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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不同的工业企业作业场所噪声检测标准， 在

对噪声源众多、 噪声性质复杂、 声强变化不规律的噪

声作业场所检测时， 因缺乏统一性， 普遍存在检测结

果可比性差， 检测数据对噪声治理和管理的指导作用

不强等问题。 本文依据现行的多部标准， 结合多年工

作实践经验， 对汽车制造工作场所噪声检测存在的问

题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供同道借鉴。

１　 汽车制造工作场所噪声特点

汽车工业在振兴国家经济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同

时， 也产生了众多职业危害因素。 有调查表明， 汽车

制造企业工作场所噪声超标率高达 ３７ ７５％［１］。 汽车

制造过程产生的噪声大部分属于混合性噪声， 包括机

械本身运转的声音以及加工过程中高强度的机械撞

击、 摩擦及高压气流等产生的噪声［２］。 噪声危害主要

集中在冲压、 焊接、 打磨、 锻造、 涂装吹扫等生产工

艺， 关键控制点集中在冲压、 焊接、 涂装和总装

车间［３， ４］。

２　 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２ １　 噪声源复杂， 受生产情况影响大， 噪声检测值

可重现性差 　 汽车制造业生产线较多， 大型设备密

集， 车间内各种声源辐射噪声叠加， 形成强噪声作业

环境， 噪声源识别难， 噪声检测较为复杂。 不同的检

测机构在噪声检测时布点不一致， 检测的时机选择以

及工作量的差异等多种因素导致测量结果重现性

较差。
２ ２　 噪声检测标准不同， 规定不尽一致　 现行的噪

声检测依据标准主要有 《作业场所噪声测量规范》
（ＷＳ ／ Ｔ６９—１９９６）《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第 ８ 部分：
噪声》（ＧＢＺ ／ Ｔ１８９ ８—２００７）和《工业企业噪声测量规

范》（ＧＢＪ１２２—８８）。 不同的检测标准对于噪声测点的

选择有不同的规定， 详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检测标准的噪声测点选择原则

检测标准　 　 测点选择原则 适用范围

ＧＢＪ１２２—８８ （１） 切实反映车间各个操作岗位的噪声声级水平； （２） 在按工艺流程设计的厂

房、 车间内， 或工种分工明显的生产环境， 测点应包括各工种的操作岗位与路线；
（３） 在工种分区不明显的车间， 测点应选择典型工种的操作岗位； （４） 在需要了

解车间其余区域噪声分布时， 可在工人观察或管理生产经常活动的范围， 如通道、
休息场所等处选择噪声测点

生产环境、 非生产环境与

厂界的稳态噪声和除脉冲

噪声以外的非稳态噪声

测量

ＷＳ ／ Ｔ６９—１９９６ （１） 测点应在工人工作地点； （２） 稳态噪声： 若工作场所内声场分布均匀， 工作

地点很多， 一般选择 ３～５ 个测点； （３） 非稳态噪声： 若作业场所为起伏噪声， 根

据起伏幅度或变化规律相近的原则划分声级区， 每个区域内选择 １ 个测点

不含脉冲噪声的作业场所

噪声测量

ＧＢＺ ／ Ｔ１８９ ８—２００７ （１） 工作场所声场分布均匀 ［测量范围内 Ａ 声级差＜３ ｄＢ（Ａ）］， 选择 ３ 个测点，
取平均值； （２） 工作场所声场分布不均匀时， 应将其划分若干声级区， 同一声级

区内声级差＜３ ｄＢ（Ａ）。 每个区域内选择 ２ 个测点， 取平均值； （３） 劳动者为流动

工作的， 在流动范围内对工作地点分别进行测量， 计算等效声级； （４） 使用个人

噪声剂量计的抽样方法： 工作过程中接触噪声危害的劳动者， 应包括不同工作岗

位、 接触时间最长的； ＜３ 人， 全部为抽样对象； ３ ～ ５ 人， 选择 ２ 人； ６ ～ １０ 人，
选择 ３ 人； ＞１０ 人， 选择 ４ 个

工作场所生产性噪声的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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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不同机构、 不同检测人员对标准的理解和把握

存在差异　 目前诸多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对于测点

位置的选择有很大不确定性。 ＧＢＺ ／ Ｔ １８９ ８—２００７ 规

定 “工作场所声场分布均匀、 测量范围内 Ａ 声级差＜
３ ｄＢ （Ａ）， 选择 ３ 个测点， 取平均值。 工作场所声

场分布不均匀时， 应将其划分若干声级区， 同一声级

区内声级差＜３ ｄＢ （Ａ）。 每个区域内， 选择 ２ 个测

点， 取平均值。” 汽车生产企业一般有多条生产线，
噪声声级变化无规律， 声级变化幅度较大 ［ 远

＞３ ｄＢ （Ａ）］， 在划分声级区域时操作性不强、 无法

统一划分标准， 造成噪声划分声级区的数量无法统

一； 另外， 在选择测点时， 每个检测人员对具体位置

有不同的理解， 因此检测点位置无法固定。
部分检测中介机构或是受经济利益驱使， 通过增

加检测点以增加收费； 或是在企业的要求下， 减少噪

声危害严重岗位的检测， 以及在工作不饱和的状态下

开展检测， 达到提高噪声检测结果达标率的要求。 上

述现象导致噪声测定点数量和检测结果差别较大， 统

计结果存在差异， 无法进行比较分析， 检测数据对于

管理者来说应用意义受到限制。
２ ４　 个体检测和岗位定点检测的理解应用不尽一致

　 反映工人实际接触的噪声强度可以选择个体声暴露

检测得出噪声声级的 ８ ｈ 计权， 也可以选择测量工人

所在岗位不同时间的等效声级计算 ８ ｈ 时间计权。 目

前监管部门和大多数检测机构都倡导使用个体声暴露

计进行个体噪声暴露测量。 个体抽样检测虽能很好地

反映了劳动者实际接触的噪声强度， 但在实际应用中

存在检测难度大、 耗费时间长、 工人配合度低等问

题， 对于工作流动性大、 工作地点不固定、 接触噪声

源不同、 与噪声源距离不固定的工种， 个体检测结果

超标率明显低于岗位定点检测结果［５］； 此外， 个体

抽样检测不能很好地反映工作场所噪声源的分布情况

和实际的岗位噪声强度， 对于现场管理和治理的指导

意义不如岗位定点检测。 各服务机构对于岗位定点和

个体检测的理解和应用不尽相同， 加之个体抽样检测

需要靠企业管理人员配合， 每年抽查人员不固定， 工

作内容差异大， 导致检测的随意性较大， 结果千差

万别。

３　 建　 议

３ １　 关于噪声检测布点

３ １ １　 要求　 噪声检测布点应涵盖所有作业场所，
包括非生产作业场所 （办公室、 设计室、 仓库等）
的室内噪声测量。 检测结果应尽可能地呈现出企业每

一作业人员， 包括现场巡视、 保全、 保洁及管理人员

的噪声接触水平。
３ １ ２　 检测结果的应用　 重点岗位的噪声声级检测

用来指导设备 （场所） 噪声的治理和控制， 也可通

过计算了解作业人员接触的噪声声级水平。 车间整体

（内环境） 噪声声级检测用于了解短时间 （或非常

态） 进入作业场所的现场巡视及管理人员接触的噪

声危害程度， 同时对于了解和控制某一工作场所的本

底噪声有着重要的意义。 非生产工作场所 （过道、
仓库等） 噪声声级检测用于了解仓库、 物流、 保洁、
保全等人员实际接触的噪声声级水平， 以此确定整个

生产环境中的非噪声场所， 用来指导对噪声禁忌人员

的调动和管理。 评估接噪人员噪声声级水平， 可以为

预防、 控制、 诊断及治疗接噪人员引起的听力损失，
为企业劳保待遇管理等提供数据支持。
３ ２　 检测点的选择和布设

３ ２ １　 车间环境布点和重点工作岗位相结合　 车间

环境布点： 如果整个车间的噪声声场分布均匀 ［测
量范围内 Ａ 声级差＜３ ｄＢ （Ａ） ］， 则作为一个整体，
选择 ３～５ 个测点， 计算平均值。 如果噪声声场分布

不均匀， 则按照车间工艺布局、 生产线布置、 班组自

然分割等划分成若干均匀的声场， 每个声场选取 ３～５
个测点， 计算平均值。 各检测点的具体位置依据

ＷＳ ／ ６９—１９９６ 规定： 如工作点覆盖面积＜５０ ｍ２， 取 ３
个测点， 应选在工作点对角线上的 ２ 个端点和 １ 个中

心点； 工作覆盖面积在 ５０～１００ ｍ２， 取 ４ 个测点， 除

上述 ３ 点外， 另加 １ 个边点； 覆盖面积＞１００ ｍ２， 取

５ 个测点， 选择在工作点两条对角线的 ４ 个端点和 １
个中心点。

重点工作岗位布点： 原则上测点选择操作者工作

岗位处或其活动路线上有代表性的地点［６］。 岗位布

点可以参考粉尘的布点原则， 一个厂房内有多台同类

噪声设备时， ≤３ 台选 １ 个测点， ４ ～ １０ 台选 ２ 个测

点， ＞１０ 台至少选 ３ 个检测点。 不同类型噪声设备要

单独定点［７］。 重点岗位的布点要兼顾休息场所、 车

间、 仓库等。
３ ２ ２　 岗位定点检测和个体检测相结合　 岗位定点

检测多为了解不同地点噪声和声级水平， 用于工程治

理； 个体检测结果能够更好地反映工人的真实暴露水

平。 岗位定点检测往往不能准确描述工人实际接噪程

度， 只有以噪声个体检测测量结果为依据， 才能更有

针对性地进行噪声防护［８，９］。 因此， 既要了解重点控

制噪声岗位， 又要考虑每一接噪人员， 对于噪声检测

布点就要岗位定点和个体检测相结合， 灵活应用。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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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固定岗位的工种， 可以采用岗位定点检测方式； 对

于工作岗位不固定， 以巡视或流动作业为主的工种尽

量采用个体检测。
３ ３　 规范噪声检测定点记录表　 对每家企业要细化

噪声检测的类型， 分为区域内环境、 岗位噪声和个体

检测； 固定测点位置， 细致到每个测点与现场固定建

筑或工位标识相联系， 以便不同人员检测时依照执

行； 在表中标注出每个检测点检测结果关联的相应岗

位。 每年度根据定点记录表进行检测， 如工艺发生变

化及时对定点表进行修订。 参见表 ２。

表 ２　 某企业非稳态噪声检测定点记录表

车间 班组 区域内环境 ／ 岗位 ／ 工种 测点位置 关联岗位 ／ 工种

焊装 机舱底板 机场作业内环境 距前围总成点焊工位 １ ｍ 左右 区域内活动的巡检、 物流、 安全员、 保洁等

焊装 机舱地板 点焊岗位 挡泥板与总梁总成右 １０＃前 挡泥板与总梁总成右 １０＃后、 挡泥板与总梁总

成右 １５＃的操作人员

冲压 物流运输 高速线叉车上料 （个体噪声） 个体噪声抽样 叉车工

３ ４　 绘制噪声检测点位示意图　 依照定点记录表开

展检测工作， 若检测人员对于工作现场情况不熟悉，
可借鉴环境噪声检测经验［１０，１１］， 对噪声检测点位绘

制示意图。 在车间平面图上明确检测点位内容， 如噪

声源点位置、 检测类型和检测点位所对应的具体工

位等。

４　 小　 结

噪声检测要兼顾作业场所、 岗位和个体三方面的

要求， 将作业场所环境和岗位布点相结合， 针对不同

的情况灵活应用个体检测和岗位定点检测， 制定统一

的噪声检测布点记录表， 绘制检测点位示意图。 统一

规范作业场所噪声检测技术， 控制人为因素引起的噪

声检测结果差异。 除统一噪声布点外， 测量读数、 时

间选择、 测量频次、 依据现场工作情况后期的统计计

算等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为了得到可以支持管理所

需要的精确结果， 除提高检测技术外， 还需对企业管

理人员， 包括职业卫生专职管理人员和各车间安全技

术人员进行规范培训， 使其掌握相关专业知识， 配合

好检测工作， 使之持续得到准确、 有效、 可比较的检

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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