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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來勞工安全衛生意識抬頭，勞工除要求工作環境免於立即安全危害外，工作環境中影

響健康與生活品質的慢性危害因子亦日益受到重視。以往噪音引起的健康效應較緩慢且不易察

覺，使得噪音危害常為勞、資雙方所忽略，現因國民生活品質的提昇，使因暴露高噪音所導致之

聽力損失問題日益受到重視。國內、外文獻報告指出，暴露於過度的噪音環境下，除了造成談話

干擾令人厭煩外，最主要的危害就是導致聽力受損[1-6]。在生理上，過度噪音暴露會使人的內分

泌異常，引發頭痛、高血壓及易有疲勞、易怒的情緒反應，並會妨礙思考、降低工作效率，甚至

因妨害警告聲的聽取而發生災害。  

紡織工業是一種高度勞力密集且高噪音之製造業，因此過度暴露於該環境之勞工其聽力損

失之風險亦相對提昇。本研究之目的旨在探討國內紡織工業噪音環境之嚴重程度、噪音之主要來

源及紡織工業作業勞工之聽力損失狀況。 

 

前言 

根據行政院勞委會勞研所於 83 年進行勞工作業環境安全衛生狀況調查[7]結果顯示，針對

勞工認知聲音很大（噪音問題）為其工作環境中重要的健康危害因子百分比討論，全產業中以礦

業土石採取業(69.2%)、製造業 (31.9%)與營造業(25.7%)分列前三名。其中又以製造業參與勞動

人口數最高 (高達 2,170,599人，約佔全產業勞動人口數之 64%)，顯示其暴露於高噪音作業環境

的勞工相對地較其他產業高出甚多。製造業中又以金屬基本工業 (64.0%)、紡織業(50.9%)與運輸

工具製造修配業(48.3%)排名前三位。男性勞工與女性勞工因於各業參與勞動人口數比例不同，

故各業認知排名亦有差異：男性勞工以金屬基本工業(68.8%)、運輸工具製造修配業(54.0%)、金

屬製品製造業 (52.3%)排前三名，女性勞工以紡織業(49.8%)、金屬基本工業(46.3%)、家具及裝

設品製造業(39.2%)排前三名。此外，亦調查勞工對「需要使用防音防護具」認知情形，由認知

聲音很大排名前三名之業別比較發現，女性勞工認為作業時需要使用防音防護具(46.1%～54.4%)

顯著較男性勞工高(20.3%～34.5%)，但可發現勞工對於高噪音環境下配戴防音防護具之認知與意

願皆不高，探究結果發現配戴不舒適為其主要原因，其次分別為會妨礙工作、雇主沒有提供、雇

主沒有要求等原因（見表一）。不同的工業型態產生不同的噪音特性，對勞工聽力損失的影響程

度亦不同，為能有效針對噪音源進行工程控制與聽力防護，工廠作業環境噪音量、噪音頻率與勞

工暴露劑量的量測與調查實為一重要工作。  

表一 製造業勞工工作環境認知認為聲音很大之前十名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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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50.9  48.3  46.8  44.0  43.8  40.9  40.8  38.1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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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8  46.3  39.2  39.0  32.0  28.0  27.7  27.6  26.5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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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  54.4%  46.1%  -*  19.7%  64.6%  19.6% -  35.0%  9.0%  

 百分比未達 1%者  

 

本文 

為瞭解國內紡織工業作業環境之噪音特性及其主要來源，本研究針對台南地區數家紡織工

廠進行噪音源分析調查與辨識研究。所用儀器為噪音劑量計(QUEST MICRO-15)、噪音計(QUEST 

1800)以及噪音頻譜分析儀(RION NA-27 1/3 Octave Band Real-Time Analyzer)。調查結果整理如表

二、表三及表四。  

表二 紡織工業作業環境主要噪音源及噪音劑量  



 
 
 
 
 
 
 
 
 
 
 
 

     

業 種 高噪音源或加工程序  備 註  

紡織

業  

織布機、初紗機、馬達、併條機、

精紡機  

1. 大部份已自動化，多為穩定性噪音。  

2. 廠房型式為密閉式，故為一反射音場。  

3. 織布機噪音量最高，達 100dBA以上。  

4. 最大值 101.3dBA，平均值 92dBA，中位數

91.2dBA。  

  

表三 紡織工廠主要噪音源之頻譜 

機     器    設    備 中心頻率 

(Hz) 織布機 粗紗機 細紗機 筒子機 

31.5 55.3 60.0 37.3 34.8 

63.0 65.4 55.4 57.3 55.8 

125.0 76.1 67.7 66.4 67.4 

250.0 85.8 78.1 87.4 75.8 

500.0 92.0 82.7 84.4 79.3 

1000.0 97.7 85.6 86.8 82.6 

2000.0 94.9 88.1 85.1 81.7 

4000.0 92.1 75.8 81.6 80.9 

8000.0 88.3 70.6 81.9 77.5 

16000.0 81.6 54.7 70.3 73.5 

dBA 101.3 91.2 92.9 88.2 

 

表四 紡織工廠各主要機器之噪音量 

廠   房 機 器 名 稱 分 貝 值 噪音型態 

噴氣細紗機 92.1 穩定性 紡 

   併條機 1 92.1 穩定性 



 
 
 
 
 
 
 
 
 
 
 
 

     

馬達 93.8 穩定性 

梳棉機 86.0 穩定性 

條帶機 89.4 穩定性 

精梳機 89.5 穩定性 

併條機 2 86.3 穩定性 

粗紗機 91.2 穩定性 

細紗機 1 91.1 穩定性 

細紗機 2 94.9 穩定性 

 

 

紗 

 

 

 

廠 

筒子機 88.2 間歇性 

織布機 1 100.5 穩定性 織布廠 

織布機 2 101.3 穩定性 

  

有鑑於勞工對作業環境中噪音問題的關切，及為保護勞工免於噪音暴露而導致聽力受損，

完整聽力保護計畫的執行實有其必要性。然因聽覺細胞受損過程是漸進、無痛的，且易令人忽略，

故於推行上仍有待雇主與勞工的雙方面的重視與執行。此外，為瞭解國內產業高噪音作業勞工噪

音暴露情形，探究勞工暴露劑量與聽力損失之相關性，瞭解國內勞工暴露噪音環境下聽力損失之

情形，進而協助業界予以控制改善，針對高噪音產業進行研究調查實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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