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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物理学中对声音的义是物体震动产生的声波。物体一秒

之内的震动次数就是声音的频率，其以赫兹为单位，相比于

一些动物能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人能听到的听觉范围是十

分有限的，如海豚的听觉范围是 ���+=a���N+=，而人的听

觉范围是 ��+=a��N+=，海豚听觉范围是人的 ���倍。虽然

感知的范围狭窄，但我们的感官直接决定了我们对周围环境

的理解。即使是在睡梦中，听觉也在保持着我们与外界环境

的联系，如母亲能通过声音给予婴儿安全感，甚至于腹中的

胎儿也能接受胎教音乐的熏陶。

城市中各种各样的声音组合成了公共空间的声环境，它

连接着有形和无形的世界，也是我们对空间感受有意识和无

意识的过渡要素。论文对城市公共空间声环境的分析分为三

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两种声环境评估方法的总结；第二部分是

对街道、广场、公园绿地声环境的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对应

的解决方案等简要的介绍；第三部分是对前文的总结。

2�声环境分析方法�

声音和噪声的评估是复杂的，涉及声学、物理学、生理学、

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等多个学科。为了理解和解释声音，

学者研发并使用了多种客观和主观的评价方法。声学学科努

力将这两组方法相互联系起来，以便理解人类是如何与声音

环境相互作用的。因为论文是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度出发来

考虑声环境的，所以总结了两种最主流的分析方法。

①从人的主观感受进行分析。

②从声音的物理属性进行分析。

这两种方法能从中抽离出最主要的要素，分析出声环

境和市民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为研究人员提供一定的分析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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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生态城市建设中宜居城市建设理念与实践的不断深入，城市规划工作者对城市公共空间环境的感知及其影响需要进行更
加深入的研究。其中关键因素之一便是存在于人们潜意识当中的无形的听觉体验，城市公共空间声环境与市民的记忆、情
感、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论文总结了两种常用的声环境分析方法，并对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街道、广场、公园绿地三类公
共空间的声环境特点及相关问题的对策进行了简要介绍，以期能为今后城市公共空间的声环境打造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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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从人的主观感受进行分析

从人的主观感受出发可以从两个角度对声环境进行�

分析。

第一种角度是从环境噪声的带来的烦躁程度来衡量空间

声环境或是从庆祝给人带来喜悦声环境来进行衡量。

当某种声音干扰到人的正常活动，如思考、休息、谈话等，

让人感觉烦躁时，这种声音就可界定为噪声，并且可以根据

噪声影响的大小对其进行不同的等级划分。其中，要考虑的

因素包含生理上的听觉因素和社会、心理上的其他因素。例如，

城市声环境中研究最多的就是车辆产生的噪声，研究时会根

据车辆类型、活动种类和音调特征来分析喇叭声产生的干扰。

其中影响最为强烈的因素是个体对活动类型和声源的敏感度，

主观性比较强。

第二种角度是从声景的角度进行声环境的分析。

这里的声景是指特定地点或区域中的声音环境，每种声

景都有各自的特点，它即具有支配性又具有个性。声景可以

分解为以下几种基本要素：基调音、高调音、标记音、原型音。

基调音一般作为背景音出现，它是区域内常常能听到的熟悉

的声音，它在环境中往往被无意识的感知；高调音是与基调

音相反的引人注目的声音，它在环境中则是被有意识的接收；

标记音是特定地区具有的声音，与地标类似，这类声音能表

现一个区域的独特性。原型音则是存在时间长得最原始的声

音。在声景的研究中，也常常采用心理声学对其进行客观描述，

如用响度、锐度、浑厚程度来综合描述一个声环境。

一些城市会采用一些方法来解决噪声问题，如限制交通

车流量，鼓励市民在街道上使用非机动车等。在意大利的维

托利亚广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研究人员制定限流方案，并

对部分交通进行分流，同时设计并实施了共享街道方案。实

验结果显示，共享街道设计使人们对嘈杂的声景感受转化为

宁静的感受，交通限制使声景变得更加舒适。

2.2�从声音的物理属性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用测量和计算对声音物理属性进行分析，目前

学术界有很多单位来对声音的特征进行描述。例如，前文提

到的赫兹来描述声音的频率。而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大多数

采用分贝（G%）来描述声音的强度，并且要注意的是人们对

于分贝的感受与其自身的物理性质有所区别，如相比初始声

音，两倍的声音强度可能给人的感受是三倍的声音强度。

3�城市开放空间中的声环境

城市公共空间是社会交往的场所，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人们对城市社会和文化属性的认知。城市的声源可分为人声、

机械声、交通声、自然声。人们更多的是喜欢人声和自然声，

这些声音的特点是能让人感受到与社会的联系，给人以安全

感。在整体的声环境中人不仅仅是声音的接受者，同样也是

声音的制造者 >��。因此，大多数时候，市民无法控制城市声

环境的多样性或水平。本节将讨论特定城市开放空间中声环

境的相关研究，如街道、广场、公园绿地的声环境。

3.1�街道中的声环境

城市公共空间中的街道空间是最能体现城市活力的空

间，因此城市规划工作者应当对其中的声环境特点有足够的

了解。城市街道空间中声环境主要这样几个问题。

①机动车通行量大的地方，汽车的噪声会严重影响游客

对街道空间的体验。

②城市管理者经常性的忽视街道空间声环境的营造。随

着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大，其结构体系日益复杂，对街道空间

产生了很大破坏 >��。

③“街区制”模式的运用对声环境的恶化。中国城市整

体上开始向“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路网结构转化，

但是这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车辆将被引入到城市支路，街道空

间的声环境也会因此恶化，噪声的治理难度将会提高。

④单行道的增加会使城市街道空间的噪声增强。为了提

高较窄街道的交通流量和通行效率，解决主干道车辆的交通

拥堵问题，近年来，许多大中型城市都积极推广应用单向交

通组织 >��。虽然这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的问题，但随

着车辆移速的增加噪声的分贝也会不断增加，从而扰乱附近

居民的生活秩序。

对于城市街道声环境的问题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以声源为因素进行考虑，可以从“抑制噪声声源”和“创

造街道声景”两个角度进行声环境的改造。

②以街道的空间形态为因素考虑，可以从“增加街道界

面的开敞度”来进行声环境的更新。

③以声音的反射特性为因素进行考虑，可以从“提高建

筑表皮的吸声系数”“利用建筑将声音反射到合适的方向”

和“降低角状反射的声音强度”三个角度来设计声环境。

3.2�广场中的声环境

城市中的广场往往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市民社会生活的中

心，特别是在地中海一些国家的城市广场，如意大利、西班牙、

法国的广场，日夜都会有很多人在使用。有很多特殊的活动

也都在此举办，如抗议活动和节日庆典等。人们在这里聚会，

从而产生了独有的声环境，常常会有音乐、鼓声、口哨声、

呼喊声等各种各样的声音，它拥有自己独特的节奏和韵律尽

管有时候也会产生不和谐的声音。

我们也要注意个体的差异性，不同地域、性别、年龄、

文化爱好的市民会有不同的游憩行为。不同时间段的声环境

也遵循一定的规律性，这与当地的居民的习惯和周边的环境

密切相关。在游憩者被环境所影响的同时，游憩者不同的游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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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标准的宣贯力度，促进节能标准化人才的培养。并形成良

好的、有效的标准实施反馈评估机制，从而提高标准实施效果。

5�结语

通过对比发达省市与中国新疆地区公共机构节能改造工

作的基本概述，经过项目组实地调研总结了新疆地区公共机

构节能的现状，并在人才队伍、政策机制及经费、技术手段

和标准化推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希

望通过研究，对从事相关工作人员起到帮助和概况的了解，

对推动我区公共机构节能改造和公共机构能耗标准化应用推

广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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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行为也会引起周边声环境的变化。大部分人可能觉得广场

中声环境对自身的影响不大，说明在声音在一定强度范围内

游客都能接受，广场丰富了他们的游憩生活。

3.3�公园绿地中的声环境

一般来讲，公园绿地相比于其他城市公共空间要安静很

多。由于声级较低，所有类型的声音元素都有可能影响到公

园的声环境。曾经有学者采用实验室听力测试的方法对城市

人行道材料的使用效果进行评估，邀请参与实验的人分别在

交通噪声和基调音是自然音的材质分别为草、木头、石头、

砾石路面散步，并且对声景的质量评估，结果表明不同材质

上行走对个体声景的感受都有显著影响 >��。还有学者研究了

城市公园绿地中的 ��种不同的水声，发现虽然喷流和瀑布拍

打物体产生的巨响会使人厌恶，但是流量较小的溪流、人工

水道的声音都能让人感觉舒适和放松 >��。

城市绿地与其他公共空间的音景相比截然不同，当其受

到交通噪声污染时，会使游客的声环境体验更差。因为公园

绿地主要目的便是营造一种与嘈杂城市空间相反的静空间，

绿地中的交通噪声会将人们对于安静空间的想象中拉回到现

实，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虽然建筑、街道和树木等元

素可以紧挨在一起，形成无形的功能边界，但城市中的声音

环境是连续的，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加以限制。

4�结语

公共开放空间是城市公共生活的空间载体，与居民生活

息息相关，对提升其环境的恢复性效益具有现实意义。声环

境作为重要的环境要素，具有社会和审美的属性，能够对居

民感受产生直接的影响。提升城市公共开放空间声环境品质，

有助于提高公共空间的使用价值和效率，促进人居环境健康 >��。

随着生态城市建设下的宜居城市理念的不断研究和实

践，城市公共空间的声环境营造必将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

环。论文对包括街道、广场、公园绿地在内的不同城市公共

空间声环境的特点以及相关研究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相关

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以期能为未来城市规划工作者提供一定

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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