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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某工业区企业噪声危害现状与控制对策
刘静，李梅莉，孙金艳，赵欣，邢维奕，王延让

(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预防控制所，天津 300011)

摘要: 目的 调查天津市某工业区企业噪声危害情况和职业卫生管理现状，提出噪声危害控制对策。方法 对

50 家企业开展现状调查与工作场所环境噪声检测，按经济类型、规模大小、行业分布进行分析。结果 被调查企业

以中小型为主，工作场所噪声超标率为 26. 7%，内资企业超标明显 ( 32. 9% ) ，集中在纺织业、食品制造加工业和金

属制品业，超标岗位噪声源频谱特性以高频噪声为主。34 家企业的2 902人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体检率为 77. 3%，听

力损失检出率为 17. 2%。被调查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体系尚不完善，特别是内资企业职业病危害评价开展率、职业病危

害防护措施管理制度制定率较低。结论 天津市某工业区噪声危害企业职业病防治现状不容乐观，应从企业管理策

略、监管部门执法、卫生技术服务等多方面综合实施干预措施，预防职业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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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tatus of noise hazard in a certain industrial area of Tianjin city and its control measurement
LIU Jing，LI Mei-li，SUN Jin-yan，ZHAO Xin，XING Wei-yi，WANG Yan-rang

( Tianjin Municip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Tianjin 30001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basic condition of noise hazard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occup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 in a certain enterprises of an industrial area in Tianjin city，thereby providing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hazard con-
trol． Methods Fifty factories were selected for investigation including the detection of noise level in working place，the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the type or properties，size etc． of the factories． Ｒesults Most of the surveyed factories were
small or medium enterprises，the total unqualified rate of noise was 26. 7%，which even reached 32. 9% in domestic enterprises
that mainly concentrated upon the textiles，food manufacturing or processing and metal products industries，the noise spectrum
characters principally was high-frequency noise． There were 2 902 people in 34 surveyed enterprises accepted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in total，the examination rate was 77. 3%，and the prevalence of hearing loss was 17. 2%，besides，the oc-
cupational health management system was also imperfect，both the assessment rate for occupational hazard and protection institu-
tion development rate were lower．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noise hazard and its control or prevention is not so good
in the industrial area of Tianjin city，the comprehensive measures including that consummate management strategy，enhance the
law on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improve health technical service etc．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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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噪声对作业人员的健康危害日趋严重，根

据 2001—2010 年天津市职业病发病分析资料显示，

职业性噪声聋已成为仅次于尘肺病外的主要新发职业

病之一［1］。为科学开展噪声职业病防治监管工作，

切实保护劳动者健康权益，我们对天津市某工业区企

业工作场所环境噪声危害基本情况和管理现状进行调

查与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2011 年天津市某工业区职业健康状况调查存在

噪声危害的 50 家企业及3753名接触噪声危害的工人。
1. 2 调查方法与内容

根据 卫 生 部 制 定 的 《全 国 职 业 健 康 状 况 调 查

表》，对该工业区全部企业进行现况调查。具体内

容: ( 1) 用人单位基本情况; ( 2) 主要职业病危害

因素情况; ( 3 )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 4 )

职业卫生管理现状。对存在工业噪声危害的 50 家企

业在进行调查后，由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病

预防控制所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检测。
1. 3 现场检测与结果评价

通过现场调查了解生产过程中存在工业噪声的作

业点和作业岗位，依据 《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

监测的采样规范》( GBZ159—2004) 、《工作场所物理

因素测量第 8 部分: 噪声》 ( GBZ /T189. 8—2007 ) ，

采用美国 QUEST 产 EG3 和 EG4 个体噪声剂量计配戴

在被检测者肩上，测量整个工作班的等效声级，读取

等效声级 LAeq。采用美国 QUEST 产 SoundPro SE 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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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谱及噪声分析仪在作业者附近耳部齐平高度处进行

定点噪声频谱测量。测量仪器经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检定并取得检定证书。按照《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物理因素》( GBZ2. 2—2007 ) 中规定的噪

声限值进行判定，测量结果超出每天 8 h 或每周 40 h
等效声级 85 dB( A) 者为超标。
1. 4 听力测定与结果评价

按 GB7583—87 要求，用丹麦国际 AD226 纯音听

力计 ( 经中国计量科学院校准) ，在本底噪声 ＜ 30
dB( A) 的隔音室内，工人脱离噪声 12 h 以上分别进

行左、右耳 0. 5 ～ 8 kHz 频率纯音气导听阈测试。听

力结果按 《职业性听力损伤诊断标准》 ( GBZ49—
2002) 进行年龄修正。听力损失的判断标准: 即语

频听力损失以 0. 5、1. 0、2. 0 kHz 任一频段的听阈值

＞ 25 dB ( A ) 为标 准; 高 频 听 力 损 失 以 3. 0、4. 0、
6. 0 kHz 任一频段的听阈值 ＞ 25 dB ( A) 为标准。对

纯音听力测试结果真实性有疑异者，重复测定 1 次，

听力测试不配合者，作为无效数据给予剔除。
1. 5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按规定统一编码，录入全国职业健康状

况调查数据采集系统，率的比较使用 SPSS16. 0 统计

软件进行 χ2 检验。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基本情况

结果显示，本次调查的 50 家企业中，登记注册

类型以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为主 ( 分别占 44%
和 42% ) ， 多 数 为 中 小 型 企 业 ( 分 别 占 48% 和

50% ) ，主要涉及通用 /专用设备制造业 ( 占 20% ) 、
交通 运 输 设 备 制 造 业 ( 占 18% ) 和 纺 织 业 ( 占

14% ) ，见 表 1。50 家 被 调 查 企 业 生 产 工 人 总 数

19 238人，接触噪声危害的总数3 753人，其中女工

人数2 178人，多集中在纺织企业。
2. 2 工作场所环境噪声污染现状

50 家企业共检测 191 个噪声作业岗位，其中 42
个作业岗位噪声测量结果超过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

职业接触限值 物理因素》( GBZ2. 2—2007 ) 中规定

的噪声限值。不同性质企业中，内资企业工作场所噪

声 8 h 或 40 h 等效声级超标率和最高值构成比均高于

港、澳、台 商 投 资 企 业 和 外 商 投 资 企 业，分 别 为

32. 9%和 37. 6%，见表 2。不同规模企业中，大型企

业工作场所噪声超标率显著高于中小型企业，其噪声

最高值构成比高达 87. 5%，见表 3。在不同行业中，

纺织业、食品制造加工业和金属制品业等工作场所噪

声超标明显，其等效声级超标率和噪声最高值构成比

均达 30%以上，见表 4。
表 1 被调查对象按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规模、所属行业分类的分布情况

调查对象 厂数
构成比

( % )
岗位数

构成比

( % )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

内资企业 21 42 85 44. 5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7 14 35 18. 3

外商投资企业 22 44 71 37. 2

企业规模

大型 1 2 8 4. 2

中型 24 48 93 48. 7

小型 25 50 90 47. 1

所属行业

专用 /通用设备制造 10 20 40 20. 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9 18 24 12. 6

纺织 7 14 33 17. 3

食品制造加工 4 8 10 5. 2

金属制品 4 8 12 6. 3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4 8 16 8. 4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4 8 12 6. 3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2 4 10 5. 2

塑料制品 2 4 11 5. 8

其他 4 8 23 12. 0

表 2 不同性质企业作业场所噪声超标率比较

企业类型
检测

点数

8 h /40 h 等效声级 最高值

超标

点数

超标率

( % )

≥90 dB

点数

构成

( % )

内资企业 85 28 32. 9 32 37. 6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35 2 5. 7 5 14. 3

外商投资企业 71 12 16. 9 14 19. 7

合计 191 42 22. 0 51 26. 7

注: 不同 性 质 企 业 间 比 较，8 h 等 效 声 级 超 标 率 χ2 = 12. 41，P =

0. 002; 噪声最高值超标率 χ2 = 9. 729，P = 0. 008。

表 3 不同规模企业作业场所噪声超标率比较

企业规模
检测

点数

8 h 等效声级 最高值

超标

点数

超标率

( % )

≥90 dB

点数

构成

( % )

大型 8 6 75. 0 7 87. 5

中型 93 22 23. 7 30 32. 3

小型 90 13 14. 4 13 14. 4
合计 191 42 22. 0 51 26. 7

注: 不同规模企业间比较，8 h 等效声级超标率 χ2 = 16. 87，P

= 0. 000; 噪声最高值超标率 χ2 = 23. 758，P =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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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行业企业作业场所噪声超标率比较

所属行业
检测

点数

8 h 等效声级 最高值

超标

点数

超标率

( % )

≥90 dB

点数

构成

( % )

纺织 33 15 45. 5 18 54. 5
食品制造加工 10 4 40. 0 4 40. 0
金属制品 12 4 33. 3 4 33. 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24 5 20. 8 8 33. 3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16 3 18. 8 3 18. 8
专用 /通用设备制造 40 6 15. 0 7 17. 5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10 1 10. 0 1 10. 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12 1 8. 3 1 8. 3
塑料制品 11 0 0. 0 1 9. 1
其他 23 3 13. 0 4 17. 4
合计 191 42 22. 0 51 26. 7

注: 不同 行 业 企 业 间 比 较，8 h 等 效 声 级 超 标 率 χ2 = 20. 95，P =

0. 013; 噪声最高值超标率 χ2 = 23. 287，P = 0. 006。

2. 3 超标严重岗位噪声源频谱检测

超标严重岗位主要噪声源的频谱特征见表 5。各

噪声设备中抛丸机、轧胚机产生的噪声最大声压级在

中频段的 250 Hz 上，砂轮抛光、等离子切割机、打

磨机、铸机、碎料机、织布机产生的噪声最大声压级

集中于高频段的 4 kHz 和 8 kHz 上。
2. 4 职业健康检查情况

50 家企业接触噪声危害的劳动者3 753人，2010
年 进 行 职 业 健 康 检 查 43 家 ( 86% ) 共 2 902 人

( 77. 3% ) ， 检 出 听 力 损 失 者 498 人， 检 出 率 为

17. 2%，其中高频听阈提高 452 人 ( 15. 6% ) ，职业

禁忌证 20 人 ( 0. 7% ) ，观察对象 26 人 ( 0. 9% ) 。
2. 5 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本次调查的 50 家企业中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的有 34 家，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的 40 家。
内资企业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开展率、职业病危

害防护措施管理制度制定率低于港、澳、台商投资企

业和外商投资企业 ( 表 6) 。

表 5 噪声岗位主要噪声源频谱分析及工人接触的等效声级 dB ( A)

噪声源
频谱 ( Hz)

31. 5 63 125 250 500 1 000 2 000 4 000 8 000
LAeq

抛丸机 55. 9 64. 5 83. 1 92. 3 88. 1 87. 5 85. 0 77. 4 66. 8 97. 3
轧胚机 55. 5 77. 4 86. 5 90. 6 89. 5 90. 6 87. 5 80. 6 73. 5 97. 6
砂轮抛光 31. 3 38. 6 50. 6 74. 1 85. 9 86. 5 89. 3 90. 5 81. 5 95. 0
等离子切割机 40. 1 52. 3 60. 4 64. 9 71. 5 74. 4 72. 5 84. 9 77. 3 88. 3
打磨机 ( 气动) 40. 6 55. 4 58. 6 63. 5 69. 4 80. 5 85. 8 87. 3 75. 5 90. 3
打磨机 ( 电动) 38. 6 33. 5 59. 3 68. 7 66. 8 80. 6 86. 5 87. 9 81. 5 92. 5
铸机 43. 3 55. 8 70. 6 78. 0 81. 0 83. 0 83. 1 84. 5 82. 5 90. 4
碎料机 38. 5 61. 6 83. 3 85. 1 91. 1 92. 4 90. 7 93. 6 94. 5 96. 1
织布机 53. 3 66. 0 79. 0 87. 6 93. 0 95. 1 97. 0 98. 3 90. 4 102. 5

表 6 不同经济性质企业职业卫生管理情况

职业卫生管理内容

企业数 ( 家)

总数

内资

企业

( 21)

港、澳、

台商投资

企业( 7)

外商投

资企业

( 22)

χ2 值 P 值

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34 10 5 19 9. 596 0. 008
进行职 业 病 危 害 控 制 效 果
评价

40 11 5 20 7. 912 0. 019

制定职 业 卫 生 教 育 和 培 训
计划

41 16 5 16 0. 095 0. 954

制定职业健康检查制度 43 15 6 16 0. 590 0. 745
建立检测与评价管理制度 40 12 5 18 3. 123 0. 210
建立职业病危害防护措施管
理制度

30 12 5 20 6. 395 0. 041

制定个人防护用品发放和使
用制度

48 17 4 17 1. 667 0. 435

劳动合同中危害告知制度 37 14 5 18 2. 134 0. 344

3 讨论

根据 2011 年天津市职业健康状况调查数据显示，

40. 6%的企业作业场所环境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噪声危

害。本次调查噪声超标率为 26. 7%，不同行业噪声

超标率差别较大，突出行业为纺织、食品制造加工、
金属制品、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噪声超标严重的作

业岗位噪声源频谱特性以高频噪声为主，本次调查在

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听力损失检出率为 17. 2%，特

别值得注意的是检出的职业禁忌证和观察对象如不脱

离噪声环境，发展为职业性噪声聋的风险较高，因此

上述行业及其超标严重岗位应为该工业区今后职业卫

生防治监管的关键控制点，提高企业职业健康体检

率，避免有职业禁忌证的劳动者和观察对象继续从事

噪声作业。
本次调查显示，相对于其他性质企业，内资企业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开展率、职业病危害防护措

施管理制度制定率较低，导致在厂房布局、防噪设备

选用及个人防护用品管理等方面不符合要求，噪声超

标率明显高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

业，37. 6%作业岗位噪声声压级超过 90 dB ( A) 。
( 下转第 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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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模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除了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

剂高活性以及大量的 procathepsin B 外，没有检测到

任何组织蛋白酶，而在肺泡巨噬细胞里所有的组织蛋

白酶的活性和量均明显增加。在损伤肺组织，组织蛋

白酶 B 的单链和重链形式均增加，在博莱霉素诱导

后的第 28 天达到最大值，第 60 天下降到对照组的 3
～ 5 倍。李杰平等［13］在对博莱霉素诱导的大鼠肺纤

维化模型的研究中发现，CB 在大鼠肺纤维化发病过

程中起重要作用，其过度表达可能参与了肺纤维化的

发生发展。纤维组织增生期和稳定的肺纤维化形成期

主要是因为 CB 的过度表达而导致 CB 和内源性 CB
抑制剂的平衡失调，从而进一步导致严重的组织损伤

和大量 CB 抑制剂的分泌，细胞外基质蛋白合成和分

解平衡失调，大量成纤维细胞的病理性增生及纤维基

质蛋白成分在肺泡间隙积聚并取代正常的肺组织结

构，参与肺组织损伤和肺纤维化的形成［13］。新近研

究证实，溶酶体组织蛋白酶不但参与细胞内物质降

解，还与细胞凋亡有关。CB 通过裂解 Bcl-2 家庭促

凋亡蛋白 Bid［14］，引起线粒体释放细胞色素 C，导致

细胞凋亡的瀑布效应。溶酶体介导的细胞凋亡在许多

疾病如肝硬化、肿瘤、动脉粥样硬化等发生发展中起

了重要作用，但其在矽肺纤维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是

否也参与了肺泡上皮细胞的凋亡，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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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该工业区噪声危害企业，特别是内资

企业职业病防治现状不容乐观。消除或减弱生产中的

噪声源，控制噪声的传播，加强个人防护是预防噪声

危害的主要措施。从总体看，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

造消除或减弱生产中的噪声源非常困难，加强个人防

护是最为普遍的控制措施。从成本角度考虑，也是目

前预防噪声危害最为经济的方法［2］。然而在现场调

查过程中我们发现有部分工人佩戴护耳器不规范或拒

绝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因此，建议企业在满足工艺设

计的前提下，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合理布局; 在

生产人员集中的休息室、值班室从建筑设计上采取隔

声和吸音措施; 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工作

中个人防护用品佩戴的监管，加强职业病防治知识培

训，切实保障劳动者健康，践行用人单位在职业病防

治中的主体责任。
此外，对企业工业噪声危害的预防与控制必须考

虑各种影响因素，采取企业管理策略、监管部门执

法、卫生技术服务等综合干预措施，建立企业、员

工、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和监管部门互相参与、互相理

解和互相促进的职业卫生防治模式，从而有效地消除

或减少噪声对劳动者健康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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