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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防控航空噪声污染，保障公众健康，保护

和改善生活环境，规范机场周围航空噪声监测的相关技术要求，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机场周围航空噪声监测的监测方案编制、监测点位、监测设备、监测项目、

短期监测、长期监测、测量记录、数据处理、监测报告编制、民用机场管理机构开展机场周

围民用航空器噪声监测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省南京环境监测

中心、中国民航大学、内蒙古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浙江省宁波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20□□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20□□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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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周围航空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场周围航空噪声监测的监测方案编制、监测点位、监测设备、监测项目、

短期监测、长期监测、测量记录、数据处理、监测报告编制、民用机场管理机构开展机场周

围民用航空器噪声监测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机场周围航空噪声的测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标准。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 1 部分：规范 

GB/T 15173  电声学  声校准器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航空噪声  aircraft noise  

航空器起飞、降落、低空飞越所产生的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声音。 

3.2  

暴露声级 sound exposure level 

在规定测量时段内或对某一独立噪声事件，将其声音能量等效为 1 s 作用时间的 A 计权

声压级，用
AEL 表示，单位 dB(A)。 

3.3  

昼夜等效声级  day-night equivalent sound level 

本标准是指航空噪声昼夜等效声级。考虑人们对航空噪声的昼夜敏感性差异，将夜间航

空噪声增加 10 dB(A)的补偿量后得到的一昼夜等效连续 A 声级，用 dnL 表示，单位 dB(A)。 

3.4  

周均昼夜等效声级  weekly day-night equivalent sound level 

每天昼夜等效声级的一周能量平均值，用 dnWL 表示，单位 dB(A)。 

3.5   

年均昼夜等效声级  yearly day-night equivalent sound level 

每天昼夜等效声级的全年或飞行季（期）能量平均值，用 dnYL 表示，单位 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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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昼间 day-time、夜间  night-time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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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为噪声污染防治的需要（如考虑时差、作息习惯差异等）而对

昼间、夜间的划分另有规定的，应按其规定执行，夜间时段长度应为 8 h。 

3.7  

最大声级 maximum sound level 

在规定测量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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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噪声敏感建筑物  noise-sensitive buildings 

指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需要保持安

静的建筑物。 

3.9  

背景噪声  background noise 

被测量航空噪声以外的其他噪声的总和。 

4 监测方案编制 

4.1 编制原则 

监测方案是具体指导机场周围航空噪声监测实施的技术文件，应在开展监测工作之前编

制，其内容应尽量具体、详细。监测方案编制前应根据监测目的，充分收集相关资料，进行

初步分析及现场勘查等工作。 

4.2 资料收集 

4.2.1 机场位置及周围环境 

机场所在地理位置及中心点坐标、机场周围行政区域地理位置图、飞行区平面图（含跑

道）、机场周围航空噪声标准值适用区域范围、机场周围土地利用状况、机场周围噪声敏感

建筑物的分布状况及人口分布情况等。 

4.2.2 机场规模与运行情况 

机场的类型、建设时间、占地面积、跑道数量与级别、跑道使用情况、旅客年吞吐量、

货邮年吞吐量、年起降架次、航空器类型及比例、航线图、航班计划和历史情况、机场周围

航空噪声等声级线图及机场季节性风向等。 

4.2.3 噪声历史状况 

机场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竣工环保验收文件、机场管理机构监测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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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方案内容 

监测方案应根据监测目的编制，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机场概况（位置、规模及周围

环境特征）、监测目的、测量项目、监测依据、监测方法、监测设备、监测频次、监测点位

（包含点位示意图）及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措施等。 

5 监测点位 

5.1 初选点位 

5.1.1 根据 4.2 要求收集的机场位置及周围环境、机场规模与运行情况、噪声历史状况等

资料初步选择点位位置。 

5.1.2 监测点位初选应基于以下原则： 

5.1.2.1 监测点位一般布设在受航空噪声影响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附近户外区域，重点关注

住宅、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和噪声敏感建筑物较集中的区域。 

5.1.2.2 根据机场运行情况和相对距离，优先选择受航空噪声影响较大的位置，即在与飞

行航线投影线距离较近且与机场距离较近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附近布设点位。 

5.1.2.3 在专项监测中，可根据监测目的选取其他位置布设监测点位。如：为了特定位置

土地利用规划，在未建设噪声敏感建筑物的位置布点；为了获取特定噪声敏感建筑物受航空

噪声影响情况，在指定位置布点等。 

5.1.3 为了较为全面地获取机场周围航空噪声影响情况而开展相关调查性监测时，选取监

测点位应进一步考虑以下因素。 

5.1.3.1 机场跑道及主要航线。单条跑道的机场，应对跑道两个方向的航线分别布设点位。

多条跑道的机场，可优先选择在跑道的主起降方向，尽量对每条跑道两个方向的航线均布设

点位。在主要航线下方至少布设 1 个点位（没有噪声敏感建筑物的除外）。 

5.1.3.2 机场周围航空噪声标准值适用区域范围。根据机场周围航空噪声标准值适用区域

范围划分结果，不同区域应分别布设点位（没有噪声敏感建筑物的除外）。 

5.1.3.3 航空噪声等声级线图。若有机场周围航空噪声等声级线图，可以根据特定等声级

线布设点位。如：在 dnL 等于 57 dB(A)、62 dB(A)、67 dB(A)等声级线附近布设点位。 

5.2 现场勘查 

5.2.1 点位周边环境条件  

5.2.1.1 监测点位应选在背景噪声尽量低的位置，避开道路和可能产生噪声的固定设备，

远离人群活动嘈杂的场所。监测点位处的背景噪声应低于单次航空噪声事件最大声级 15 dB

以上，且周围没有易与航空噪声混淆的噪声事件。 

5.2.1.2 宜选在能保证仪器安全、人员维护方便的位置。 

5.2.1.3 监测点位处应可以看到飞机航线的主要部分，尽量避开大型建筑物或地形遮挡。 

5.2.1.4 监测点位应距离任何反射面（地面除外）3.5 m 以上。 

5.2.2 确定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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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监测人员到初选点位现场辨别飞行航线，选取与航线投影线距离较近并符合 5.2.1

要求的位置作为测点位置。 

5.2.2.2 对多个备选点位进行比选时，可通过现场测量选择航空噪声较大的点位作为监测

点位。 

5.3 监测点位信息记录 

包括但不限于：监测点位位置及经纬度、监测点位位置与机场跑道近端点距离、与航线

投影线的距离及点位示意图；监测点位周边噪声敏感建筑物和其他噪声源等环境情况；监测

点位处背景噪声情况等。监测点位信息记录表见附录 A。 

6 监测设备 

6.1 应采用具有航空噪声测量功能的积分平均声级计或噪声自动监测设备，其电声性能应

符合 GB/T 3785.1 对 1 级声级计的要求，并且应具有以下功能。 

a）具有 A 频率计权方式，S（慢）时间计权方式，采样时间间隔不大于 0.1 s。 

b） 能够从连续噪声监测中提取单次噪声事件，获取单次噪声事件暴露声级和最大声级。 

c）能够记录时间和位置信息。 

d）能够获取一定时间周期的累积百分声级 LN。 

6.2 若使用噪声自动监测系统，还应具备以下功能。 

a）使用全天候户外传声器和风罩，具备防水防雷电等功能，在户外环境条件下可以长

期稳定运行。 

b）能够自动区分航空噪声事件和非航空噪声事件，宜具备航空器运行信息自动获取和

匹配功能。 

c）具备远程自检和自动校时功能。 

d）应配备风速仪，可选配其他气象监测设备。 

6.3 声校准器应符合 GB/T 15173 对 1 级声校准器的要求。 

7 监测项目 

7.1 单次航空噪声事件 

7.1.1 单次噪声事件 

对于单次噪声事件，应测量暴露声级、最大声级、噪声事件的起始时间
1t 、结束时间

2t

和持续时间 cT （s）。暴露声级积分时间为单次噪声事件最大声级以下 10 dB(A)的起始到终

止的持续时间 cT （s），
12 ttTc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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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单次噪声事件 

暴露声级按照公式（1）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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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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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 AEL ——单次噪声事件暴露声级，dB(A)； 

AL ——t 时刻的瞬时 A 声级，dB(A)； 

1t ——单次噪声事件的起始时间； 

2t ——单次噪声事件的结束时间； 

0T ——1 s。 

7.1.2 识别航空噪声事件 

应识别所测量的单次噪声事件是航空噪声事件或非航空噪声事件。可以通过以下一种或

多种途径识别。 

a） 监测人员现场判断、录音判断； 

b） 该测点处航空噪声事件的典型持续时间、最大声级与暴露声级之间的典型关系； 

c） 频谱特征识别； 

d） 噪声来源方向信息识别； 

e） 通过与航空器运行信息匹配； 

f） 和另一监测点位航空噪声事件的关联性等。 

7.1.3 航空器运行信息 

如果能够获取关于航空器运行的非声学数据，应与航空噪声事件进行匹配，并与噪声数

据一并记录。包括：航空器型号、航班号、经过时间、起飞/降落状态、经纬度、飞行高度、

使用跑道、空速和航线等。 

7.2 昼夜等效声级（ dnL ） 

将监测点位测得的昼间、夜间各架次航空噪声事件的暴露声级（夜间增加 10 dB(A)的补

偿量）进行声能量加和，并将其等效到一天的作用时段上，计算监测点位处的航空噪声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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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效声级（ dnL ），见下式： 

0.1 ( 10)0.1

1 1

1
10 lg 10 10

86400

d n

AEjAEi

N N
LL

dn

i j

L
 

 

 

  
    

   
     （2） 

式中： dnL ——昼夜等效声级，dB(A)； 

LAE,i——昼间第 i 次航空噪声事件的暴露声级，dB(A)； 

LAE,j——夜间第 j 次航空噪声事件的暴露声级，dB(A)； 

dN ——昼间测得的有效数据对应的飞行架次； 

nN ——夜间测得的有效数据对应的飞行架次。 

排除不符合测量条件、监测人员遗漏、监测仪器断电或故障等原因产生的无效数据、丢

失数据、错误数据之后的有效数据量，昼间、夜间分别不低于应有数据量的 90%，否则该日

监测数据无效。 

7.3 周均昼夜等效声级（ dnWL ） 

对一期短期监测获得的 7 天有效数据，按能量平均计算周均昼夜等效声级（ dnWL ）。 

7
0.1

1

1
10 lg 10

7
dniL

dn

i

WL




 
   

 
       （3） 

式中： dnWL —周均昼夜等效声级，dB(A)； 

dniL —第 i 天的昼夜等效声级，dB(A)。 

7.4 年均昼夜等效声级（ dnYL ） 

对全年连续自动监测数据或飞行季（期）多期监测数据，按能量平均计算年均昼夜等效

声级（ dnYL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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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 lg 10 dni

D
L

dn

i

YL
D






 
    

       （4） 

式中： dnYL ——年均昼夜等效声级，dB(A)； 

dniL ——第 i 天的昼夜等效声级，dB(A)； 

D——全年或飞行季（期）内获得有效数据的天数。 

8 短期监测 

8.1 短期监测的监测目的 

反映监测期间监测点位处受到的航空噪声影响情况。如可以获取监测点位附近的全部航

线运行信息（航空器型号、航班号、经过时间、起飞/降落状态、经纬度、飞行高度、空速、

跑道与航线分配等）以及气象参数（风速、风向、降水量等）的全年完整数据，可以通过短

期测量噪声数据分析全年航空噪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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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气象条件 

测量应在无雨雪、无雷电天气，风速 10 m/s 以下时进行，风速在监测点位处测量。 

8.3 测量方式 

采用手持式声级计或移动式噪声自动监测设备开展至少一昼夜监测。 

8.4 监测时段 

8.4.1 连续一昼夜监测：在机场正常运行的时间段进行监测，获得连续一昼夜有效数据。 

8.4.2 7 天以上连续监测：航班周期为一周的机场，宜进行至少一周连续监测，获得至少 7

天的有效测量数据。 

8.4.3 监测频次：可根据机场特点、监测目的选择适当的监测天数和监测频次。如果测点

处航空噪声随季节变化，可冬春航季/夏秋航季各监测 1 次，或每季度监测 1 次。 

8.5 测量要求 

8.5.1 测量前进行声校准。 

8.5.2 设置监测设备参数，频率计权为“A”，时间计权特性为“S”，采样时间间隔不大

于 0.1 s。 

8.5.3 测点高度应距地面 1.2 m 以上，距离任何反射面（地面除外）3.5 m 以上。传声器应

垂直向上或指向航空器噪声主要来源方向。 

8.5.4 测量期间确保仪器正常运行，记录气象情况、背景噪声，避免周边其他声源干扰。 

8.5.5 背景噪声应在每次航空噪声事件结束后、不受到航空噪声影响时测量，测量 20 s 内

的连续等效声级（LAeq,20s）。对于背景噪声较低、较稳定的情况，可用单次背景噪声测量结

果代表该小时的背景噪声。一般情况下，也可以采用监测仪器同步测量的方式，获取涵盖被

测航空噪声事件在内的 10 分钟累积百分声级 L50作为背景噪声。 

8.5.6 如不能获取准确的航班信息且无其他辅助技术手段，则需在测量期间人工记录航空

器经过时间段、飞行状态（起飞或降落）及测量期间其他噪声干扰事件，确认测量对象为航

空器噪声。 

8.5.7 每日测量结束后，用声校准器核验监测设备，其前校准、后核验的示值偏差不得大

于 0.5 dB，否则测量结果无效。采用噪声自动监测设备进行 7 天以上测量时，可延长至每周

用声校准器核验监测设备，其前校准、后核验的示值偏差不得大于 0.5 dB，否则测量结果无

效。 

9 长期监测  

9.1 长期监测的监测目的 

反映机场周围航空噪声长期变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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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气象条件 

9.2.1 应测量以下气象条件：每秒平均风速；每小时气温和相对湿度平均值；每小时累计

降水量。 

9.2.2 风速在监测点位处测量，当风速大于 10 m/s 测得的数据应标注。其他气象环境参数

（温度、相对湿度、降水量等）可在机场周围有代表性的位置测量。如果可能，也可以从航

空气象日常天气报告获取气象数据。 

9.2.3 气象参数测量设备应与传声器间隔至少 1.0 m。 

9.3 测量方式 

采用固定式噪声自动监测设备开展长期连续监测。 

9.4 测量要求 

9.4.1 传声器位置 

传声器高度应距地面 1.2 m 以上，距离其他任何反射面（地面除外）3.5 m 以上；传声

器垂直向上放置。 

9.4.2 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9.4.2.1 每日定时远程自检，若偏差大于 0.5 dB 则应进行现场声校准，及时查明原因。自

检情况应每日记录，生成状态记录和自检报告。 

9.4.2.2 声校准相关要求： 

a）自动监测系统应定期（至少每月一次）进行现场声校准； 

b）如监测值出现急剧升高、降低或连续不变情况，应进行系统检查，对仪器故障及时

检修，排除故障后需进行声校准确认； 

c）在台风、暴雪、冰雹等恶劣天气后应进行声校准，并视情况更换风罩； 

d）应记录每次现场声校准情况。 

9.4.2.3 按照 8.5.5 的要求自动测量及记录背景噪声。 

9.4.2.4 测量期间确保仪器正常运行，应保证噪声自动监测站点每月正常工作时间达到 90 %

以上，并记录气象情况，保证电力、安全、周边无其他声源干扰。 

9.4.3 日常维护 

9.4.3.1 应对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每日远程检查，每日检查各噪声监测子站及气象参数采集

设备的数据传输、运行状况，检查时钟和日历设置等是否异常，对异常状况警告信息及时处

理。 

9.4.3.2 至少每月现场巡检维护 1 次。内容应至少包括：检查子站支架、机箱外观是否完

好；检查传声器、延长电缆、避雷设施等外部设备是否被损坏，是否附有异物；检查仪器及

系统的工作状态参数是否正常，电源、风扇、通讯设备等是否稳定，如需更换，现场需用备

件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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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3 每年对软硬件进行全面检查维护。内容应至少包括：采用仪器比对等方式对自动

监测系统进行检查；根据配件的使用状态，按厂家提供的使用和维修手册规定的要求，及时

更换风罩（更换周期不超过 1 年）、传声器等配件；视老化程度对机箱、支架、器件等进行

保养；盘点备件库存，配备足够的仪器备品耗材；对服务器、系统软件等进行全面检查，检

查运行情况、安全漏洞、占用资源情况、剩余储存空间、是否感染病毒等，必要时应对软硬

件进行升级。 

9.4.3.4 对检查维护情况应进行记录。 

10 测量记录 

测量记录应包括以下事项： 

a）测量日期、时间、地点及测量人员； 

b）监测设备和声校准器的型号、编号及校准记录； 

c）测量期间气象条件； 

d）测量项目及测量结果； 

e）测量依据的标准； 

f）背景噪声； 

g）航空噪声事件情况，包括飞行状态、发生时间等； 

h）其他应记录的事项。 

机场周围航空噪声监测记录表参见附录 B。 

11 数据处理 

11.1 背景噪声应低于单次航空噪声事件的最大声级 15 dB(A)以上，否则单次航空噪声事件

监测数据无效。 

11.2 按照 7.2-7.4 的要求统计昼夜等效声级（ dnL ）、周均昼夜等效声级（ dnWL ）、年均

昼夜等效声级（ dnYL ）。机场周围航空噪声数据统计表参见附录 C。 

11.3 一年内测量得到的有效昼夜等效声级（ dnL ）天数超过 330 天，且每月的无效数据不

超过 7 天，年均昼夜等效声级（ dnYL ）有效，否则数据无效。对于季节性机场，在停航期

内不需监测且视为有效天数。 

11.4 受直升机（含其他非固定航线航空器）噪声的影响，应对噪声敏感建筑物处的最大声

级进行统计。 

12 监测报告编制 

12.1 报告编制原则 

监测报告编制应规范、全面，根据监测目的，如实、客观、准确地反映现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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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监测报告内容 

监测报告内容应根据监测目的和监测方案编制；监测报告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监测方案内容回顾（包括机场概况、监测目的、测量项目、监测依据、监测频次等）、监测

点位（包含点位示意图、经纬度、周围环境）、监测时间、气象条件、监测期间航班架次及

飞行状态、监测设备（包括设备型号及编号、计量信息）、测量结果、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措施等。 

13 民用机场管理机构开展机场周围民用航空器噪声监测的要求 

13.1 民用机场管理机构依法监测机场周围民用航空器噪声执行本标准，具体要求见附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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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机场周围航空噪声监测点位信息记录表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测点名称  测点经度（°）  测点纬度（°）  

测点位置  

测点高度（m）  监测点位与机场跑道近端点距离（km）  与航线投影线的距离（m）  

测点周边环境情况 （说明测点周边噪声敏感建筑物和其他噪声源等情况） 

监测点位卫星平面图 

（显示与机场和航线位置关系） 

监测点位四方位现场照片 

监测人：                                                        复核人：                                                              审核人：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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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机场周围航空噪声监测记录表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方法名称及编号： 

测点名称  

气象条件 晴雨雪雷电 气温  风向  

监测设备 

名称及型号 
 

监测设备 

管理编号 
 

设备检定日期

及检定值 
 

声校准器 

名称及型号 
 

声校准器 

管理编号 
 

声校准器 

检定日期及检

定值 

 

昼间等效声级
dB(A) 

 测量前 

校准值 

dB(A) 

 

测量后 

核验值 

dB(A) 

 
夜间等效声级

dB(A) 
 

单次飞

行起始

时间 

单次飞

行结束

时间 

单次飞

行持续

时间 

s 

风速
m/s 

暴露声

级 

dB(A) 

最大声

级 

dB(A) 

单次飞行

事件背景

噪声 

dB(A) 

航空

器型

号 

航班号 

飞行 

高度 

m 

航班 

方向 

飞行 

状态 

（起飞/

降落） 

噪声

干扰

事件 

             

             

             

             

             

             

             

             

             

             

             

监测人：                                复核人：                              审核人：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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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机场周围航空噪声数据统计表 

 

 

 

 

 

测点名称 监测日期 

有效航空事件数量（架次） 昼间暴露

声级均值 

dAEL ,  
 dB(A) 

夜间暴露

声级均值 

nAEL ,  
 dB(A) 

昼夜等 

效声级 

dnL

dB(A) 

dN   
nN   

起飞 降落 起飞 降落 

         

         

         

         

         

         

         

周均昼夜等效声级 WLdn（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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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民用机场管理机构监测机场周围民用航空器噪声的技术要求 

D.1 监测点位 

D.1.1 民用机场管理机构依法对机场周围民用航空器噪声进行定期监测时，按本标准第 5

章确定监测点位，按照机场周围航空噪声调查性监测进行布点。 

D.1.2 监测点位数量一般为机场跑道数量的 2~6 倍，受影响噪声敏感建筑物较多、较分散的

机场可进一步增加噪声监测点位。没有受影响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时，可减少监测点位，在主

起降航线下方的区域布设监测点位。 

D.2 监测时间与频次 

D.2.1 短期监测每年至少开展一期，对于飞行季（期）航班变化特征明显的机场，应分季（期）

开展多期监测，视情况在冬春/夏秋各监测 1 次，或每季度监测 1 次。每期监测获得与机场

一周内（可以为非日历周）每天飞行情况相对应的 7 天有效数据，因某日不满足监测条件或

数据不可用等原因，有效监测日期可以不连续。监测期间机场起降架次应不低于本年度或本

飞行季（期）计划起降航班架次的平均值。监测期的选择应考虑飞行架次、昼夜飞行比例、

机型组合、飞行状态（起飞、降落）和方向、跑道与航路使用情况等因素，尽可能接近航空

噪声全年或飞行季（期）的平均水平。 

D.2.2 全年连续自动监测的机场，一年内测量得到的有效昼夜等效声级（ dnL ）天数应超过

330 天，且每月的无效数据不超过 7 天，年均昼夜等效声级（ dnYL ）有效，否则数据无效。

对于季节性机场，在停航期内不需监测且视为有效天数。 

D.2.3 对应同一跑道的监测点位宜同步监测。 

D.3 数据备份及存档 

D.3.1 对于短期监测，监测原始数据应当做好备份，并永久保存。 

D.3.2 对于长期监测，应定期（至少每季度一次）备份自动监测的原始数据，并永久保存；

仪器校准维护记录保存 30 年；系统采集的其他相应数据也应永久保存。 

D.4 数据报告 

D.4.1 短期监测报告 

短期监测在每一期监测完成后报告监测期间单次航空噪声事件监测结果和日/周监测结

果。 

D.4.1.1 单次航空噪声事件监测结果 

a）事件的起始时间 1t 、结束时间 2t 和持续时间 cT ，暴露声级和最大声级； 

b）气象参数，包括风向、风速、降水情况、大气温度、相对湿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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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航空器运行信息，包括航班号、航空器型号、跑道使用情况、飞行状态等。 

D.4.1.2日/周监测结果 

每个测点的航空噪声昼夜等效声级、周均昼夜等效声级、有效航空噪声事件数量、监测

期间航空器运行情况等。 

D.4.2长期监测报告 

长期监测报送每月监测总结和每年监测总结。 

D.4.2.1 每月监测总结 

应包括一个月内每个测点每日的航空噪声监测数据： 

a）航空噪声昼夜等效声级； 

b）每日有效航空噪声事件数量； 

c）每日航空器运行情况总结。 

D.4.2.2 每年监测总结 

统计一年内该机场周围航空噪声监测结果，总结分析本年度民用航空器噪声对机场周围

生活环境产生影响的范围和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