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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测量和评价空压工的噪声暴露。方法　采用 SH-126 记录式声级计测量两组空压工在不同工作日内

的噪声暴露 , 同时用声级计按经典方法在典型工作位多点测量噪声水平。结果　在 4 小时工作期间 , 空压工的个体噪

声暴露水平呈波动状 , 波动范围可达 10dB (A), 主要由空压机间歇工作和工人工作位移动所致。低压空压机操作工

平均个体噪声暴露为 (85.8±2.9)dB (A), 高压空压机操作工平均个体噪声暴露为 (85.7±2.2)dB (A), 每组内工

人间和工作日间的噪声暴露差异均无显著意义。声级计测量低压空压机生产环境噪声 (86.1±2.7)dB (A), 高压空

压机 (83.8±2.7)dB (A)。结论　个体噪声暴露测量可以较好地解决现场复杂情况下的噪声暴露评价问题。个体间

和工作日间噪声暴露的变异不容忽视 , 应有相应的设计和评价方法。本文使用的方法有待改进和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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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measure and assess the individual noise exposure of air compressor operators.Methods SH-126 recording

sound level meters were applied to measure noise exposure individually in two groups of air compressor operators for each workday.At

same time working environmental noise levels in the two workshops were also measured using the sound level meter with traditional way.

Results The noise exposure levels of operator showed some wavy feature during four hours of a workday , it ranged about 10 dB (A)and

mainly caused by the running condition of air compressor and the working position of operator.It was(85.8±2.9)dB (A)of individ-

ual noise exposure in low pressure air compressor group , and (85.7±2.2) dB (A) in high pressure air compressor group , withou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operators and the workdays in each group.The noise levels in working environment measured by sound

level meter was (86.1±2.7)dB (A)in low pressure air compressor workshop and(83.8±2.7) dB (A)in high pressure air com-

pressor workshop.Conclusion Recording sound level meter can be well used to measure and assess noise exposure in complicate working

environment.The variation of noise exposure among workers and workdays is important in noise exposure assessment , which needs to

modify and simplify the design assessment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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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压缩机 (简称空压机)产生的压缩空气是工

业生产中广泛应用的一种动力源。空压工的工作是操

作和管理空压机 , 在生产过程中接触空压机发出的噪

声。为了更好地评价空压工接触噪声的情况 , 本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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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噪声个体计量仪对两组空压工进行了噪声暴露的测

量和评价 。

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为某厂操作管理低压空压机和高压空压

机的两组工人。其中操作低压空压机 3人 、高压空压

机5人 , 均作为噪声暴露的测量对象 。由于测定在夏

季 , 每天只有上午开机 , 故佩戴个体计量仪测定 4小

时噪声暴露数据 , 被测工人同时做工时记录 。

用国产 SH-126记录式声级计测量每个工人的个

体噪声暴露数据 。该仪器随身携带 , 每隔 0.2秒从固

·203·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00年第 13卷第 4期　　



定在耳附近的话筒中采集一次噪声数据 , 并将结果放

入内存 , 每隔 10分钟记录一组数据 , 共 4小时。通

过 RS-232串口将收集的数据输入 IBM 微机 , 储存在

微机中待进一步分析 。

测量数据采用 SH126.exe 软件绘制工作期间噪声

暴露水平动态变化的直方图 , 并计算 4小时等效连续

A 声级 (LAeq.4h)。分别计算每个工人在不同工作日中

的噪声暴露平均水平及其标准差以及每组工人在各工

作日中的噪声暴露的平均水平及其标准差。用方差分

析检验工作日间和工人间噪声暴露水平是否存在差

异 , 以评价每组工人噪声暴露的内部一致性 。

在采用个体计量仪测量的同时 , 用 HS5670声级

计在车间内多个典型的工作位工人耳高度测量 1分钟

等效连续 A 声级 (LAeq.1min), 计算每个车间生产环境

噪声的均值及标准差 。

2　结果

图 1　低压空压机某操作工个体噪声暴露水平的动态变化

图 2　高压空压机某操作工个体噪声暴露水平的动态变化

图1和图 2反映了低压和高压空压机操作工典型

的4小时个体噪声暴露动态变化规律 , 可见在工作期

间噪声暴露水平存在波动现象 , 波动范围可达 10dB

(A)左右 。通过查阅工时记录 , 噪声暴露水平波动

的原因与机器的工作状态 (开机或停机)、 工人的工

作位等有关。不同工人 、 不同工作日的个体噪声暴露

规律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由表 1可见 , 低压空压机操作工的平均个体噪声

暴露水平为 85.8dB (A), 经方差分析工人间和工作

日间噪声暴露水平差异均无显著意义 (P >0.05),

提示该组工人的噪声暴露具有内部同质性 , 不同工作

日之间的噪声暴露相似 , 符合事先假设该组工人噪声

暴露相似的工作假设 。高压空压机操作工的个体噪声

暴露 (表 2)规律与表 1基本一致 , 其平均暴露水平

为85.7dB (A)。

在这两个车间工人工作位用普通声级计多点测量

的结果为 , 低压空压机操作工工作环境的噪声平均水

平 (86.1±2.7)dB (A), 高压空压机 (83.8±2.7)

dB (A)。
表 1　某组低压空压机操作工个体间及工作日

间噪声暴露 (LAeq.4h)的比较

工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合　计

1 89.3 83.9 83.1 89.1 89.0 86.9±3.4

2 80.1 84.3 84.3 85.6 83.2 83.5±2.1

3 89.4 88.4 86.9 — 84.9 87.4±2.0

合计 86.3±5.3 85.5±2.5 84.8±1.9 87.4±2.5 85.7±3.0 85.8±2.9

　　F=3.20 , P>0.05。

表 2　某组高压空压机操作工个体间及工作日

间噪声暴露 (LAeq.8h)的比较

工人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合计

1 90.6 84.0 86.6 83.1 86.1±3.4

2 83.7 87.0 85.8 84.4 85.2±1.5

3 86.4 89.3 87.3 85.9 87.2±1.5

4 85.8 85.9 — 86.6 86.1±0.4

5 81.2 84.7 86.0 83.0 83.7±2.1

合计 85.5±3.5 86.2±2.1 86.4±0.7 84.6±1.6 85.7±2.2

　　F=0.78 , P>0.05。

3　讨论

本文观察了两组典型空压工的噪声暴露 。令人感

兴趣的是 , 用经典方法测量的生产环境噪声水平高压

空压机低于 85dB (A)、 低压空压机高于 85dB (A),

而个体计量仪测定的个人噪声暴露均高于 85dB (A),

两种测量方法的结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近年来世

界各国对生产环境噪声暴露的限制水平逐渐偏严 , 多

趋于 85dB (A), 我国卫生部近期颁布的 《工业企业

职工听力保护规范》 也将 85dB (A)作为执行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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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起点。在今后落实 《工业企业职工听力保护规范》

时 , 工人 8小时接触噪声的实际水平是否超过 85dB

(A)将决定工人是否要纳入听力保护计划 , 是否要

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工人的噪声暴露。因此 , 准确测

量和评价工人的实际噪声暴露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

实意义。以本文为例 , 个体噪声暴露测量和评价结果

〔85.7dB (A)〕 提示高压空压机操作工应纳入听力保

护计划;而用车间环境噪声测量方法所得的结果

〔83.8dB (A)〕 则不需要进一步采取防治措施。

已知多数生产现场噪声暴露的情况非常复杂 , 涉

及到噪声源发出的噪声是否稳定 、 工人与噪声源之间

的相对位置是否固定 、多个噪声源与工人之间的关系

等 , 用经典的定点方法难以评价复杂情况下工人的噪

声暴露。相比之下 , 个体噪声暴露的测量成为一种能

够较好地反映工人实际噪声暴露的手段。从本文图 1

和图 2的结果可见 , 采用个体计量仪可记录到机器工

作状态改变和工人工作位移动等造成的个体噪声暴露

水平的波动 , 弥补了经典方法测量噪声暴露的不足。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和国产噪声个体计量仪的出现 ,

对个体进行噪声暴露测量已成为可以实现的事情 。在

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 , SH-126 记录式声级

计已能初步满足生产现场测量工人个体噪声暴露的需

要。通过不断改进 , 这类仪器将越来越适应现场个体

噪声暴露测量的需要 , 今后有可能广泛应用于劳动卫

生实际工作。

评价一组工人的噪声暴露应考虑工人之间噪声暴

露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变异范围 , 同样也应考虑不同工

作日由于生产情况的变动等多种情况所造成噪声暴露

水平波动及其变异范围。为此 , 我们按统计学无效假

设的原理设计在一组工人中抽取若干人作为观察对象

(本文每组人数很少 , 故全部入选), 分别观察不同工

作日的个体噪声暴露 。结果证实 , 我们事先设想的噪

声暴露变异确实存在 , 如果不注意个体间和工作日间

噪声暴露的变异 , 有可能造成噪声暴露评价出现较大

的误差。如表 1中个体噪声暴露测量结果的极端值分

别为 80.1dB (A)和 89.4dB (A), 与 85.8dB (A)的

平均水平有较大的差距 , 如果单用 1个人 1次的测量

结果有可能过高或过低地估计了该组工人的噪声暴露

水平 。

个体噪声暴露的测量及其评价是一个新的领域 ,

本文对其中有关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探讨 。目前已经能

做到比较客观 、 准确地测量和评价 , 但工作量大 、需

要许多个体计量仪同时工作 、 需要工人配合等是不可

回避的困难。在今后的研究和实际工作中 , 需要进一

步考虑如何改进这一技术 , 使之简便易行 , 并逐步做

到标准化 、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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