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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环境噪声概述 

1.1  噪声的基本概念 

众所周知，随着现代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的发展，噪声已经成为现代化派生

出来的“现代病”。我国把它定为继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后的第四大环境公害，

被称为“看不见的杀手”。调查显示，80%的住户反映受到了噪声的干扰，噪声污染治理成为

住户强烈的要求。 
噪声属于感觉公害，从物理学的观点看，噪声就是各种频率和声强杂乱无序组合的声音。

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观点看，令人不愉快、讨厌以及对人们健康有影响或危害的声音都是噪

声，即对噪声的判断与个人所处的环境和主观愿望有关。简单地说，凡是使人不喜欢或不需

要的声音通称为噪声。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噪声不同程度地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在

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影响健康的问题。它干扰人们的工作学习、日常生活，影响人的精神状态。

长期受其干扰，休息和睡眠不好，可以引起各种疾病，危害人的身心健康。噪声给人类带来

的是嘈杂、喧沸和不宁。噪声除了引起听觉器官损伤外，对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消

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患者和病人对噪声尤为敏感。因此，噪声

所引起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越来越突出。 
在通常情况下，噪声固然令人厌烦，但有时，噪声也能成为有用的声音或被有效利用。

例如，工人可以根据机械噪音的大小来判断设备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美国科学家则利用

高能量的噪声可以使尘埃相聚的原理，研制出一种大功率的除尘器，利用噪声能量吸收尘埃，

减少大气烟尘污染。要控制和利用噪声，必须首先认识声音的特性以及声音与人的听觉之间

的关系。 

1.1.1  声音及其物理特性 

声音是由物体振动引起的。物体振动通过在介质中传播所引起人耳或其他接受者的反应，

就是声。振动的物体是声音的声源，产生噪声的物体或机械设备称为噪声源。声源可以是固

体的，也可以是气体或液体的。 
振动在弹性介质中以波的形式进行传播，这种弹性波叫声波。人们日常听到的声音，通

常来自空气所传播的声波。除了空气以外，其他气体、液体和固体也能传播声音，所以，噪

声传播又可以分为空气噪声﹑固体噪声和水噪声。 

1．声音的频率 

声源在每秒内振动的次数称为声音的频率，通常用“f”表示，其单位为赫兹（Hz）。完

成一次振动的时间称为周期，用“T”表示，声源质点振动的速度不同，所产生的声音频率

也不同。声音的频率取决于声源振动的快慢，振动速度越快，声音的频率越高。声音的频率

反映的是音调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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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波传入人耳时，引起鼓膜振动，刺激听觉神经，产生听觉，使人听到声音。并不是所

有的振动通过传声介质都能被人耳接收，人耳可听到声音（可听声）的频率范围是 20～
20000Hz，频率低于 20Hz 的声波叫次声，超过 20kHz 的叫超声，次声和超声都是人耳听不到

的声波。一般认为，噪声不包括次声和超声，而是可听声范围内的声波。 

2．声音的波长与声速 

在介质中，声波振荡一个周期所传播的距离即为波长。波长与频率的关系为： 
                                   /c fλ =  （1-1） 

式中， λ为声波波长，单位为 m；c 为声速，单位为 m/s；f 为声波频率，单位为 Hz。 
在不同密度的介质中，声波的传播速度不同，如在钢中为 6300m/s，在 20℃的水中为

1481m/s，而其波长也随之发生变化。声音传播的速度还与温度有关，随大气温度的升高而增

大。声波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 c 与温度 t 的关系如下： 
                               331.4 0.6c t= +  （1-2） 

式中，t 为介质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0℃时的声速是 331.4m/s，在一般室温 25℃时，根据式（1-2）可计算出声波在空气中的

传播速度为 346m/s。表 1-1 给出了 20℃时几种介质中的声速。 

表 1-1  20℃时几种介质中的声速 

介质名称 空气 水 钢 松木 砖 

声速/（m/s） 343 1500 5000 2500～3500 3600 

3．声音的传播 

声源发出的声音必须通过中间介质才能传播，例如在空气中人们可以听到声音，在真空

中却听不到。声音在介质中向各个方向的传播，只是介质振动的传播，介质本身并没有向前

运动，它只是在其平衡位置附近来回地振动，而所传播出去的是物质的运动，该运动形式即

为波动。声音是机械振动的传播，所以声波属于机械波。声波波及的空间称为声场，声场既

可能无限大，也可能仅限于某个局部空间。 

1.1.2  噪声污染 

1．噪声的来源 

噪声对环境的污染与工业“三废”一样，是一种危害人类健康的公害。噪声的种类很多，

如火山爆发、地震、潮汐、降雨和刮风等自然现象所引起的地声、雷声、水声和风声等，都属

于自然噪声。人为活动所产生的噪声主要包括工业噪声、交通噪声、施工噪声和社会噪声等。 
（1）工业噪声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工业噪声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大，工业噪声的控制也越来越受到人

们重视。工业噪声不仅直接危害工人健康，而且对附近居民也会造成很大影响。工业噪声主

要包括空气动力噪声、机械噪声和电磁噪声三种。 
空气动力噪声是由气体振动产生的。如风机内叶片高速旋转或高速气流通过叶片，会使

叶片两侧的空气发生压力突变，激发声波。空压机、发动机、燃气轮机和高炉排气等都可以

产生空气动力噪声。风铲、大型鼓风机的噪声可达 130dB(A)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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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噪声是由固体振动产生的。机械设备在运行过程中，其金属板、轴承、齿轮等通过

撞击、摩擦、交变机械应力等作用而产生机械噪声。如磨机、织机、机床、机车等产生的噪

声即属此类，其分贝值一般在 80～120dB(A)。 
电磁噪声是由电动机、发电机和变压器的交变磁场中交变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2）交通噪声 
随着城市化和交通事业的发展，交通噪声在整个噪声污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如飞机、

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作为活动污染源，不仅污染面广，而且噪声级高，尤其是航空噪声和

汽车的喇叭声。 
（3）建筑噪声 
建筑噪声主要来源于建筑机械发出的噪声。建筑施工噪声虽然是一种临时性污染，但其

声音强度很高，又属于露天作业，因此污染也十分严重。有检测结果表明，建筑工地的打桩

声能传到数千米以外，因此严重影响居民的休息与生活。 
（4）社会噪声 
社会噪声主要是指社会活动和家庭生活所引起的噪声。如电视声、录音机声、乐器的

练习声、走步声、门窗关闭的撞击声等，这类噪声虽然声级不高，但却往往给居民生活造

成干扰。 

2．噪声的分类 

噪声污染按声源的机械特点可分为：气体扰动产生的噪声、固体振动产生的噪声、液体

撞击产生的噪声以及电磁作用产生的电磁噪声。  
噪声按声音的频率可分为：小于 400Hz 的低频噪声、400～1000Hz 的中频噪声，以及大

于 1000Hz 的高频噪声。  
噪声按时间变化的属性可分为：稳态噪声、非稳态噪声、起伏噪声、间歇噪声，以及脉

冲噪声等。  
噪声有自然现象引起的（见自然界噪声），有人为造成的。故也分为自然噪声和人造噪声。 

3．噪声污染的特点 

简单地说，噪声就是声音，它具有一切声学的特性和规律。但是噪声对环境的影响和它

的强弱有关，噪声越强，影响越大。衡量噪声强弱的物理量是噪声级。由于噪声属于感觉公

害，所以它与其他有害有毒物质引起的公害不同。 
噪声污染是一种物理污染，与水、气和固体废物的污染相比，它具有以下特点：①污染

面大，噪声源分布广，污染轻重不一；②就某一单一污染源来讲，其污染具有局限性，一般

的噪声源只能影响其周围的一定区域，它不会像大气中的飘尘，能扩散到很远的地方；③噪

声在空中传播时并未给周围环境留下什么有毒性的物质，噪声源停止，污染随即消失；④噪

声污染在环境中不会造成积累，声能量最后完全转变成热能散失掉。因此，噪声不能集中处

理，需用特殊的方法进行控制。 

1.1.3  我国噪声的概况 

1．工业噪声概况 

工业噪声是指工厂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机械震动、摩擦撞击及气流扰动产生的噪声。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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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噪声声源多而分散，噪声类型比较复杂，且生产的连续性声源也较难识别，因此治理起

来相当困难。 
工业噪声一般分为以下几类： 

（1）机械性噪声 
由于机械的撞击、摩擦、固体的振动和转动而产生的噪声，如纺织机、球磨机、粉碎机、

织布机、电锯、机床、碎石机等所发出的声音，是由于固体零件机械振动或摩擦撞击产生的

机械噪声。 
（2）空气动力性噪声 
由于空气振动而产生的噪声，如通风机、化工厂的空气压缩机、鼓风机、喷射器、汽笛、

锅炉排气放空等产生的声音，都是由于空气振动而产生的气流噪声。  
（3）电磁性噪声 
由于电机中交变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噪声。如发电机、变压器和高压电线等发出的声音。 
有关部门曾对北京地区的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建工建材、电子、纺织、印刷、食

品、造纸等行业 100 多个工矿企业的车间噪声和典型机器噪声进行过测试，其结果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各类工业企业噪声的声级范围 

工业部门 声级范围/dB 个别情况的声级/dB 

钢铁 
机械 

石油化工 
建工建材 

电子 
纺织 

铁路交通 
印刷 

食品、造纸及其他轻工业 

80～130 
80～120 
80～100 
80～120 
65～100 
80～105 
80～120 
70～95 
70～90 

达到 140 
达到 130 
超过 120 

 
超过 110 

 
 

超过 95 
 

2．生活噪声概况 

住宅的声环境是指住宅内外各种噪声源，在住户心理上产生影响的声音环境，是评判住

宅质量与性能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于相对于热环境和光环境等而言，其影响更是长期的，

且居民本身也是难以改变的。 
根据资料反映与调查结果，居民对城市各种环境污染的投诉，噪声污染占首位。欧美发

达国家约半数以上人口在噪声的侵扰下生活，从日本与噪声相关的诉讼案每年平均所占比例

来看，噪声居首位。我国有 40%的城市居民生活在超过噪声标准的环境中。绝大多数是对其

住宅受噪声干扰的不满，要求改善的呼声也最高。近年来，我国有关噪声干扰和商品房隔声

不好的民事诉讼案件也越来越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改善城市住宅功能与质量》的综合

调查结果中，做了住宅应改善的部分的居民意愿调查，其中改善意愿最强烈的是在声环境方

面，占 35%，亦居首位。清华大学近来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200 多户住宅进行了声环境

方面的调查，80%的住户反映受到了噪声的干扰，在住户改善意愿的要求中最为强烈的是隔

声。可以说，在我国住宅建设质量不断提高的今天，努力改善与提高住宅的声环境质量已成

为我们大家必须要正视并需解决的当务之急。 
影响住宅声环境的噪声通常可分为室外噪声和住宅内部噪声。室外噪声包括交通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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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噪声、工业噪声和商业社会生活噪声等。住宅内部噪声，主要是指住户楼内左邻右舍楼

上楼下的家电等产生的生活噪声的相互干扰以及给排水设备、电梯、水泵房设备噪声等。 

1.2  噪声的危害 

1.2.1  噪声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 

噪声对人们正常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们在工作和学习时，精力难以集中；使人的

情绪焦躁不安，产生不愉快感；影响睡眠质量；妨碍正常语言交流。 
研究表明，在 A 声级 40～50dB 的噪声刺激下，睡眠中的人脑电波会出现觉醒反应，即

A 声级 40dB 的噪声就可以对正常人的睡眠产生影响，而且强度相同的噪声，性质不同，噪

声影响的程度也不同。噪声对人们睡眠的干扰程度如表 1-3 所示。 

表 1-3  噪声对人们睡眠的干扰程度 

噪声程度 连续性噪声 冲击性噪声 

40dB(A) 有 10%的人感觉到噪声影响 有 10%的人突然惊醒 

65dB(A) 有 40%的人感觉到噪声影响 有 80%的人突然惊醒 

通常情况下，办公室、计算机房等场所的噪声要求控制在 60dB(A)以下，当噪声超过 60dB(A)
时，对人们的工作效率就会产生明显影响。在人们休息的场所，噪声应低于 50dB(A)。 

1.2.2  噪声可诱发疾病 

1．噪声导致听力损伤 

早在 19 世纪末，人们就发现持续的强烈噪声会使人耳聋。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

暴露在强噪声环境下，对 500Hz、1000Hz 和 2000Hz 三个频率的平均听力损失超过 25dB，称

为噪声性耳聋。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正常交谈时，句子的可懂度下降 13%，而句子加单音节

词的混合可懂度降低 38%。 
噪声引起的听力损伤，主要是内耳的接收器官受到损害而产生的。过量的噪声刺激可以

造成感觉细胞和接收器官整个破坏。靠近耳蜗顶端对应于低频感觉，该区域感觉细胞必须达

到很大面积的损伤，才能反映出听阈的改变。耳蜗底部对应于高频感觉，而这一区域感觉细

胞只要有很小面积的损伤，就会反映出听阈的改变。 
噪声性耳聋与噪声的强度、噪声的频率和接触的时间有关，噪声强度越大，接触时间越长，

耳聋的发病率越高。研究和调查结果表明，在等效 A 声级为 80dB 以下时，一般不会引起噪声

性耳聋；85dB 时，对于具有 10 年工龄的工人，危险率为 3%，听力损失者为 6%；而具有 15
年工龄的工人，危险率增加为 5%，听力损失者为 10%。通常认为足以引起听力损失的噪声强

度必须在 85dB(A)以上，所以，目前国际上大多以 85dB(A)作为制定工业噪声标准的依据。噪

声的频率越高，内耳听觉器官越容易发生病变。如低频噪声只有在 100dB(A)时才出现听力损

伤，而中频噪声则在 80～96dB(A)，高频噪声在 75dB(A)的情况下即可产生听力损伤。 

2．噪声引起人体生理变化 

噪声长期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可使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失调，条件反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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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各种症状，严重者可产生精神错乱。噪声可引起血压升高或降低，心率改变，心脏病加

剧。噪声会使人唾液、胃液分泌减少，胃酸降低，胃蠕动减弱，食欲不振，引起胃溃疡。噪

声对人的内分泌机能也会产生影响，噪声对儿童的智力发育也有不利影响。 
（1）损害心血管 
噪声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噪声会加速心脏衰老，增加心肌梗塞发病率。医学专家

经人体和动物实验证明，长期接触噪声可使体内肾上腺分泌增加，从而使血压上升，在平均

70dB 的噪声中长期生活的人，可使其心肌梗塞发病率增加 30%左右，特别是夜间噪声会使发

病率更高。调查发现，生活在高速公路旁的居民，心肌梗塞率增加了 30%左右。调查 1101
名纺织女工，高血压发病率为 7.2%，其中接触强度达 100dB 噪声者，高血压发病率达 15.2%。  

（2）对妇女儿童生理机能的损害 
女性受噪声的威胁，还可以有月经失调、流产及早产等，如导致女性性机能紊乱，月经

失调，流产率增加等。专家们曾在哈尔滨、北京和长春等 7 个地区经过为期 3 年的系统调查，

结果发现噪声不仅能使女工患噪声聋，且对女工的月经和生育均有不良影响。另外可导致孕

妇流产、早产，甚至可致畸胎。国外曾对某个地区的孕妇普遍发生流产和早产作了调查，结

果发现她们居住在一个飞机场的周围，祸首正是那些起飞降落的飞机所产生的巨大噪声。  
噪声对儿童的智力发育也有不利影响。据调查，3 岁前儿童生活在 75dB 的噪声环境里，

他们的心脑功能发育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在噪声环境下生活的儿童，智力发育水平要

比安静条件下的儿童低 20%。 
（3）噪声还可以引起如神经系统功能紊乱、精神障碍、内分泌紊乱甚至事故率升高。高

噪声的工作环境，可使人出现头晕、头痛、失眠、多梦、全身乏力、记忆力减退以及恐惧、

易怒、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甚至失去理智，有的甚至死亡。 

1.2.3  噪声损害设备和建筑物 

此外，噪声还对建筑物有损害。高强度和特高强度噪声能损害建筑物和发声体本身。航

空噪声对建筑物的影响很大，如超音速低空飞行的军用飞机在掠过城市上空时，可导致民房

玻璃破碎，烟囱倒塌等损害。美国统计了 3000 件喷气飞机使建筑物受损的事件，其中抹灰开

裂的占 43%，窗损坏的占 32%，墙开裂的占 15%，瓦损坏的占 6%。 
在特高强度的噪声（160dB 以上）影响下，不仅建筑物受损，发声体本身也可能因声疲

劳而损坏，并使一些自动控制和遥控仪表设备失效。 
此外，由于噪声的掩蔽效应，往往使人不易察觉一些危险信号，从而容易造成工伤事故。

在我国几个大型钢铁企业，都曾发生过高炉排气放空的强大噪声遮蔽了火车的鸣笛声，造成

正在铁轨上工作的工人被火车轧死的惨痛事件。 

1.3  环境噪声控制概述 

1.3.1  环境声学研究的内容 

环境声学是研究噪声对人们生活和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影响的科学。早在 20 世纪初，环境

噪声对人们的影响就已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纽约市是最早对城市环境噪声进行调查并建立起

控制机构的城市。随着现代化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环境噪声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

电子工业出版社版权所有 

   
   

 盗
版必究



 

 ·11·

害，同时也促进了对环境噪声监测方法、污染规律、控制技术和管理措施的研究，以及环境

声学这一新兴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环境声学的研究范畴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噪声评价方法和污染规律性的研究    
噪声的影响和危害不仅与噪声源的特性（如噪声强度、频率和时间特性等）有关，而且

与人的听觉特性和人们的主观心理反应有关，因此在研究如何控制环境噪声之前，首先要解

决如何评价噪声的问题。对具有不同噪声特性的各类噪声、不同的噪声暴露场所，以及不同

的噪声暴露时间的噪声评价方法的建立，是噪声控制程度的依据。 
污染规律的研究主要包括噪声级与各有关影响因素的关系、噪声的时间分布、空间分布

（即噪声传播规律的研究）等内容。该研究是评价环境质量、研究环境噪声发展和变化的趋势，

以及预测环境噪声影响的重要依据。 
（2）噪声的发生、传播途径和控制措施的研究   
噪声产生之后，在其传播过程中再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消除或减弱噪声的影响，虽十

分必要，但仍属于污染的被动治理。对噪声源的发声机理及噪声传播规律进行分析，在噪声

产生的同时就减弱或消除其影响，则是噪声控制的最积极、主动的治理措施。环境噪声的控

制除采取技术措施外，加强行政管理也是既经济又有效的方法之一。 
（3）噪声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及对人们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干扰的研究   
前者属于劳动保护，后者属于一般环境噪声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该研究对环境噪声评价

方法的建立和噪声污染控制有重要意义。 

1.3.2  噪声控制的方法 

环境噪声只有当声源、声的传播途径和接受者三者同时存在时，才能构成污染问题。因

此噪声污染控制也必须从这三方面进行考虑。 

1．噪声源控制 

控制噪声源是降低噪声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方法。噪声源控制，即从声源上降噪，就是

通过研制和选择低噪声的设备，采取改进机器设备的结构、改变操作工艺方法、提高加工精

度或装配精度等措施，使发声体变为不发声体或降低发声体辐射的声功率，将其噪声控制在

所允许范围内的方法。 
噪声源控制的具体措施主要有：①选用内阻尼大、内摩擦大的低噪声材料。一般的金属

材料，因其内阻尼、内摩擦都较小，消耗振动能量的能力弱，所以通常金属材料制成的机械

零件和设备，在振动力的作用下，机件会辐射较强的噪声。若采用内阻尼、内摩擦大的合金

或高分子材料，其较大的内摩擦可使振动能转变为热能耗损掉，故这类材料可以大幅度降低

噪声辐射。②采用低噪声结构形式。在保证机器功能不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设备的结构形

式，可以有效地降低噪声，如皮带传动所辐射的噪声要比齿轮传动小得多。③提高零部件的

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提高零部件的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可以降低由于机件间的冲击、摩

擦和偏心振动所引起的噪声。④抑制结构共振。 

2．噪声传播途径控制 

噪声传播的介质主要是空气和建筑构件，因此，传播途径的控制主要是空气声传播和固

体声传播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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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气声传播的主要控制方法 
① 采用隔声屏、隔声罩等装置，将噪声源与接受者分离开。该方法可降低噪声 20～50dB(A)。 
② 通过在噪声的传播通道上，如墙壁、隔声罩内表面等处铺设吸声材料，使一部分声能

在传播过程中被吸声材料吸收并转化成热能，可降低噪声 3～10dB(A)。 
③ 在声源与接受者之间通过管道安装消声器，使声能在通过消声器时被耗损，从而达到

降噪的目的。使用消声器通常可使噪声降低 15～30dB(A)。 
（2）固体声传播的控制方法 
① 在机器表面或壳体上涂抹阻尼涂料，或采用高阻尼材料来抑制振动。该方法可降低噪

声 5～10dB(A)。 
② 采用减振器、橡胶垫等将振源与机器隔离开，减弱外界激励力对机器的影响，降低噪

声辐射。此类方法的降噪量为 5～25dB(A)。 

3．听力保护 

在上述噪声控制方法暂时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在高噪声环境中工作的职工，必须采取个

人保护措施。如佩戴耳塞、耳罩、头盔和防声棉等。这些防护用具，主要是利用隔声的原理，

使强烈的噪声传不进耳内，从而达到保护人体不受噪声危害的目的。 
通常所采用的三种降噪措施，即在声源处降噪、在传播过程中降噪及在人耳处降噪，都

是消极被动的。为了积极主动地消除噪声，人们发明了“有源消声”这一技术。它的原理是：

所有的声音都由一定的频谱组成，如果可以找到一种声音，其频谱与所要消除的噪声完全一

样，只是相位刚好相反（相差 180°），就可以将这噪声完全抵消掉。关键就在于如何得到那

抵消噪声的声音。实际采用的办法是：从噪声源本身着手，设法通过电子线路将原噪声的相

位倒过来。由此看来，有源消声这一技术实际上是“以毒攻毒”。 

1.3.3  噪声的利用 

噪声一向为人们所厌恶。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也能利用噪声造福人类，

实现对其资源化利用。 
（1）噪声变音乐 
美妙动人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当今世界建筑领域中出现的全新的“建筑音响环境学”，

让建筑物不处于噪声氛围，也不沉没在无声的静寂中。日本、美国、英国等科学家研制出新

型的音响设备。设计师运用声波转换原理，通过声传感设施，把街市上人群、车辆运动中产

生的嘈杂喧闹的噪声，从失控状态下的振动声转化为受控制的机械声，使乱哄哄的噪声变成

清脆悦耳的大自然声响的“协奏曲”。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流水声如洗手、洗澡、水龙头等声

音转变成悠扬的乐曲或者潺潺的溪流声、树叶的沙沙声和海浪潮涌声，让人们如置身于大自

然中，人们把这种奇妙的音响叫做“室内音响”。 
（2）利用噪声发电充电 
噪声是一种能量的污染，比如噪声达到 160dB(A)的喷气式飞机，其声功率约为 10000W；

噪声达 140dB(A)的大型鼓风机，其声功率约为 100W。科学家发现，当声波遇到屏障时，声

能会转化为电能，英国的学者就是根据这一原理，设计制造了鼓膜式声波接收器，将接收器

与能够增大声能、集聚能量的共鸣器连接，当从共鸣器来的声能作用于声电转换器时，就能

发出电来。同样，利用涂布在塑料板上的纳米级氧化锌粒子的压电效应，将用户周围噪声的

震动能量转化为电能，为智能手机充电的技术试验也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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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噪声来制冷 
目前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冷技术，即利用微弱的声振动来制冷的新技术，第一台样机

已在美国试制成功。不难设想，今后的住宅、厂房等建筑物如能加以考虑这些因素，即可一

举降伏噪声这一无形的祸害，为住宅、厂房等建筑物降温消暑。  
（4）利用噪声除尘 
美国科研人员研制出一种功率为 2kW 的除尘报警器，它能发出频率2000Hz、声强为

160dB(A)的噪声，这种装置可以用于烟囱除尘，控制高温、高压、高腐蚀环境中的尘粒和大

气污染。  
（5）利用噪声除草 
科学家发现，不同的植物对不同的噪声敏感程度不一样。根据这个道理，人们制造出噪

声除草器。这种噪声除草器发出的噪声能使杂草的种子提前萌发，这样就可以在作物生长之

前用药物除掉杂草，用“欲擒故纵”的妙策，保证作物的顺利生长。 
（6）噪声增产 
噪声在农业生产活动中能起到一定的增产作用。强度适中的尖啸噪声，可使作物气孔涨

到最大，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和氧气，加快光合作用，提高生长速度和产量。有人做过实验，

经过噪声刺激后萝卜籽的发芽速度提高 1 倍。美国科学家丹卡尔森连续 3 年在番茄上试验，

经噪声刺激的番茄单株产量是对照的 10 倍，单个果实比对照大 1/3；在水稻、大豆、黄瓜、

芝麻等作物上试验，也收到了同样的效果。 
（7）噪声透射海底 
利用噪声透射海底，是进行海洋开发，取得深部海洋信息的有效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

期间，为了防范潜水艇的袭击，人类使用了声音定位系统即声波接收器——声呐。现在科学

家能够利用海洋里的噪声（鱼类的游动、过往船只的扰动、破碎的浪花等）进行摄影，用声

音作为摄影的“光源”。美国斯克利普海洋研究所研制出一种“声音—日光”环境噪声成像系

统，该系统具有奇妙的摄影功能。 
（8）利用噪声克敌 
利用噪声还可以制服顽敌，目前已研制出一种“噪声弹”，能在爆炸间释放出大量噪声波，

麻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人暂时昏迷，该弹可用于对付恐怖分子，特别是劫机犯等。 
此外，还可以用噪声测温法来探测人体的病灶。科学家最新制成一种激光听力诊断装置，

它测试迅速，不会损伤耳膜，没有痛感，特别适合儿童使用。 

习  题  1 

1．什么是噪声，其来源有哪些？ 

2．噪声污染有什么特点？ 

3．噪声的危害有哪些？如何控制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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