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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背景 ]　2016 年，全国报告职业性噪声聋 1 220 例，广东省占 28.44%，噪声危害严重。

[ 目的 ]　通过分析广东省职业性噪声聋流行病学特征，找出高危人群和高危行业，为职业性
噪声聋的科学精准防控提供依据。

[ 方法 ]　以全省所有存在噪声危害的企业为单位进行调查。向原安监部门收集 2016 年工作场
所噪声检测资料，向职业病防治机构收集辖区内当年度噪声暴露工人的个人基本信息和在岗
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在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测系统中调取确诊的职业性噪声聋人
数。分析职业性噪声聋的地区、行业、企业规模、经济类型、性别和暴露工龄的差异。

[ 结果 ]　2016年广东省开展噪声检测岗位30 583个，超标数为8 922个，超标率29.17%。247 737名
噪声暴露作业人员的纯音听阈测试中，双耳高频平均听阈≥ 40 dB 的检出人数为 25 020 人，
检出率 10.10%。职业性噪声聋的报告病例数 347 例，患病率为 0.14%。地区分布上，以广佛
肇地区（144/70 029，0.21%）的患病率较高 ；行业分布上，以制造业（311/196 652，0.16%）、
建筑业（3/1 219，0.25%）、批发和零售业（13/4 861，0.27%）的患病率较高 ；企业规模分布上，
以中型企业（129/61 124，0.21%）和小型企业（107/54 166，0.20%）的患病率较高 ；性别分布
上，以男性（310/196 600，0.16%）的患病率较高 ；暴露工龄分布上，以 < 4 年组（41/125 995，
0.03%）的患病率较低，4 年及以上暴露工龄者患病率在 0.17%~0.36% 间，以 10~20 年工龄者
为最高。

[ 结论 ]　广东省的职业性噪声聋防控形势较严峻，需加强对广佛肇地区、制造业、中小型企
业的治理和男性及长暴露工龄者的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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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In 2016, there were 1 220 reported cases of occupational noise-induced deafness 
in China, and 28.44% of these cases were reported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dicating a serious 
noise hazard.

[Objective] By analyzing the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ccupational noise-induced deafnes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e study aims to identify high-risk populations and industries, in order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a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ogram against the disease.

[Methods] Investigations were carried out in enterprises with noise hazards in the province. 
Workplace noise detection data in 2016 were retrieved from former local safety supervision 
departments, noise-exposed workers’ general information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results during employment were collected from local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institutions, and 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cases of occupational noise-induced deafness was from the 
national occupational diseases diagnosis system. Distributions of occupational noise-induced deafness 
were described by region, industry, enterprise scale, economic type, sex, and exposure duration.

[Results] The number of noise-exposed workstations exceeding the national limit of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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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ure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6 was 8 922, and the exceeding rate was 29.17% (8 922/30 583). The number of noise-exposed 
workers with average hearing threshold of binaural high-frequency ≥ 40 dB was 25 020, and the positive rate was 10.10% (25 020/247 737). 
There were 347 registered cases of occupational noise-induced deafness, and the morbidity rate was 0.14%. Regionally, Guangdong-
Foshan-Zhaoqing Area (144/70 029, 0.21%) had a higher morbidity rate than other areas. Industriall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311/196 652, 
0.16%), construction industry (3/1 219, 0.25%), and wholesale and retail industry (13/4 861, 0.27%) had higher morbidity rates than other 
industries. By enterprise scale, medium-scale enterprises (129/61 124, 0.21%) and small-scale enterprises (107/54 166, 0.20%) had 
higher morbidity rates than other scales of enterprises. By gender, male workers (310/196 600, 0.16%) had a higher morbidity rate 
than female workers. By exposure duration, the group of working less than 4 years (41/125 995, 0.03% ) had a lower morbidity rate 
than other working age groups, the groups of working 4 years and more had morbidity rates of 0.17%-0.36%, and the group of working 
10-20 years had the highest rate. 

[Conclusion] Guangdong is facing a severe challenge i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occupational noise-induced deafness. Strengthened 
management and protection should be put to male and chronically noise-exposed workers in Guangdong-Foshan-Zhaoqing Area,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mall- and medium-scale enterprises. 

Keywords: noise; occupational hazard detection; occupational health examination; occupational disease diagnosis

职业性噪声聋是因长期暴露于生产性噪声引
起的不可恢复的渐进性听力损失。全球 16% 的成人
耳聋是由职业性噪声暴露引起［1］。根据有关报道，
近 5 年广东省不同地区工作场所噪声水平超标率为
36.20%~75.90%，最高的是陶瓷行业［2-6］。2016 年广东
省报告职业病 822 例，其中职业性噪声聋 347 例，占
42.21% ；全国报告职业性噪声聋 1 220 例［7］，广东省
占 28.44%，噪声危害严重。本研究拟通过开展广东省
职业性噪声聋流行特征分析，找出高危人群和高危行
业，为职业性噪声聋的科学精准防控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全省所有存在噪声危害的企业为对象进行调
查。向原安监部门收集 2016 年工作场所噪声检测资
料，向职业病防治机构收集辖区内当年度噪声暴露工
人的个人基本信息和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职
业性噪声聋的确诊人数从职业病与职业卫生信息监
测系统中调取，该系统由职业病诊断机构填报，实行
省、市、县（区）三级审核以确保报告质量。
1.2   工作场所噪声检测

噪声岗位按照 GBZ/T 189.8—2007《工作场所物
理因素测量 第 8 部分 ：噪声》［8］进行检测，按照 GBZ 

2.2—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
分 ：物理因素》［9］进行评价，超过职业接触限值者判
定为超标。
1.3   职业健康检查

依照 GBZ 188—2014《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10］

有关要求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依据 GBZ 49—2014《职
业性噪声聋的诊断》［11］进行判断，请具有物理因素所

致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生出具诊断报告。
1.4   统计学分析

对广东省 2016 年职业性噪声聋资料用频数（占
比）、超标率、患病率等指标进行描述性分析，包括辖
区内噪声的检测情况、职业健康检查情况、职业性噪
声聋诊断情况，并分析职业性噪声聋的地区、行业、
企业规模、经济类型、性别和工龄的差异。

2   结果
2.1   工作场所噪声检测结果

2016 年广东省开展噪声检测岗位 30 583 个，超标
数 8 922 个，超标率 29.17%，广佛肇地区和建筑业的
检测岗位超标率较高。详见表 1。

表 1   2016 年广东省工作场所噪声检测情况
Table 1   Workplace noise detection results in Guangdong in 2016

分类
Category

检测岗位数
Detected

workstations

超标数
Unqualified

number

超标率 /%
Unqualified

rate

地区
Region

广佛肇地区
Guangzhou-Foshan-Zhaoqing Area

19 671 6 189 31.46

深莞惠地区
Shenzhen-Dongguan-Huizhou Area

2 342 525 22.42

珠中江地区
Zhuhai-Zhongshan-Jiangmen Area

8 157 2 116 25.94

非珠三角地区
Non-Pearl River Delta Area

413 92 22.28

行业
Industry

采矿业
Mining

58 17 29.31

制造业
Manufacturing

10 794 2 723 25.23

建筑业
Construction

16 722 5 037 30.12

批发和零售业
Wholesale and retail

233 61 26.18

其他
Others

2 776 1 084 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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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职业性噪声聋流行特征
噪声暴露作业工人的职业健康检查专项体检项

目主要是纯音听阈测试，共 247 737 人参加职业健

康检查，检出双耳高频平均听阈≥ 40 dB 者 25 020 例
（10.10%）；诊断为职业性噪声聋 347 例，患病率为

0.14%。详见表 2。

表 2   2016 年广东省噪声作业工人双耳高频听阈测试结果及职业性噪声聋诊断结果
Table 2   Testing results of hearing threshold of binaural high-frequency and diagnosis results of occupational noise-induced deafness 

among noise-exposed workers in Guangdong in 2016

分类
Category

体检人数
Number 

of workers 
undergoing 

medical 
examinations

双耳高频听阈 <40 dB
Hearing threshold of  binaural 

high-frequency <40 dB

双耳高频听阈≥ 40 dB
Hearing threshold of binaural 

high-frequency ≥ 40 dB

职业性噪声聋
Occupational noise-

induced deafness

n
占比 /%

Proportion
n

占比 /%
Proportion

n
患病率 /%
Proportion

地区（Region） 广佛肇地区（Guangdong-Foshan-Zhaoqing Area） 7 0029 63 182 90.22 6 847 9.78 144 0.21

深莞惠地区（Shenzhen-Dongguan-Huizhou Area） 117 906 106 347 90.20 11 559 9.80 147 0.12

珠中江地区（Zhuhai-Zhongshan-Jiangmen Area） 35 470 31 965 90.12 3 505 9.88 48 0.14

非珠三角地区（Non-Pearl River Delta Area） 24 332 21 223 87.22 3 109 12.78 8 0.03

行业（Industry） 采矿业（Mining） 3 318 2 887 87.01 431 12.99 1 0.03

制造业（Manufacturing） 196 652 176 186 89.59 20 466 10.41 311 0.16

建筑业（Construction） 1 219 1 107 90.81 112 9.19 3 0.25

批发和零售业（Wholesale and retail） 4 861 4 218 86.77 643 13.23 13 0.27

其他（Others） 41 687 38 319 91.92 3 368 8.08 19 0.05

经济类型（Economic type） 公有制经济（Public owned） 38389 35 602 92.74 2 787 7.26 42 0.11

非公有制经济（Non-public owned） 209 348 187 115 89.38 22 233 10.62 305 0.15

企业规模（Enterprise scale）大（Large） 96 012 87 686 91.33 8 326 8.67 100 0.10

中（Medium） 61 124 54 718 89.52 6 406 10.48 129 0.21

小（Small） 54 166 48 501 89.54 5 665 10.46 107 0.20

微（Micro） 3 393 2 002 59.00 1 391 41.00 2 0.06

不详（Unknown） 33 042 29 810 90.22 3 232 9.78 9 0.03

性别（Sex） 男（Male） 196 600 175 193 89.11 21 407 10.89 310 0.16

女（Female） 51 137 47 524 92.93 3 613 7.07 37 0.07

暴露工龄 / 年
Exposure duration/years

<4 125 995 113 728 90.26 12 267 9.74 41 0.03

4~ 56 027 50 586 90.29 5 441 9.71 96 0.17

7~ 26 233 23 201 88.44 3 032 11.56 75 0.29

10~ 21 613 18 966 87.75 2 647 12.25 77 0.36

15~ 8 095 7 213 89.10 882 10.90 29 0.36

≥ 20 9 774 9 023 92.32 751 7.68 29 0.30

合计（Total） 247 737 222 717 89.90 25 020 10.10 347 0.14

2.2.1   地区分布   根据广东省经济发展情况将全省划
分为珠三角与非珠三角 2 个地区 ；因珠三角地区的工
业较发达，为深入分析，根据城市的地理位置，划分
为广佛肇（广州 - 佛山 - 肇庆）、深莞惠（深圳 - 东莞 -

惠州）、珠中江（珠海 - 中山 - 江门）3 个地区。347 例
职业性噪声聋分布在广佛肇地区 144 例、深莞惠地区
147 例、珠中江地区 48 例、非珠三角地区 8 例。广佛
肇地区的患病率（0.21%）高于其他地区，深莞惠地区

（0.12%）和珠中江地区（0.14%）的患病率高于非珠三
角地区（0.03%）。
2.2.2   行业分布   347 例职业性噪声聋分布在采矿业
1 例、制造业 311 例、建筑业 3 例、批发和零售业 13 例、

其他行业 19 例。制造业（0.16%）和建筑业（0.25%）、
批发和零售业（0.27%）的工人患病率高于其他行业。
2.2.3   经济类型分布   347 例职业性噪声聋分布在公
有制经济企业 42 例，非公有制经济企业 305 例。二者
患病率分别为 0.11% 和 0.15%。
2.2.4   企业规模分布   347 例职业性噪声聋主要分布在
大、中、小型企业（各为 100、129、107 例），患病率以
中、小企业为高，分别为 0.21% 和 0.20%。
2.2.5   性别分布   347 例职业性噪声聋分布在男性 310

例、女性 37 例，男性的噪声聋患病率（0.16%）高于女
性（0.07%）。
2.2.6   暴露工龄分布   347 例职业性噪声聋分布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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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工 龄 <4 年 组 41 例、4~ 年 组 96 例、7~ 年 组 75 例、
10~ 年组 77 例、15~ 年组 29 例、≥ 20 年组 29 例。暴露
工龄 <4 年组（0.03%）及 4~ 年组（0.17%）的患病率低
于其他各暴露工龄组，暴露工龄为 10~ 年和 15~ 年组
的患病率最高，均为 0.36%。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2016 年广东省开展噪声检测

的岗位超标率为 29.17%，与 2011 年广州工业噪声超
标率（29.60%）接近［12］，低于广东省内近几年报道
的结果（36.20%~75.90%）［2-6］，高于凉山彝族自治州

（13.50%）［13］、常州市新北区（21.85%）［14］、成都市龙
泉驿区（17.5%）［15］和长沙市（23.03%）［16］报道的结果。
本研究中双耳高频平均听阈≥ 40 dB 者占比为 10.10%，
与 2016 年长沙市的情况（11.00%）接近［16］。2016 年广
东省职业性噪声聋的患病率是 0.14%，高于苏州市的
0.03%［17］。

在性别分布上，男性职业性噪声聋的患病率高于
女性，这可能与男性大多有吸烟的习惯有一定关系。
根据于进晶［18］2013 年对昆山市的调查，男性噪声作
业工人的吸烟率达到 78.60%，相关研究［19-21］表明，吸
烟是导致高频听力下降的危险因素。

在暴露工龄分布上，<4 年组的患病率与 4~ 年组
的患病率低于其他组别，因为职业性噪声聋的发生风
险随接触时间和累积噪声暴露量的增加而升高［22］。

在地区分布上，广佛肇地区职业性噪声聋的患病
率最高，珠中江地区和深莞惠地区次之，非珠三角地
区最低。这主要与广东省的行业地区分布差异有关。
广佛肇地区有较多陶瓷建材、宝石加工、石场开采、
大型基础建设等企业，噪声危害严重 ；深莞惠地区五
金制造、体育器材制造较发达，机械噪声大 ；珠中江
地区多为噪声危害较轻的化工企业 ；非珠三角地区
的工业企业较少，噪声危害相对较轻。

在行业分布上，制造业的报告例数最多，这与广
东省噪声作业工人大部分从事制造业有关。制造业长
期存在高强度的噪声，尤其是五金制造和陶瓷建材企
业 ；随着设备使用年限增加，机器老化，噪声强度也
增大［23］。

在企业规模分布上，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患病
率较大型企业高，这与制造业大多为中小型企业有
关，与天津市的研究结果一致［24］。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法

规条例的施行，全社会对职业性噪声聋的关注程度
和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管力度都在加强。同时，劳动者
维权意识大幅提高，申请职业病诊断的人数不断增
加。广东省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强化职业健康工作，
推动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使职业病防治工作走在全
国前列，2019 年前三季度用人单位的定期检测率达
90.92%，体检率达 95.02%［25］。广东省噪声暴露工人基
数大，行业分布广，随着职业健康体检率升高，噪声
岗位检测超标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加之现行职业性噪
声聋诊断标准中条件的降低［26］，导致报告病例数持
续增长。2016 年广东省职业性噪声聋报告病例占全国
的 28.44%，且存在继续上升的风险。建议有关部门加
强对广佛肇和深莞惠地区、制造业、中小型企业噪声
场所的监管，敦促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和操作方式，采
用无声或低声设备代替高噪声设备，提高零部件加工
精度和装配质量，减少机器部件的碰撞摩擦 ；应用隔
声、吸声、消声等技术降低工作场所噪声强度 ；加强
职业卫生管理，制定和落实听力保护计划 ；尤其要关
注男性作业工人及噪声暴露工龄长的工人，监督其正
确佩戴护耳器，合理安排劳动时间，减少暴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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