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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法对噪声危害程度进行分级的初探

曹燕庄　张维森

　　目前 ,我国已先后颁布了生产性毒物、高温和粉尘

作业的危害程度分级标准 , 为开展生产环境职业危害

综合评价和防治对策的研究以及做好一级预防和劳保

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显示较好的客观性和实用性 ,但

噪声作业危害程度分级标准尚在探讨之中。本文在调

查广州市 1 349个生产性噪声作业岗位的基础上 ,掌握

了该市目前的工业噪声污染情况和程度 , 同时探讨运

用指数法对噪声作业危害程度进行分级的可行性和完

善方法。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和方法

随机抽取市属八区内 106家企业 , 参照 《卫生防疫

工作规范》 (劳动卫生分册 )的有关规定 , 由劳卫专业

人员在现场卫生学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布点 , 选择有代

表性的 1 349个生产性噪声作业岗位 (不同企业的布点

数因实际情况而异 ) , 采用 HY103A型声级计 , 按 《工

业企业噪声控制卫生标准》〔1〕附件一《工业企业噪声检

测规范》进行测定 ,实际接触噪声作业劳动时间采用现

场调查方法。

1. 2　噪声作业危害程度分级方法

采用噪声作业指数评价法 [2] , 即以 A计权声级和

接噪时间为基础 ,提出评价指数 I= T ( Li /Lb ) ,式中:

T为实际接触噪声时间计权系数 ,据我国《工业企业噪

声控制卫生标准》〔1〕规定的不同接触时间的容许声级

进行换算得: 接触时间 t≤ 1h, T= 1; 1 < t≤ 2h, T=

1. 04; 2 < t≤ 4h , T= 1. 07; 4 < t≤ 8h, T= 1. 11, L i为

作业岗位噪声实测值 dB( A) , Lb为作业噪声容许声级

　　作者单位: 510405　广州市劳动卫生监督监测所

[本文以 85dB ( A )计 ]。根据 I值 , 将噪声作业危害程

度分为以下 5级 : I≤ 1. 11为 0级 (安全作业 ) ; 1. 11 < I

≤ 1. 15为Ⅰ 级 (轻度危害作业 ) ; 1. 15 < I≤ 1. 20为Ⅱ级

(中度危害作业 ) ; 1. 20 < I≤ 1. 25为Ⅲ级 (高度危害作

业 ) ; I> 1. 25为Ⅳ级 (极度危害作业 )。

2　结果与分析

2. 1　噪声超标与分级情况

所调查的 1 349个作业岗位中超标 604个 , 超标率

为 44. 8%。其中超标率不同企业性质间以合资企业最

高 52. 7% ( 97 /184) , 不同区域间以黄埔辖区企业最高

55. 8% ( 48 /86) , 不同行业间以轻工行业最高 50. 7%

( 324 /639) ,各组别组内间的超标率均具有非常显著性

差异 (P < 0. 01)。总的分级情况为: 0级 745个 , 占

55. 2% ; Ⅰ 级 170个 ,占 12. 6% ; Ⅱ级 186个 ,占 13. 8% ;

Ⅲ级 146个 ,占 10. 8% ; Ⅳ级 102个 ,占 7. 6%。其中危害

程度Ⅲ级及以上的主要集中在黄埔、 白云和海珠等辖

区的合资和 /或轻工企业。详见表 1。

2. 2　噪声超标率与危害程度分级的比较

从表 2可见 ,国有与集体企业之间的噪声危害从超

标率来看无统计学差异 , 但其分级危害率之间差异却

有显著意义 (P < 0. 05) , 反映集体企业的高度和极度

噪声危害较为严重 ; 而国有与合资企业之间的噪声危

害无论从超标率还是从危害级别率来看差异均具有非

常显著性意义 (P < 0. 01) , 从分级危害率还可以进一

步看出其差异主要来源于合资企业的高度及以上危害

明显比国有企业严重 ,而轻、中度危害则不然 ;区域分

布方面 ,越秀、白云区的超标率差异无显著意义 ,但其

危害级别率却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P < 0. 01) , 白云区

的高度、 极度危害明显高于越秀区 , 而轻、 中度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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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企业性质、 区域及行业的生产性噪声危害程度分级

危　害　程　度　分　级 (% )
　　　　 0　　　　　　　　Ⅰ 　　　　　　　　Ⅱ　　　　　　　　Ⅲ　　　　　　　　Ⅳ　　　　

企业性质

　　国有 488( 58. 3) 104( 12. 4) 122( 14. 6) 86( 10. 3) 37( 4. 4)

　　集体 170( 51. 8) 42( 12. 8) 46( 14. 0) 35( 10. 7) 35( 10. 7)

　　合资 87( 47. 3) 24( 13. 0) 18( 9. 8) 25( 13. 6) 30( 16. 3)

区域

　　越秀 38( 50. 7) 14( 18. 7) 17( 22. 7) 3( 4. 0) 3( 4. 0)

　　东山 52( 62. 7) 9( 10. 8) 7( 8. 4) 11( 13. 3) 4( 4. 8)

　　荔湾 176( 59. 3) 33( 11. 1) 36( 12. 1) 31( 10. 4) 21( 7. 1)

　　海珠 123( 48. 4) 29( 11. 4) 49( 19. 3) 35( 13. 8) 18( 7. 1)

　　天河 116( 64. 4) 25( 13. 9) 21( 11. 7) 6( 3. 3) 12( 6. 7)

　　白云 139( 50. 5) 41( 14. 9) 34( 12. 4) 36( 13. 1) 25( 9. 1)

　　芳村 63( 63. 6) 12( 12. 1) 11( 11. 1) 9( 9. 1) 4( 4. 0)

　　黄埔 38( 44. 2) 7( 8. 1) 11( 12. 8) 15( 17. 4) 15( 17. 4)

行业

　　轻工* 315( 49. 3) 86( 13. 5) 94( 14. 7) 78( 12. 2) 66( 10. 3)

　　机械 89( 57. 8) 17( 11. 0) 18( 11. 7) 17( 11. 0) 13( 8. 4)

　　电子 21( 56. 8) 2( 5. 4) 8( 21. 6) 5( 13. 5) 1( 2. 7)

　　纺织 55( 70. 5) 8( 10. 3) 3( 3. 8) 6( 7. 7) 6( 7. 7)

　　化工 98( 70. 5) 16( 11. 5) 15( 10. 8) 7( 5. 0) 3( 2. 2)

　　医药 50( 64. 9) 13( 16. 9) 9( 11. 7) 3( 3. 9) 2( 2. 6)

　　其他△ 117( 52. 0) 28( 12. 4) 39( 17. 3) 30( 13. 3) 11( 4. 9)

　　* 包括一轻、 二轻、 包装等行业 ,

　　△包括建材、 冶金、 交通、 运输、 燃料等行业。

却比越秀区低 ; 将超标率接近的东山、 天河、 芳村 3区

合并后再与越秀区比较发现 ,其超标率 (P < 0. 05)及

分级危害率 (P < 0. 01)均有差异 ,越秀区总的超标率

较前者高 ,结合分级结果我们发现 ,其危害多以轻、中

度为主 ,高度及以上危害反比前者低 ;行业分布中 ,化

工行业与纺织行业从超标率和危害级别率两方面比较

差异均无显著性 ,显示了两种评价的一致性 ,从分级中

又能进一步发现化工行业的噪声危害以轻、中级为主 ,

其高度、极度危害较纺织行业者低 ;医药行业与纺织行

业比较 ,超标率无差异 ,而危害级别率差异有显著意义

表 2　噪声超标率评价与危害程度分级评价的比较

超标率

(点数 )

危害程度分级% (点数 )
　　　　　 0　　　　　　　　　Ⅰ ～ Ⅱ　　　　　　　　Ⅲ ～ Ⅳ　　　　

企业性质

　　国有 ( A) 41. 7( 349) 58. 3( 488) 27. 0( 226) 14. 7( 123)

　　集体 ( B) 48. 2( 158) 51. 8( 170) 26. 8( 88) 21. 4( 70)*

　　合资 ( C) 52. 7( 97)* * 47. 3( 87) 22. 8( 42) 29. 9( 55)* *

区域

　　越秀 ( A) 49. 3( 37) 50. 7( 38) 41. 4( 31) 8. 0( 6)

　　白云 ( B) 49. 5( 136) 50. 5( 139) 27. 3( 75) 22. 2( 61)* *

　　东山等△ ( C) 36. 2( 131)* 63. 8( 231) 23. 5( 85) 12. 7( 46)* *

行业

　　纺织 ( A) 29. 5( 23) 70. 5( 55) 14. 1( 11) 15. 4( 12)

　　化工 ( B) 29. 5( 41) 70. 5( 98) 22. 3( 31) 7. 2( 10)

　　医药 ( C) 35. 1( 27) 64. 9( 50) 28. 6( 22) 6. 5( 5)*

　　△包括东山、天河和芳村 3个区 ;

( B)、 ( C)分别与 ( A)比较　* P < 0. 05,　* * 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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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05) ,医药行业以轻、中度危害为主 ,高度、极度

危害明显低于纺织行业。

3　讨论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危害程度分级与超标率在评

价噪声作业危害方面有相一致之处 ,又能在超标率基

础上更进一步地了解其差异之所在与程度 ,危害程度

分级是对岗位劳动条件在超标率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客

观评价。指数法对噪声危害程度进行分级既考虑实测

噪声强度 ,又考虑到实际接触噪声时间等噪声对人体

影响的重要因素 ,比较客观、有效地反映了噪声作业岗

位的危害情况 ,适用于所有存在连续性稳态噪声的作

业岗位 ,操作也比较简单方便 ,对噪声值低于 85dB( A)

的所有作业岗位均可归入 0级 ,实际操作时 ,可根据 I

值 ,参考高温分级方法 ,分别以超标分贝数及劳动时间

为横纵坐标 ,制出噪声作业危害程度分级梯度表 ,通过

查表即可知道岗位的危害级别。本分级结果显示 ,该市

目前的工业噪声污染仍较严重 ,但鉴于目前的经济实

力 ,有必要根据轻重缓急的原则区别对待 ,结合不同区

域、行业和企业性质的不同危害程度采取针对性措施 ,

首先治理改善高危作业环境 ,加强个体防护。

因高频噪声对接触者健康的危害性较低频为

大 [3] ,非稳态 (如脉冲 )噪声接触者的高频和语言听力

损伤患病率高于稳态噪声接触者 [4] ,故对高中频非稳

态噪声用该法进行分级时 ,是否可在原级基础上晋一

级 ;另作业岗位有尘毒振动等其他因素同时存在时 ,是

否会与噪声产生联合作用 ,以致加重对人体健康的影

响 ,需进一步论证并在分级时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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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职业性三氯乙烯皮肤损害的发病情况及分析

李来玉　陈秉炯　黄先青　林炳杰　黄乐仰

　　三氯乙烯 ( Trichlo ro ethylene)在工业上主要用作

清洗剂、溶剂和萃取剂等 ,其使用已近一个世纪 , 1915

年已有中毒病例的报道。三氯乙烯的损害表现为多样

性 ,包括中枢和末梢神经系统、肝、肾、心脏和皮肤。皮

肤损害已往资料报道为刺激、脱脂和皮炎〔1, 2〕。引起重

症多形红斑 ( Strv ens-Johnson syndrome)等的严重损

害十分罕见 ,自 1974年 Bauer等首次报道至今 ,国外也

只有 12例的报道〔3～ 6〕。广东从 1988年起在涉外企业中

发现接触三氯乙烯引起的严重皮肤损害患者 45例 ,死

亡 14例。因其发病特殊 ,后果严重 ,诊断不易 ,故整理、

分析 ,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广东省及有关市 4个职业病诊断小组历年诊断的

　　广东省 1996年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的部分研究工作总结

作者单位: 510310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李来玉、陈秉

炯 ) ,深圳市卫生防疫站 (黄先青 ) ,深圳市宝安区卫生防疫站

(林炳杰 ) ,东莞市卫生防疫站 (黄乐仰 )

病例 ;少数选自本省作者公开发表的病例报告〔7～ 9〕。

1. 2　方法

1. 2. 1　用专用调查表对全部对象进行回顾性调查 ,并

将调查的资料用 VISU AL FOX PRO V3. 0(中文版 )软

件建立数据库 ,按所需项目进行统计分析。

1. 2. 2　收集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及有关市、区卫生防

疫职防机构对这些发病事故的调查资料 ,进行分析。

2　结果

2. 1　临床表现

接触三氯乙烯 30天左右 ,一般先发热 ,后出皮疹和

肝损害。病情来势凶猛 ,皮疹表现为剥脱性皮炎、多形

红斑或重症多形红斑。呈散发 ,病程长。

多数患者表现为剥脱性皮炎 ( 36 /45,在有资料的

45例中占 36例 ,下同 ) ,分前期、皮疹期、剥脱期和恢复

期。前期为发热、畏寒 ,出疹主要为多形红斑 ;皮疹期为

全身多形红斑至红皮症 ;剥脱期为皮疹开始逐渐消退 ,

脱屑增多 ,皮屑开始呈鱼鳞样 ,晨起布满床单 ,发展可

成大片状 ,甲可脱落 ;恢复期为皮肤红色逐渐消退 ,脱

屑逐渐减少 ,最后恢复正常。少数患者只表现为多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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