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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度照明、不适宜的照明分布可能给居民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不适。本文对长沙市六个典型光污染源

周围居民开展公众主观调查，主要调查公众对光污染的认识、所受光污染影响的程度以及受到光污染影响时的

感觉、态度与采取措施等。调查发现: 超过九成五的受访者认为长沙存在光污染，且半数受访者认为在日常生

活中受到光污染影响，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光污染导致的影响是金钱无法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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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cessive lighting or unsuited lighting distribution may bring physical and mental discomfort． In this paper，a pub-
lic opinion survey was carried out around six typical light pollution sources in Changsha City． Public awareness of light pollution，

light pollution effect，attitude about light pollution and measures were investigated． The survey found that more than 95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Changsha has light pollution，and about half of the respondents think that they are affected by light
pollution in daily life． Most respondents believed that money couldn't make up for the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light pollution．

Key words: light pollution; public opinion survey; Changsha

灯火辉煌的夜景一直是城市的标志之一，甚至

有人认为城市的繁荣程度与夜晚的亮度成正比。很

多地方开展所谓“亮化工程”、“灯光工程”、“光彩工

程”，其目的都是通过照明美化城市，并使人们在夜

晚能方便而且安全地活动［1］。然而，随着城市中人

造光源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使用时间越来越长，植

物生长受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2 － 4］，甚至一些城市

的部分植物已经开始逐渐表现出病态反应。除了植

物之外，过度照明、不适宜的照明分布同时也给居民

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不适。

光污染又被称为光干扰。一般将现代社会产生

过量的或不适当的光辐射对人类生活和生产环境所

造成的不良影响的现象统称为“光污染”［5］。在中

国颁布的行业标准《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中“光

污染”的定义是干扰光或过量的光辐射( 含可见光、

紫外和红外光辐射) 对人、生态环境和天文观测等

造成的负面影响的总称［6］。光污染对人的影响具

有无形性、累积性以及个体差异性等特征，因此光污

染案例往往无法得到很好地解决。主要表现在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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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难以确定光污染对受害者的心理情绪上是否

存在影响; 在定量方面，多亮的光源可能造成污染以

及影响的大小难以确定。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光污染作为继水

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噪声四类传统环境污染

之外的第五类城市常见环境污染，亟待研究者的深

入研究。本文在此背景下，选择长沙市开展公众光

污染主观调查，了解长沙市居民对光污染的认识、所

受光污染影响的程度以及受到光污染影响时的感

觉、态度与采取措施等。

1 光污染公众调查研究进展

国内利用问卷调查研究区域光环境状况的学者

为数不多，陈亢利及其研究小组自 2004 年以来在苏

州等地先后开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例如，2007

年，对吴江市黎里镇的光环境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住

所周围有玻璃幕墙、霓虹灯或灯箱广告、刺眼街灯车

灯等光污染源的人群较少，与现状监测结果相吻

合［7］。2008 年，昆山市巴城镇的光环境意识问卷调

查发现: 该镇光污染状况并不十分严重，且人们的光

环境意识亟待提高［8］。2010 年苏州高新区的夜光

环境调查测量与问卷调查中，92% 的受访者表示其

住所周围存在光污染源，且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受到

轻微的光污染［9］。2011 年，江苏省四个县城光环境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四县居民对光污染均不太了解，

但光污染已经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过半人认为道

路照明适中，住宅区光环境普遍偏暗［10］。综合分析

苏州、江阴、泰州和滁州四市开展的 6 次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各市的光环境问题还不十分严重，人们的

光环境意识还不够高［11 － 12］。此外，2008 年，曹猛利

用自由报告式、照片问卷和结构三种类型的问卷调

查居民的主观感受，进而提出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

方面的 综 合 新 居 住 区 光 污 染 评 价 体 系［13］。2010

年，朱金善等在船员中开展问卷调查，主要调查海上

光污染对船舶夜航安全影响，利用 SPSS 对回收的

191 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问卷总量表的信度

系数达 0. 782［14］。2011 年，周瑜利用问卷调查市民

对武汉市亮化工程及其光污染现状的态度，结果显

示武汉市民对光污染相关知识了解较少，虽然普遍

对光环境不满意，但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15］。

目前已经开展的光环境状况调查主要包括受访

者对光污染认识与居住地光环境评价两部分内容，

大多数以定性为主，且现有光污染公众调查主要在

县城、城镇等区域开展，缺乏在中国经济发达、夜间

户外光源密布的大都市开展，无法说明中国城市光

环境真实情况，更难以为中国光环境管理提供管理

决策依据。

本研究选择省会城市长沙市开展光污染公众主

观态度调查，有利于摸清中国包括省会城市在内的

经济发达城市中居民对光污染状况以及光环境管理

的认 识 与 态 度。并 首 次 利 用 条 件 价 值 评 估 法

( CVM) ，将受访者对光污染的态度价值化、数字化，

更直观反映公众对光污染的态度。

2 问卷设计与调查方案设计

调查问卷的主要目标是了解长沙市市民对光

污染的认识水平以及对长沙市光污染程度的主观

判断。问卷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光污染相

关知识介绍，确保受访者正确理解调查问卷。第

二部分是受访者基本情况调查。包括受访者的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在目前住所居住时间以

及住所楼层与朝向。其中，设置“在目前住所居住

时间”选项主要考虑居住时间长短可能影响居住

者对周围光环境态度。设置“住所楼层以及朝向”

选项主要考虑光直线传播下，不同楼层与朝向所

受光污染影响程度不同。第三部分是对光污染知

识了解程度、长沙市光污染程度和接受光污染的

受偿意愿的调查。

光污染作为一种物理性污染，受其影响的对象

集中分布在污染源附近。从最终服务于城市光污染

治理与光环境保护的目的出发，本研究选择长沙市

六个典型光污染源( 如表 1 所示) 附近半径 200 m 内

居民作为调查总体，采取随机抽样方法。为提高问

卷回收率，采取当面访问的方式收集受访者答案。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600 份，问卷回收率

100% ，剔除信息残缺、错答乱答、前后矛盾等错误

样本外，最后得到有效问卷 59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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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六个主要调查点及其选点原因

编号 主要调查范围 选点原因

1 长沙五一大道附近
省通信指挥中心大楼、华美欧大厦外墙均为蓝色玻璃幕墙，两栋建筑对面和周边均有住

宅楼和学校

2 中天广场附近
中天广场为拱形、外墙全装有深蓝色玻璃幕墙的建筑，周边分布居民区。口腔医院周边

大楼外墙均为玻璃幕墙，对其造成一定的影响

3 贺龙体育馆附近区域
贺龙体育馆附近的华侨国际大楼、天玺大酒店外墙装有大面积玻璃幕墙，贺龙体育馆旁

的摩天轮照明灯饰一般开至深夜，不断的变换颜色。三者周边均有大量住宅楼

4 钦天大酒店附近 钦天大酒店外墙的宣传霓虹灯开至深夜且闪烁变化，酒店正对着旺旺医院住院大楼

5 坡子街，解放西路酒吧街一带

长沙坡子街沿线有大量的饭店、酒吧，装有大量的广告灯、霓虹灯。长沙解放西路有

“酒吧一条街”之称，大量酒吧位于解放西路两侧，晚上亮起大量霓虹灯、广告灯，周边

有大量住宅楼

6 五一广场步行街附近
五一广场步行街是长沙最主要的商业购物街，大量商铺晚上亮起广告灯、霓虹灯及户外

LED 广告屏，周边有住宅楼

3 调查结果及分析

3． 1 受访者基本情况

590 个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如下:

从受访者的性别结构看，男性占 43. 9%，女性

占 56. 1%。
从受访者的年龄结构看，受访者中未满 18 岁的

占 5. 3%，18 至 30 岁的占 63. 1%，30 至 40 岁的占

18. 1%，40 岁及以上的占 13. 6%。
从受访者的文化程度结构看，初中及以下程度

占 8. 1%，高中 /中专占 30. 7%，大学占 55. 9%，研究

生或以上占 5. 3%。

从受访者从事的行业结构看，工人占 3. 7%，公

司职员占 18. 5%，商人占 17． 3%，政府机关 /事业单

位人 员 占 8. 8%，离 退 休 占 2. 7%，其 他 行 业

占 49. 0%。
从受访者目前住所居住时间结构看，居住未满

半年的占 14. 4%，0. 5 年 ～ 2 年的占 29. 2%，2 年 ～ 5
年的占 36. 2%，5 年以上的占 20. 2%。

从目前居住情况结构看，5 楼以下的受访者占

50. 0%，5 － 10 楼 的 占 39. 7%，10 楼 以 上 的 占

10. 3% ; 朝向中朝小区外的占 50. 0%，朝小区内部

的占 50. 0%。( 见表 2)

表 2 受访者基本情况表

统计类型 分类 所占比例 统计类型 分类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43． 9% 性别 女 56． 1%

目前住

所居住

时间

未满半年 14． 4%

0. 5 年 ～ 2 年 29． 2%

2 年 ～ 5 年 36． 2%

5 年以上 20. 2%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8． 1%

高中 /中专 30. 7%

大学 55． 9%

研究生或以上 5． 3%

年龄

未满 18 5． 3%

18 至 30 63． 1%

30 至 40 18． 1%

40 至 50 8． 3%

50 至 60 3． 6%

60 岁以上 1． 7%

行业

工人 3． 7%

公司职员 18． 5%

商人 17． 3%

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人员 8． 8%

离退休 2． 7%

其他 49． 0%

居住情况

( 楼层)

5 楼以下 50. 0%

5 － 10 楼 39． 7%

10 楼以上 10. 3%

居住情况

( 朝向)

朝小区外 50. 0%

朝小区内部 50. 0%

3． 2 对光污染认识水平

受访者对光污染了解程度如图 1 所示，其中对光

污染“听说过，但不了解”的超过一半( 占 56. 8% ) ，对

光污染“了解一些”的占 29. 0%，而对光污染“非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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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没听说过”的受访者较少，分别为 3. 9% 和

10. 3%。可见，通过媒体宣传，光污染已经引起部分

公众的关注，公众对光污染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受访者对长沙市光污染程度的认识如图 2 所

示，其中约七成的受访者认为长沙市光污染轻微，约

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长沙市光污染较严重，而认

为长沙市不存在光污染和存在严重光污染的受访者

分别仅占 3. 7% 和 0. 8%，合计不足百分之五。可

见，市民对长沙市存在一定的光污染已经形成共识。
受访者对日常生活中是否存在光污染的判断如

图 3 所示，其中，约一半受访者认为日常生活中存在

光污染( 占 50. 8% ) ，46. 4%的受访者认为日常生活

中“不存在”光污染，2. 7% 的受访者“没在意”是否

存在光污染。
受访者对光污染出现的时段认识如图 4 所示，

选择“天黑后—22 点”的受访者占 45. 8%，选择“22
点—24 点”的受访者占 22. 2%，而选择“24 点—天

亮”的受访者也较少，仅占 9. 0%。从上述的选项结

果可见: 如上面的问题所得到的结论，长沙确实存在

光污染，但是对于不同人感觉到光污染的水平和时

间都不同，该题结果显示，大多数人 ( 45． 8% ) 普遍

在天黑后—22 点感觉到长沙的光污染，此时段为市

民夜间活动较为活跃的时间段。
光污染对人的影响情况如图 5 所示，其中，认为

光污染影响睡眠的受访者占 36． 9%，认为影响视线

的受访者占 34. 7%，认为使人感觉眩晕的受访者占

28. 0%。对于光污染对于人的影响，由于大多数人

是在天黑后感觉到光污染，因此，光污染主要影响人

们的视觉、睡眠和心理。
对受到光污染时采取的措施如图 6 所示，其中

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选择“忍受”，约三分之一的受访

者选择“与当事人当面交涉”，仅 9. 8% 的受访者表

示考虑采取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对策。可见: 大多

数人受到光污染干扰时倾向于忍受或采取较被动的

解决手段，这可能是因为公众对光污染维权缺乏普

遍认识，也可能和中国光环境管理制度不完善有关。

图 1 对光污染了解程度 图 2 对长沙是否存在光污染的认识

图 3 对日常生活中是否存在光污染的调查 图 4 对光污染出现的时段分析

图 5 对光污染对人的影响的分析 图 6 对受到光污染是采取的措施的调查

·68·



第 38 卷第 10 期
2013 年 10 月

周丽旋等·长沙市光污染的公众主观调查方案设计与结果分析研究
Vol. 38 No. 10

Oct． 2013

3． 3 受访者受偿意愿分析

此部分调查设计了“在受访者的卧室对面安装

一面巨大的整夜开着的闪烁的 LED 屏或高强度灯，

可能会对受访者造成一定影响”这一虚拟情景，调

查在此情况下受访者的受偿意愿。结果显示，零受

偿意愿( 选择“不愿意”) 的受访者占总数的 75. 9%，

非零受偿意愿的受访者仅占 24. 1%。

448 名选择零受偿意愿的受访者的原因具体

为: 无法 弥 补 损 失 ( 占 55. 1% ) ，拿 不 到 补 偿 ( 占

13. 4% ) ，不 应 该 要 求 补 偿 ( 占 5. 1% ) ，其 他 ( 占

2. 4% ) 。过半受访者认为无论是多少额度的经济

补偿，均不会接受经济补偿后允许在其卧室对面安

装一面巨大的整夜开着的闪烁的 LED 屏或高强度

灯。( 见表 3)

表 3 受访者零受偿意愿的原因

零支付意愿原因 人数 /人 所占比例

不应该要求补偿 30 5． 1%

拿不到补偿金 79 13． 4%

无法弥补损失 325 55． 1%

其他 14 2． 4%

合计 448 100%

非零受偿意愿的受访者的意愿受偿金额分布情

况如图 7 所示。受偿意愿基本呈现高受偿意愿人群

比例高的态势，其中接受 500 元 / ( 月户) 补偿者( 占非

零受偿意愿受访者的 38. 0% ) 为接受 10 元 / ( 月户)

补偿者 ( 仅占非零受偿意愿受访者的 2. 1% ) 的 18
倍。全部受访者的平均受偿意愿为 79. 7 元 / ( 月户) 。
非零受偿意愿受访者的平均受偿意愿为 331. 2 元 /
( 月户) ，即受访者的年均受偿意愿为3 974. 4元 /户。

图 7 受访者意愿受偿金额分布情况( 元 /月户)

4 结论

文中首次采用 CVM 方法，利用随机面访的问卷

调查方式，对居民对光污染的忍受程度进行定量化

测量，探索将光污染的主观感觉程度转化为定量的、
客观的、可评价的指标。

主要结论如下:

( 1) 由于媒体宣传，光污染在长沙已经引起公

众的普遍关注，因此，超过九成受访者对光污染问题

有不同程度的认识，95. 5% 的受访者认为长沙存在

光污染，只是对光污染程度的判断存在个体差异。
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大都市，长沙市夜间灯火辉煌，

户外广告、招牌、霓虹灯、大型 LED 屏幕等户外光源

密布，特别是在旧城区，商住混合现象普遍，户外光

污染对居民日常生活影响较大。
( 2) 过半受访者认为日常生活中存在光污染，

光污染主要存在天黑后至凌晨零点这一时段，光污

染主要对公众造成视觉、睡眠和心理方面的不良影

响。当受到光污染影响时，大多数人倾向于忍受或

采取较被动的解决手段，光污染维权意识薄弱。
( 3) 大多数人不会接受经济补偿而忍受光污染

对自己的直接影响，主要是认为经济补偿无法弥补所

受损失。愿意接受补偿的受访者的年均受偿意愿为

3 974． 4元 /户，即此部分受访者愿意每年接受3 974． 4
元的经济补偿，而允许其住宅周围存在光污染源并直

接影响自身生活。可见，大多数受访者均希望生活在

舒适的光环境下，加强城市光环境管理，保证适度光

亮环境是城市环境管理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以上结论的含义体现在: 类似长沙市的省会城

市，存在不同程度的城市夜间过度照明，已经对当地

居民造成一定的影响。光污染作为一种与城镇化相

伴而成的环境污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良好的

人居环境要求适度的、合理的照明环境。为人民群众

提供适度的光亮环境是城市环境管理者的重要任务

之一，在开展城市光环境管理时，应充分考虑区域功

能特征，分区管理，保证光源合理、科学分布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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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一问题，可以采用组合人工湿地或者联

合其他工艺，如在人工湿地处理流程中应视情况不

同增加活性碳、微孔过滤、生物栅等新技术，同时定

期对植物进行收割，加强管理，以此改善出水水质。
3． 3 池底结构问题

人工湿地应如何处理池底防漏及与地下水双向

流动的问题。对此问题，应该考虑工程选址时当地

的土质最好为粘土类土质，并同时做好池底防渗漏

的措施，有效防止池水泄露污染地下水。
3． 4 水质评价体系问题

居住区人工湿地质量存在地域性和季节性差

异，相同地区的水质和净化效果差异比较大，需多方

面综合设计评价。应该结合各地区的水质和净化差

异，尽快总结出适合于不同地区的水质评价体系。

4 结语

总的来说，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是一种较好

的废水处理方式，特别是它充分发挥资源的生产潜

力，防止环境的再污染，获得污水处理与资源化的最

佳效益，因此具有较高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及社会

效益，比较适合于处理水量不大、水质变化不很大、

管理水平不很高的城镇污水，如中国农村中、小城镇

的污水处理以及建筑小区的水体景观的水质维护。

人工湿地作为一种处理污水的新技术有待于进一步

改良，有必要更细致地研究不同地区特征和运行数

据以便在将来的建设中提供更合理的参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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