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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小区建设技术指南》解读

一、编制背景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及相关政策文件

关于鼓励开展宁静小区建设的要求，在保护小区声环境领域中国

内法律、法规、标准未明确提出关于小区规划选址、建筑布局等

方面的要求以及在指导小区规划建设中具体应用噪声减缓措施、

加强小区内部设施降噪、采取噪声防治管理方面存在空缺的背景

下，深圳市生态环境、规划设计、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领域亟

需全面系统的技术文件指导开展宁静小区建设。

二、目的意义

本文件的编制目的是落实国家、广东省鼓励开展宁静小区建

设的需要，是指导落实深圳积极响应推动宁静小区建设的需要。

本文件的编制意义一是推动加强用地规划与设计中的噪声

管控，促进实现规划设计阶段全流程噪声管控，对易产生噪声的

交通干线、工业生产、商业活动等用地，提出与居住用地之间的

退让距离及缓冲空间的建设建议，从空间布局上保障小区声环境

达到相关环境标准；二是指导小区通过优化内部建筑物、构筑物、

绿化带等方面设计、建造与管理，消减小区外部噪声源影响，指

导小区合理布置易产生噪声的活动空间与设施、加强噪声防控管

理，消减小区内部噪声源影响。三是促进切实解决市民关切的噪

声问题，通过改善小区声环境，逐步推进宁静城市建设，践行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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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和谐的美丽中国典范，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

特色。

三、主要技术依据

本文件全文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与《标准编写规则 第 7 部分：

指南标准》（GB/T 20001.7-2017）编制，经研究标准需具备的要

素和宁静小区建设所需指导的内容，形成了范围、规范性引用文

件、术语与定义、通则、噪声减缓措施、小区内部设施、小区噪

声防治管理等七个章节内容以及四个资料性附录。

第 1 章范围主要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标准编写规则 第 7 部

分：指南标准》（GB/T 20001.7-2017），经研究深圳开展宁静小

区建设所需指导的方面和需面向的建设主体，形成了本文件编制

的目的和适用范围，

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主要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标准编写

规则 第 7 部分：指南标准》（GB/T 20001.7-2017），经研究本文

件后续部分所需引用的规范性文件，形成了规范性引用文件汇总

目录。

第 3 章术语和定义主要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标准编写规

则 第 7 部分：指南标准》（GB/T 20001.7-2017），参考《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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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标准》（GB 3096）、《道路声屏障建设技术规范》（DB4403/T 62

—2020）、《宁静小区建设与评价技术规范》（T/CI 228—2023）

等文件，经研究本文件后续章节内容所需的术语，形成 7 个术语

的定义。

第 4 章通则主要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1.1-2020）、《标准编写规则 第 7 部

分：指南标准》（GB/T 20001.7-2017），参考《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3096）、《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声屏障声学设计和

测量规范》（HJ/T 90—2004）、《道路声屏障建设技术规范》

（DB4403/T 62—2020）、《宁静小区建设与评价技术规范》（T/CI

228—2023）等文件，经研究开展宁静小区建设的流程和需考虑

的因素，形成关于声环境管控、声环境本底情况、建设条件、噪

声减缓措施、噪声防治管理能力等方面的要求。

第 5 章噪声减缓措施主要依据《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声环境》（HJ 2.4-2021）、

《声屏障声学设计和测量规范》（HJ/T 90—2004）、《道路声屏障

建设技术规范》（DB4403/T 62—2020）、《深圳市道路声屏障设计

指引》（SJG 57-2019）等文件，经研究深圳实际情况和小区内外

的可建设条件，通过噪声预测模拟对比，形成关于建筑空间布局、

遮挡物设置、建筑隔声等方面的降噪建议。

第 6 章小区内部设施主要依据《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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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016-2021）《低噪声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SJG 152-2024）

等文件，经研究小区内部易产生噪声扰民的设施情况，形成关于

公共活动空间、内部道路、内部设备、声景观等方面优化声环境

的建议。

第 7 章小区噪声防治管理主要依据《宁静小区建设与评价技

术规范》（T/CI 228—2023）及国内关于宁静小区建设相关文件，

经研究有关噪声防治管理工作的控制作用、小区可操作空间及实

现难度、建设成本，形成小区内部噪声管理与涉外噪声管理的建

议。

四、主要内容说明

1.标准的范围

本章说明了本文件编制的目的和适用范围。

本文件提供宁静小区建设指导，从噪声减缓措施、内部设施

降噪、噪声防治管理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开展宁静小区建设的居住区，其他计划

改善声环境的居住区可参照使用。

宁静小区建设的主要对象是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物业管理

信息平台收录的住宅小区。为兼顾引导促进全市其他居住区域主

动采取措施改善声环境，其他居住区（城中村）也纳入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根据声环境质量相关标准、涉及小区声环境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章按需进行规范性引用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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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术语和定义

本章对居住区、宁静小区、交通干线、噪声减缓措施、声屏

障、声影区、声景观等术语给出定义。

4.通则

本章提出开展宁静小区建设的基本要求和考虑因素，包括明

确提出小区声环境管控宜从规划设计阶段开始，说明掌握声环境

本底情况是开展小区声环境管控的基础以及给出噪声预测或现

场实测等评估方法的建议，提出改善小区声环境要采取时需综合

考虑的方面，给出建筑室内声环境需满足的建议，提出偶发性噪

声防治建议等。

5.噪声减缓措施

本章提出建筑空间布局、遮挡物设置、建筑隔声三个方面可

采取的噪声减缓措施建议。其中，新建、扩建或改建小区可综合

应用各项噪声减缓措施，已建成小区可综合应用遮挡物设置、建

筑隔声两方面的噪声减缓措施。如需在小区用地红线外建设降噪

措施，建设主体应为产生噪声的项目责任单位。

5.1建筑空间布局围绕建筑空间布局提出消减噪声的设计建

议，主要用于指导新建、扩建或改建小区。建筑空间布局是小区

选址、规划设计过程中关键的环节，决定着小区声环境的基本格

局。

5.2 遮挡物设置提出通过山丘、土坡、地堑等自然地形物或

绿化林带、小区实心围墙、声屏障等遮挡物来消减噪声的建议。



— 6 —

原则上，工业企业厂界、汽车、铁路边界、社会生活等噪声应符

合环境噪声相关强制标准排放限值。如在小区外采取措施，建设

主体应为产生噪声的项目责任单位，小区管理者可向相关方提议

采取相关减缓措施。在选取包括遮挡物在内的噪声减缓措施时，

可根据本文件的第 4.5 条综合考虑，可采取一种或多种措施。在

仅考虑安全和美观的情况下，排序可依次为山丘、土坡、地堑等

自然地形物、绿化林带、小区实心围墙、声屏障。

5.3建筑隔声提出通过在建筑上增强墙体和外窗的隔声性能

来保护小区室内声环境的建议。

6.小区内部设施

本章提出控制小区内部设施噪声的建议，包括公共活动空间、

道路、设备等三个方面。

6.1内部公共活动空间提出通过合理设计小区内部公共活动

空间的布局和采取有关措施消减噪声的建议。

6.2 内部道路提出通过建设低噪路面、优化交通组织方式减

少噪声产生的建议。

6.3 内部设备提出采用产生较低噪声的设备，旨在从源头减

少噪声以及提出小区安装易产生噪声的设备的注意事项和减振

降噪建议，并给出了相关应用示例。

7.小区噪声防治管理

本章提出通过管理方式预防或减少小区内外偶发性噪声的

建议。这些建议是通过分析现场调查深圳小区管理噪声的常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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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国内外有关噪声管理经验，结合小区日常管理和权限范围总

结归纳形成的可操作的做法。这些建议可以指导小区开展宁静小

区建设的过程中强化关于噪声防治的管理，也将推动小区形成基

层噪声管理的长效机制。

7.1 内部噪声管理提出监测噪声、引导公众、建立管理制度、

噪声预警、建立协调机制、管理设备噪声、养护降噪设施、宣传

教育等方面的建议。

7.2涉外噪声管理提出受到外部偶发性或短时间噪声影响时，

小区能够主动对外开展预防或控制噪声相关管理工作的建议。

8.附录

为清晰阐明各章节中的条文内容和提供高效便捷的技术应

用参考，经研究本文件使用的场景与工作需要，形成了相关附录。

五、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本文件主要起草单

位有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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