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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陵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杨凌示范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2019-2023）已

经管委会同意，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办

公室关于印发杨凌示范区城区声环境质量标准功能区划的通知》

（杨管办发〔2012〕59号）同时废止。 

 

   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办公室 

（此件公开发布）                  2019 年 7月 25 日 



 
 

为加强杨凌示范区环境噪声管理，提高声环境质量，营造良

好 人 居 环 境 ， 根 据 《 声 环 境 功 能 区 划 分 技 术 规 范 》

（GB/T15190-2014），结合《杨凌城乡总体规划修编（2017-2035）》

和用地开发现状，制定本方案。 

一、划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二）《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 

（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 

（四）《关于加强和规范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管理工作的通知》

（环办大气函〔2017〕1709 号）； 

（五）《关于加快实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暨声环境功能区划

分调整工作的函》（陕环大气函〔2018〕66号）。 

二、划分范围 

本次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范围为：杨凌示范区全域范围，包括

杨陵区下辖的 3个街道和 2个镇，区划面积 135平方公里。 

三、区划期限 

区划期限为 2019-2023年。 

四、划分类别及标准 

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声环境功能区分



为以下五类： 

0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 

1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

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2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功能，

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3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功能，

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4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之内，需要防

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 4a 类和 4b类

两种类型。4a 类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

路、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

航道两侧区域；4b 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 

各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的环境噪声等效声级（Leq）限值见

表 1。 

表 1环境噪声等效声级限值单位：dB(A) 

类别 
时段 

昼间 夜间 

1类 55 45 

2类 60 50 

3类 65 55 

4类 
4a类 70 55 

4b类 70 60 

注：表 1中 4b类声环境功能区类别环境噪声限值，适用于 2011 年 1 月 1 日起环境影响评价



文件通过审批的新建铁路（含新开廊道的的增建铁路）干线建设项目两侧区域 

在下列情况下，铁路干线两侧区域不通过列车时的环境背景噪声限值，按昼间 70dB（A）、夜

间 55dB（A）执行：（a）穿越城区的既有铁路干线；（b）对穿越城区的既有铁路干线进行改建、

扩建的铁路建设项目。既有铁路是指 2010年 12月 31日前已建成运营的铁路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已通过审批的铁路建设项目 

五、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一）0类声环境功能区 

杨凌示范区没有占地面积大于 0.5 平方公里的康复疗养区

域，不设 0类声环境功能区。 

（二）1类声环境功能区 

1 类声环境功能区由文教居住区、科教研发区、滨水休闲区

组成，具体范围见表 2。 

表 2   1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 

编号 名称 范围 
面积

（km2) 
主要用地功能 

101 文教居住
区 

杨扶路（东段）-高研路-西宝高速-杨扶
路（南段）-邰南社区北界-东新路-神农
路-新桥路-神果路-科森东厂界-神农路
-杨扶路（南段）-渭惠路-新桥路-陇海
线-长青路-渭惠路-西农路-长乐路-开
皇广场东-陇海线-姚东村东-小康路-东
新路-北干渠路-杨扶路（北段）-防护路
-东新路-凤凰路-后稷路-孟杨路-农科
路-杨扶路（东段） 

21.0 居住、文教 

102 
科教研发

区 

水厂路（东段）-水运西路-滨河路-民乐
路-水厂路（西段）-高研路-滨河路-高
产路-河堤路-水运东路-西宝高铁-邰城
路-水厂路（东段） 

9.5 文教、科研 

103 滨水休闲
区 韦河、漆水河生态湿地沿岸观光带 10.9 观光 

104 农业技术
示范片区 

河堤路以北-高产路-杨青路-西宝高速-
高产路-陇海线-高研路-杨扶路-韦河观
光带以南-西边界以东 

51.7 农林 

（三）2类声环境功能区 



除方案划分的 0、1、3类区以外的区域，共 3个片区，具体

如表 3。 

表 3   2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 

编号 名称 范围 
面积

（km2) 
主要用地功能 

201 商住混合区 
康乐路-西农路-长青路-开皇广场南-开

皇广场东-康乐路 
0.9 居住、商业 

202 农业商务区 
西宝高铁-高研路-水厂路-民乐路-滨河

路-水运西路-水厂路-博学路-西宝高铁 
2.2 商业 

203 
五泉特色小

镇 
五泉街道及五泉社区周边 1.6 居住、商业 

204 
揉谷特色小

镇 

高研路-西宝高速-高产路-陇海线-高研

路 
1.6 居住、商业 

205 
特色小镇风

貌区 
高研路-永安路-高产路-滨河路-高研路 1.8 居住、商业 

（四）3类声环境功能区 

3 类声环境功能区由 5个片区组成，分别为：生物医药园区、

饲料工业园区、物流仓储园区、农机装备及农产品加工园区、种

子产业园及新型产业区，具体范围见表 3。 

表 4   3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 

编号 名称 范围 
面积

（km2) 
主要用地功能 

301 
生物医药园

区 

水运东路-河堤路-漆水河观光带-西宝高

速-水运东路 
5.4 工业 

302 
饲料工业园

区 

陇海线-鼎天公司南-新桥路-渭惠路-杨

扶路（南段）-神农路-科森东界-神果路-

新桥路-神农路-东新路-邰南社区北界-

杨扶路（南段）-西宝高速-漆水河观光带

-陇海线 

3.6 工业 

303 
物流仓储园

区 

陇海线-漆水河观光带-高干渠路-东新路

-小康路-姚东村东界-陇海线 
2.1 工业、物流仓储 



编号 名称 范围 
面积

（km2) 
主要用地功能 

304 

农机装备及

农产品加工

园区 

高干渠路-杨村路-兴杨路-鼓舞二路-孟

杨路-杨扶路（东段）-后稷路-凤凰路-

东新路-防护路-杨扶路（北段）-高干渠

路 

7.6 工业 

305 

种子产业园

及新型产业

区 

西宝高速-杨青路-永安路-西宝高铁-博

学路-水厂路-西宝高速 
3.0 工业、物流仓储 

（五）4类声环境功能区 

1. 4a类声环境功能区 

（1）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城市快速路、城市

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城市轨道交通（地面段）、内河航道边界

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分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确定方

法如下： 

相邻区域为 1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50m； 

相邻区域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35m； 

相邻区域为 3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为 20m。 

（2）若临路建筑以低于三层楼房的建筑为主，交通干线边

界线外一定距离内的区域划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距离确定同

（1）。 

若临路建筑以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的建筑为主，第

一排建筑面向线路一侧至线路边界线的区域及该建筑物两侧受

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的区域划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并排的两

个建筑物临路一侧的相邻两点间距离小于或等于 20 米时，视同



直接连接。第二排及以后的建筑，若其高于前排建筑或虽低于前

排建筑但因楼座错落设置使部分楼体探出前排遮挡并收到线路

交通噪声直达声影响，则高出及探出部分的楼层面向线路一侧范

围划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 

（3）交通干线边界界定 

①地面段公路和城市道路以最外侧非机动车道路或机非混

行道路外延为边界； 

②高路基公路和城市道路以最外侧的边沟或路基边缘为边

界，没有辅路的高架公路和城市道路以高架段地面垂直投影的最

外侧为边界； 

③高速公路以护网处为边界，没有护网的按一般公路和城市

道路处理； 

（4）交通枢纽（客货运枢纽、城市轨道交通地面站场、高

速公路服务区、内河港口）区域划为 4a类声环境功能区。 

表 5   4a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 

序号 级别 道路名称 起讫点 车道 
里程

(km) 
备注 

1 高速公路 西宝高速 南庄-权家（杨凌段） 八车道 14.1   

2 

城市 

主干道 

杨扶路 段家镇-杨凌高速口 六车道 20.1   

3 西环路 扶风-青化 / 10.4 规划 

4 孟杨路 三合-北杨 二车道、四车道 14.1   

5 
城市 

主干道 

高干渠路 新集-武功 二车道、四车道 7.9   

6 渭惠路 揉谷-普吉 四车道、六车道 13.2   

7 城南路 东环-西环 六车道 10.5   



序号 级别 道路名称 起讫点 车道 
里程

(km) 
备注 

8 河堤路 扶风-武功 四车道 12.0   

9 水厂路 石家村-新桥路 二车道 3.7   

10 高研路 北环-河堤 / 8.8 规划 

11 杨凌大道 杨扶路-垭柏 八车道 8.5   

12 
西农路-邰城

路 
西农北校-水运广场 四车道 3.8   

13 后稷路 老火车站-崔西沟 二车道、四车道 3.3   

14 新桥路 武功-四屯 四车道 9.5   

15 东环路 西宝中线-河堤路 四车道 3.7   

16 

城市 

次干道 

永安路 石家村-新桥路 二车道 7.1 规划 

17 滨河路 西环-东环 二车道 7.6   

18 兴平路 五星村-揉谷   4.2 规划 

19 五胡路 五星-胡家底 二车道 4.1   

20 博士路 博学嘉苑-杨凌大道 二车道 1.1   

21 神农路 西农南校-华电 二车道 4.2   

22 常乐路 
建材市场-交警队 

十字 
二车道 3.1   

23 康乐路 梁氏窑-姚安 二车道 4.8   

24 货场路 半个城-下川口 二车道 1.7   

25 小康路 人民公园-半个城 二车道 2.7   

26 上沿路 陵东-东卜   2.9 规划 

27 凤凰路 张家岗-南杨 四车道 3.2   

28 兴杨路 张家岗-北杨 四车道 2.7   

29 民乐路 金融大厦-河堤路   2.1 规划 

30 水厂西路 高铁站-河堤路 四车道 2.0   

31 博学路 渭惠路-水运 四车道 3.3   

32 水运东路 邰城小学-河堤路 二车道 2.2   

33 长青路 邰城小学-元树 二车道 5.0   

34 东新路 夏家沟-宝利沥青 四车道 4.9   

35 鼓舞路 南杨-半个城   0.9 规划 

36 鼓舞路二路 南杨-半个城   1.5 规划 

37 杨村路 南杨-下川口   0.5 规划 

38 农科路 建材市场-陈沟 二车道、四车道 4.4   

39 泰陵路 东卜-马场 二车道 1.6   

40 

城市支路 

佑仁路 东卜-后稷路 二车道 1.5   

41 绛杏路 杏林-绛帐 二车道 3.9   

42 西宝中线 武功-绛帐 二车道 8.0   

43 安居路 神农路-渭惠路 二车道 0.7   



序号 级别 道路名称 起讫点 车道 
里程

(km) 
备注 

44 神果路 树木园-车管所 二车道 2.1   

45 防护路 代家坡-半个城 二车道 2.1   

46 

村镇 

主干道 

高学路 滨河路-五泉社区   6.5 规划 

47 高产路 西宝中线-河堤路   2.0 规划 

48 南滨-滨堤路 城南路-滨河路 二车道 1.3   

49 杨青路 西宝中线-滨河路   1.5 规划 

50 北环路 陈沟-曹堡 二车道 10.3   

    杨凌汽车站作为交通枢纽划为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 

2.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1）穿过辖区的西宝客运专线（杨凌段）和陇海铁路（杨

凌段）用地范围外一定距离以内的区域划分为 4b 类声环境功

能区，距离的确定不考虑相临建筑物高度的影响，其原则和

方法同 4a 类的规定。 

（2）如铁路与其他交通干线平行，划分为 4b 类声环境

功能区；对于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与 4a 类声环境功能区有重

叠的部分，按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执行。 

（3）交通枢纽（铁路站场）区域划为 4b 类声环境功能

区。 

表 6   4b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 

序号 道路名称 里程(km) 备注 

1 西宝客运专线（杨凌段） 10.5   

2 陇海铁路（杨凌段） 12.9  

杨陵站和杨凌南站作为交通枢纽（铁路站场）区域划为 4b



类声环境功能区。 

（六）其他规定 

1. 暂不划定 0 类声环境功能区，期间设置的康复疗养区等

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按《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的要

求执行。 

2. 乡村区域也可按照按以下条件确定具体区域的声环境质

量要求： 

（1）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 0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2）村庄原则上执行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动较

多的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指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

要求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3）独立于村庄之外的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 3 类声环境

功能区要求。 

3. 位于工业区范围内，在下列情况下执行 2 类声环境功能

区标准： 

（1）规划为商务办公等非工业用地的区域； 

（2）规划为工业用地，但尚未开发建设，现状为学校、医

院、住宅等噪声敏感区域。 

4. 区划中未出现的工业区、物流区，以政府审批的园区范

围为准并作为 3 类声环境功能区依据；区划中未出现的交通干

线，以政府审批后确定的道路为准并作为 4 类声环境功能区依



据。 

5. 地下商业设施边界噪声排放要达到地面相应声环境功能

区的标准限值。 

六、声环境管理要求 

（一）1 类 2类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必须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设

单位必须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规定环境噪声污染的防治措施，

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准。 

在进行建筑施工活动时，应确保其噪声符合所在功能区对应

的噪声排放标准。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

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修、抢险作业

和因生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除外。因特殊

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有关主管

部门的证明。 

单位或个人使用如空调器、冷却塔、抽风机、发电机、水泵、

空压机、音响等可能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时，要控制

其噪声不超过相应区域的环境噪声标准。文化娱乐活动场所，应

采取有效的噪声防治措施，使周围地区的环境噪声符合相应区域

的环境噪声标准。 

（二）3类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 



向周围生活环境排放工业噪声，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工业

企业厂（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位于 3 类区内的村庄、学

校等，仍按照 2类区标准进行控制。 

（三）4类声环境功能适用区域 

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本地城市市区区域声环境

保护的需要，划定禁止机动车辆行驶和禁止其使用声响装置的路

段和时间，并向社会公告。警车、消防车、工程抢险车、救护车

等机动车辆安装、使用警报器，必须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的规定；

在执行非紧急任务时，禁止使用警报器。 

七、噪声控制措施及对策 

西宝高速、陇海铁路、西宝高铁从城区穿过，交通主干线也

密集分布在主城区，工业用地主要分布在主城区的北、东、南三

个方向，且都与 1 类区毗邻。历年噪声投诉，主要分布在主干道

路沿线、商业中心区、临近工业区这三类区域，2017 年的城市

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在主干道路沿线和商业中心区呈现出

较高测值。这说明，噪声污染来源主要是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

声，现针对这一现状提出以下控制措施。 

（一）加强环境噪声监管 

工业企业噪声的监管：在工业生产中因使用固定的设备造成

环境噪声污染的工业企业，必须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

规定，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



拥有的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的种类、数量以及在正常作业条

件下所发出的噪声值和防治环境噪声污染的设施情况，并提供防

治噪声污染的技术资料。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设备的种类、数量、

噪声值和防治设施有重大改变的，必须及时申报，并采取应有的

防治措施。严格控制新建、改扩建项目环境噪声的污染，从源头

抓起，满足卫生防护距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管理制度，

合理布置噪声污染源，减少对周边环境的污染，强化企业噪声监

管。 

道路交通噪声的监管：限制大型或重型车辆、拖拉机等驶入

城区，限制过境车辆、运输车、轮式专用机械进入城区；警车、

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等特种车安装的报警器，按规范要

求启用；干道种植高大乔木或设置噪声屏障。 

建筑施工噪声：建筑施工现场应采取有效的噪声防治措施，

使场界噪声达到《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要求；合理安排施工

时间、强度和施工方法，在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内，禁止

进行夜间施工作业；强化建筑工程监管，要求企业文明施工，最

大限度减少噪声排放。 

社会生活噪声：严控文娱商业场所的噪声排放，重点整治餐

饮、娱乐业、住宅装修等社会噪声，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对特殊时段限制高噪音设备使用的规定。禁止在商业经

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法招



揽顾客。禁止任何单位、个人在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设物集中区

域内使用高音广播喇叭。在城市市区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

所组织娱乐、集会等活动，使用音响器材可能产生干扰周围生活

环境的过大音量的，必须遵守当地公安机关的规定。使用家用电

器、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时，应当控制音量或者

采取其他有效措施，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在已竣

工交付使用的住宅楼进行室内装修活动，应当限制作业时间，并

采取其他有效措施，以减轻、避免对周围居民造成环境噪声污染。 

（二）加大噪声整治力度 

定期开展城市区域建成区噪声污染专项整治工作，通过与住

建、交通、公安等相部门联合执法的方式，加大对城市建成区噪

声污染的综合整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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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背景介绍 

（一）首次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情况简介 

2012 年，杨凌示范区首次开展了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工作。

2012 年 12 月 20 日，管委会办公室下发《关于印发杨凌示范区

城区声环境质量标准功能区划的通知》（杨管办发〔2012〕59 号），

正式以文件形式对外发布。 

首次划分的主要依据为《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技术规

范》（GB/T15190—94）及 2010年版《杨凌城区总体规划》（2010～

2020），区划范围为整个杨凌示范区建成规划区，北至孟杨路，

南到渭河，西至规划西环路，东到城乡规划东界，总面积 81.50

平方公里。 

首次划分结果如下：1 类区总面积 23.63 平方千米，含科教

住宅北区和科教住宅南区两个片区；2类区总面积 24.76 平方千

米，含商住混合区和发展备用区两个片区；3 类区总面积 19.46

平方千米，主要为工业物流区；4类区分 4a 和 4b两大类，4a类

共涉及 23条道路两侧区域，总长度 163.0 千米，4b 类为陇海铁

路和西宝高铁及两侧区域，总长度 23.5千米。 



（二）现行区划方案存在的问题 

1. 现行区划方案，是以 1994 年的国标《城市区域环境噪声

适用区划技术规范》（GB/T15190—94）为技术指导进行编制的，

2014 年环境保护部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了《声环

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2015 年开始实施，

94 标准废止。现有的区划方案，需要根据新的国标做出相应的

调整。 

2. 2018年《杨凌城乡总体规划修编》（2017-2035）发布，

相较于 2010 年版《杨凌城区总体规划》（2010～2020）有较大变

动，原有的区划方案，有些方面已不适用于杨凌规划发展的需求。

因此，需再次开展声环境功能区划，对首次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方

案做出调整，以满足新版城乡总体规划要求。 

二、杨凌示范区总体规划简介 

《杨凌城乡总体规划修编》（2017-2035）文本确定：规划

2020年市域总人口为 32万人，城镇化率达到 88%；2035年市域

总人口为5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93%。2035年城市建设用地56.25

平方公里，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134 平方米；规划 2035 年中心城

区城市人口约为 42 万人，为适应人口流动和人口发展的不确定

性，城市基础设施按 45万人配置，近期 2020 年中心城区人口约

为 25 万人，城市基础设施按照 30万人配置。 

（一）规划范围 



杨凌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范围：即杨凌行政管辖区范围，规

划区总面积 132.57 平方公里。中心城区总体规划范围：高研路

以东、杨扶路以南的区域，面积约 58.62 平方公里。 

（二）市域城镇体系 

规划形成由 1 个中心城市、2 个城镇、5 个农村社区、若干

美丽宜居乡村构成的全域统筹、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1 个中心城市即杨凌中心城区，由重点发展科技创新、金融

服务、教育培训、信息服务等功能，是支撑杨凌成为全国现代农

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产业高地。2 个城镇即五泉镇、揉谷镇。其

中，五泉镇总人口 1.6 万人，远期建设规模为 171.20 公顷，重

点发展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专业市场，配套集贸、教育、医

疗、旅游等功能；揉谷镇总人口 2.9 万人，远期建设规模 300.24

公顷，重点发展现代观光农业、特色休闲旅游产业和综合养老服

务产业等功能。 

（三）城乡空间布局 

在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将规划区用地分为禁建

区、限建区、适建区和已建区，并提出相应措施，加强对四区的

空间管制和建设引导。 

1. 禁建区：指对自然生态环境具有严重影响，或采取大量

工程措施才能建设的用地，主要渭河、韦河、漆水河等水域、排

洪河道等控制范围，面积约 9.11平方公里，占总用地的 6.89%。 



2. 限建区：渭河、韦河、漆水河等河道堤外 100 米范围、

永久性基本农田保护区、重大基础设施保护区等，面积约 21.19

平方公里，占总用地的 16.02%。 

3. 适建区：指对自然生态条件影响较小，采用少量工程措

施便可以建设的用地。主要为生态敏感性低的用地和未利用土

地，面积约 79.28 平方公里，占总用地的 59.93%。 

4. 已建区：现状城区、工业园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城

市现状建成区等用地，面积约 22.7平方公里，占总用地的 17.1%。 

空间发展策略：适度混合、均衡紧凑发展，从城乡统筹发展

的角度，城区相对集中，向南、向西方向进行城市空间的有序拓

展。向南——跨西宝高速向南推进，依托自贸区和工业园区的建设，

带动城市南部地区的活力发展，注重特色化建设，形成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高品质地区。向西——近期将西南地区的自贸区作为发展

主要动力，强化杨凌的农业商务、总部基地、农业科研等功能，

远期向西北方向组团化拓展，形成城市西部地区的发展轴带。 

2035 年杨凌全域形成“一心、两轴、两带、多组团”的多

中心、组团式、集约型的市域空间布局，外围三个方向沿河流空

间共同形成生态屏障，成为保护城市空间、有效引导城市扩张的

有效保障，推进城镇体系结构的优化和城乡统筹发展。“一心”

为农业国际商务中心，依托自贸区杨凌大道周边地区的建设，集

聚商务办公、农业金融服务创新、总部经济等功能, 形成城市新



的综合核心,并将成为南部地区发展的动力引擎，带动杨凌城乡

结构的优化重组。“两轴”为东西方向的两条重要发展轴带： “缤

纷活力休闲带”依托渭惠渠、康乐路，在城市北部片区集聚城市

游憩、生活服务、商业服务、市民活动等功能，注重连贯的开放

空间与活力地区塑造，形成未来城市中央的活力空间集聚地；“教

育研发创新带”依托自贸区城南路，打造产、学、研、交流、示

范一体的农业教育与创新发展轴带，形成城市南部地区的新界面

与高品质地区。依据功能与区位，形成城市型组团与乡镇型组团。 

（四）城乡土地利用规划 

按照生态间隔、集约发展的用地布局思路，未来杨凌示范区

将形成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合理布局。 

1. 产业用地主要集中布置在城北、东部以及东南部的工业

园区、西宝高速以南的种子产业园以及杨凌大道以西片区。 

2. 生活空间中的重大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将主要集中杨凌

大道北部政务服务组团、商务区南部、会展中心附近以及杨陵区

级行政中心附近，并形成各具特色的城市中心节点。居住用地主

要集中在老城区、南部邰城路以东以及杨凌大道北部片区和西南

地区,形成相对集聚的生活居住区。 

3. 生态空间包括外围沿渭河、韦河、漆水河周边的生态用

地，城市周边的农业地区以及城市公园绿地、大型交通走廊绿化

带等，共同构建自然与城市相融的生态区布局。 



（五）交通规划 

规划“七横六纵”的对外交通网络，加强东西部地区的联系，

构建南北交通与区域交通相协调，逐步建立便捷、通达的区域性

交通体系。“七横”分别是国道 334、杨扶路、孟杨路、北干渠

路、渭惠路西段、城南路、河堤路；“六纵”分别是西环路、高

研路、杨凌大道、后稷路-邰城路、新桥北路、杨扶路-东环路。

在城市西侧打通南北向高速公路，与关中环线进行连接，疏通城

市对外交通；在中心城区南侧，打通三条跨渭河通道，加强与周

至县便捷的交通联系；对接周至县、武功县的综合交通规划，与

周边区域形成良好的交通连接。 

三、声环境质量现状 

（一）区域噪声现状 

2017 年，全区 178 个网格中，除部分特殊区域不能正常监

测外，其他区域网格监测结果显示昼间处于良好以上质量等级的

占 73.7%，处于轻度污染等级的占 22.9%，处于中度污染等级的

占 3.4%。其中 1 类区昼间区域声环境等效声级为 51.7dB；2 类

区昼间区域声环境等效声级为 54.3dB ；3 类区昼间区域声环境

等效声级为 54.3dB。 

杨凌示范区区域昼间主要声源为生活噪声和交通噪声。生活

噪声占整个声源比例为 53.7%～59.7%；交通噪声源为 19.8%～

25.7%；工业噪声源、建筑噪声源分别为 6.3%～10.1%、7.9%～



14.3%。区域声源所占比例大小依次为：生活＞交通＞工业＞建

筑。 

（二）道路交通噪声现状 

2017 年，对主城区 19 条道路的 30 个路段的交通噪声进行

监测，监测道路长度为 94.6 千米，交通声环境等效声级范围为

51.6—72.5dB，除部分路段未达到国家声环境质量 4a 类标准，其

他大部分路段均符合标准。 

（三）功能区噪声现状 

2017 年，杨凌示范区环境监测站在辖区各类功能区共布设

监测点位 7个、开展监测 56 点次，昼间、夜间各 28 点次。其中，

各类功能区昼间共达标 26 点次，昼间点次达标率为 95.8%；夜

间共达标 26 点次，夜间点次达标率为 95%。各功能区间比较：1

类区、3 类区昼间和夜间全部达标，2 类功能区的昼间、夜间均

有不同程度超标。总体来看，杨凌示范区各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

间达标率高于夜间。 

四、区划结果与原有区划比对 

（一）区划范围不同 

原有方案的区划范围为建成规划区，北至孟杨路，南到渭河，

西至规划西环路，东到城乡规划东界，总面积 81.50 平方公里。

本次区划范围为杨凌示范区全域覆盖，总面积 135 平方公里。 

（二）时效不同 



原有方案计划时效为 2012-2020年，有效期为 8年。本次依

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15190-2014）中的新规

定，区划方案有效期不得超过 5年，因此时效定为 2019-2023年。 

（三）划定依据不同 

首次划分的主要依据为《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技术规

范》（GB/T15190—94）及 2010年版《杨凌城区总体规划》（2010～

2020 ）， 本 次 是 根 据 《 声 环 境 功 能 区 划 分 技 术 规 范 》

（GB/T15190-2014），结合《杨凌城乡总体规划修编（2017-2035）》

和用地开发现状进行制定。 

（四）各类区域范围均有调整 

相较于首次区划方案，本次划分的更为细致。首次区划 1 类

区有 2个片区，2 类区有 2 个片区，3类区有 1各片区，4a类道

路 23 条，4b 类为陇海铁路和西宝高铁及两侧区域；本次区划 1

类区增加到 4 个片区，2 类区增加到 5 个片区，3 类区增加到 5

个片区，4a类道路 50 条，4b类基本无变化。 

首次区划 1类区总面积 23.63平方千米，2类区总面积 24.76

平方千米，3 类区总面积 19.46 平方千米， 4a 类涉及道路总里

程 163.0 千米，4b 类两条铁路总里程 23.5千米；本次划分 1类

区总面积 93.1平方千米，2 类区总面积 8.1 平方千米，3类区总

面积 21.7平方千米，4a 类涉及道路总里程 261.3千米，4b类两

条铁路总里程 23.5 千米。其中 1 类区变动较大，新增的“农业



技术示范片区”和“滨水休闲区”面积 62.6 平方千米，在 1 类

区占比 67.2%；2 类区的变动主要体现在取消了城区西侧的发展

备用区，根据规划用地类别，大部分区域并入 1类区和 3 类区；

3 类区变动较小，主要是在原有区划范围的基础上，结合用地现

状和近期规划，小幅度扩张调整，另外增加种子产业园片区；4a

类新增城市支路和村镇主干路，同时增加近期规划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