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议值 10 mg/gCr 判断 , 本次检测的 42 份尿样均大于该建议

值。

3　讨论

本次调查发现 , 该生产 PU革企业的湿法车间 DMF污染较

严重 , 对工人肝功能影响也比其他车间明显 , 可能与该车间

生产工艺湿式操作方式有关。从岗位分析 , 又以涂头 、 制浆岗

位污染最严重 , 其中涂头岗位工人肝功能影响比其他各岗位

明显 , 这可能与该岗位工人接触方式 、 分布密集度高等有关。

DMF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以神经和消化系统症状为主 , 肝

功能 ALT异常率达 54.5%, 提示对肝脏损害严重。尿蛋白阳

性 、 血尿素氮异常 , 显示对肾脏也有一定损伤 , 此结论与文献

报道一致[ 3] 。

另外 , 此次调查中湿法车间 DMF 浓度和超标率都最高 ,

但自觉症状发生率如头痛 、 头晕 、 流泪反而比另两个车间低 ,

说明用自觉症状表示 DMF 对人体健康危害可能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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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业噪声危害状况的调查

Investigations on industrial noise hazard in textil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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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某市的 2 个棉纺企业的噪声危害状况进行了调

查 , 结果显示 , 噪声强度小于 85 dB (A)的作业点占 14.3%,

大于 100 dB (A)的噪声作业点占 28.6%, 等效连续 A声级小

于85 dB (A)的噪声作业岗位占岗位总数的 68.4%。 平均等

效声级分别为 95.36 dB (A)、 91.95 dB (A), 听力损失检出率

分别为 35.4%、 27.9%。噪声危害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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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是棉纺织业主要的职业性危害因素 , 长期从事纺织

作业的纺织工人可发生听力损伤 , 这是困扰纺织业的主要职

业危害。我们通过对某市的棉纺织业噪声作业岗位噪声强度

和噪声作业人员的调查 , 摸清了棉纺织业的噪声危害状况 ,

为棉纺织业噪声危害的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与方法

以某市 2个棉纺企业为调查研究对象 , 按照 《作业场所噪

声测量规范》 WS/ T69—1996 要求对生产作业环境噪声强度进

收稿日期:2002-04-10;修回日期:2002-06-24

作者简介:王龙义 (1963—), 男 , 山东淄博市人 , 学士 , 副主任
医师 , 主要从事职业性有害因素的控制与评价。

行测定和频谱测试 , 对噪声作业人员的作业时间 、 方式和个人

防护情况等进行调查。噪声测试仪器采用国产 ND2 型精密声

级计倍频程滤波器 , 测试前进行校正。 对上述作业岗位的

1 156名生产人员进行听力测定并调查其职业接触史 、 既往史 、

耳毒药物服用史 、 自觉症状及耳检 , 排除其他致聋因素 , 平均

年龄 (30.7±5.6)岁 , 平均工龄 (11.9±5.3)年。 听力测定

按GB7583—87 《纯音气导听阈测定》 的标准要求 , 用丹麦产

AS-72型听力计于工人脱离噪声 12 h 后 , 在本底噪声低于 30

dB (A)的环境下 , 作永久性听阈位移气导测定 , 并进行年龄

修正。听力损失按 GB16152—1996 《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及

处理原则》 进行评定。

1.2　综合评价指标———平均等效声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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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的计算方法 , 首先求出整个企业各噪声

源的总声压级 L总 , 将总声压级 L总 的分贝数再减去 10 LgN

(N是整个企业噪声岗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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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统计学处理

将数据转入 SPSS 8.0 For Windows , 采用方差分析方法进行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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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噪声测定结果

共测定 56个噪声作业点 , 主要噪声源包括织布机 、 细纱

机 、 成卷机 、 喷气织机 、 剑杆织机 、 抓棉机 、 空压机等 , 噪声

强度均超过 90 dB (A)。最高噪声强度为织布机的噪声 , 达

103 dB (A), 如表 1 所示。

表 1　2 个棉纺企业噪声测定结果

声压级 [ dB (A)] 测定点数 构成比 (%)

～ 85 8 14.3
～ 90 12 21.4
～ 95 14 25.0
～ 100 6 10.7
>100 16 28.6
合计 56 100.0

2.2　噪声作业岗位的等效连续A 声级

　　2 个棉纺厂共有 19 个噪声作业岗位 , 其中等效连续 A 声

级大于 85 dB (A)的噪声作业岗位占岗位总数的 68.4%。 如

表 2所示。

表 2　噪声作业岗位的等效连续 A声级

等效连续 A声级 [ dB (A)] 岗位数 构成比 (%)

≤80 1 5.3

～ 85 5 26.3

～ 90 7 36.8

～ 95 2 10.5

>95 4 21.1

合计 19 100.0

2.3　平均等效声级与听力测定结果

　　2 个棉纺企业的平均等效声级分别为 95.36 dB (A)、 91.95

dB (A), 听力损失检出率分别为 35.4%、 27.9%。对不同工龄

组的听力损失情况进行了方差分析 , 显示各工龄组之间听损

检出率的差异有显著性 (P <0.05), 10 年以上的两个工龄组

的听损检出率差异无显著性 (P >0.05), 其他工龄组之间差

异均有显著性。由表 3可见 , 随着工龄的延长 , 高频听损检出

率有升高的趋势。

表 3　不同工龄组噪声作业人员听力测定情况

工龄组

(年)

体检

人数

高　频　听　损

　　轻 　　中 　　重 　 合计

语　频　听　损

　　轻 　　中 　　重 　 合计

～ 10 647 225(17.4) 81(6.3) 8(0.6) 314(24.3)＊ 115(8.9) 7(0.5) 1(0.1) 123(9.5)

～ 20 448 208(23.2) 150(16.7) 27(30.1) 385(43.0)＊ 239(26.7) 10(1.1) 2(0.2) 251(28.0)

>20 61 42(34.4) 25(20.5) 3(2.5) 70(57.4)＊ 22(18.0) 1(0.8) 2(1.6) 25(20.5)

合计 1 156 475(20.5) 256(11.1) 38(1.6) 769(33.3) 376(16.3) 18(0.8) 5(0.2) 399(17.3)

　　＊高频听损检出率 P<0.05

3　讨论

噪声对听觉系统的危害主要表现为听力损伤 , 且以高频

听力损伤为主 , 并随着接触噪声时间的延长 , 听力损伤逐渐

加重。噪声是棉纺织业最主要的职业性危害因素 , 本次调查

显示 , 高强度噪声作业点所占的比重较大 , 从表 1可见 , 噪声

强度在 85 dB (A)以上的噪声作业点占所测定点数的 85.7%,

超过 100 dB (A)的占 28.6%。

等效连续A 声级是评价噪声危害的一个主要指标 , 它是

衡量作业工人的噪声暴露量的一个重要物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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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显示 , 棉纺企业噪声

作业岗位的等效连续 A 声级在 85 dB (A)以上的占噪声作业

岗位数的 68.4%, 噪声危害相当严重。 根据平均等效声级的

理论[ 1] , 分别计算得出 2 个棉纺企业的平均等效声级均在 90

dB (A)以上 , 提示应加强噪声的治理和个人防护 , 降低噪声

的危害。

噪声对听觉系统的影响早期主要表现以高频听力损伤为

主。由噪声作业人员的听力测定结果可见 , 棉纺业噪声作业

人员的高频听损检出率达 33.3%, 10 年以上工龄的噪声作业

人员中有近一半发生高频听损 , 且有相当一部分语频听力发

生损伤。接触噪声的时间越长 , 听力损伤的阳性率越高[ 3] 。我

们按照工龄将噪声作业人员分为 3 组 , 对其听力损失检出情况

进行了分析 (表 3), 听损检出率随着接触工龄的延长而提高

(P<0.05), 这与有关的资料报道[ 4, 5]是一致的。语频听损检

出率在 10年以上的 2个工龄组差异未见有显著性 , 甚至随着

工龄的延长而有所下降 , 作者认为原因可能为:一是一般情况

下接触噪声开始 10 年听力损伤进展快 , 以后逐渐缓慢[ 3] ;二

是噪声作业人员随着工龄的延长 , 特别是发生高频听损后 , 自

我防护的意识得到加强;三是可能存在健康工人效应 , 有听力

损伤者已脱离噪声作业或调离到噪声较轻作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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