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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4/2021_2022__E5_AE_89_E

5_85_A8_E7_94_9F_E4_c62_94534.htm 第三节 物理因素危害控

制技术 作业场所存在的物理性职业危害因素，有噪声、振动

、辐射和异常气象条件（气温、气压、气流）等。 一、噪声

(一)、生产性噪声的特性、种类、来源及其危害 在生产中，

由于机器转动、气体排放、工件撞击与摩擦所产生的噪声，

称为生产性噪声或工业噪声。生产性噪声可归纳为以下3类。

(1)、空气动力噪声，是由于气体压力变化引起气体扰动，气

体与其他物体相互作用所致。例如，各种风机、空气压缩机

、风动工具、喷气发动机和汽轮机等，由于压力脉冲和气体

排放发出的噪声。 (2)、机械性噪声，是由于机械撞击、摩擦

或质量不平衡旋转等机械力作用下引起固体部件振动所产生

的噪声。例如，各种车床、电锯、电刨、球磨机、砂轮机和

织布机等发出的噪声。 (3)、电磁性噪声，是由于磁场脉冲，

磁致伸缩引起电气部件振动所致。如电磁式振动台和振荡器

、大型电动机、发电机和变压器等产生的噪声。 生产性噪声

一般声级较高，有的作业地点可高达120～130dB(A)、。据调

查，我国生产场所的噪声声级超过90dB(A)、者占32％--42％

，中高频噪声占比例最大。 由于长时间接触噪声导致的听阈

升高、不能恢复到原有水平的称为永久性听力阈移，临床上

称噪声聋。噪声不仅对听觉系统有影响，对非听觉系统如神

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及消化系统等

都有影响。 (二)、噪声的控制措施 以下是控制生产性噪声3项

措施。 (1)、消除或降低噪声、振动源，如铆接改为焊接、锤



击成型改为液压成型等。为防止振动使用隔绝物质，如用橡

皮、软木和砂石等隔绝噪声。 (2)、消除或减少噪声、振动的

传播，如吸声、隔声、隔振、阻尼。 (3)、加强个人防护和健

康监护。 二、振动 (一)、产生振动的机械 在生产过程中，生

产设备、工具产生的振动称为生产性振动。产生振动的机械

有锻造机、冲压机、压缩机、振动机、送风机和打夯机等。

在生产中手臂振动所造成的危害，较为明显和严重，国家已

将手臂振动的局部振动病列为职业病。 存在手臂振动的生产

作业主要有以下几类。①操作锤打工具。如操作凿岩机、空

气锤、筛选机、风铲、捣固机和铆钉机等；②手持转动工具

，如操作电钻、风钻、喷砂机、金刚砂抛光机和钻孑L机等。

⑧使用固定轮转工具，如使用砂轮机、抛光机、球磨机和电

锯等；④驾驶交通运输车辆与使用农业机械，如驾驶汽车、

使用脱粒机。 (二)、振动的控制措施 (1)、控制振动源。应在

设计、制造生产工具和机械时采用减振措施，使振动降低到

对人体无害水平。 (2)、改革工艺，采用减震和隔振等措施。

如采用焊接等新工艺代替铆接工艺；采用水力清砂代替风铲

清砂；工具的金属部件采用塑料或橡胶材料，减少撞击振动

。 (3)、限制作业时间和振动强度。 (4)、改善作业环境，加

强个体防护及健康监护。 【例题】单项选择题 生产性噪声一

般声级较高，有的作业地点可高达120～130dB(A)、。据调查

，我国生产场所的噪声声级超过（ ）dB(A)、者占32-42%，

中高频噪声占比例最大。 A. 80 B. 90 C. 100 D. 110 〖答案〗B 

三、辐射 电磁辐射广泛存在于宇宙空间和地球上。当一根导

线有交流电通过时，导线周围辐射出一种能量，这种能量以

电场和磁场形式存在，并以波动形式向四周传播，人们把这



种交替变化的，以一定速度在空间传播的电场和磁场，称为

电磁辐射或电磁波。电磁辐射分为射频辐射、红外线、可见

光、紫外线、X射线及γ射线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