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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海海上风电场水下噪声传播模型适用性研究 

章  蔚, 杨  红, 丁  骏, 吉新磊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通过现场采集近海海上风电场工程区运营期风机水下噪声和背景噪声数据, 计算了噪声信号的

倍频带声压级, 功率谱级和峰值声压级, 确定了海上风电场水下噪声总声源级为 148.3 dB, 以此开展

近海海上风电工程风机水下噪声频域特性、功率密度谱特性等研究。在此基础上使用 Kraken 简正波模

型和 Bellhop 射线模型对风电场运营期风机水下噪声在水平与垂直方向上的传播进行模拟, 模拟了噪

声在不同频带内的衰减程度, 结果显示模型模拟结果在不同频率下的衰减趋势有着很大差异, 产生了明

显的多途干涉现象, 通过实测数据对建立的噪声传播模型进行验证, 发现 Kraken 简正波模型在 500 Hz

以下, Bellhop 射线模型在 500 Hz 以上适合模拟实际水下噪声传播情形, 同时海区本身背景噪声的存在

会对预测的准确性产生影响。这些结论可用于进一步对近海海上风电场水下噪声传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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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随着地球化石资源的不断枯竭和人类

日益提高的环保意识, 清洁能源更加受到人们的关

注。风能是一种重要的清洁能源, 我国位于热带和亚

热带季风气候区 , 风力资源十分丰富 , 具有大规模

开发的潜力。为促进我国风电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 

2012年 7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风电发展“十二五”

规划》, 海上风电场越来越成为我国能源版图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 我国近海海上风电场的建设数量也在

逐年增加。但是近海海上风电场可能对工程海域的

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影响, 特别是施工期和运营期

产生的水下噪声对海洋生物的影响。近海海上风电

场运营期作为近海海上风电场整个生命周期中最长

的一个阶段 [1], 期间风机运转和机舱内的机械振动

均产生水下噪声, 对近海海上风电场运营期产生的

水下噪声及其传播衰减特性进行研究, 对于促进海

洋环境和生物资源的保护具有一定重要的意义。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科学技术迅速进步, 人类

对海洋中声传播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提出并

发展了多种水下声传播模型和实用程序。Porter等[2-3]

为了解决海洋传播预报的问题, 提出了一种全新的

算法, 构成 Kraken 简正波建模的基础。据文献[4], 

Tindle 等给出了标准楔形模型的绝热简正波解。

Porter 等[4]基于 BELLHOP 模型, 采用高斯波束跟踪

方法 , 计算水平非均匀环境中的声场。李凡利等 [5]

用不同简正波的速度差异导致的到达时间上的不同

来反演海底参数, 以获取海底相关信息。李佳讯等[6]

选择 Kraken 模型为基础, 设计了一种海洋声场数值

预报系统, 并运用该系统进行海洋声场数值模拟研

究, 对目标区域典型的声场结构进行声线路径的模

拟和传播损失的计算 , 并且与前人结果比较 , 证明

模拟结果是正确的。黄建强等[7]利用射线理论建立浅

海近程声传播模型, 指出该模型可以有效地模拟浅

海声传播情况, 能够较好地满足浅海声传播仿真的

需要。杨娟等[8]给出了利用射线理论建立的低频矢量

声场模型, 表明用射线理论来预报声场, 具有计算简

便的特点。刘长华等[9]建议使用锚泊式海洋剖面观测

浮标系统 , 以获取海洋声环境及其他环境要素 , 满

足全方位立体的监测要求。谢骏等[10]使用 Bellhop模

型 , 可以更高效地得出计算结果 , 且发现该模型可

便捷地选择接受特定角度的声线。目前相关的声传

播研究大多集中在船舶噪声及海洋通信方面, 在海

上风电工程噪声及传播模拟方面的研究明显较少。

本文结合东黄海近海已建和拟建风电工程的噪声和

               

收稿日期: 2016-04-23; 修回日期: 2016-07-25 

基金项目: 海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201205010) 

[Foundation: Marine Public Welfare Industry Research Special Funds 

Project, No. 201205010] 

作者简介: 章蔚(1991-), 男 , 安徽祁门人 ,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

环境海洋学, E-mail: 237429936@qq.com; 杨红, 通信作者, 女, 教授, 

E-mail: hyang@shou.edu.cn 



 

 Marine Sciences / Vol. 41, No. 7 / 2017 79 

声传播特性实例研究 , 采用 Kraken 简正波模型和

Bellhop射线模型相互结合的方式进行相关噪声的传

播模拟分析, 讨论近海海上风电工程运营期水下噪

声的传播衰减特性。 

1  水下噪声传播理论 

本文研究近海海上风电场风力发电机(简称风机, 

下同)水下噪声及其在浅海声道中的传播衰减特性 , 

近海风机水下噪声源主要为风机的机械振动, 它通

过风机机身传递至水中。本文侧重研究风机水下噪

声从声源至较近接收点处的传播衰减特性。 

浅海声道中, 海底声反射对研究浅海声场结构

和声场预报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海底声反射取决于

海底地形和海底底质, 浅海海底、海面反射声和直达

声间的相互作用在不同频率声强衰减图中形成复杂

的干涉图案。简正波理论和射线理论是研究洋中声

传播的两种主要方法, 它们是波动方程满足定解条

件的解的两种表达形式, 简正波模型、射线模型、快

速场模型、反射系数模型是上述理论的典型应用形

式。高频时, 通常射线理论最实用; 低频时, 对风机

水下噪声传播衰减简正波模型则更为适用。本文考

虑到风机周边区域为浅海近场, 且海底地形变化不

大等因素, 将采取简正波模型和射线模型进行数值

模拟计算和研究。 

1.1  Kraken 简正波模型 

作为经典的声场模型, Kraken 简正波模型主要

研究的是声场中声音信号振幅和相位的变化。

Kraken 简正波方法是用有限差分方法在分层海洋介

质条件下对简正波方程求解, 来得到快速精确解。在

简谐声源形成的稳态声场中, 假设海洋声道为柱面

对称的分层介质, 简正波解为波动方程积分解的一

种, 每一个简正波都单独满足波动方程和边界条件

并且以各自的速度进行传播。波动方程的解可以表

示为距离函数 φ(r)和深度函数 ψ(z)的乘积, 即:  

( , ) ( ) ( )p r z r z             (1) 

式中, p为声压; r为距离; z为深度。Kraken模型将整

个海水深度 H 平均分为 M 个宽度 H/M, 于是得到

M+1 个点, 使用有限差分近似可以将 Kraken 方程中

的连续问题化简为标准的特征值问题。由 Kraken算

法得到波动方程的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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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为水平距离; z为深度; ZS为源深; (ZS, rl)为

常数; ρ为海水密度[11-12]。 

1.2  Bellhop 射线模型 

在经典的射线理论中使用声线来表达声场中能

量的传播。声线从声源出发, 经过一定的路径到达终

点 , 终点的声场指的是到达该点一切声线的叠加 , 

射线理论通过程函方程和强度方程来明确声场的路

径和强度, 在分层的海水中, 射线声场的表达式为 
( , )( , ) ( , )e j x zx z A x z             (3) 

其中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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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式中, 0为声源处声线的掠射角, z为任意深度 z

处的掠射角, W 是单位立体角辐射功率, n(z)为折射

率, x为距离,  为声线常数, 声线从 P1点到 P2点的

行走时间 t为:   

2 2

1 1

d d
d

( )sin ( )

P z

P z

L z
t L

c c z z
            (6) 

设s为出射角, 则 

coss =                (7) 
将相位和强度与声线的路径相互结合, 来进行

声压场的计算, 就可以求出声场中的传播损失[13]。 

本文运用 Actup v2.2L[14]软件进行声波传播模拟

计算。Actup v2.2L软件一般计算过程分为以下几步: 

(1)建立环境文件来模拟环境, 其中包括反射系数、

目标个数、目标深度、接收深度、声速剖面、频率

等信息; (2)输入环境文件, 选择所需要使用的模型, 

例如 Kraken, 利用 Kraken 程序及环境文件一起生

成二进制影文件, 此文件包含计算的声压场。(3)根

据研究需要可以使用影文件处理得到传播衰减图

等信息[15-16]。 

1.3  水下噪声特性计算 

水下噪声可用水下噪声频带声压级
fpL 、水下噪

声声压谱(密度)级
spL 、峰值声压 Lpeak等参数进行衡

量, 可分别用下式计算:   

1) 水下噪声频带声压级
fpL  

0

20 lg
f

f
p

p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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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pL —噪声频带声压级(dB); pf —测得的一定

带宽噪声声压 (Pa); p0—基准声压 (Pa), 通常取

p0=1µPa。 

2) 水下噪声声压谱(密度)级
spL  

在海洋中基准声压的谱密度级为 1Pa/ Hz , 

当声能在 Δf中均匀分布时;   

10 lg
s fp pL L f              (9) 

式中 , 
spL —噪声声压谱级 , 又称为等效谱级(dB), 

基准值为 1Pa/ Hz ; 
fpL — 测得的中心频率为 f的

频带声压级(dB), 基准值为 1μPa; Δf—带通滤波器的

有效带宽。 

将采集的风电场水下噪声 wav 格式数据导入

matlab, 采用 pwelch 程序, 通过计算输出噪声数据

的声压级和声压谱级等信息 [17-18]。 

2  实例分析 

2.1  近海海上风电场及噪声监测概况 

本文选择在建的江苏盐城滨海北区风电场和已

建的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场一期工程作为研究对象 , 

其中江苏盐城滨海北区风电场具体位置为 34.38°~ 

34.50°N, 120.13°~120.28°E; 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场一

期工程所在位置为 30.75°~30.80°N, 121.95°~122.03°E 

(图 1)。由于两个风电场都位于水深 7~13 m 的浅海

海域, 海域年平均风速大于 7 m/s, 海底地形平坦, 

沉积物多为泥砂或砂, 环境类型相似。因此可以根

据上海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一期工程运营期实测

的水下噪声数据, 作为建立近海海上风电场水下噪

声传播模型建模和验证依据, 同时可以应用建立的

近海海上风电场水下噪声传播模型预测在建的风 

 

图 1  东海大桥风电场位置 

Fig. 1  Donghai Bridge wind farm position 

电场水下噪声衰减特性。 

东海大桥海上风电场一期工程为国内首个海上

风力发电项目, 一期工程共安装 34台单机容量 3 MW

的风电机组, 编号为 1—34号。本文选取的是在 2014

年 12月 23日至 2015年 1月 4日按照 GB/T5265要

求对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场水下噪声采取的 5 次调查

数据。其中(图 1), 将距离东海大桥风电场 2、4、8、

25号目标风机 3、5、10 m位置的水下噪声数据用于

计算 2、4、8、25 号风机水下噪声的源强; 将距离

25号目标风机 100、200、300 m位置的水下噪声数

据用于噪声传播模拟的验证数据; 将 34 台海上风机

水下噪声源强叠加构成海上风机水下噪声源总声源

级, 声源中心 Z 点位于 34 台风机的几何中心; 同时

采集风机工程区的背景噪声数据。 

江苏盐城滨海北区风电工程一期工程共计划安

装 25台单机容量 4 MW的风电机组, 总装机规模为

100 MW。在 2014年 10月 23日至 2014年 10月 24

日进行了水下背景噪声数据的采集。 

水下噪声数据采集过程中根据各测点具体的海

域深度, 每个测点在 2~6个水层深度进行测量, 每点

测量记录时间均为 5 min以上, 测量时船舶关闭发动

机和一切发声设备并抛锚 , 不产生自噪声 , 同时记

录测点气象水文数据。 

2.2  海上风机水下噪声来源及源强确定 

海上风电场风机产生水下噪声的途径有 3 种, 

第一种是风机叶片的空气动力噪声和机舱内机械振

动通过空气传入水中, 这部分噪声由于水气界面的存

在, 极大地阻碍了空气噪声向水中的传播, 另外由于

风机机舱高度为 90 m, 在距离风机水平距离 21 m以

外空气噪声在水界面发生全反射, 能量无法传入水

中 , 因此第一种途径传入水中的噪声很微弱 , 可以

忽略; 第二种是机舱的机械振动噪声导致桩体的结

构振动通过风机的塔筒和桩基在水中的部分传入水

中 , 这部分是运营期水下噪声的主要来源; 第三种

途径是桩体结构振动噪声通过桩基传到海底, 再由

海底辐射回水中。 

在调查中对东海大桥风电场多台风机水下噪声

数据进行了采集, 测量时间内主要吹东南风(SE), 风

速分布在 6~8 m/s (在船面 2 m高度), 风机均处于正

常工作状态 , 由于风机场不同风机的间距均大于

700 m, 且在大多数情况下, 海上风电场的整体运行

噪声较接近单个风机的运行噪声 [19-21], 本文选择风

电场中的 2、4、8、25 号目标风机调查数据作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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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数据, 见图 1, 在距离 2、4、8、25号目标风机 3、

5、10 m处采集不同水层多组水下噪声数据, 综合这

些数据, 根据 GJB4057-2000[22]计算出 2、4、8、25

号目标风机的声源级分别为 142.6、145.1、139.8、

144.4 dB, 以及海上风电场水下噪声总声源级即声

源中心 Z点处声源级为 148.3 dB, 图 2分别给出了东

海大桥风电场海上风机水下噪声总的谱源级和 1/3

倍频程中心频率处的谱源级。 

 

图 2  风机水下噪声源强 

Fig. 2  The underwater noise source strength of wind turbines 

 

2.3  风电场海域水下背景噪声特性分析 

江苏滨海北区风电场海域环境背景噪声级随着

频率的增高而下降, 在频率 20 Hz~20 kHz范围内噪

声谱级的总动态变化范围较大, 为 40 dB, 总体上, 

在 100 Hz以上的声压谱级在 118 dB以下; 500 Hz以

上的声压谱级均在 110 dB以下; 1 kHz以上的声压

谱为 104 dB以下; 2 kHz以上的声压谱级为 103 dB

以下, 5 kHz以上的声压谱级为 96 dB以下。综合这

些结果得出在滨海北区风电场海域环境背景噪声

处于一个较高的范围, 位于 90~120 dB, 峰值声压

级所处 1/3倍频带中心频率位于 100 Hz。上海东海

大桥风电场海域背景噪声同样处于一个较高的范

围, 位于 91~115 dB, 峰值声压级所处 1/3倍频带中

心频率位于 125 Hz。因此在进行预测结果验证的同

时要考虑背景噪声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 100 Hz左右

范围。 

2.4  近海海上风电场水下噪声传播模型的

建立和模拟结果 

1) 源强 

25 号目标风机的声源级为 144.4 dB(re 1µPa), 

通过确定的源强进行噪声传播模型的模拟预测和验

证分析。 

2) 频率的选择 

1995 年 Westerburg 对世界上第一个海上风电机

进行测量发现噪声的峰值频率位于 8 Hz和 16 Hz。

2000年Degn等[23]发现丹麦的Vindeby风电场和瑞典

的 Gotland风电场的峰值频率分别为 25 Hz和 160 Hz。

2006 年 Klaus 等[24]发现丹麦的 Horns Rev 风电场的

峰值频率位于 150 Hz和 300 Hz, 当风机功率降低时, 

峰值所处频率也随之减小了。2008年Diederichs等[25]

总结了 4 个风电场的测量结果显示水下噪声峰值频

率分别为 176, 150, 135, 134 Hz。《海上风电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技术规范》要求中指出: “重点预测评价中、

低频(1 kHz以下), 尤其是 500~800 Hz频段噪声对评

价海域水下声敏感海洋鱼类尤其是石首鱼科鱼类(如

大黄鱼)的影响”。从图 2可以看出风机噪声谱源级中

的较大值集中于 100~1 000 Hz, 在这段频率之间出

现数个表示单频信号的小尖峰, 单频信号是风机有

规律的机械振动产生噪声的表现形式, 因此从 100~ 

1 000 Hz 进行源强传播的模拟验证具有较高的可

信度。  

综合这些国内外的研究成果, 结合风机源强的

特性, 海域背景噪声的特性和海洋生物的敏感频率

范围, 将预测的频率范围选定为 100~1 000 Hz, 选定

频率 100、125、160、200、250、315、400、500、

630、800、1000 Hz为模拟验证的频率。 

3) 环境参数的确定 

提取的水深文件, 声源深度 5 m, 接收深度 0到

15 m, 海水声速 1 500 m/s, 海水密度 1 000 kg/m3, 

海底声速 1 610 m/s[26-27], 海底密度 1 900 kg/m3, 沉

积层衰减系数为 0.6 dB/等参数。 

4) 模拟结果 

利用Actup v2.2L声学软件在matlab软件平台上

运行, 可以得到近海海上风电场水下噪声 Kraken 简

正波模型和 Bellhop射线模型模拟结果。图 3和图 4

分别表示 Kraken 简正波模型和 Bellhop 射线模型模

拟的水下噪声在不同频率下水平和垂直方向上的衰

减特性, 声源深度为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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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Kraken模型下不同频率的衰减模拟图 

Fig. 3  Kraken model of different frequency attenuation simulations 

 

图 4  Bellhop模型下不同频率的衰减模拟图 

Fig. 4  Bellhop model of different frequency attenuation simulations 
 

从模拟出的噪声衰减图(图 3、图 4)处理后可以

看出噪声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均呈现不同程度的

衰减, Kraken简正波模型和 Bellhop射线模型的模拟

结果在不同频率下的衰减过程有着很大的差异。

Kraken简正波模型在频率 100到 1 000 Hz下衰减范

围为 20~45 dB, 在低频率下的衰减过程较为平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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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频率下的衰减则变化则十分剧烈; Bellhop 射线

模型在频率 100到 1 000 Hz下衰减范围为 23~53 dB, 

其衰减趋势均有着很大的波动。这些剧烈的声场起

伏变化表明在模拟的浅海近场环境下源强发出的声

音在传播中产生了明显的多途干涉现象, 这是由于

海底、海面反射, 以及直达声多途传输产生的一种效

应, 会导致点声源在传播过程中受到海洋环境较大

的影响, 说明模拟结果与海域实际情况有一定的一

致性。 

2.5  近岸海上风电场水下噪声衰减模型验

证和适用性分析 

现根据采集到的东海大桥风电场 25号目标风机

水下噪声数据做噪声传播衰减的验证, 由于风机噪

声会受风机功率的变化、风力大小、潮汐变化、海

况、远处船只以及东海大桥车辆的影响, 本文选用多

次测量数据来真实的反映 25号目标风机水下噪声的

传播情况, 使用 100、200、300 m三个距离上 5 m接

收深度的噪声数据和噪声传播模拟中 5 m 接收深度

的模拟结果处理得出实测数据和模拟结果的对比图

(图 5)。从分析得出的噪声频谱图可以看出, 在 100、

200、300 m 的水下噪声声压级数据中, 峰值声压级

所处频率均为 100 Hz(图 5), 处于选定的范围内(100~ 

1 000 Hz), 声压级较高的部分也基本处于此范围 , 

说明在模拟频率上的选择是合乎风机实际产生水下

噪声情况的。风机噪声由风机的功率大小和风机本

身的特性决定的, 经过计算得出 25 号目标风机的声

源级为 144.4 dB, 该结果与 Klaus 等[24]对丹麦的

Horns Rev 海上风电场水下噪声的测量结果相比大

了 20 dB, 推测是由于风电场风机的单机容量不同和

结构差异导致, Klaus发现风机水下噪声在 150 Hz处 

 

图 5  三个距离上实测数据与模拟数据的对比  

Fig. 5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measured data and the simulated data in three di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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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峰值声压级, 与本文得出的东海大桥风电场风

机水下噪声在 100、200、300 m 处峰值声压级所处

频率(100 Hz)较为接近。汪启铭[1]对福清 5 MW风机

运营期水下噪声中信号成分和在 100、200、300 m

处测量传播的衰减分析得出风机发出的水下噪声在

三个距离上的衰减强度会随深度变化而变化的结论, 

当深度减小, 会产生信号强度的减弱甚至成分的丢

失, 汪启铭选择在水深 1.5 m处和 3 m处进行水下噪

声的测量, 而本文是选取在水深 5 m 处测量的数据, 

可见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在距离风机 100、200、300 m 距离处 , 使用

Kraken模型进行模拟在 100~500 Hz是比 Bellhop模

型更加接近于水下噪声传播的实际情况 , 而在

500~1 000 Hz, Bellhop模型是更加符合的(图 5), 但

是在 100Hz处出现了误差达到 30 dB的情况, 产生这

样误差原因可能是在频率较低处受到了海洋背景噪

声较大的影响, 海洋背景噪声和风机产生水下噪声

叠加 , 导致实测的结果较高 , 也正是由于海洋背景

噪声的影响, 导致了实测值在绝大多数范围内略高

于模拟值。按照 500 Hz以下使用Kraken模型, 500 Hz

以上使用 Bellhop的方法, 可以使得模拟值与真实值

的误差处于 10 dB 以内, 可以较真实的模拟风机水

下噪声的传播衰减情况。 

通常情况下认为射线模型只在高频远距离下适

用 , 本文的结果得出在低频近场下 , 射线模型同样

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 , 这与杨娟等 [8]的结论有较好

的一致性。在海水中, 声速呈现梯度分布是一个很重

要的特征, 但是由于风电场区域大多水深在 10 m左

右 , 基本不会有声速变化 , 因此在模拟中采用的是

等声速梯度[28-29]。林建桓等[30]提出了结合简正波模

型和射线模型提出了对远场噪声源采用简正波方法

和近源采用射线方法的混合模型, 取得了很好的结

果 , 而本文是针对海上风电场工程 , 海上风电场建

设大多位于近海, 因此选取从频率高低的角度来进

行具体的分析。由于海上风电场的环境相似性, 因此

可以将得出的噪声传播模型适用性结果适用于滨海

北区风电场和其他风电工程, 在近海海上风电场工

程建设前模拟海上风电场运营期产生水下噪声的情

况 , 可以为风电场建设前的环境评价提供依据 , 以

便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 减少水下噪声对海洋环境

的污染, 对风电场海域渔业资源和珍稀海洋生物的

保护做出贡献[31]。 

3  结论 

本文使用数据采集系统采集江苏盐城滨海北区

风电场海域和上海东海大桥风电场一期工程海域水

下噪声数据, 利用 Matlab 软件平台, 结合相关模型

进行分析, 以期可以为海上风电工程中的环境保护

做出贡献, 结论如下:  

1) 两个风电场海域背景噪声处于一个较高的范

围, 位于 90~120 dB之间, 峰值声压级所处频率位于

100 Hz 左右, 因此在运营期的噪声模拟和验证的过

程中需要考虑背景噪声的影响。 

2) 根据在东海大桥风电场运营期风机附近测得

的水下噪声分析计算得到 2、4、8、25 号目标风机

的声源级分别为 142.6、145.1、139.8、144.4 dB, 海

上风电场水下噪声总声源级为 148.3 dB, 风机声压

级高的部分集中在低频范围(100~1 000 Hz), 在这段

频率之间出现数个表示单频信号的小尖峰。 

3) 使用 Kraken简正波模型和 Bellhop射线模型

模拟了运营期噪声从声源至较近接收点处的传播衰

减情况, 从 0~300 m范围 Kraken简正波模型在频率

100~1 000 Hz下衰减范围为 20~45 dB, Bellhop射线

模型衰减范围为 23~53 dB, 水下噪声在浅海近场环

境传播中发生了明显的多途干涉现象, 与海域实际

传播情况有一定的一致性。 

4) 在 500 Hz以下使用 Kraken简正波模型, 500 

Hz 以上使用 Bellhop 射线模型可以较好的模拟风机

实际水下噪声传播情形, 使得模拟值与真实值的误

差处于 10 dB 以内, 发现在低频范围内出现了误差

较大的现象, 可能是受到了海洋背景噪声的影响。 

然而本文得出的研究成果仅仅是适用近海海上

风电场运营期情形的, 近海海上风电场施工期的打

桩活动也是产生水下噪声污染的一个重要环节, 打

桩行为会向水下辐射高强度宽频带的脉冲式噪声 , 

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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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ise signals of the octave band sound pressure level, the power spectrum, and the peak sound pres-

sure level were calculated by the acquisition of the offshore wind farm project operating period and the background 

noise data. The underwater noise source strength of wind turbines was 148.3 dB. Studies on the frequency do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power density spectrum characteristics of offshore wind farm engineering area underwater noise 

were carried out using these data. On this basis, using Kraken model and Bellhop model, the propagation of wind 

farm operating period underwater noise in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stance was simulated and the degree of noise 

attenuation in different frequency bands was predicted.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different simulation results under 

different frequency attenuation trends showed a large difference and an obvious multi-approach interference phe-

nomenon. The noise propagation models were verified by the measured data, and the adaptive frequency range of 

the two models was obtained (Kraken model is suitable for frequency below 500 Hz; Bellhop model can be applied 

to a frequency of more than 500 Hz). The presence of background noise could affect the accuracy of the prediction. 

These results could be used to predict the spread of the offshore wind farm underwater noise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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