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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输天然气管道项目噪声对员工听力影响调查
宋素合　黄力维

（中国石油安全环保技术研究院）

摘　要　为了掌握职业性噪声对长输管道工程作业人群听力的影响，对某天然气管道工程具有代表性的

输气站场的噪声及作业员工听力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各输气站场的噪声强度不同，首站输气岗８ｈ等效

声级最高９９．１ｄＢ（Ａ），高于职业接触限值，其余站场输气岗８ｈ等效声级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１６４名接

噪员工中有１人需要复查，经复查除外了噪声作业健康损害，目前来看，职业性噪声未对该工程作业员工的听

力造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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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噪声是普遍存在于职业环境下的有害因素，可导

致机体出现进行性的感音性听觉损伤，影响员工的身

心健康，可导致职业性噪声聋［１２］。为了解噪声对长

输管道工程作业人群听力的影响，了解企业职业卫生

状况，对某长输管道工程进行了职业卫生调研和噪声

检测，并对相关人员职业健康检查资料进行分析，以

掌握企业员工职业性听力损伤情况，完善企业职业卫

生管理，预防职业病。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某天然气管道工程全长９９２ｋｍ，管径１０１６ｍｍ，

设计压力１０ＭＰａ，设计输气能力１５０×１０８ ｍ３／ａ，沿

线共设置输气站场１０座，包括首站１座、中间压气站

３座、中间分输站５座及末站１座。

对具有代表性的输气站场运行期间作业环境中

的噪声进行检测。

１．２ 研究方法

采取定点采样与个体采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噪

声检测，检测工作由取得职业卫生甲级资质的职业卫

生技术服务机构承担。

２　结　果

２．１ 基本情况

该工程输送介质为天然气，在生产运行过程中，

压缩机、空冷器、空压机等设备可产生噪声，共有１６４

名员工接触噪声。输气站场员工实行三班两倒／四班

两倒／四班三倒巡检工作制，定期轮休。

２．２ 主要生产工艺

该工程输气工艺总流程见图１。

图１　输气工艺总流程

２．３ 输气站场噪声测定结果

输气站场噪声测定结果见表１、表２，首站输气岗

８ｈ等效声级最高值９９．１ｄＢ（Ａ），超过职业接触限

值，属于噪声岗位［３］，其他站场输气岗８ｈ等效声级

均符合职业接触限值要求，且在８０ｄＢ（Ａ）以下，不属

于噪声岗位。

２．４ 输气站场员工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输气站场员工职业健康检查结果见表３，除１人

需要复查除外噪声作业健康损害外，未发现疑似职业

病及职业禁忌证。

３　降噪措施

３．１ 采取的防噪声、防振动设施

①在满足生产要求的条件下，优先选用低噪声设

备，并采取必要的隔声、消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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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首站、压气站噪声检测结果

站场 工种 采样地点
定点检测结果／

ｄＢ（Ａ）

个体检测结果／

ｄＢ（Ａ）

职业接触限值［４５］／

ｄＢ（Ａ）
结果判定

首站
输气工

电气工

站控室 ６７．５～６７．８

出站阀组 ７５．４～７５．７

压缩机ＲＹ３４０１ ８７．９～８９．３

压缩机ＲＹ３４０２ ８６．７～１０３．４

压缩机ＲＹ３４０３ ７９．２～８４．５

压缩机房外 ６２．２～７９．８

空冷器 ７８．０～９２．７

油冷器 ８２．０～８８．４

空压机Ａ（静态） ７５．６～７７．７

空压机Ａ（排气） １０４．９～１０６．０

空压机房外（静态） ８２．１～８２．７

空压机房外（排气） １０４．９～１０６．０

发电机房（运行） １０９．４～１１０．４

９１．２～９９．１

－

７０ 符合

８５ 超标

８５ 超标

某压气站 输气工

站控室 ５６．０～５６．６

机柜间 ６１．６～６２．２

过滤分离器 ５８．７～５９．３

排污池 ５５．３～５５．４

压缩机ＤＹ３４０１ ６３．４～６９．４

压缩机ＤＹ３４０２ ５８．６～６３．０

压缩机房外 ５８．６～６９．４

空冷器 ５０．９～５１．８

空压机（静态） ８１．１～８１．４

空压机（排气） ９５．２～９５．６

主变压器 ５７．３～５７．８

７１．６～７２．１

７０ 符合

８５ 符合

注：正常生产情况下发电机是备用设备，每两周检查并启动一次，每次１５ｍｉｎ。

表２　分输站、末站噪声检测结果

站场 工种 采样地点
接触时间／

（ｈ／ｗ）

检测结果／

ｄＢ（Ａ）

ＬＥＸ４０ｈ／

ｄＢ（Ａ）

职业接触限值［４５］／

ｄＢ（Ａ）
结果判定

某分输站 输气工

站控室 ５５ ５２．１～５３．４

机柜间 １．２５ ５８．０～５９．３

过滤分离器 １．５ ５１．３～５２．０

调压区 １．５ ７９．７～８０．７

锅炉房 ０．５ ６９．３～７０．２

发电机（运行） ０．１２５ ９６．６～９７．３

发电机房外（运行） ０．１２５ ６８．９～７０．６

７１．６

７０ 符合

８５ 符合

末站 输气工

站控室 ５５ ６１．４～６２．１

机柜间 １ ６２．２～６３．３

过滤分离器 １．５ ６４．６～６５．０

调压区 １．５ ６２．４～６３．１

发电机（运行） ０．１２５ ９６．４～９７．３

发电机房外（运行） ０．１２５ ７８．６～７９．３

深水泵房 ０．２５ ８７．６～８８．４

７２．１

７０ 符合

８５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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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序号 站场 受检人数 职业健康检查结果

１ 首站 ５１
本次体检未发现疑似职业病

及职业禁忌证。

２ 压气站１ １７

３ 压气站２ ２５

本次体检未发现疑似职业病

及职业禁忌证。

４ 压气站３ ２７

５ 分输站１ ４

６ 分输站２ ８

７ 分输站３ １０

需复查除外噪声作业健康损

害１人。复查后体检机构建

议按 噪 声 作 业 体 检 周 期

体检。

８ 分输站４ ８

９ 分输站５ ９

１０ 末站 ５

本次体检未发现疑似职业病

及职业禁忌证。

②压缩机组、调压、计量设备选用技术先进的产

品，实施撬装安装，采取控制工艺装置进出口气体流

速等措施，降低噪声危害。

③压缩机、空压机、发电机等高噪声设备设在独

立的单层厂房内，设计减振基础，对高噪声厂房采取

全封闭及特殊的隔声、吸音措施；空冷器设置隔声、吸

音墙体；发电机排气管设有消音器。

④压缩机厂房与倒班宿舍之间，选用树冠矮、分

枝多、树叶茂密的灌木丛和乔木，组成连续、密集的声

障带，站场内采取绿化措施降低噪声的传播。

⑤压缩机的进气口、排气口设置消音装置，机组

设置机罩。

⑥各类机泵的选型，噪声强度满足国家有关规范

要求，所有工艺管线及放空管线均经严格计算，防止

流速过高产生噪声。

⑦自动化控制水平高，实现有人值守无人操作、

巡检工作制，可减少高噪声现场接触频次及时间。

⑧进出站区管道设置固定支架，站内地上管道及

阀组采取管架支撑加固方式，减小管道振动。

３．２　员工配备的护耳用具

各输气站场为接触噪声的员工配备了耳塞、耳

罩，降噪情况统计见表４。

表４　耳塞、耳罩降噪情况统计

岗位 工种 ８ｈ等效噪声／ｄＢ（Ａ） 防护用品名称／型号 参数［６］ 有效性［５６］

首站

输气工 ９１．２～９９．１

电气工
发电机定点噪声：

１０９．４～１１０．４

ＭＯＬＤＥＸ发泡型耳塞 ＮＲＲ值３３，实际降噪值１６．５ｄＢ（Ａ）

ＭＯＬＤＥＸ发泡型耳塞 ＮＲＲ值３３，实际降噪值１６．５ｄＢ（Ａ）

３ＭＯＰＴＩＭＥ９５型耳罩 ＮＲＲ值２１，实际降噪值１０．５ｄＢ（Ａ）

有效

共降噪２１．５ｄＢ（Ａ），

有效

某压

气站
输气工

７１．６～７２．１

空压机定点噪声：９５．６
ＭＯＬＤＥＸ发泡型耳塞 ＮＲＲ值３３，实际降噪值１６．５ｄＢ（Ａ） 有效

某分

输站
输气工 ７１．６ ＭＯＬＤＥＸ发泡型耳塞 ＮＲＲ值３３，实际降噪值１６．５ｄＢ（Ａ） 有效

末站 输气工
７２．１

发电机定点噪声：９７．３
ＭＯＬＤＥＸ发泡型耳塞 ＮＲＲ值３３，实际降噪值１６．５ｄＢ（Ａ） 有效

４　结　论

该工程首站输气岗８ｈ等效声级超标，属于噪声

岗位，其他站场输气岗８ｈ等效声级均符合职业接触

限值要求，且在８０ｄＢ（Ａ）以下，不属于噪声岗位。

从职业健康检查情况看，该工程职业健康体检率

为１００％；从员工纯音听力测试结果看，有１人需复

查，经复查除外了职业性噪声聋。

总之，针对噪声危害的防控，该项目采取的工程

防护设施、个体防护措施是有效的，可以有效防控噪

声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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