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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选择油田噪声作业工人 211名进行了听力及心电图

检查。结果发现随着噪声累积暴露量的增加 , 接噪工人听力

损失及检出率 、 心电图 ST段及 T波异常的检出率增加。

关键词:噪声;累积暴露量;听力;心电图

中图分类号:T35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221X(2001)02-0117-02

石油开采业的钻工及柴油机工接触高强度噪声 , 且长期

工作在野外 , 工作地点及时间均不固定。关于噪声对油田作

业工人健康影响的报道较少。 为此 , 本文对油田噪声对作业

工人听力及心电图的影响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接触噪声的钻工及柴油机工 (剔除接触噪声作业

前可能存在耳疾 、 药物中毒史及爆震聋者) 211 名 , 均为男

性 , 平均年龄 (31.8±8.4)岁 , 平均工龄 (10.6 ±6.8)年。

统计工人每天暴露时间和每年出勤天数。

1.2　测试方法及判断依据　噪声用 ND-2 型精密声级计 , 按

《工业企业噪声测试规范》 测定噪声声压级 (sound pressure

level , SPL)。听力用丹麦 602 型听力计按 GB16125—1996 进行

测定与判断。心电图检查用日产 6511 型心电图仪 , 依据 《临

床心电图学》 (黄宛著)诊断。心电图总异常数及单项异常数

都以人计算 , 有 2项及以上异常者 , 仅以 1 项作为统计。筛选

出心电图异常中阳性率最高的两类异常即窦性心律失常和 ST

段及T 波改变者进行统计分析。

1.3　噪声累积暴露量 (cumulative noise exposure , CNE)

根据等能量原理 , 按下式进行计算:

CNE=SPL+3
lnT
ln2

+10lg
h

8 小时
+10lg

d
365 天

其中 SPL———平均声压级 〔 dB (A)〕;T———接触噪声工龄

(年);h———每天接触噪声时间 (小时);d———每年接触噪声

天数。

2　结果

2.1　噪声声压级　钻机 、 柴油机正常工作状态下 , 均为稳态

中高频宽带噪声。钻机 SPL范围是 90 ～ 104dB (A), 平均 93dB

(A)。柴油机 SPL范围是 93～ 103dB (A), 平均 95dB (A)。

2.2　听力及心电图检查结果　被调查的工人均未使用个体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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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器 , 检出听力损失共 63 名 , 检出率 29.9%;其中观察对象

52 名 , 检出率24.6%;听力损失 11 名 , 检出率 5.2%。检出

心电图异常 51 名 , 检出率 24.2%, 心电图异常阳性率最高的

为窦性心律失常 , 为 31.37%;其次为 ST 段及 T 波改变 , 为

29.41%。

2.3　噪声累积暴露量与听力损失检出率的关系　CNE 与听力

损失检出率两者显著相关 (r =0.936 3 , tr =4.618 , P <

0.05), 且随 CNE 增加听力损失检出率也增加 (百分率趋势检

验 χ2=18.320 , P <0.01), 直线回归方程 Y (听力损失检出

率%) =-303.513+3.37×CNE dB (A)。见表 1。

表 1　噪声累积暴露量与听力损失检出率

噪声累积暴露量

dB (A)
检查人数

听力损失

人数 %

85～ 3 0 0

90～ 14 1 7.1

95～ 74 9 12.2

100～ 90 32 35.6

≥105 30 21 70.0

合计 211 63 29.8

2.4　噪声累积暴露量与心电图异常　CNE与窦性心律失常呈

显著负相关 (r=-0.890 5 , tr=7.323 , P<0.01)。但窦性心

律失常率并不随 CNE 增加而下降 (百分率趋势检验 χ2 =

0.321 , P >0.05)。即窦性心律失常仅在 CNE 85 ～ 90dB (A)

出现率高且关系密切;而 CEN与 ST 段及 T波改变呈显著正相

关 (r=0.862 6 , tr =6.148 , P<0.01), 且随 CNE 增加而 ST

段T 波改变率也增加 (百分率趋势检验 χ
2
=30.474 , P <

0.01)。见表 2。

表 2　噪声累积暴露量与心电图异常率

噪声累积暴

露量 dB(A)
检查人数

窦性心律失常 ST 段及T 波改变

人数 % 人数 %

85～ 3 1 33.33 0 0

90～ 14 3 21.42 0 0

95～ 74 5 6.75 2 2.70

100～ 90 5 5.56 6 6.67

≥105 30 2 6.67 7 23.33

合计 211 16 7.58 15 7.11

3　讨论

由于噪声对人体的危害与声压级和暴露时间都有关系 ,

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工种 , 如油田噪声作业工人 , 他们每天及

每年的工作时间变化很大 , 因此在分析 、 评价此类噪声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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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正确计算 CNE 非常关键。本文在计算 CNE 时应用了近年较

为肯定的等能量原理 , 同时考虑到了工人每天实际接触时间

和每年的实际接触天数 , 计算出了相对合理的 CNE。探讨 CNE

与听力损失的关系 , 发现听力损失随 CNE 增加而增加 , 说明

CNE与听力损失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 听力损失有累积效应 ,

与国内外报道一致[ 1 , 4] 。同时还可以利用两者的关系公式 , 推

算出保护油田噪声作业工人听力的 CNE , 为保护工人听力提

供依据。

CNE与窦性心律失常呈负相关关系 , 即在 CNE 低剂量时

窦性心律失常率较高 , 可能与接触噪声早期 , 噪声仅引起中

枢神经兴奋与抑制调节不平衡 , 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有关 ,

一段时间可以恢复[ 2 , 3] 。本文低剂量组检查人数较少 , 尤其是

85dB (A)组仅3 人 , 亦可对结果产生影响。而 ST段及 T波改

变则随 CNE 增加而增加 , 并有累积效应 , 是否为噪声长期作

用于心肌细胞 , 使心肌缺氧而导致心肌收缩功能产生远期不

可逆的改变[ 5] 值得进一步研究。 建议今后应积极研究规范

CNE计算公式 , 增加观察人数 , 而对长期频繁接触高强度噪

声的作业工人应注意定期检查心电图 , 以保障工人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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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屏作业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Investigation on health of the visual display terminal operators

曲春丽 , 梁淑英 , 杨　刚
Qu Chun-li , LIANG Shu-ying , YANG Gang

(济南市职业病防治院 , 山东 济南　250013)

　　摘要:以视屏作业人员为观察组 , 以不接触视屏显示终

端和其他职业危害的人员为对照组 , 对两组人员进行比较。

结果视屏作业组眼 、 骨骼肌肉等异常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人群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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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视屏作业对人体的影响 , 我们对千余名每日上机

时间超过 5小时者进行了全面健康检查 , 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视屏操作每日超过 5小时的工作者1 382人为

观察组 ,男 677 人 ,女 705 人 , 年龄 24～ 35 岁 ,工龄 4 ～ 10 年 , 文

化程度均在中专以上;另选非视屏作业但其他条件与调查组相

仿者共1 263人(男 615 人 ,女 648 人)作为对照组。要求两组人

员在接受检查前 12小时内不饮酒 ,不服用镇静药 、兴奋药 ,没有

从事过其他有害作业 ,家族中无遗传及精神病史。

1.2　内容和方法　作业环境测定包括环境气象条件 、 空气清

洁度 、 环境照明条件 、 噪声 、 屏面放射性强度 、 作业场所设

备测量等;健康检查内容包括详细询问病史 、 自觉症状 , 临

床检查包括内科 、 外科 、 眼科 、 实验室及心电图 、 颈部侧位 X

线片等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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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作业环境测定结果 , 气温 、 气湿 、 风速 、 空气细菌数 、

二氧化碳浓度均在标准值以内 , 负离子数 、 照度低于标准值 ,

噪声高于标准值。

视屏作业工作者对环境的主观反映是空气不新鲜

(91.4%)、 亮度低 (25.9%)、 噪声过大 (16.4%)、 屏面眩目

(56.8%)、 反光 (25%)、 闪烁 (27.8%)。 95.6%的视屏作业

者认为工作台 、 工作椅 、 屏面上端 、 屏面中心 、 键盘中心等

高度较适中。

健康体检结果见表 1。

表 1　视屏作业者及对照组自觉症状检查结果 (%)

头昏脑胀 记忆力下降 视物模糊 颈肩背酸痛

调查组 35.24 30.32 25.62 46.74

对照组 5.07 4.43 3.17 10.13

P值 <0.01 <0.01 <0.01 <0.01

　　血压 、 脉搏 、 心电图 、 肝功 、 眼晶状体 、 眼底 、 辨色力 、

视力等 , 两组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意义。 但对两组抽样进行的

颈部 X线片诊断结果显示 , 视屏作业者颈椎突出或增生发生

率为 2.25%, 而对照组为 0.75%, 两组之间差异有显著性 (P

<0.05), 对调查组进行年龄 、 工龄分组比较 , 发现颈椎病变

与工龄呈正相关。

3　讨论

作业环境空气中负离子数明显低于 Koch 和 Walter 推荐的

“空气离子舒适带” 离子数 , 本调查结果视屏作业者出现头昏

脑胀 、 记忆力减退等可能与负离子数过少有关。 作业环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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