空隙地带，种植花草树木，既能美化环境、净化

空气，又可达到防尘降噪的目的。建立噪声达标区，并制定管理规章。加

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发动公众参与保护环境的监

督管理工作。 

3.2 城市噪声监管建议 

3.2.1 加强建设项目审批管理 

声环境功能区划是在结合城市用地现状及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于

在 1、2 类区范围内新建的项目，应严格审批，避免在文教、居住设施旁建

立新的噪声污染源；对于在 3 类区中原已存在的文教、居住区旁新建项目，

应严格审批，尽量使噪声源远离文教、居住区，预留足够的防护距离。 

已经验收合格的噪声防治设施应加强日常监理，未经生态环境部门同

意，不得擅自拆除、闲置或变动，防止出现一边治理、一边产生新的噪声

污染源的恶性循环现象。 

3.2.2 加强环境噪声监管力度 

贯彻“谁污染，谁治理”原则，进一步完善噪声管理制度，加强相关执法

人员的业务培训，加强现场监管，加大巡查和查处的力度和次数，强化禁

鸣限速、视频监管等措施。理顺环保、工商、城管、卫生、安监、公安等

相关职能部门关系、各司其职，开展行之有效的集中联合专项整治；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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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污染问题巡查范围，主动发现噪声污染源；全面管理和重点管理相结

合，针对市民夜间投诉较多和噪声污染较多的路段和区域，加强重点时段

和重点区域的管理力度；督促噪声污染行为人有效运用噪声防治的先进技

术、设备和设施；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

规对产生噪声的行为进行处罚，并增强处罚力度，有效地遏制噪声污染的

源头和减少噪声对市民生活、工作的影响。 

3.2.3 完善噪声投诉与处理工作机制 

根据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环境噪声监督职责，在长白山管委会生态环境

局内部设立噪声投诉热线与监督处理机构，设专人专职，根据各相关部门

权责，制定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让市民不用区分噪声类别（即工业噪声、

建筑施工噪声、交通运输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直接与相应监管部门联系，

就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3.2.4 制定噪声污染防治规划 

以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划为基础，结合居民对生活声环境期望，对噪声

投诉较多的区域及声环境监测超标严重的区域制定城市区域噪声污染防治

规划，通过规划的实施，要求各功能区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工业噪声、建

筑施工噪声、交通噪声、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得到有效控制，为今后的噪声

污染防治和改善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提供相关科学依据。 

3.2.5 适时调整声环境功能区划 

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划以 2021 年为基准年，待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国土空

间规划发布后视变化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原则上不超过 5 年调整一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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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和用地规划有重大变化，可根据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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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与建议 

4.1 功能区划结果 

4.1.1 池北区区划结果 

本次池北区除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用地类型为农林用地、娱乐康

体用地、商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教育科研用地，整体以农林用地为主

（占地大于 90%），因此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均划分为 1类声环境功能区；

将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内交通干线边界线外 50 米内的区域划分为 4a 类

声环境功能区，按照相应声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管理。 

池北中心城区范围内声环境功能区总面积 32.21 平方千米（不包含水

面），其中 1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18.25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56.7%；2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3.24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10.1%；3 类声环境功能

区面积 3.14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9.7%；4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7.58 平

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23.5%。 

4.1.2 池西区区划结果 

本次池西区除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用地类型为农林用地、居住用

地、宗教用地、公园绿地、娱乐康体用地、商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整

体以农林用地为主（占地大于 90%），因此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均划分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将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内交通干线边界线外 50 米内

的区域划分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按照相应声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管理。 

池西中心城区范围内声环境功能区总面积 18.26 平方千米（不包含水

面），其中 1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11.81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6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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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1.8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9.9%；4 类声环境功能区

面积 4.65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25.5%。 

4.1.3 池南区区划结果 

本次池南区除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用地类型主要为农林用地、居

住用地、行政办公用地、商住混合用地、商业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公共

设施用地），整体以农林用地为主（占地大于 90%），因此中心城区外其他

规划区均划分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将中心城区外其他规划区内交通干线

边界线外 50 米内的区域划分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按照相应声环境质量

标准进行管理。 

池南中心城区范围内声环境功能区总面积 4.12 平方千米（不包含水面），

其中 1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1.91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46.4%；2 类声环

境功能区面积 0.31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7.5%；3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0.5 平方千米，占规划总面积 12.1%；4 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 1.4 平方千米，

占规划总面积 34%。 

4.2 区划可行性分析 

本次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定结果与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分

区规划相协调，与环境保护目标相一致，具有较强的环境管理可操作性。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的划定原则，长白

山保护开发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定可有效地控制噪声污染的程度和范围，有

利于提高声环境质量，区划是按照区域规划用地的主导功能、用地现状确

定。因此，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定结果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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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议及治理措施 

（1）加强噪声防治的监督管理 

通过区划的实施，要求各功能区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工业噪声、建筑

施工噪声、交通噪声、社会生活噪声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城市声环境质量

有所改善，噪声扰民问题明显缓解，为人民群众营造舒适、安静的生活环

境和工作环境，保障广大市民的身体健康。完善噪声管理的法律条例，制

定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对于扰民严重的噪声做到及时处理。 

（2）合理的规划设计 

对于未建成的规划区，要在规划时就考虑噪声的消减工作，大而硬的

建筑物立面能有效的反射声能，要在建筑物建设时安排好建筑物朝向，使

反射朝向不敏感的地区；建筑物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其外形的设

计使其有自我防护功能。 

（3）改善建筑物外的结构 

对于邻近街道的居住区，可以增加复合墙、防声窗等。在建设复合墙

时要特别注意墙壁的密实度，裂缝和小的洞口，这些问题会大大降低隔声

效果。防声窗一般是两层玻璃，在制造时对材料的孔洞大小、通风间隙都

有合理设计，能有效降低噪声。 

对于某些产生噪声较大的设备，可以增加隔声罩、消声器等设备来降

低噪声，也可以采用振动隔离的办法减低噪声。如：振动着的机器，在其

固定的地面或者墙壁上加一层橡胶、软木、毛毡等能有效地减少噪声；空

调等设备可以安装通风口消声器来降低通风口的噪声。 

（4）加强建设项目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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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功能区划是在结合城市用地现状及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的，对于在 1、

2 类区范围内新建的项目，应严格审批，在文教、居住设施旁，新建的噪声

污染源应达到国家标准。 

（5）加强交通噪声管理 

对于城区主要交通干线周边噪声污染较严重区域，建议在合理设置道

路宽度的同时，设置隔声墙，以降低交通噪声对道路沿线居民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