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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油田钻井作业工人听力损失状况分析

荆青山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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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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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春玲D

"中原油田&

H0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防科$

D0

职工总医院内科!河南濮阳
CJLKKH

%

!!

摘
!

要"目的
!

通过对某油田钻井公司作业环境生产性噪声暴露的测量以及作业工人的听力检查!探讨钻井行业噪声对钻井

作业工人听力的影响'方法
!

对钻井公司作业环境进行噪声监测'用纯音听力计检查噪声组
CPO

名钻井作业工人和对照组
CIH

名后勤工人的听力并分析检查结果'结果
!

本次调查检出高频听力损失率为
DP0CK\

!噪声组在高频及语频听力损失检出率均

高于对照组"

,

&

K0KH

%$经
-

D 趋势检验!随着工龄的增加!钻井作业工人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有增加的趋势"

,

&

K0KH

%$随着累积

噪声暴露量"

!>E

%的增加!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也有增加的趋势"

,

&

K0KH

%'结论
!

该油田钻井作业工人听力有明显损失!应积

极采取一(二级预防措施来保障工人的健康状况'

关键词"钻井作业工人$生产性噪声$听力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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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作业是石油开发的首道工序#是油田主要的野外作

业&随着技术和设备的更新和引进#原有的手工操作逐渐被自

动化+机械化操作取代#而机械化作业所带来的生产性噪声成

为现在石油钻井工人接触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

H

-

#对人体健

康的听觉+神经+心血管+生殖+内分泌和消化系统等均有影响&

钻井作业工人作为油田主要的工作人员#其健康状况被人们所

关注#但是国内外研究油田钻井作业工人听力损伤的文献不够

多#而且样本量偏小&为了准确了解某油田钻井作业工人听力

损失情况#作者对钻井作业环境噪声监测和对钻井作业工人的

听力损失状况进行调查研究#探讨其与生产性噪声的强度+工

人工龄+累积噪声暴露量'

6,=,;+-)8$'")%$$Z

&

"%,#$

#

!>E

(的

关系#客观评价工人的健康状况#为预防和治理生产性噪声危

害提供科学依据&

!

!

对象与方法

!0!

!

调查对象
!

以某油田钻井作业的
CPO

名工人为观察组#

均为男性$年龄
DD

&

JJ

岁#平均'

CH0JLgI0HD

(岁$接触噪声的

年限
H

&

DI

年#平均'

HJ0PPgHK0IB

(年&以同钻井公司的行

政+技术等后勤
CIH

名男性工人为对照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在

年龄+工龄构成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K0KJ

(#具有可

比性&所有研究对象均由专业医生进行检查#排除既往有耳病

史+耳外伤史+耳毒药物使用史+神经性耳聋史+听觉系统家族

遗传性疾病史及其他原因引起的听力异常&

!0+

!

调查内容与方法

!0+0!

!

作业场所噪声强度检测
!

采用
:<ABDPP

系列噪声分

析仪检测作业场所噪声强度#按)工业企业噪声组检测规范*对

生产性噪声进行测定#通过计算求得等效连续
S

声级,

D

-

&

!0+0+

!

听力检查
!

检查时工人应在周围环境噪声小于
OK([

'

S

(的隔音室内进行#而且必须离开噪声环境
HB.

以上#分别

测试左+右耳
K0J

+

H0K

+

D0K

+

O0K

+

C0K

和
B0KG:VB

个频段的纯

音气导听阀&纯音气导测听仪器为丹麦产听力设备
S3DDI[

电测听仪#经计量部门检验合格#符合
1[LOCHAHIPC

的标准

要求&

!0+0:

!

!>E

计算
!

按照公式计算
!>E

&

!>E]HK;"

*

2

8

)

)]H

HK

<4/

)

%

HK

W

)

3

其中
<4/

为噪声暴露的声压级#

W

为暴露时间'

.

(#

'

为不

同条件噪声暴露阶段的数目&

!0+0E

!

纯音听力测试判断标准
!

语言频段听力损失以
K0J

+

H0K

和
D0KG:VO

个频率听力损失的均值为判断依据#左右耳

分别计算#以较差耳听阈进行判定#听阈小于或等于
DJ([:/

为正常#

"

DJ

&

CJ([:/

为轻度听力损失#

"

CJ

&

JJ([:/

为中度听力损失#

"

JJ([:/

为重度听力损失&高频段听力

损失以
O

+

C

和
BG:VO

个频段中任一频率中听力损失的最大

HPHD

重庆医学
DKHD

年
L

月第
CH

卷第
DH

期



值为判断依据#以差耳听阈进行判定,

O

-

#听阈小于
OK([:/

为正常#

OK

&

CJ([:/

为轻度听力损失#

"

CJ

&

BJ([:/

为

中度听力损失#

"

BJ([:/

为重度听力损失&研究对象纯音

测定结果按 )声学耳科正常人的气导听阈与年龄和性别的关

系*'

1[LJPDAHIPL

(对年龄进行修正&

!0: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HL0K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处

理#方法运用
-

D 检验和
-

D 趋势检验&以
,

&

K0KJ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结
!!

果

钻井作业是一项需要多个工种人员密切配合的综合性工

序#钻井工人工种具体可分位司钻+泥浆大班+钳工+发电工+地

面工+柴油机司机及其他等&钻井的整个过程都接触生产性噪

声#尤其在下钻+替换钻头+下套管+甩钻具时尤为严重&检测

各个工作位置的噪声强度#见表
H

&

表
H

!!

钻井工人生产性噪声强度检测结果

检测位置 检测点数'

)

(

噪声强度
([

'

S

(

范围 平均

钻井平台
OD PB0I

&

IC0K IK0C

司钻操作位
OD PC0H

&

IB0P IK0B

压风机旁边
OD PC0I

&

PI0H PB0I

泥浆泵旁边
OD PD0K

&

ID0L PI0B

采油机旁边
OD IL0H

&

HKJ0L HKK0J

发电机旁边
OD PP0I

&

HKK0J IL0C

值班室
OD BK0P

&

BP0K BJ0C

+0+

!

听力检查结果

+0+0!

!

听力损失检出情况
!

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高频听力

损失率和语频听力损失率均大于对照组#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D

]BO0LK

#

,

&

K0KH

$

-

D

]B0BP

#

,

&

K0KH

(&观察

组和对照组高频听力损失率均高于语频听力损失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D

]HHB0DH

#

,

&

K0KH

(#见表
D

&

表
D

!!

观察组与对照组高频及语频听力损失

!!!

检出情况(

)

$

\

%)

组别
)

高频听力损失

正常 异常

语频听力损失

正常 异常

观察组
CPO OCB

'

LH0BK

(

HOL

'

DP0CK

(

CBP

'

IB0IK

(

HJ

'

O0HK

(

对照组
CIH CCI

'

IH0CK

(

CD

'

P0BK

(

CPL

'

II0DK

(

C

'

K0PK

(

合计
ILC LIJ

'

PH0BK

(

HLI

'

HP0CK

(

IJJ

'

IP0KK

(

HI

'

D0KK

(

+0+0+

!

耳鸣症状检查情况
!

钻井工人所诉耳鸣症状多为高音

蝉鸣样声音&本次调查研究中#观察组中有
PP

人有耳鸣症状#

发生率为
HP0DK\

$而对照组中
DL

人有耳鸣症状#发生率为

J0JK\

$经
-

D 检验耳鸣的发生率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D

]OL0POB

#

,

&

K0KH

(#见表
O

&

表
O

!!

噪声组与对照组耳鸣症状检出情况

组别
)

耳鸣人数'

)

( 发生率'

\

(

-

D

,

观察组
CPO PP HP0DK

对照组
CIH DL J0JK OL0POB

&

K0KH

+0+0:

!

不同工龄组的钻井工人听力损伤情况
!

噪声组检出高

频听力损失者
HOL

人#检出率为
DP0OB\

&工龄在
HK

年以上

者#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均在
CK\

以上&经
-

D 趋势检验随着

工龄的增加#钻井作业工人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有增加的趋势

'统计量
d]BK0IB

#

,

&

K0KH

(#见表
C

&

表
C

!!

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随工龄变化趋势

工龄'年(

)

高频听力损失

人数'

)

( 检出率'

\

(

K

&

J HHI L J0PP

"

J

&

HK HKP HB HC0PH

"

HK

&

HJ IH OP CH0LB

"

HJ

&

DK LB OJ CB0KJ

"

DK

&

DJ CP DK CH0BL

"

DJ

&

OK CH DH JH0DD

合计
CPO HOL DP0OB

+0+0E

!

!>E

与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
!

经
-

D 趋势检验#随着

!>E

的增加#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有增加的趋势'统计量
d]

DD0KH

#

,

&

K0KH

(#见表
J

&

表
J

!!

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随累积噪声暴露量变化趋势

累积噪声暴

露量'

([

(

)

高频听力损失

人数'

)

( 正常'

\

( 人数'

)

( 异常'

\

(

$

PJ OO OK IK0IH\ O I0KI

"

PJ

&

IK PJ LO PJ0PP HD HC0HD

"

IH

&

IJ II PO PO0PC HB HB0HB

"

IJ

&

HKK HOH PI BL0IC CD OD0KB

"

HKK

&

HKJ HHC BH JO0JH JO CB0CI

"

HKJ DH HK CL0BD HH JD0OP

合计
CPO OCB LH0BC HOL DP0OB

+0+0Q

!

噪声聋检出情况
!

根据
1[dCIADKKL

)职业性噪声聋诊

断标准*#钻井作业工人噪声组中有
HH

人符合职业性噪声聋标

准#平均年龄为'

CJ0JLgO0HD

(岁#其中年龄最小者
OI

岁#最大

者
JO

岁$平均工龄'

DK0DBgP0HD

(年#接触最短者
HH

年#最长

者
DI

年$累积噪声暴露量'

!>E

(为'

HKL0IOgB0CJ

(

([

'

S

(#其

中最低者为
HKK0IP([

'

S

(#最高者为
HHC0PB([

'

S

(&

:

!

讨
!!

论

随着工业水平的不断发展#生产性噪声已经成为一种常见

的危害作业工人身心健康的因素#可引起以听觉系统为主要危

害的多系统和多功能的损伤&油田钻井作业工人所接触的生

产性噪声是非稳态噪声#本次调查研究表明#对噪声无论是客

观机能检查还是主观症状#都表明噪声损害工人身体健康#这

与国内几位学者的研究一致,

CAB

-

&

高频听力损失是噪声性耳聋的早期特征,

D

-

#但是机理目前

尚不清楚&早期并不影响听力#无明显症状#常常不能够引起

重视&但是如果持续发展可能造成永久性耳聋,

L

-

&本研究中#

高频听力损失率均高于语频听力损失率#说明油田钻井工人高

频听力损失率高于语频听力损失率&

DKHK

年杨静波,

P

-调查大

庆油田钻井工人高频段听力损失检出率为
CC0K\

和
DKKP

年

DPHD

重庆医学
DKHD

年
L

月第
CH

卷第
DH

期



郑亿,

I

-报道大庆油田钻井工人高频段听力损失检出率为

CO0LH\

均高于本次调查的检出率
DP0CK\

#提示钻井工人噪

声引起的高频段听力损失应该被高度关注&

耳鸣是一种主观症状#常常出现于噪声聋之前&本次调查

中#噪声组中耳鸣症状者占
HP0DK\

#低于郑亿,

I

-报道大庆油

田钻井工人自觉耳鸣症状者
OL0JK\

#对噪声所致耳鸣的机制

尚不确定#研究结果提示耳鸣症状是环境因素和个体敏感性共

同作用的结果&

本调查表明#高频听力损失检出率随工龄的增加而增加#

工龄在
HK

年以上者检出率均在
CK\

以上#工龄在
HH

&

HJ

年

是听力损失检出率明显增加#并且符合噪声聋标准的
HH

名钻

井工人工龄也均在
HH

年以上#这与倪蕾等,

HK

-的研究结果相

近&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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