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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职业性噪声、振动暴露及其健康危害 
Special column: Occupational noise and vibration exposures and their health hazards

噪声和手传振动（hand-transmitted vibration）是最常见的两种物理性职业
病危害因素，而且暴露于手传振动的作业工人往往伴随着高噪声暴露。近年的
全国职业病报告显示，在物理性职业病危害因素所导致的职业病中，噪声所致
职业性噪声聋、手传振动所致职业性手臂振动病最为常见。

1   噪声的职业危害及其防控
全国职业病报告表明职业性噪声聋病例报告数仅次于尘肺病，常年居第二

位，并不断增多［1］。广东等地区职业性噪声聋病例报告数已连续几年超过职业
性尘肺病病例报告数而稳居第一，占所有职业病报告数的 40% 以上。目前，世
界范围内有 2.5 亿人存在有临床意义的听力损失，其中每年用于噪声性听力损
失康复的花费达 16 亿美元［2-3］。全世界有 16% 的致残性听力损失是由职业噪声
暴露所致，不同地区的比例在 7%~21% 之间［4］。职业性噪声聋的听力损害具有
不可逆性，目前也缺乏有效的治疗措施，康复效果有限且价格昂贵。因此，在
听力保护行动中，预防和控制职业性噪声危害，减少听力损失的发生，一级预
防和二级预防是最普遍采取的措施。一级预防措施包括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
艺，或者通过工程改造和工艺改进降低甚至消除设备和场所的噪声。但实际
上，很多企业受生产工艺水平和防控技术水平的限制，很难将工作场所的噪声
控制到职业接触限值水平以下。因此，定期监测工作场所噪声危害水平和噪声
暴露劳动者听力水平，可以在早期发现问题，并及时处理，避免职业病的发生。
这些二级预防措施，也是目前职业卫生领域预防噪声危害，避免职业性噪声聋
发生最常用的方法。目前，我国噪声危害的底数仍然不清，复杂噪声的剂量效
应和反应关系也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需要开展更多的流行病学研究回答这
些问题。另外，噪声对听力及其他系统的健康损害，听力损失的客观检查技术，
以及听损人员的听力康复技术也是需要研究和探讨的核心问题。

2   手传振动的职业危害及其防控
手传振动是生产中使用振动工具或接触受振工件时，直接作用或传递到人

手臂的机械振动或冲击。长期暴露于手传振动可导致以末梢循环障碍和神经
损伤为主的手臂振动病，振动性白指是其典型表现［5］。手传振动在采矿、伐木、
造船、五金加工和机械制造等行业广泛存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 200 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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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杨颖华等［16］调查分析某市轨道交通列车车厢
内的噪声水平。另外，李聪［17］和严茂胜等［18］聚焦于
手传振动对作业工人早期健康的影响，分别对接振工
人温度感觉阈值和生物标志物进行了研究。本次专
栏内容聚焦了当前噪声和手传振动研究的热点，研究
的结果对指导开展噪声和振动职业危害防控工作具
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 1 ］2017 年职业病报告情况［J］.（2018-06-19）［2020-03-08］.

http://niohp.chinacdc.cn/sndt/201806/t20180619_179645.

htm.

［ 2 ］SMITH A. The fifteenth most serious health problem，the 

WHO perspective［R］. Helsinki ：I FHOH World Congress，

2004.

［ 3 ］DOBIE R A. The burdens of age-related and occupational 

noise-induced hearing loss in the United States［J］. Ear 

Hear，2008，29（4）：565-577. 

［ 4 ］ NELSON D I，NELSON R Y，CONCHA-BARRIENTOS M，et al. 

The global burden of occupational noise-induced hearing 

loss［J］. Am J Ind Med，2005，48（6）：446-458. 

［ 5 ］HEAVER C，GOONETILLEKE K S，FERGUSON H，et al. Hand-

arm vibration syndrome ：a common occupational hazard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J］. J Hand Surg Eur Vol，2011，36

（5）：354-363. 

［ 6 ］WANG L，ZHANG C Z，ZHANG Q，et al. The study on hand-

arm vibration syndrome in China［J］. Ind Health，2005，43

（3）：480-483. 

［ 7 ］WASSERMAN D E. Manufacturing and the new ANSI S2.70-

2006 hand-arm vibration exposure standard［J］. Human 

Factors Ergonom Manuf，2008，18（6）：658-665 

［ 8 ］CHEN Q S，XIAO B，YANG A C，et 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bration-induced white finger among workers polishing 

handheld pieces in southern China［C］//Proceeding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and-Arm Vibration. 

Beijing ：CES，2015. 

［ 9 ］MIWA T. Evaluation methods for vibration effect ：part 6. 

Measurements of unpleasant and tolerance limit levels for 

sinusoidal vibrations［J］. Ind Health，1968，6（1/2）：18-27. 

［10］GRIFFIN M J，BOVENZI M，NELSON C M. Dose-response 

patterns for vibration-induced white finger［J］. Occupat 

Environ Med，2003，60（1）：16-26. 

作业工人使用振动工具，几乎所有省份均有手臂振
动病病例［6］。据美国国家职业健康安全协会统计，美
国手臂振动病发病率为 6%~100%，平均约 50%（约
145 万人）［7］。但在我国近年的职业病报告中，手臂振
动病每年不到 100 例，而且近 60% 病例来自地处中国
南方亚热带地区的广东省。这一方面颠覆了传统职业
性手臂振动病只发生于北方寒冷地区的观念，另一方
面也反映出接振劳动者职业健康检查覆盖率很低。

职业性手臂振动病的损伤具有不可逆性，缺乏有
效的康复治疗措施，早期预防才是防控手传振动危
害的关键。然而，与噪声防控类似，由于工艺和技术
的局限，很多作业岗位无法避免接触一定水平的手传
振动。定期开展接振工人暴露监测以及接振工人职
业健康检查，评估其职业健康危害风险，早期发现危
险因素和健康影响，并尽早采取防控措施，是目前职
业卫生中运用最广泛的方法。但由于当前手传振动暴
露监测和职业健康检查技术的不足，很多接振工人早
期得不到很好的防治，这可能是调查显示很多行业手
臂振动综合征报告率在 30% 以上的原因［8］。国际标
准化组织基于整个手臂感觉的 Wh 频率计权模型给予
10 Hz 左右的低频振动最高的权重，这低估了高频振
动（200~1 250 Hz）对手指的健康危害，同时高估了低
频振动（6.3~25 Hz）对健康的影响［9-12］。由此为理念制
定的职业接触限值不能保护高频为主的手传振动。另
外，接触手传振动作业工人的职业健康检查缺乏灵敏
度和特异度都好的指标，常用的冷水复温率在亚热带
地区特异度差，振动性白指难以诱发，灵敏度差，神
经肌电图很难反映指端感觉神经的早期变化，故接振
工人健康损害早期识别有难度。

我国工作场所噪声和手传振动危害较为普遍，职
业性噪声聋病例数还存在持续增长的风险，职业性手
臂振动病未被充分认识和重视，众多存在健康损害的
劳动者没能得到相应的防治。在积极采取工程防控
的同时，健康危害的早期监测和风险评估技术对我们
把好最后一道预防关口，减少职业病的发生具有重要
意义。在此背景下，《环境与职业医学》杂志于 2020

年第 4 期刊出了 “ 职业性噪声、振动暴露及其健康危
害 ” 专栏，聚焦于噪声和手传振动健康危害及其防控
方面的研究。首先，从噪声职业健康危害出发，徐娜
等［13］对广东省职业性噪声聋流行特征进行了分析，
张敏红等［14］对噪声所致听力损失开展了风险评估，
韩冬柏［15］对噪声暴露作业工人微循环的影响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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