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02)和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GBZ2—2002), 此前制定的行业设计规范中涉及职

业卫生的要求有许多不符之处 , 从职业卫生角度考虑 , 迫切

需要对此类规范标准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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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对档车女工健康的影响

张同顺1 , 肖培义2 , 张富昌2 , 李新1 , 王合玉1

(1.鹤煤集团公司后勤部 , 河南 鹤壁　458000;2.鹤壁市职业病防治所 , 河南 鹤壁　458000)

　　为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接噪女工的健康监护工作 , 对某纺

织厂档车女工进行了听觉 、 心血管 、 神经等系统检查 , 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噪声组为278名档车女工 , 年龄 18～ 45 岁 , 平均 (27.5±

5.1)岁 , 接噪工龄 1～ 25 年 , 平均 (7.9±5.3)年;以不接触

噪声的275名医院护士为对照组 , 年龄 18～ 48 岁 , 平均 (28.1

±5.4)岁。两组人员性别 、 年龄 、 工龄 、 文化程度构成等方

面相似 , 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现场噪声测试　采用国产 ND2 型精密声级计测定 , 方

法和选点参照GBJ122—88 《工业企业噪声测量规范》 。

1.2.2　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详细询问调查对象的职业史 、

既往史 、 自觉症状 , 并进行五官科 、 心电图检查 , 血压测定

和听力测试。

1.2.3　电测听检测　脱离噪声作业环境12 h后 , 在隔音室进

行双耳纯音气导听力测定 , 依据 GBZ49—2002 《职业性听力损

伤诊断标准》 进行听力损失级别的诊断。

2　结果

2.1　接触噪声强度

本次选定作业环境测定点的检测结果为 90 ～ 101 dB (A),

平均 96 dB (A)。

2.2　噪声作业对女工神经衰弱的影响

噪声组检出神经衰弱130人 (46.8%), 显著高于对照组

(19.0%), P <0.01。但不同接噪工龄女工神经衰弱检出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2.3　噪声对女工听觉系统的影响

噪声组女工高频和语频听损检出率 (24.5%, 4.0%)明

显高于对照组(4.0%, 0.7%), 而且高频听损比语频听损出

　　收稿日期:2006-11-15;修回日期:2007-01-20

现得早且严重。不同接噪工龄对高频 、 语频听损的影响见表

1。

表 1　不同接噪工龄对听觉系统的影响

工龄

(年)

观察

人数

高频听损

人数 %

语频听损

人数 %

<5 168 26 15.5 1 0.6

5～ 10 88 30 34.0＊ 4 4.6

>10 22 12 54.6＊ 6 27.3＊

　　＊与<5年工龄组相比 , P<0.01

2.4　噪声对女工心血管系统的影响

噪声组高血压 、 窦性心律不齐 、 窦性心动过缓的检出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 , 其他心电图异常 (窦性心动过速 、 传导阻

滞 、 低电压 、 心电轴偏移和心肌劳损)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见表 2。随着接噪工龄的增加 , 各工龄段高血压和心电

图异常的检出率无明显变化 (P>0.05)。

表 2　噪声组和对照组心血管系统异常比较

组别 人数
窦性心律不齐

人数 %

窦性心动过缓

人数 %

其他心电异常

人数 %

高血压

人数 %

噪声组 278 21 7.6＊ 17 6.1＊ 32 11.5 16 5.8＊

对照组 275 11 4.0 13 4.7 25 9.1 4 1.5

　　＊与对照组相比 , P<0.01

3　讨论

本次作业环境噪声检测结果为 90～ 101 dB (A), 由表 1 可

知 , 10年以上工龄组的语频听损显著高于另两工龄组 , 所以

噪声防控和监护的重点人群应是接噪工龄 10 年以上和已有高

频听损者。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 接噪女工高血压 、 心电图窦

性心律不齐 、 心动过缓检出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 但这些异常

改变与接噪工龄关系不密切。

综上所述 , 对挡车女工健康监护 , 既要防护噪声对听力

的损害 , 又要加强噪声对女工神经 、 心血管系统影响的监护

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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