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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噪声作业人员对噪声危害的认识和防护知
识的掌握情况，探讨不同工种、学历、培训与否的噪声作业
人员对防护知识、防护意识掌握的差别，明确健康教育的重
点人群、重点内容。采用现场自填问卷的方式对唐山市 596
名噪声作业人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噪声作业人员接触噪
声知晓率、噪声对人体的危害知晓率、个人防护用品知晓率
均达 86%以上，而对防止噪声危害措施的知晓率较低，不足
50%。不同性别噪声作业人员防护用品知晓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提示该市应加强噪声作业人员个人
防护用品的佩戴，防止噪声对人体健康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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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对人的多个器官系统的功能均产生影响，包括对听

觉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生育机能以及

心理等方面均有负面效应［1 ～ 5］。而这些负面效应对人体存在

极大的危害，因此提高防护意识对保护噪声工作人员的健康

是很重要的。现在国内外对噪声作业人员防护知识调查研究

显示，接触生产性噪声人员在噪声对听力的影响、噪声的职

业危害和防护知识上有一定的认识［6］。我们此次调查接触生

产性噪声人员对噪声危害的认识和防护知识的了解，以期找

出性别、学历、岗位、培训与否、工龄等因素对接触噪声人

员防护知识的影响，明确进行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重点内

容和有效的防护噪声的方式、方法。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对唐山市部分噪声作业人员进行调查。随机抽取了以噪

声为主要职业危害因素的企业 5 家，分别是某啤酒厂、某机

械厂、某型材厂、某冶金锯片有限公司、某齿轮厂的不同岗

位。本次共调查噪声作业人员 596 人，其中参加过噪声防护

知识培训的 100 人，占 16. 7%，未参加过噪声防护知识培训

的 496 人，占 83. 3%。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的 75 人，占

12. 6% ; 高中或中专 454 人，占 76. 1% ; 大专及以上 67 人，

占 11. 2%。
1. 2 研究方法

采用现场自填问卷的方法进行调查。问卷是在翻阅大量

文献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并请有关专家审阅，正式应用前经过

预调查修改后确定的，两次调查的条目符合率为 95%。调查

时要求当场填写并现场收回。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61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596 份，有效应答率为 97. 7%。问卷分两部分

组成: ( 1) 被调查者的一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

月、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工种、累计接触噪声的工龄等。
( 2) 防护知识调查包括是否知道接触噪声，对噪声所致疾病

的了解情况以及对工作场所采取防护措施了解程度等。部分

指标评定标准: 第 1 题 ( 你知道噪声对人体有哪些危害?) 选

项中含有“A 不知道”的评定为不知晓，选中项中没有 A 且

含有“听觉系统”选项的，评定为知晓; 第 2 题 ( 防止噪声

危害的措施有哪些?) 选 2 个及以上防噪声措施者评定为知

晓。
1. 3 统计学处理

将所 有 数 据 录 入 计 算 机， 用 Excel 建 立 数 据 库， 用

SPSS13. 0 软件进行 χ2 检验。
2 结果

2. 1 一般情况

唐山市部分噪声作业人员在是否知道接触噪声、噪声对

人体的危害、个人防护用品知晓率三方面的防护知识知晓率

均较高，达 86%以上。各企业作业场所采取噪声防护装置的

较少，作业人员对噪声危害防护措施的知晓率普遍较低，不

足 50%。
2. 2 培训对噪声防护知识知晓率的影响

参加培训与未参加过培训的噪声作业人员接触噪声的知

晓率、噪声对人体危害的知晓率、个人防护用品的知晓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噪声危害防护措施的

知晓率较低，达不到半数。见表 1。
2. 3 文化程度对噪声作业人员防护知识知晓率的影响

不同学历噪声作业人员接触噪声的知晓率、噪声危害

防护措施的知晓率、噪声对人体危害的知晓率、个人防护

用品的知晓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见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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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培训对噪声防护知识知晓率的影响

培训
情况

调查
人数

是否接
触噪声

噪声危害
防护措施

个人防
护用品

噪声对人
体的危害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参加过 100 100 100 35 35. 0 91 91. 0 90 90. 0
未参加过 496 489 98. 6 189 38. 1 442 89. 1 431 86. 9

合计 596 589 98. 8 224 37. 6 533 89. 4 521 87. 4
χ2 值 1. 428 0. 342 0. 314 0. 729
P 值 0. 232 0. 559 0. 576 0. 393

表 2 不同学历对噪声防护知识知晓率的影响

文化
程度

调查
人数

是否接
触噪声

噪声危害
防护措施

个人防
护用品

噪声对人
体的危害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初中及
以下

75 72 96. 0 26 34. 7 67 89. 3 65 86. 7

高中或
中专

454 45 99. 3 179 39. 4 403 88. 8 395 87. 0

大专及
以上

67 66 98. 5 19 18. 4 63 94. 0 61 91. 0

合计 596 589 98. 8 224 37. 6 533 89. 4 521 87. 4
χ2 值 6. 249 3. 361 1. 712 0. 910
P 值 0. 44 0. 186 0. 425 0. 634

2. 4 累计接触噪声工龄对噪声防护知识知晓率的影响

累计接触噪声工龄不同的噪声作业人员接触噪声的知晓

率、噪声危害防护措施的知晓率、噪声对人体危害的知晓率、
个人防护用品的知晓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 P ＞
0. 05) 。见表 3。

表 3 累计接触噪声工龄对噪声防护知识知晓率的影响

接触噪
声工龄
( 年)

调查
人数

是否接
触噪声

噪声危害
防护措施

个人防
护用品

噪声对人
体的危害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10 309 307 99. 4 121 39. 2 275 89. 0 271 87. 7
10 ～ 166 162 97. 6 57 34. 3 149 89. 8 146 88. 0
20 ～ 121 120 99. 2 46 38. 0 109 90. 1 104 86. 0
合计 596 58 98. 8 224 37. 6 533 89. 4 521 87. 0
χ2 值 3. 084 1. 082 0. 135 0. 303
P 值 0. 218 0. 582 0. 935 0. 860

2. 5 不同性别的噪声作业人员防护知识知晓率比较

不同性别噪声作业人员的防护用品知晓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男性对个人防护用品的知晓率低于

女性，不同性别的噪声作业人员接触噪声的知晓率、噪声危

害防护措施的知晓率、噪声对人体危害的知晓率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 P ＞ 0. 05) 。见表 4。
表 4 不同性别对噪声防护知识知晓率的影响

性别
调查
人数

是否接
触噪声

噪声危害
防护措施

个人防
护用品

噪声对人
体的危害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男 431 426 98. 8 158 36. 7 378 87. 7 376 87. 2
女 165 163 98. 8 66 40. 0 155 93. 9 145 87. 9

合计 596 589 98. 8 224 37. 6 533 89. 4 521 87. 4
χ2 值 0. 003 0. 568 4. 909 0. 044
P 值 0. 958 0. 451 0. 027 0. 833

2. 6 不同企业的噪声作业人员防护知识知晓率比较

不同企业噪声作业人员的个人防护用品知晓率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表 5) 。不同企业噪声作业人员

对噪声防护知识其他三个方面的知晓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 P ＞ 0. 05) 。

表 5 不同工厂噪声作业人员对防护知识知晓率的影响

企业
名称

调查
人数

是否接
触噪声

噪声危害
防护措施

个人防
护用品

噪声对人
体的危害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知晓
人数

百分率
( % )

啤酒厂 205 201 98. 0 69 33. 7 198 96. 6 117 86. 3
机械厂 202 200 99. 0 72 35. 6 156 77. 2 184 91. 1
型材厂 129 129 100 58 45. 0 120 93. 0 110 85. 3
齿轮厂 45 44 97. 8 20 44. 4 45 100 37 82. 2
冶金公司 15 15 100 5 33. 3 14 93. 3 13 86. 7
合计 596 589 98. 8 224 37. 6 533 89. 4 521 87. 4
χ2 值 3. 262 5. 682 50. 242 4. 343
P 值 0. 515 0. 224 0. 000 0. 362

3 讨论

唐山市部分噪声作业人员在是否知道接触噪声、噪声的

危害、个人防护用品三个方面防护知识的知晓率均较高，达

86%以上。不同企业的个人防护用品的知晓率比较，差别有

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这说明不同企业的作业人员防护知

识和防护意识不同，机械厂作业人员的知晓率最低，考虑可

能是由于该企业建厂较早，作业人员接触噪声作业时间较长，

在长期的噪声环境中个人防护意识逐渐淡薄，故而个人防护

用品的使用率也随之减少; 其他几个企业均是近几年新建的，

在建设时相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和审核条件都较以前完善，

其知晓率比机械厂高。女性的个人防护用品的知晓率高于男

性，说明女性较男性更加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从事噪声

接触工作的满意情况的调查中显示，噪声接触作业人员普遍

对从事接触噪声工作不满意，工作忙而累、危险性大、待遇

低成为不满意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噪声接触人员知识培训和

噪声防护工作指导中，应重视心理、认知方面的干预，矫正、

消除个别人员的盲目心态和恐惧心理。应健全各岗位防护规

章制度，落实各岗位防护责任制［7］。研究中发现“培训与否”

对噪声防护知识掌握的影响不大，提示培训的关键在于如何

改进培训内容、形式等以提高质量; 提高防护知识水平，关

键在于企业领导重视，本次调查显示不同企业的接噪职工防

护知识掌握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DC 等职业卫生服务单位，

今后应加强与新闻媒体等大众传播机构的联系，提高全社会

的关注，提高接噪工人对噪声的认识，使其得到有效的防护。

综上所述，为了提高对噪声危害的防护知识水平，减少

噪声对作业人员听力的伤害，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 1) 对

企业生产场所噪声源进行防护，从源头上消除噪声的危害，

可以采取吸声、隔声、消声、隔振、阻尼技术等; ( 2 ) 继续

做好噪声职业伤害相关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以提高广大

作业人员的防范意识，降低噪声危害［8，9］; ( 3 ) 企业内部应

建立相应的组织，对噪声预防进行监督管理，制度上可以借

鉴国际比较成功的职业卫生管理员制度，各管理层应设置噪

声预防管理岗 ( 可兼职) ，细致规定其职责，严格考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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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对上岗职工的自我防护监督检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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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正硅酸甲酯与甲醇混合性气体中毒事故的调查分析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a methyl silicate and methanol mixed gas poisoning a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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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观察以及实验室检
验等方法，对 7 名突然发生不明原因的头痛、头晕、乏力、
兴奋、失眠、步态不稳、双眼流泪、刺痛、视物不清、咽部
疼痛不适的病人进行发病原因、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
分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工作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使用
含有正硅酸甲酯与甲醇的稀料用于生产，车间通风不良，未
佩戴有效的防毒用品，吸入大量有毒气体导致中毒。用人单
位应当健全管理制度，加强职业健康教育培训，杜绝中毒事
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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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 13 日 10: 10，淄博市某医院急诊科收治 5 名

突然发生不明原因的头痛、头晕、乏力、兴奋、失眠、步态

不稳、双眼流泪、刺痛、视物不清、咽部不适和疼痛的病人，

个别病人还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同时，另

外有相同症状但较轻者 2 人在附近一社区卫生服务诊所治疗。
接到报告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会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赶往诊疗医院和事故发生现场，对患者及

事故发生情况进行调查，根据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表现

和实验室检验结果诊断为正硅酸甲酯 ( 四甲氧基硅烷) 与甲

醇混合性气体中毒，现报告如下。
1 事故经过

2011 年 6 月 12 日下午 14: 00 左右，某动漫工作室的工

作人员牟某等 5 人在缝纫车间里使用废旧碎布料浸蘸着稀料

清洗制作卡通服装的缝纫机台面。大约清洗了 2 h，工作人员

的子女、在校学生郑某及张某来到动漫工作室，在车间办公

室内做作业。16: 30 左右牟某等 5 人携 2 名子女离开动漫工

作室生产车间。从 2011 年 6 月 12 日下午 14: 30 开始，现场

清理人员牟某、孙某和刘某 ( 均为女性) 相继出现头痛、头

晕、乏力、胸闷、兴奋、失眠、步态不稳、双眼流泪、刺痛、
视物不清、咽部不适、疼痛、干咳等症状，随后在 22: 00 和

次日凌晨 3: 00 又有 2 人分别出现上述症状，13 日 7: 00 郑

某等 2 名学生也出现眼睛疼痛、咽部不适、疼痛等症状。于

2011 年 6 月 13 日 10: 00 牟某等 5 人被家人送往某区医院进

行诊治，2 名学生自感症状较轻，到附近一社区卫生服务诊所

进行简单的治疗，后送往某区医院观察。
2 现场调查

发生中毒事故的动漫工作室，是一集研究、设计、制作

卡通动漫服装为一体的民营加工制作单位。其生产用房是租

赁某机关单位西侧楼房的二层，面积约 200 m2，分别有缝纫

生产车间、车间办公室和储存仓库各一间。缝纫生产车间位

于西侧，车间办公室位于东南侧，储存仓库位于东北侧。缝

纫生产车间面积约 130 m2，安置 15 台缝纫机，车间西墙的 4
扇窗户出于防尘的目的，紧紧关闭并用塑料薄膜密封，仅在

墙面上安装有一个换气扇。缝纫生产车间的西北角有一台立

式空调，中毒当天气温较高，工作人员在清洗缝纫机台面时

一直使用空调降温，未开启换气扇。
本次所用清洗缝纫机台面的稀料是该动漫工作室工作人

员于 2011 年 6 月 11 日从某五金商店购买的，稀料用 500 L 废

旧医用盐水玻璃瓶盛装，包装上没有标明产品名称、生产厂

家、生产日期、生产地址等标签内容。
市、区职业卫生工作人员 2011 年 6 月 13 日 11: 28 到中

毒现场调查时，作业现场已经采用开排风扇和开启所有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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