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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内燃机车司乘人员听力学调查分析

沈铁中心 医院耳鼻喉科 ( 1 1 0 0 01) 朱千浚

内燃机车在运行过程中
,

据称对人体有噪声
、

震

动
、

磁场和有害气体 4 种损害
。

据有关劳动卫生部门

测试
,

机车在正常运行时的稳态噪声均匀为 7凌
dB ( A )

符合G B 3 4 5 0一 82 《 机车司机室允许标准》 不超过 80

dB ( A ,的规定
。

但由于机车在行进中产生各种添加噪

声
,

如鸣笛
、

呼叫
、

排风
、

通过山涧隧道
、

道叉
、

桥梁等
,

其噪声强度为 84 ~ 9 8 d B ( A )
,

至少短时内超过国家规

定标准
。

另外驾驶室后部的机械间在停车时进行检查

运行情况
,

其噪声在 120 dB (A ) 以上
。

这样虽短时
,

但

经常进入
,

亦同样有超标噪声损伤
,

以致听力发生改

变
。

现仅就 2时名司乘人员的听力检查结果分析如下
。

我们 以语言频率 s o oH z 、

z 00 0H z及 Z0 00 H z ,
3个频率的

闭值平均达到 25 dB (分贝 )者即视为
“

噪声性耳聋
”

(见下表 )

噪音性聋与乘龄的关系

乘龄 受检人数 噪音性葬数 %

1 ~ 5 年

6 or 1 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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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2 0年

2 1~ 2 5年

合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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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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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查对象

以
“

东方红
”

l 型机车乘务员为受检对象
,

其中

以乘龄计为 1一 30 年
,

年龄为 20 一 55 岁之间
,

司乘于沈

阳一大连及沈阳一丹东线的司机和副司机
,

计 224 名
。

从本表统计看
,

随着乘龄的增加
,

噪音性龚发病

率越高
,

乘龄在 1~ 5年者仅 2 %
,

而乘龄在 21 一 2 5年

者则高达 5 2
.

4%

2 检查方法

以
“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主要行车人员体格检查

标准
”

为依据
。

本组受检者均系经过体检合格后
,

方允许从事内

燃机车行车工作的听力正常人员
,

所用听力仪为 T L J

一
I 型纯音 听力计

。

3二检查结果分析

3
.

1 耳部疾病种类情况
:
在受检的 224 名司机

、

副司

机中
,

其感觉神经性聋发病最多
,

为 14 了人
,

占百分

之六十五强
。

感觉神经性聋的高频损失
,

其中包括出现
“

V
”

形

典型曲线者为 4 0 0 oH z 或 6
.

0 0 0H Z 损失 2 0一 2 5 d B (分

贝 ) 亦统计在内
。

3
.

2 以噪声引起听力改变
:

本文以此为主要议 题
,

4 讨论

4
.

1 关于噪声允许标准
,

国家规定最大不超过肠 d日

( A )
,

但就有关资料证实
,

内燃 机 车在运行中瞬 间

(或饭时 ) 接受附加 噪声都超 过 8 s d B ` A ) 以土 对

司乘 人员同样会造成噪音性损伤
,

此点尚价仃关机关

及人员进一 步考察
。

4
.

2 本组通过对 22 凌名司乘人员的听力检查
,

感觉神

经性聋 (包括噪声性聋 ) 14 了人
,

占 65 % 以上
。

可 以

说内燃机车的噪声对听力损伤是存在的
。

}沂月 随若乘

龄的增加 (年龄亦大 )
,

其所受噪声损伤亦越扒
一

这

是由于司乘人员长期在噪声环境中
,

严重损伤内
一

l不
,

螺旋器和嘿旋神经节
,

致使毛细胞发生退行性病变
、

造成噪声性耳聋
。

4
.

3 本文与国内报告比较
,

其统计耳聋原因及 方 法

或种类各不相同
,

而本文所述仅以噪声性芥为据
,

似较

单 一 ,

且本文所载耳聋发生率较高
,

j’J 待进 步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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