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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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