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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一
切声音都称为生产性噪声。
噪声对人体的影响是全身性、
多方面的。在噪声环境中工
作，容易感觉疲乏、烦躁，造成
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钝、准
确性降低，直接影响作业能力
和效率。长期接触强烈的噪
声还可导致心血管系统疾病
加重，引起肠胃功能紊乱等。

一、噪声的分类
根据产生噪声来源的不

同，噪声可分为：
1.机械性噪声：是由于机

械的撞击、摩擦、转动所产生
的声音。如冲压、打磨、机加
工、纺织机等，绝大部分生产
性噪声属于这一类噪声。

2.流体动力性噪声：是由
于气体压力或体积的突然变化
或流体流动所产生的声音。如
空气压缩产生的高压风、高压

水的喷射等所产生的声音。
3.电磁性噪声：如变压器

发出的声音。
二、噪声对人体的影响
噪声对人的影响可以分

为生理影响和心理影响两个
方面：

1.生理影响：噪声首先会
对听力产生影响，噪声高到一
定强度，会造成听力损伤。早
期表现为听觉疲劳，产生暂时
性听力阈移，离开噪声环境后
可以逐渐恢复，久之则难以恢
复，变成永久性阈移，造成听
力损失。

2.心理影响：主要表现在
引起人们的烦恼，使人精力不
易集中，影响学习、工作效率
和休息。长期的烦恼和休息
不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
变化，导致神经官能症、高血
压等各种疾病。

三、职业性噪声聋的预防
与控制

1.控制消除噪声源是防止
噪声危害的根本措施；

2.合理规划设计厂区与厂
房，产生强烈噪声的车间和非
噪声车间之间应有一定距离；

3.通过吸声、消声、隔声、隔
振等手段控制噪声传播和反射；

4.当工作场所噪声强度超
过职业接触限值时，佩戴个人
听力保护器是一项有效的预
防措施；

5.实施听力监护措施；
6.定期对接触噪声的员工

进行职业健康检查，观察听力
变化情况，以便早期发现听力
损伤，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听
觉系统疾病患者禁忌从事噪
声作业；对已经发生职业性噪
声聋的患者应调离噪声岗
位。 安全生产管理部 提供

■首席记者 宋维东 报道

本报讯“工作八小时后，职工
们再坐在会议室里听冗长的安全讲
解和说教，效果究竟会怎样？”炼钢
二厂连铸一作业区主管张润平经常
思考这个问题。如何让职工更好地
接受安全教育？安全管理怎么搞才
更有质量？安全工作如何做才能化
繁为简？这些问题在一次安全理论
进班组后得到了较好回答。在他看
来，这次探索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安全
教育的形式创新与内容创新，符合现
代传播规律，易于达到教育效果。

“你取样时为什么不戴面罩？”张
润平在现场检查时问过好几次违规
职工类似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大致
相同：“你看，这面罩上的有机玻璃
这么模糊，我戴了更看不清东西，还
不如不戴安全呢！”这引起了他的注
意，“我们在管理的同时是否做好了
应有的服务工作，为什么不给大家
勤换面罩呢”？问题再反过来，“如

果按时给职工换了面罩，他们是不
是就会按规定戴上呢”？他们有一
次看到了一个“安全生产十大法则”
视频，里面的一条“海因里希法则”
讲的是300起隐患或违章必然要发
生29起轻伤或伤害，另外还有一起
重伤、死亡或重大事故。这则用动
画呈现的安全理论，形式十分新颖，
很适合现在的工作。为此，作业区
决定要把它们介绍给职工。

张润平说，安全违章和事故的根
源在于职工安全意识薄弱，没有对
安全生产树立正确认识。所以在抓
好标准化操作的同时，要重点关注
意识层面的教育，让职工敬畏安全、
重视安全。以往，就是坐在那读文
件、读规定，讲安全如何重要，有多
少人真正听进去了并记在心里，需
要打个问号。这时，安全教育需要
真正用心去想，用好的形式和内容
吸引职工。

张润平带领班组长试着在网上
找点子，收获十分惊喜。“不仅有先

进实用的安全理论，还很直观形
象。”他说，“这简直是从word到动
画的升级。”在他看来，职工很多时
候没有必要了解一个理论是怎么形
成的，但一定要知道它背后反映的
实质内容。以“安全生产十大法则”
为例，视频把安全领域通行的规律
串起来，图文并茂展示，深入浅出讲
解，几乎把安全领域重要的理论都
讲解到位。

在网络高度发达、信息化渗透到
各领域的今天，刻板的说教已不能
适应传播规律。要让职工对安全生
产有“好奇”，愿意“围观”，就要努力
掌握现代传播规律，用职工喜闻乐
见的形式传达安全信息，强化安全
意识。“除了‘安全生产十大法则’，
我们还在职工中推广‘武钢安全生
产十大禁令’，这则视频同样用鲜活
生动的动画把日常所要注意的事项
介绍得十分清楚，‘保命条款’以这
样的形式同样引起了职工的关注与
热议。”张润平说。

■通讯员 朱劲波 报道

本报讯 连日来，炼钢一厂认真落实公
司《春季治安、消防、交通安全防控工作方
案》和《反盗防盗专项整治活动》要求，强化
措施落实，深入推进治安、消防、交通风险
部位的安全管理工作，杜绝各类事故发生。

围绕各项工作目标，该厂明确消防、治
安、交通风险部位的检查重点，从人防、物
防、技防上落实管控措施，力求通过自查自
纠、专项整治、监督检查三个阶段的工作，
集中力量、集中时间、集中精力，排查一批

隐患，整治一批问题，有效杜绝火灾、治安
事件、交通等事故的发生，确保治安、消防、
交通等方面的安全稳定。

该厂要求各科室、作业区要一方面加
强活动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力度，广泛宣传
治安、消防、交通风险部位安全专项整治工
作的重要性，教育广大职工群众增强安全
意识，提高自救自护能力；另一方面在落实

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和规章制度的基础上，
组织对区域内部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彻底
排查，认真分析原因，研究防范对策。针对
本区域存在的问题，制定更加严格、更具有
操作性的整治方案，进一步健全完善本单
位的应急处置预案，落实联动保障机制，确
保隐患整改落实率达100%，为生产经营
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没有比健康更宝贵的财富，没有
比平安更重要的幸福。在生活、工作
中，所有人都想平安幸福地过好每一
天，但或多或少总会有人触及生死攸
关的“红黄线”条款，从而引发险肇或
事故。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防微杜
渐，才能确保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防微杜渐需要有发现问题的“慧
眼”。任何设备、安全规范和防范措
施的落实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操
作者的安全意识、安全责任、安全技
能。血的教训说明，许多事故都是微
不足道的“小问题”引发的，常言道

“沙粒虽小伤人眼，小雨久下会成
灾”，如不注重工作过程中的隐患查
找，时间一长，这些隐患如同导火索，
随时会引爆出大事故，让安全稳定形
势出现逆转。所以说，发现问题的

“慧眼”尤其重要，需要历练：要不厌
其烦学习“四知五会”，熟背生命保障
规则，认真讨论分析事故案例，在一
点一滴的理论学习积累中提升安全
意识。要明确岗位职责，精细操作，
严格执行生产工序，把控工作中的细
微环节，对现场和设备的动态进行跟
踪管控，以主人翁精神尽职尽责完成
好本职工作。熟悉作业指导书、生产
工艺流程，对岗位练兵、应急演练、危
险预知训练等活动积极参与，并做到
活学活用。只有这样，才能娴熟、安
全地按生产步骤操作设备、巡检现
场，才能拥有一双发现问题的“慧
眼”，从“无事”中看出“有事”，做到

“知己知彼”，达到防微杜渐的目的。

近日，东山矿组织开展交
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通过领
导干部乘坐通勤车调研、全员
签名、发放宣传品等多种形
式，强化职工的安全意识，在
全矿营造浓厚的交通安全氛
围。 高爱忠 摄 宋雅军 文

为防止煤尘爆炸事故
发生，保障安全生产，峨口
铁矿原料作业区利用系统
检修和设备停车时段，将制
粉区域的普通电器陆续更
换为粉尘现场专用的防爆
设施。图为电工正在精心
安装专业防爆电机。

赵冬梅 摄

■通讯员 刘保田

“师傅，10号坑升
温曲线降得厉害，我调
整煤气也没效果，空气
与烟道指示也都正常，
怎么回事？”型材厂均热
作业区的烧钢徒工小孙
一边调整，一边焦急地
问他的师傅老李——
一个在热处理工序工作
近33年的老烧钢工。

老李走过去，看了
看仪表曲线与手操器指
示，然后对小孙说：“把
煤气全减了，下二三层
看看。”师徒二人经过检
查发现了致使升温变成
了降温的原因。

故障原因找到了，
师徒二人迅速处理好故
障，观察10号炉内气氛
恢复正常，降温曲线已

变成了升温曲线，小孙兴奋地说：
“师傅，你真行！”

老李意味深长地说：“设备出
现问题时第一时间要迅速判断故
障原因。要学会自主维护设备，必
须真正参与到TPM活动中。”“师
傅，我记住了，我会用心把事情做
好的。”老李看着自己的爱徒虚心
学习的样子，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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