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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依据冶金工业部行业噪声分级标准进行调查 , 显

示华北油田生产性噪声危害仍较重 , 540个岗位噪声分级以 0

级和Ⅲ级岗位率和接触人群率为高 , Ⅲ级噪声岗位主要集中

在钻井 、 井下 、 石油机械制造系统。根据石油企业生产性噪

声强度分级 , 对华北油田生产性噪声岗位实行分级管理 , 0级

岗位进行不定时监督监测 , 以工人的健康监护为主;Ⅰ 级以

上应加强监督管理工作 , 进行定期监测及就业前和就业后健

康检查工作;对Ⅲ级岗位应加强治理和个人防护用品的使用 ,

加强预防性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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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噪声是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主要有害因素之一 ,

其接触人员多 , 分布范围广 [ 1] 。我国目前大约有 14.9%的职

工暴露在≥85 dB(A)的噪声中 , 有 11.7%的职工暴露在≥

90 dB(A)的噪声作业环境中 , 声源控制率为 1.1%, 个体

防护率为 0.8%;与美国的噪声声源控制率 68.0%, 个体防

护率为 94.0%相比 , 反映我国目前噪声控制管理工作水平有

待迅速提高 [ 2] 。 石油企业生产性噪声较广泛地存在于钻井 、

采油 、 固井 、 井下 、 石油机械制造 、 石油化工等系统 , 是石

油企业主要的职业性有害因素之一 , 严重危害作业人员的身

体健康。为了解石油企业噪声危害情况 , 建立卫生监督分级

管理制度和合理的劳动保护措施 , 并为油田生产系统推行岗

位技能工资制提供劳动条件部分的科学依据 , 我们于 2006年

对华北油田 30个生产单位的 540个噪声作业岗位进行了噪声

分级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调查对象为华北石油钻井 、 采油 、 固井 、 井下 、 石油机

械制造 、 石油化工等系统的 30个生产单位 , 80个工种 (钻井

工 、 采油工 、 采气工 、 油气输送工 、 固井工 、 井下作业工 、

井下压裂工 、 铸造工 、 清砂工 、 机床工 、 压缩机工 、 气体净

化工 、 过滤工 、 油加热工 、 制冷工 、 蒸发工 、 蒸馏工 、 萃取

工 、 吸收工 、 吸附工 、 干燥工 、 结晶工 、 造粒工 、 防腐工

等), 540个噪声岗位及在该作业岗位的人群 , 噪声接触人数

4 260人。

1.2　方法

以职业性接触毒物危害程度分级 (GB5044— 85)附录九

《冶金企业噪声作业条件分级》 标准进行调查。工人进行实际

操作和观察 、 管理生产过程而经常或定期停留的场所为噪声

作业岗位 , 调查该岗位生产工艺流程 、 生产性噪声的类别 、

测点 , 从每一噪声岗位随机抽选 2名工人 , 跟班记录在一个

工作日内各噪声岗位的作业时间 (包括劳动和工间休息), 连

续记录 3 d, 取其平均值作为该岗位的接噪时间 , 用校准过的

ND2型精密声级计对各接噪岗位进行噪声强度测定 , 亦取其

平均值作为该岗位的噪声强度。最后将受测者在一个工作日

内 (6 ～ 8 h)各岗位的不同噪声声压级和接噪时间 , 换算成

该时间内的等效连续 A声级。

噪声岗位分级按照冶金工业部企业生产性噪声作业条件

分极标准 , 同时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批准的 LD— 80—

1995 《噪声作业分级》 的有关规定。以等效连续 A声级和接

触噪声时间为指标 , 将噪声岗位危害程度分为 4个级别:0、

Ⅰ 、 Ⅱ 、 Ⅲ级。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华北石油生产性噪声较广泛地存在于钻井 、 采油 、 固井 、

井下 、 石油机械制造 、 石油化工等系统。 6个系统 30个单位 ,

450个噪声岗位 , 共有职工 35 689人 , 噪声强度在 85 dB(A)

以上的岗位有 337个 , 占 62.4%, 共有噪声作业人员 4 260

人 , 占职工总数的 11.9%。 其中 203个岗位设有值班室且噪

声监测全部合格 , 占噪声岗位的 37.6%。噪声源的种类以电

磁性 、 机械性和混合性噪声为主 , 其中单纯机械性噪声占

38.2%, 电磁性噪声占 22.4%, 其他混合性噪声占 39.4%。

以稳态噪声为主 , 频谱特征以中高频为主 , 峰值所在范围为

125 ～ 8 000 Hz之间 , 其中 500 ～ 2 000 Hz占 20.1%, 3 000 ～

8 000 Hz占 79.9%。

2.2　岗位噪声分级情况

由表 1可见 , 本次调查的 540个岗位 , 噪声分级 0级 203

个 , 占 37.6%;Ⅰ 级 128 个 , 占 23.7%;Ⅱ 级 77 个 , 占

14.3%;Ⅲ级 132个 , 占 24.4%。以钻井 、 井下系统的 Ⅲ级

率最高 , 机械制造 、 井下系统 Ⅱ级率最高 , 固井 、 石油炼化

系统Ⅰ级率最高 , 采油 、 石油炼化系统 0级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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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系统噪声岗位分级情况

系统

名称

岗位

数

0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岗位数 % 岗位数 % 岗位数 % 岗位数 %

钻井 122 8 6.5 18 14.8 15 12.3 81 66.4

采油 166 139 83.7 20 12.1 4 2.4 3 1.8

井下 98 18 18.4 　5 5.1 33 33.7 42 42.8

固井 41 3 7.3 28 68.3 9 22.0 1 2.4

机械制造 13 3 23.1 　1 7.7 6 46.2 3 23.0

石油炼化 100 32 32.0 56 56.0 10 10.0 2 2.0

合计 540 203 37.6 128 23.7 77 14.3 132 24.4

2.3　各系统各噪声级别接触人数分布情况

由表 2可见 , 本次调查的噪声接触人数共有 4 260人 , 其

中 0级 1 748人 , 占 41.0%;Ⅰ 级 780人 , 占 18.3%;Ⅱ级

598人 , 占 14.0%;Ⅲ级 1 134人 , 占 26.7%。可见石油企业

噪声 0级 、 Ⅲ级岗位接触人数最多 , 0级岗位接触人数以采

油 、 石油炼化系统为主 , Ⅰ级岗位接触人数以固井 、 石油炼

化系统为主 , Ⅱ级岗位接触人数以机械制造 、 井下系统为主 ,

Ⅲ级岗位接触人数以钻井 、 井下系统为主。

表 2　各系统各级别噪声接触人群分布

系统

名称

接触

人数

0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接触

人数
%

接触

人数
%

接触

人数
%

接触

人数
%

钻井 962 161 16.8 134 13.9 104 10.8 563 58.5

采油 1 308 1 100 84.1 154 11.8 35 2.7 19 1.4

井下 770 139 18.0 62 8.1 233 30.3 336 43.6

固井 324 22 6.8 223 68.8 76 23.5 3 0.9

机械制造 102 21 20.6 8 7.8 49 48.0 24 23.6

石油炼化 794 305 38.4 199 25.1 101 12.7 189 23.8

合计 4 260 1 748 41.0 780 18.3 598 14.0 1 134 26.8

　　由表 1、 2可见 , 采油 、 石油炼化系统的 0级噪声岗位率

和接触人群率最高 , 说明其接害水平低 (与其设有值班室 ,

工人接噪时间短有关);而钻井 、 井下 、 石油机械制造系统的

Ⅱ 、 Ⅲ级噪声岗位率和接触人群率较高 , 说明噪声危害较重

和接触人群较多的岗位以上述系统为主。

3　讨论

3.1　本次对华北石油企业的 6个系统的 540个岗位 , 4 260人

进行噪声分级调查说明石油企业噪声危害重 , 人群分布广 ,

540个岗位中均存在Ⅰ级以上的噪声作业岗位 , 以Ⅱ 、 Ⅲ级岗

位比例较高 , 0、 Ⅲ级岗位率和接触人群率最高。华北油田噪

声危害与全国其他企业相比较重 , 存在较高比例的 Ⅱ 、 Ⅲ级

噪声岗位和接噪人数 , 提示华北石油目前生产性噪声危害严

重 , 人群分布广 , 噪声控制管理工作水平有待迅速提高。

3.2　根据本次调查 , 对华北油田噪声岗位进行分级管理。 0级

岗位以健康监护为主 , 不定期噪声监测为辅;Ⅰ、 Ⅱ级岗位应定

期开展噪声监测和健康监护工作 , 有计划地采取改造措施 , 如

设置较好隔声效果的值班室或操作室 (采用双层门窗 , 内贴附

吸声材料);Ⅲ级噪声岗位应加强监督管理工作 , 定期开展噪

声监测和健康监护工作。对于在钻井 、 井下 、 石油机械制造系

统中的Ⅲ级噪声岗位 , 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和革新以降低噪声

危害级别 , 在短时间内达不到的情况下 , 建议坚持配用噪声防

护耳塞耳罩等个体防护用品 , 建立一整套的管理措施, 加强噪

声防护用品的使用 、 保管 、 更换 、 督导检查;加强健康监护 ,

切实做到上岗前 、 岗中和离岗时听觉系统的健康检查;提高卫

生行政部门及职防所对此项工作重要性认识 , 定期进行督导检

查 , 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 强化工人自我防护重要性的认识。本

次调查提示, 今后应加强预防性监督管理工作 , 做好职业危害

预评价 , 对于新 、 改、 扩建设项目, 应严格遵守 “三同时” 的

原则 , 按时间限值和噪声强度容许值来验收。根据噪声岗位强

度分级标准进行分级管理。

3.3　噪声危害分级结果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 说明噪声

分级的评价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 然而噪声

作业环境往往同时存在其他有害因素 , 如高温 、 震动 、 某些

化学毒物等 , 其可能加强噪声的不良影响;同时该分级标准

不适用于脉冲噪声作业 , 建议在制定噪声危害程度标准时 ,

应尽可能考虑以上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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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三明市不同年代 24年煤工尘肺患病情况调查结果

表明 , 随着年代的推移 , 煤工尘肺检出率逐渐增高 , 其发病

工龄 、 晋期年限延长 ,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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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掌握我市煤工尘肺的发病特点和规律 , 进而制定出科

学的防治措施 , 我们对本市不同年代煤工尘肺患病情况进行

了调查分析 ,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370·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0年 10月第 23卷第 5期　　ChineseJIndMed　Oct2010, Vol. 23 No.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