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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职业性噪声接触人群的健康状况， 及时采

取有效防护措施降低噪声危害发生率， 本文对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有关职业性人群噪声危害研究文献进

行统计分析， 旨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文献检索与筛选　 选择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和万

方数据库中文学术期刊作为文献来源， 主题词为 “噪
声作业” ｏｒ “职业噪声”， 时间范围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通过对文献题目、 摘要和关键词的分析， 剔除新闻宣

传、 会议报告、 征文启示以及与研究主题无关的文

献， 最终纳入文献 ６３５ 篇。
１ ２　 研究工具及方法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我国有

关职业人群噪声主题的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１，２］， 以关

键词为网络节点类型， 时间间隔设置为 １ 年， 图谱选

取最小生成树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ｓｐａｎｎｉｎｇ ｔｒｅｅ） 算法和对数似

然率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ｒａｔｉｏ， ＬＬＲ） 算法， 参数设置 Ｔｏｐ
Ｎ＝４５， 得到关键词聚类表和关键词突现结果。 突现结

果反映了某时间段内出现较多或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

词， 对职业人群噪声研究的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总结。
采用 Ｐｙｔｈｏｎ 对文献关键词和调查指标进行词频统计。
使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表格， 阅读分析最终纳入研究的文献，
进行文献信息的数据录入， 按照发表时间进行文献数

量、 收录期刊、 发表机构的频数和构成比分析。

２　 结　 果

２ １　 文献基本情况

２ １ １　 时间分布　 纳入文献的发表时间详见图 １。

图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职业性噪声研究文献时间分布

２ １ ２　 期刊和发文机构　 １０ 年间收录和发表论文数

量最多的 １０ 种期刊和机构见表 １， 共有 ３５５ 篇

（５５ ９１％） 论文收录在前 １０ 种期刊； 发表文献最多

的 １０ 家机构中， 前 ３ 位机构分别是广州市职业病防

治院 （３７ 篇）、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２８ 篇）、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２４ 篇）， ３ 家机构发文量占论

文总数的 １４ ０２％。

表 １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收录和发表职业人员噪声

研究论文最多的 １０ 种期刊和机构

期刊　 　 　 　 收录论文（篇） 机构名称　 　 　 　 　 　 　 　 　 　 发表论文（篇）

职业与健康 １１５ 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３７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８２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２８

工业卫生与职业病 ３４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２４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３１ 舞钢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１９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１５

中国职业医学 ２２ 江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３

中国卫生工程学 １４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１３

职业卫生与病伤 １３ 塔里木油田职工医院 ９

环境与职业医学 １０ 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９

现代预防医学 ９ 广西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８

２ ２　 文献研究内容

２ ２ １　 热点主题　 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 得到共

现网络聚类表。 由表 ２ 可见， 共呈现 １０ 个聚类，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Ｑ 值） ＞０ ３ 表示聚类显著， 平均轮廓值

（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 Ｓ 值） ＞０ ７ 为令人信服的聚类［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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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

聚类号 聚类大小 关键词 （选取前 ５ 个） 　 　 　 　 　 　 　 　 　 　 　 　 　 　

０ ７２ 噪声， 噪声作业， 防护效果， 重庆市， 精神卫生

１ ７０ 噪声作业， 噪声作业工人， 职业健康监护， 职业健康检查， 分析

２ ６２ 听力损伤， 职业健康体检， 心血管系统， 听力， 噪声作业人员

３ ５７ 工龄， 听力损失， 职业病危害， 累积噪声暴露量， 噪声防护

４ ５３ 高血压， 心电图， 高温， 职业噪声， 心电图异常

５ ５０ 职业健康， 高频听力损失， 噪声强度， 身心健康， 高频听阈

６ ４１ 噪声暴露， 作业工人， 人因工程学， 健康状况， 异常率

７ ３８ 职业危害， 强度， 仪器警报， 职业体检， 工业噪声

８ ３６ 作业场所， 消声， 监测， 边界噪声， 隔声

９ ３４ 职业性噪声聋， 听力保护， 纯音听力测试， 风险评价， 降噪措施

２ ２ ２　 研究趋势　 基于关键词共现和关键词聚类结

果，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共 ９ 个突现关键词。 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突现关键词

关键词　 　 突现强度 起始年份 终止年份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作业人员 ２ ５３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５ ▃▃▃▃▃▂▂▂▂▂

纯音测听 ２ ４６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

听力损伤 ２ ７９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

职业卫生 ２ ４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

职业健康 ３ ８１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

职业健康检查 ２ ７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 ▂▂▂▂▂▂▂▃▂▂

影响因素 ２ ７５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 ２ ５４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 ▂▂▂▂▂▂▂▃▃▃

噪声作业人员 ２ ９９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

　 　 注： ▂关键词的突现阶段， ▃该关键词非当年突现词。

２ ２ ３　 关键词统计 　 采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对筛选后的文

献关键词进行统计。 由表 ４ 可见， 中心性＞０ １ 的关

键词共有 ４ 个， 分别是噪声、 噪声作业、 听力损失和

听力损伤， 亦为出现频次最多的关键词。

表 ４　 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中心性 频次

噪声 ０ ６２ ３０３
听力损失 ０ ２０ ９９
噪声作业 ０ ２１ ６５
听力损伤 ０ １６ ５２
职业健康检查 ０ ０７ ４７
心电图 ０ ０８ ３８
高血压 ０ １０ ３３
血压 ０ ０６ ２８
职业健康 ０ １０ ２５
听力 ０ ０５ ２３

２ ２ ４　 调查指标　 提取 ６３５ 篇文献中具有统计学意

义的研究指标， 出现频次最高的 １０ 个研究指标分别

是听力损失、 工龄、 接噪工龄、 年龄、 性别、 噪声强

度、 心电图、 等效声级、 噪声暴露情况和高血压。 将

研究指标大致归纳为噪声接触、 人口学、 健康状况和

健康影响因素四类， 各指标的出现频次及占有意义指

标的出现频次情况详见表 ５。

３　 讨　 论

本次研究对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职业人群噪声研究的

调查指标进行统计分析， 反映出近 １０ 年我国职业人

群噪声研究的情况。 本次分析显示，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有关噪声危害研究的文献逐年增加， 于 ２０２０ 年达到

高峰。 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 １０ 家机构中有 ４ 家位于

华南地区， 与该地区以汽车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存

在关联。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对文献内容进行分析，
基于关键词聚类表， 将近 １０ 年间的职业人群噪声研

究归纳为 “噪声作业”、 “听力损伤”、 “职业健康”、
“心血管系统” 四个主题， 即为研究的热点主题。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突现结果反映了某时间段内出现较多或

使用频率较高的关键词， 突现强度越高， 说明关键词

的频次变化越大， 可以通过关键词突现强度分析判断

某一阶段该领域的研究趋势。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职业

健康”、 “噪声作业人员” 和 “听力损伤” 等关键词

是重要的研究关注点；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职业性噪声

危害的研究热点是 “职业健康”、 “影响因素”、 “双
耳高频平均听阈” 和 “噪声作业人员”； 由此可发现

不同时期职业人群噪声流调的研究趋势有所不同。
本次关于对噪声职业健康危害的调查指标分析显

示， 出现频次较高的健康状况指标有听力损失、 心电

图、 高血压等， 噪声声级、 性别、 年龄、 吸烟、 防护措

施等是噪声对听觉和心血管系统健康效应的主要影响

因素［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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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文献调查指标分析

调查指标 出现频次 占总文献比（％）
占有意义指标

出现频次比（％）
调查指标 出现频次 占总文献比（％）

占有意义指标

出现频次比（％）

噪声接触 健康状况

　 接噪工龄 ３２４ ５１ ０２ ７５ ３１ 　 听力损失 ４３７ ６８ ８２ ７３ ６８

　 噪声强度 １８７ ２９ ４５ ３０ ４８ 　 心电图 １５４ ２４ ２５ ６６ ２３

　 等效声级 １４４ ２２ ６８ ２１ ５３ 　 高血压 ９５ １４ ９６ ７０ ５３

　 噪声暴露情况 １４３ ２２ ５２ ８６ ０１ 　 血压 ９１ １４ ３３ ７２ ５３

　 高频听阈 ８１ １２ ７６ ６５ ４３ 　 噪声聋 ７５ １１ ８１ ３３ ３３

　 纯音听阈 ５０ ７ ８７ ６０ ００ 　 职业禁忌证 ４３ ６ ７７ ３２ ５６

　 累积噪声暴露量 ４８ ７ ５６ ６８ ７５ 　 血常规 ３６ ５ ６７ ３３ ３３

　 电测听 １９ ２ ９９ ４２ １１ 　 肝功能 ３５ ５ ５１ ２８ ５７

　 噪声声级 １５ ２ ３６ ３３ ３３ 　 尿常规 ３２ ５ ０４ ２５ ００

　 语频听阈 １３ ２ ０５ ７６ ９２ 　 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２９ ４ ５７ ４４ ８３

人口学 健康影响因素

　 工龄 ３７８ ５９ ５３ ７３ ５４ 　 吸烟 ６６ １０ ３９ ４６ ９７

　 年龄 ３０６ ４８ １９ ５６ ８６ 　 饮酒 ６０ ９ ４５ ３１ ６７

　 性别 ２６２ ４１ ２６ ５１ ５３ 　 防护措施 １８ ２ ８３ ３３ ３３

　 工种 ６５ １０ ２４ ４０ ００ 　 防护用品 ３３ ５ ２０ ４８ ４８

　 行业 ６２ ９ ７６ ５０ ００ 　 耳塞 ３０ ４ ７２ ３６ ６７

　 岗位 ５４ ８ ５０ １４ ８１ 　 粉尘 ３０ ４ ７２ ２６ ６７

　 企业规模 ５４ ８ ５０ ７２ ２２ 　 高温 ２９ ４ ５７ ６５ ５２

　 文化程度 ４２ ６ ６１ ４７ ６２ 　 基因 ４８ ７ ５６ ４５ ８３

　 经济类型 ３９ ６ １４ ６６ ６７ 　 耳机 １７ ２ ６８ ７６ ４７

　 年份 ２５ ３ ９４ ９６ ００ 　 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 １６ ２ ５２ ４３ ７５

既往国内对噪声职业人群健康影响的研究多集中

于躯体疾病， 而噪声对劳动者心理疾病和认知障碍影

响的文献并不多见， 希望能进一步深入探究噪声对个

体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不利影响［７⁃９］。
本次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仅纳入了 ＣＮＫＩ 和万方

数据库收录的中文文献， 全面性有所欠缺。 今后应突

破文献范围和类型的限制， 扩充文献数量， 以更准确

地反映职业性噪声危害的研究趋势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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