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工龄与听力损失及心电图改变的比较

工龄组 检查人数 听力损失人数
听力损失程度

　听力损伤　　　　　噪声聋　　 心电图异常改变人数

0～ 8个月 3 0 2

～ 1年半 3 3 3 2

～ 3年　 4 4 3 1 4

　　注: 高频纯音测听 3 000赫兹频率听力下降≥ 30分贝有 3例 ; 4 000赫兹频率听力下降> 30分贝有 2例 ; 6 000赫兹频率听力下

降 30分贝有 1例 ; 在上述的基础上 ,出现 500赫兹频率听力下降 45分贝有 1例。心电图改变均以窦性心动过缓+ 不齐为主 (占心电

图改变人数的 87. 5% )。

的第一工龄组暂未出现听力损失 ,而工龄> 8个月的第

二、三工龄组分别出现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 ,损失的人

数和程度是随着工龄增加而增多及加重 , 心电图异常

改变的人数也是随着工龄增加而增多。

3. 3　诊断　职业性噪声聋 1人 ; 职业性听力损伤 7人。

由广州市职业病诊断组按 “广州市职业性噪声聋及听

力损伤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暂行标准 )”为诊断依据。

3. 4　根据广州市职业病诊断组的诊断结果及处理意

见 , 我院责成事故单位对噪声聋及听力损伤患者即脱

离噪声作业 , 并收入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进行治疗及

日后加强追踪观察。

4　讨论

4. 1　本文资料表明:由于该公司投产前生产工艺没有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 《广东省劳动安全卫

生条例》的规定 ,向有关部门报批 “三同时”验收手续 ,

而投产后对作业岗位噪声强度又没有进行定期测定 ,

作业工人个人防护用品也未能及时发放 , 工作时间超

过国家规定要求 , 还没有进行就业前及就业后定期的

职业性体格检查工作 , 最终导致打磨工序噪声作业人

员发生听力损失事故。

4. 2　本次调查还反映出人体长时间接触高强度噪声

除可引起听觉器官特异性损伤外 , 还可引起其他系统

(如心血管系统 ) 的非特异性损伤。

4. 3　目前 ,国家对职业性噪声聋及听力损伤的诊断标

准仍未颁布 , 我市职业病诊断组根据我市工业的发展

而制定 “广州市职业性噪声聋及听力损伤诊断标准及

处理原则 (暂行标准 )” 是非常必要的 , 从而进一步保

障了工人的身心健康。

4. 4　对 “三资” 企业必须加强职业卫生的宣传、 教育

及管理工作 , 贯彻落实好我国职业卫生的有关法规和

法令。加大职业卫生监督执法的力度是非常重要的。

4. 5　企业应提高现代科学管理水平 ,采用新型技术设

备 ,淘汰落后而简陋的技术设备 ,按要求做好工艺设备

技术革新和工艺设备改良工作 , 并对作业岗位危害因

素做到定期监测及其作业工人做好就业前和就业后的

职业性体格检查 , 做到及早发现、 及时治疗。建立职工

健康监护档案 , 进一步减少和控制职业危害事故的发

生。

(本次调查得到广州市劳动卫生监督监测所监测中心的

支持和配合 , 表示感谢。)

(收稿: 1996-11-15　修回: 1997-04-13)

应用平均等效声级评价企业噪声危害的探讨

王龙义　李翠波　毕先伟　夏　猛　张　文　崔俊梅

　　本文通过对淄博市 9个主要工业行业噪声危害的

调查 , 摸清了全市 9个工业行业的噪声危害状况 , 首次

提出并应用了平均等效声级评价企业噪声危害程度 ,

对噪声危害的综合评价指标进行了探索。

　　作者单位: 255026　山东淄博市卫生防疫站

1　内容和方法

1. 1　检测方法及仪器

以淄博市的 9个主要工业行业的 30个企业为调查

检测对象 , 对生产设备及生产作业环境的噪声强度在

78dB ( A)以上的生产作业点或岗位 , 按照 《工业企业

噪声检测规范》 (草案 )进行测点选择及测试。测试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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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产 ND-2型精密声级计 (经中国计量管理科学研

究院校正 ) , 测试前进行校正。

1. 2　评价方法

1. 2. 1　生产性噪声作业分级方法　对生产作业岗位

的生产作业人员在一个工作日 ( 8小时 )内所暴露的不

同噪声声压级和时间 , 换算成等效连续 A声级 , 按其

大小对生产性噪声作业进行分级 ,具体分级标准如下:

等效连续 A声级小于或等于 80dB ( A ) 为 0级 , 81～

85dB ( A) 为Ⅰ 级 , 86～ 90dB ( A) 为Ⅱ级 , 91～ 95dB

( A) 为Ⅲ级 , 96dB ( A) 及以上为Ⅳ级。

1. 2. 2　综合评价指标—— 平均等效声级　以各个噪

声作业岗位的等效连续 A声级为基础 , 将整个企业作

为一个生产场所 , 以一个噪声作业岗位作为一个噪声

源 ,按照平均声压级的计算方法 ,首先求出整个企业各

噪声源的总声压级 , 将总声压级的分贝数再减去

10Lgn ( n是整个企业噪声作业岗位数 ) ,即得整个企业

的平均等效连续 A声级。根据平均等效声级的大小来

评价整个企业 (或行业 ) 的噪声危害程度。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对全市 9个主要工业行业的 30个企业进行了调查 ,

共测定 776个噪声作业点 , 其中噪声强度大于 85dB

( A) 的噪声作业点有 543个 , 占总测定点数的 70%。结

果见表 1。

表 1　各行业噪声强度测定结果

行
业

企
业
数

测定
点数

～ 85dB ( A)
测定点数　%

～ 90dB ( A)
测定点数　%

～ 95dB ( A)
测定点数　%

～ 100dB ( A)
测定点数　%

> 100dB ( A)
测定点数　%

> 85dB ( A)
测定点数　%

水泥建材 3 120 34 28. 3 27 22. 5 18 15. 0 12 10. 0 29 24. 2 86 71. 7

纺　　织 5 112 21 18. 8 24 21. 4 38 33. 9 13 11. 6 16 14. 3 91 81. 2

机械制造 3 68 18 26. 5 20 29. 4 28 41. 2 1 1. 5 1 1. 5 50 73. 5

冶　　金 3 81 22 27. 2 22 27. 2 22 27. 2 9 11. 1 6 7. 4 59 72. 8

塑料加工 3 38 17 44. 7 11 28. 9 6 15. 8 3 7. 9 1 2. 6 21 55. 3

电机电器 3 60 28 46. 7 16 26. 7 13 21. 7 1 1. 7 2 3. 3 32 53. 3

电　　力 3 62 8 12. 9 18 29. 0 26 41. 9 6 9. 7 4 6. 5 54 87. 1

陶　　瓷 4 92 37 40. 2 22 23. 9 28 30. 4 4 4. 3 1 1. 1 55 59. 8

医药化工 3 143 48 33. 6 49 34. 3 30 21. 0 16 11. 2 0 0 95 66. 4

2. 2　噪声频谱特性

对 323个噪声作业点进行了频谱分析 ,其中低频噪

声占 4. 6% , 中频占 8. 0% , 高频占 2. 5% , 低中频占

41. 8% , 中高频占 4. 6% , 宽频带噪声占 38. 4%。

2. 3　噪声作业岗位分级

对 393个生产作业岗位的噪声危害程度进行了分

级 ,其中Ⅱ级及以上的噪声作业占 42. 0%。分级结果见

表 2。

表 2　各行业噪声作业岗位分级结果

行业 作业岗位数 0级 Ⅰ 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Ⅱ级及以上

水泥建材 63 13( 20. 6) 14( 22. 2) 11( 17. 5) 9( 14. 3) 16( 25. 4) 36( 57. 1)

纺　　织 43 2( 4. 7) 15( 34. 9) 11( 25. 6) 10( 23. 3) 5( 11. 6) 26( 60. 5)

机械制造 36 2( 5. 6) 14( 38. 9) 18( 50. 0) 1( 2. 8) 1( 2. 8) 20( 55. 6)

冶　　金 37 9( 24. 3) 14( 37. 8) 8( 21. 6) 4( 10. 8) 2( 5. 4) 14( 37. 8)

塑料加工 22 2( 9. 1) 12( 54. 5) 6( 27. 3) 1( 4. 5) 1( 4. 5) 8( 36. 4)

电机电器 29 4( 13. 8) 16( 55. 2) 6( 20. 7) 3( 10. 3) 0( 0) 9( 31. 0)

电　　力 25 7( 28. 0) 10( 40. 0) 7( 28. 0) 1( 4. 0) 0( 0) 8( 32. 0)

陶　　瓷 49 12( 24. 5) 24( 49. 0) 9( 18. 4) 4( 8. 2) 0( 0) 13( 26. 5)

医药化工 89 25( 28. 1) 33( 37. 1) 29( 32. 6) 2( 2. 2) 0( 0) 31( 34. 8)

2. 4　各行业的平均等效声级

各行业的平均等效声级依次为: 水泥建材 93. 8dB

( A) , 纺织 91. 7dB ( A) , 机械制造 87. 4dB ( A) , 冶金

87. 3dB ( A) , 塑料加工 87. 2dB ( A) , 电机电器 85. 5dB

( A) , 电力 84. 8dB ( A) , 陶瓷 83. 7d B ( A) , 医药化工

83. 0dB ( A)。

3　讨论

噪声除对听力系统引起损害外 , 对机体的其他系

统均可产生不良影响。随着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和规

模的扩大 , 噪声的危害亦日趋严重。因此 , 摸清工业噪

声的危害状况 , 对于制订防治噪声危害的规划有十分

重要的指导意义。由表 1可知 ,淄博市 9个主要工业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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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噪声作业点的噪声强度以水泥建材 、纺织、机械制

造、冶金以及电力较高 ,有 70%以上的噪声作业点的噪

声强度超过 85dB ( A) , 100dB ( A)以上的噪声作业点

以水泥建材行业所占的比例较大。噪声的频谱特性以

低中频和宽频带噪声为主 , 高频噪声仅占 2. 5%。

等效连续 A声级是衡量作业工人噪声暴露量的

一个重要物理量。多种噪声生理效应的评价都可以用

等效连续 A声级为指标 , 而且与其有较好的相关性。

所以 ,绝大多数国家的噪声卫生标准和我国颁布的《工

业企业噪声卫生标准》 均以等效连续 A声级为指标。

因此 , 对生产作业岗位的噪声危害程度按等效连续 A

声级进行分级是科学的。现今 , 我国已颁布实施了 《体

力劳动强度分级 GB3869— 83》、 《高温作业分级

GB4200— 84》、 《生产性粉尘作业危害程度分级

GB5817— 86》和 《有毒作业分级 GB12331— 90》 , 本文

首次对生产作业岗位的噪声危害程度按等效连续 A

声级进行了分级。本次调查显示 , 水泥建材、 纺织和机

械制造工业的Ⅱ级以上噪声作业岗位所占的比例较

大 ,噪声危害比较严重。虽然电力系统超过 85dB( A)的

高强度噪声所占的比例达 87. 1% , 但是由于电力工业

噪声作业岗位多采用隔离操作方法 , 作业工人在隔离

操作室内作业 ,而且操作室的防噪效果良好 ,所以噪声

作业岗位的噪声危害程度可与噪声危害较轻的陶瓷、

医药化工行业相近。

等效连续 A声级是工人在一个工作日 ( 8小时 )内

在其生产作业岗位所接触的几种不同 A声级的噪声 ,

经过计算后用一个 A声级来表示。为了更全面地评价

工业企业的噪声危害情况 , 探索描述整个工业企业噪

声危害的综合指标 ,将整个企业看作为一个生产场所 ,

以一个噪声作业岗位作为一个噪声源 , 依据等效连续

A声级和平均声压级的概念和特点 , 作者提出了平均

等效声级的概念。平均等效声级是在等效连续 A声级

的基础上 , 按照平均声压级的计算方法而求得的评价

整个企业噪声作业岗位噪声危害程度的综合指标 , 因

而该方法是科学的、准确的 ,且方法直观 ,便于对企业

(或行业 )之间的噪声危害程度进行比较。从对淄博市 9

个主要工业行业噪声危害程度的调查分析可见 , 各行

业的平均等效声级以水泥建材行业最高 , 其次为纺织

行业 ,噪声危害较为严重 ,医药化工行业最低 ,噪声危

害相对较轻 ,此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因此该方法

可在实际工作中应用和推广。

(收稿: 1997-03-03　修回: 1998-03-03)

纺织厂空调车间照明情况调查

王亚虎　谢国庆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提高产品质量的需要 , 纺织行

业出现了全密闭无自然采光的空调生产车间 , 为了解

空调车间的照明情况 ,我们对我市 3家纺织厂的空调车

间进行了调查 , 现报告如下。

1　方法

1. 1　调查对象

选择本市有空调生产车间的 3家纺织厂为调查组 ,

另选生产车间未安装空调的 3家纺织厂为对照组 (不包

括单纯自然采光的车间 )。

1. 2　调查内容

现场调查车间照明方式、 使用照明器的种类及单

位面积内照明器的安装数量和正常使用数量。QZ-CZ

照度计 (上海申贝公司复印机厂生产 )测量车间工作面

照度。通过 《职工健康监护卡》收集近两年内各厂工人

　　作者单位: 224200　江苏省东台市卫生防疫站

视力资料 ,调查组共 1 334人 (每厂调查人数不少于 300

人 ) ,对照组共 981人 (每厂调查人数不少于 250人 ) ,两

组年龄、 工龄基本相似。

单眼裸眼视力低于 5. 0者为视力不良。

1. 3　评价标准

GB50034 《工业企业照明设计标准》。

1. 4　统计

算术平均数计算均值 , t检验分析照度资料 ,卡方

检验分析视力资料。

2　结果

2. 1　照明设计及使用情况

调查组有 19个车间为一般照明 , 4个车间为混合照

明。对照组有 12个车间为自然采光加一般照明 ,两个车

间为自然采光加局部照明。两组各厂使用的照明器全

部为 40W日光灯。调查组各车间每 100平方米内安装

日光灯 9～ 15盏之间 , 平均为 12. 4盏 /100米 2。对照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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