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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 ＳＶ９７１ 型噪声频谱分析仪测量某高尔夫球杆

生产企业工作场所噪声声级， 依据国家标准评价是否超标并

评估噪声作业级别。 结果显示， 共检测 １０７ 个点， 每周 ４０ ｈ
等效噪声声级 ７９ ２～ １０３ ２ ｄＢ（Ａ）， ９４ 个点≥８５ ｄＢ （Ａ）， 占

８７ ９％； 其中 Ｄ 栋生产单元检测点均≥８５ ｄＢ （Ａ）； 噪声危害

主要集 中 在 Ⅰ 级 轻 度 危 害 （ ３６ ４％） 和 ＩＩＩ 级 重 度 危 害

（３５％）。 提示该高尔夫球杆生产企业的噪声危害严重， 存在

较高职业健康风险； 打磨岗位需重点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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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球杆生产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 生产

设备多、 噪声危害较严重， 已引起众多学者关注。 虽

有学者分析讨论高尔夫球杆生产企业的噪声危害［１⁃３］，
但未对噪声危害重点防控点进行识别及分级。 本研究

通过对某高尔夫球杆生产企业噪声危害进行全面调查

与检测， 明确高尔夫球杆生产企业噪声危害现状， 为

高尔夫球杆生产行业噪声危害预防控制策略的制定提

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判断抽样方法， 整群抽取某高尔夫

球杆生产企业所有生产单元作为调查对象。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职业卫生现场调查 　 采用课题组自行设计

《职业卫生现场调查表》 进行现场调查， 主要包括企

业基本情况及主要生产设备、 生产工艺流程、 噪声来

源与性质、 工作制度与作业情况等。
１ ２ ２　 噪声检测与评价　 参考 《工作场所物理因素

测量 第 ８ 部分： 噪声》 （ＧＢＺ ／ Ｔ１８９ ８—２００７） 标准，
采用 ＳＶ９７１ 噪声频谱分析仪 （ＳＶＡＮＴＥＫ， 波兰） 对

工作场所噪声进行检测。 对各生产单元中噪声声级≥

８０ ｄＢ（Ａ）与≥８５ ｄＢ（Ａ）的检测点数量进行统计， 并

将≥８５ ｄＢ （Ａ） 工作场所识别为噪声危害重点防控

场所。 参考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作业分级 第 ４ 部

分 噪声》 （ＧＢＺ ／ Ｔ ２２９ ４—２０１２） 标准， 依据工作场

所噪声测量结果确定危害等级， 共分为Ⅰ、 Ⅱ、 Ⅲ、
Ⅳ４ 个危害等级。 以相同岗位最大测量值作为该岗位

的噪声接触水平， 将作业岗位中噪声声级≥８５ ｄＢ（Ａ）
的作业岗位识别为噪声危害的关键控制岗位。
１ ２ ３　 质量控制　 现场调查人员均获得国家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资质证书， 并经统一培训。 噪声频谱分析

仪经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使用前校准合格， 设置

正确的测量参数。

２　 结　 果

２ １　 现场调查

２ １ １　 基本情况　 该高尔夫球杆生产企业属于劳动密

集型作业， 作业人员主要以接触机械噪声为主。 共有

３ ２００名工人， 其中打磨作业 ３００ 人 （占 ９ ４％）， 主要

生产高尔夫球杆及其配件产品， 年产量为 ９４０ 万件。
主要生产单元包括 Ａ 栋、 Ｂ 栋、 Ｄ 栋单元， 每个生产

单元均设置完整的生产线 （覆盖所有生产工艺）。 主要

生产设备包括喷砂机、 磨光机、 水洗台、 焊机、 钻床

等。 生产人员采用两班制， ８ ｈ ／ ｄ， ６ ｄ ／周。
２ １ ２　 生产工艺　 高尔球杆及其组立品生产工艺流

程： 金属制模→蜡模→壳模→脱蜡→预热→铸造→震

壳→大小切→加工→焊接→钻孔→磨光→包胶→喷砂

→喷漆→组装。 其中壳模、 预热、 铸造、 震壳、 大小

切、 加工、 钻孔、 磨光以及喷砂共 ９ 个生产工序存在

噪声危害因素。
２ ２　 现场检测 　 共测量 １０７ 个作业点， 噪声声级

７９ ２～１０３ ２ ｄＢ （Ａ）， ９４ 个检测点≥８５ ｄＢ （Ａ）， 占

检测点总数的 ８７ ９％。 其中 Ｄ 栋单元的磨光机运行

时噪声最高， 为 １０３ ２ ｄＢ （Ａ）， Ｄ 栋单元所有检测

点噪声声级均≥８５ ｄＢ （Ａ）。 对 １２ 个主要作业岗位

进行噪声测量， 除射蜡岗噪声不超标外， 其他岗位均

超标， 占作业岗位的 ９１ ７％。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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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作业岗位噪声检测结果

作业

岗位

接噪

人数

检测

点数

噪声声级

［ｄＢ（Ａ）］
≥８０ ｄＢ（Ａ）
点数（％）

≥８５ ｄＢ（Ａ）
点数（％）

判断　
结果　

打磨 ４７０ ５２ 　 ８７ ６～１０３ ２ ５２ （１００） ５２ （１００） 超标

喷砂 ３１ １９ ８４ ０～９７ ０ １９ （１００） １８ （９４ ７） 超标

擦拭 ８１ １９ ８３ ３～８９ ０ １９ （１００） １４ （７３ ７） 超标

焊接 ６３ ４ ８６ ０～８８ １ ４ （１００） ４ （１００） 超标

射蜡 ８１ ５ ７９ ２～８４ ５ ４ （８０） ０ 不超标

退漆 １６ １ ８２ １ １ （１００） ０ 超标

酸洗 ２０ １ ８２ ９ １ （１００） ０ 超标

雕刻 １６ １ ９１ ２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超标

铣面 ２ １ ９７ ２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超标

浮沙 ３５ ２ ８５ ８～８５ ９ ２ （１００） ２ （１００） 超标

补焊 １４ １ ８６ ７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超标

喷漆 ６３ １ ８６ ９ １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超标

２ ３　 超标岗位噪声危害分级　 １１ 个超标岗位 １０２ 个

≥８０ ｄＢ （Ａ） 的检测点中， 仅擦拭岗位 ５ 个检测点

为合格。 噪声危害主要集中在Ⅰ级 （３６ ４％） 和Ⅲ级

（３２ ７％）， 其中焊接、 退漆、 雕刻、 浮沙、 补焊、 喷

漆岗位危害等级均为Ⅰ级， 喷砂岗位危害等级Ⅰ级占

５７ ９％、 Ⅱ级占 ３１ ６％、 Ⅲ级占 １０ ５％， 打磨岗位危

害等级Ⅰ级占 ５ ８％、 Ⅱ级占 ６１ ５％、 Ⅲ级占 ３２ ７％。

３　 讨　 论

噪声是运动器材生产企业的重要职业危害因

素［１⁃３］。 本调查的某高尔夫球杆生产企业作场所共

１０７ 个检测点噪声声级 ７９ ２ ～ １０３ ２ ｄＢ （Ａ）； １０６ 个

检测点≥８０ ｄＢ （Ａ）， ９４ 个检测点≥８５ ｄＢ （Ａ）， 分

别占总测点数 ９９ １％与 ８７ ９％。 其中打磨岗噪声危害

最严重， ５２ 个检测点噪声声级均≥８５ ｄＢ （Ａ）， 超标

率远大于许丹等［３］的现场调查与测量结果， 可能与该

企业的产量高有关。
按生产单元进行分类， 该运动器材生产企业噪

声危害最严重的为 Ｄ 栋单元， ２６ 个检测点噪声声级

均≥８５ ｄＢ （Ａ）， Ａ 栋、 Ｂ 栋单元 ９０％以上的检测点

≥８０ ｄＢ （Ａ）。 提示 Ａ、 Ｂ 和 Ｄ 栋单元广泛存在噪

声危害， 应予重点关注。 该运动器材生产企业作业

岗位噪声危害主要集中在Ⅰ和Ⅲ级。 打磨岗位的噪

声危害最严重， ９４ ２％在Ⅲ级以上； 此外， 打磨作

业人员的现场停留时间较长， 作业人数最多 （占作

业总人数 ５２ ６％）， 提示打磨岗位是该企业噪声危

害的关键防控点。
基于上述分析， 建议对该运动器材生产企业噪声

危害重点控制点采取工程防控措施， 加强对高噪声岗

位的个体防护及职业卫生管理［４］。 主要包括： （１）
依据该企业噪声危害强度高、 分布集中等特点， 对工

作场所和岗位噪声实行分级管理， 并重点对噪声危害

重点控制点进行隔音降噪等工程改进措施， 减少对低

噪声区域的影响； （２） 针对部分精细程度要求较低

的打磨岗位， 可采用机器手臂代替工人进行打磨， 并

加强对设备的定期维护； （３） 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
可考虑制定针对性听力保护计划， 包括听力测试、 科

学评估护耳器的有效性与舒适性、 定期开展工作场所

噪声危害监测、 职业健康知识培训等； （４） 建立完

善的宣教及监管体系， 提高作业人员个人防护意识，
引导其按规范正确佩戴符合卫生要求的护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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