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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anual noise monitoring methods, the advantages of the on-line 
noise monitoring system are analyz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on-line automatic noise monitor-
ing system is the trend and trend of noise monitoring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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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比传统手工噪声监测方式，对噪声在线监测系统的优越性进行了分析，指出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是

今后监测噪声作业的走向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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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噪声污染是由不同噪声源所发出的声能瞬间叠加所引起的，具有时间上的瞬时性和空间上的不连续

性，只有通过增加监测点位和提高监测频次，才能较为真实的反应一个区域噪声污染情况[1]。如果仅仅

靠传统的人为手工操作，工作效率不仅得不到提高，还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人力物力。而噪声在线自动

监测系统具有诸多优势：能提高监测数据准确性；能提高数据处理速度，使传输数据呈现多样化；能节

省人力物力，使监测数据更具有代表性；能增强环境适应性和数据安全性；能促进预测环境噪声得到实

现；能结合地理信息情况，使可视程度具有直观性；能使操作界面更加强大和便捷；能获得先进的数据

库结构和扩展功能。 

2. 提高监测数据准确性 

在线监测系统实现了噪声的连续不间断监测，使监测数据由以往手工监测的抽样式数据变成了全样

数据，得到连续的瞬时信息，可提供声环境时间-声级变化曲线，为声环境质量评价，分析环境噪声污染

特征及变化发展趋势提供基础数据[2]。与传统抽样的监测方法相比，自动监测可以摆脱抽样监测引发的

数据误差，最大限度提高数据科学性、真实性，准确反映声环境质量状况，为城市环境规划、环境管理

提供技术依据。在无特殊噪声污染情况发生的情况下，可以将数据用于指导交通噪声预测。如果将噪声

自动监测系统与地理系统相结合，更是能实现空间上的噪声预测[3]。 
以 NGL04ENS 在线监测系统为例子，它对传统意义中的噪声自动监测系统上进行了集成和扩充，在

噪声的监测上更准确[4]。首先从供电稳定性方面，常规的噪声统计分析仪器由干电池供电，当干电池电

压不足时会影响仪器内部对电压要求非常严格的部件，如影响前置放大器、检波器等正常工作。在一些

高温潮湿的条件下也会影响仪器的测量精度从而产生测量系统误差。噪声自动监测系统的电源能直接由

普通市电供电，内置的等电位联结保护器可有效的防止电涌和直流涟对系统本身造成的危害。交直流转

换芯片分别为数据采集器、噪声统计仪、气象测量仪、车流量监测仪等各个配件分别提供稳定的直流工

作电压，当发生断电时，自带的蓄电池可作为备用电源，新一代的系统还配备了太阳能电池板。在设备

工作环境方面，机柜顶端配有风扇散热装置，能确保硬件设备在高温下稳定工作，机柜采用封闭式结构，

柜门采用自锁式结构并以防潮硅化橡胶作为密封垫圈，能有效的起到防潮和绝缘效果，能有效减少由于

测量设备不稳定工作产生的系统误差。 
传统的数据采集器是由传声器模块将采集到的噪声信号转换成微弱电信号后经放大传给转换模块，

由转换模块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通过信号处理模块对数字信号进行简单计算分析后传给数据传

输系统[5]。信号处理模块可以利用单片机技术自行开发，有的可选用现有的噪声频谱分析仪的机芯，直

接送到数据传输系统。虽然其结构比较简单，但接口协议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同时电气性能不能完

全匹配，存在采集器数据处理效率低、容易死机、稳定性差、功能不易升级扩展等缺点。系统现有的数

据采集器是一套专门为噪声数据采集而设计的一个嵌入式系统，其机芯是一个微处理器，并配有专门为

该系统编写的采集软件，同时配备异步通信串口、调试接口和开关接口，用于外部设备连接和调试[6]。
由于系统内核很小并且具有功能很强的存储区保护功能，使得整个数据采集器对实时监测任务有很强的

支持能力，能完成多任务并且有较短的中断响应时间，从而使内部的代码和实时内核心的执行时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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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低限度。并能有效的避免在软件模块之间出现错误的交叉作用，从而能快速高效的从各个外部硬件

设备读取模拟信号并及时进行分析处理，或对硬件故障进行诊断。由于采集软件是固化在微处理器中，

所以杜绝电脑病毒对数据采集软件产生破坏的可能性，提高数据采集安全性[7]。 

3. 提高数据处理速度，使传输数据呈现多样化 

便携式的监测统计系统也是在线自动监控系统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表明噪声监测不仅仅是安装定点

的监测系统，还将其和便携式的监测统计系统结合在一起。便携式的监测统计系统经过数据传送电缆与

电脑的接口连接或者通过微型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和显示监测到的数据，以供工作人员的分析[8]。随着

科技的进步，现如今的噪声在线监测系统还能够将避免数据返回和数据传送这两者之间韵路线的相互干

扰。很多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使用了光纤传送和 GPRS 传送方式，此外，一些系统还可以有线传送、

无线传送、微波数转电台等方式传送[9]。其中使用 GPRS 传送方式是最方便快捷的，它打破了传统的传

输模式，能够将数据存在以前不能够存储的地方。而且传输速率也非常的高。这些优势都让数据的能够

快速稳定的传输到相关的部门，让部门的工作者随时的掌握实际情况。做到即使不在现场，就像和在现

场是一样的。 
GPRS 网络可以高效率的传送数据和稳定数据，除此之外，还具备了较强的与业务端服务器建立传

送信道的实时访问响应。另一方面，还可以经常与网络联系，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实时不受到其他网络传

送造成的干扰，登陆业务终端进行噪声监测子站系统访问。使用 GPRS 网络传输监测数据，不仅方便快

捷，安全准确，还可以节约了通讯经费[10]。 

4. 节省人力物力，使监测数据更具有代表性 

由于手动噪声监测是通过手持式噪声统计分析仪，测量人员在测量期间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并且要

较多次数的测量每个区域环境噪声的情况，在一些点位采集数据还需找到符合采样高度和距反射面适宜

距离的安置点，操作过程比较繁琐，同时测量所得到的数据需要录入、打印、填报后进行相关计算，这

样就在数据整理和计算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导致工作人员没有办法深入评价以及分析环境噪声污

染的实际情况，浪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在线自动监测系统只需在要监测的路段中安装，既能满足测量

高度和距离的要求，又能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连续 24 h 运行，自动对噪声进行实时监测，监测数据及时

准确的到达前端智能仪表系统，经过多道工序将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进入噪声数据处理中心，由处理

中心进行数据的全面处理，不但能够通过数据获得瞬间的曲面，同时还能够统计数据的平均值，对监测

工作中所需要使用到的图标进行相关性检验、分布统计、分析动态等工作。这就大大降低了工作人员的

劳动强度，从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采用在线监测系统对环境噪声进行实时监测工作，能够获得较具代表性的监测数据。我国在监测环

境噪声通常是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频次。由于分布噪声的情况有着不断变化的特点，在环境噪声

监测工作中通过在线自动监测系统全面进行监测工作，同时把全部数据向处理数据中心进行传输，能够

获得较强代表性的数据，从而可以把环境噪声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反映。 
使用在线自动监测系统获得的监测数据较人工监测更精确且具有时间代表性、可比性，能够反映被

监测区域噪声的真实水平[1]，为管理部门深入掌握噪声污染的现状以及制定针对性的防噪措施提供有力

的数据支撑。 

5. 增强环境适应性和数据安全性 

在线自动监测系统不需要工作人员在现场监督，却能够全面了解户外的噪声监测情况[11]。在线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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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系统在工作过程中，只需要对监测点进行选择，然后通过将前端智能仪表进行安装调试，就能够上

传的传输数据中取得准确的监测数据，并且在监测环境噪声过程中，由于前端智能仪表能够将天气变化

的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因此天气变化几乎不会给监测数据带来任何的影响。 
采用无线数传方式，采集一个端站数据花费的时间小于 3 秒，大大提高了数据采集效率[12]，确保管

理部门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数据传输过程当中即便网络中断，由于前端智能仪表能够存储若干天

的原始数据，因此再连接时即可补齐原始数据。 

6. 促进预测环境噪声得到实现 

因为受到仪器落后以及技术水平等原因的约束，我国在环境噪声监测的工作中获得的监测数据常有

着较差的可靠性以及代表性，造成监测环境噪声的只能够进行统计等操作[13]，在进一步挖掘噪声数据上

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因此，要想将管理噪声监测的水平得到全面提高，则要通过在线自动监测系统进

行，从而让工作人员能够全面的预测环境噪声的情况。 
噪声的预测在噪声改善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城市规划中起了不小的作用。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的数据

由以往的抽样数据变为全样数据，不必用统计分析的方法，便可以从一段时间的监测数据当中发现噪声

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进行噪声预测。当没有特殊情况发生，即没有特殊污染源时，可以利用此方法来进

行交通及功能区环境噪声预测。而由于系统是与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的，只要建立起噪声模型库，并掌

握所测区域内污染源及各环境参数，便可进行空间上的噪声预测[14]。建立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噪声预测

模型库，并掌握污染源及各环境参数，便可进行空闻上的噪声预测，为噪声分析、评价及决策提供依据。 

7. 能结合地理信息情况，使可视程度具有直观性 

地理信息系统最大特点在于把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信息与反映地理位置的图形信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并可根据用户需要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15]。环境噪声监测数据和统计信息除具有时间性和动态性外，还

具有空间属性，最适于采用地理信息系统。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能够将实际工作中不同方面的信息和

图形信息与地理位置进行的客观反映并互相结合，通过不同用户对数据的需要分析监测工作所获取的信

息。一般情况下处理环境噪声数据通常采用较为简单的数字记录和图标进行，一旦地理信息系统与在线

自动监测系统能够互相结合使用，不但能够增加使用信息的用户直观性，并且可以对城市不同监测位置

的环境噪声信息进行全面了解和客观认知。 

8. 使操作界面更加强大和便捷 

一般的噪声监测系统操作界面，是一个运用简单的计算机汇编语言对内部单机片实行编程，实现控

制相关配置达到键位功能的单色点阵显示器。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则不一样，不但外表美观，还能进

行数据计算和统计、实时播放、远程校准和报表编制等功能[16]。特别是报表编制功能，可以剔除不符合

监测规定范围的噪声数据。另外，这个操作界面还可以对噪声录音，方便工作人员作业，提高工作效率。 

9. 能获得先进的数据库结构和扩展功能 

再以 NGL04ENS 系统为例，该系统数据库采用的 ORA-CLE10 是以高级结构化查询语言(SQL)为基

础的大型关系数据库，通俗地讲它是用方便逻辑管理的语言操纵大量有规律数据的集合，是目前最流行

的客户/服务器(CLIENT/SERVER)体系结构的数据库之一[17]。由于 ORACLE 引入了共享 SOL 和多线索

服务器体系结构，减少了 ORACLE 的资源占用，并增强了 ORACLE 的能力，使它能够在低档软硬件平

台上用较少的资源就可以支持更多的用户。并且 ORACLE 数据库可以支持多种多媒体数据：如二进制数

据、视频数据、数组结构等，并能很好的与第三方软件接口，如 C++、VB，可以快速开发生成基于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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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PC 平台的应用程序，具有强大的扩展功能[18]。同时用户只需访问网络便可快捷的读写远端数据库里

的数据。另外，基于角色分工的安全保密管理，在数据库管理功能、完整性检查、安全性、一致性方面

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现。有了这些先进的功能，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在功能扩展和数据安全完整性方面，要

大大超越便携式噪声统计分析仪[19]。 

10. 结论 

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具备了优越的工作性能，在线监测上方便、快捷、精确，为治理噪声污染提

供了详细资料，让有关部门更好的进行监督管理工作，改善环境质量。因此，噪声在线自动监测系统是

今后监测噪声作业的走向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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