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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什么？我听不清。”
    ——致敬奋战在噪声环境中的航空人

飞机制造的环节中，有些岗位长期与绕不过的噪声
打交道。“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图片和文字无法传递
出当时的噪声有多大，只有身处其中才能有所感受。

请记住这些为了心中那份航空报国情，于“轰轰烈烈”
中演绎航空人朴实无华敬业故事的他和他们。

聆听机器的声音

在航空工业成都所供电系统试
验室，有几台“元老”级的设备，
最老的已经工作 40 年了，它们是驱
动发电机运转的拖动台。拖动台运
转起来有个特点，随着转速升高噪
声增大，随之而来的冷却油雾也渐
渐升起，可谓“脾气”不小。这样
的老设备，可是所有型号发电机试
验的基本设备，是供电系统试验室
的宝贝。

随着技术发展，发电机转速达
到 近 30000rpm， 加 速 度 1500r/
min/s 以上，这样高的转速对拖动
台每次运转都是严酷的考核。因此，
在设备运行之前，安装发电机的环
节就要特别仔细，为了保证发电机
安装的同心度和垂直度，发电机法
兰盘必须与拖动台安装面完美配合。
安装的时候，千分尺指针在端面和
止口轻轻滑过，每一道的变化，都
牵动着试验人员的心。为了保证安
装精度在 0.05 毫米以内，他们在法
兰盘的周围垫上薄薄的铜皮，然后
用木榔头轻轻敲击法兰盘，拧紧紧
固螺钉再次测试。

待多轮的调试后，安装精度满
足要求，拖动台开始初步运转。这
时候就是考验试验人员听力的时候
了。有经验的师傅拿着一把长柄螺
丝刀，一头抵在发电机安装接口处，
一头凑在耳朵边上，认真仔细地听
着，伴随着拖动台低沉的轰鸣声，
有任何异常噪声，都逃不过师傅的
耳朵。几分钟后，师傅竖起大拇指，
表示可以继续升转速，设备带发电
机开始加速，拖动台发出了巨大的
轰鸣，试验人员更是竖起了耳朵，
捕捉着任何细微的变化，声音过渡
平稳，没有刺耳的杂音，便表示设
备运转正常，一旦声音异常，就马
上停下来检查。十几秒后到达试验
转速，设备跟前的噪声达到一百多
分贝，稳定运行几分钟后，试验人
员才能离开拖动间。

由于拖动台运行起来噪声大，
设备运转大部分时间都是通过视频
监控系统进行监控。但是为了确保
万无一失，听声音这个环节是每次
都不能少的。拖动台运转的噪声，
在试验人员听来是有规律的、有节
奏的，甚至是“美妙”的，熟悉的
雄浑有力的声音让他们觉得这是这
台宝贝发出的健康声波。正是由于
试验人员这样仔细的工作态度，成
都所供电试验室的几套拖动台在带
发电机运转的几十年里，从来没有
发生过事故。                         （张英）

 

你的声音回荡在耳边

航空发动机试车过程从声音来看，可
看作是热力与机械邂逅共谱了一曲“工业
赞歌”。从这个角度来说，试车员是演奏
家，工艺规程是乐谱，而发动机则成了发
出强劲之音的大国重器。这种声音呼啸长
空、响彻大地、令人振奋，但若不注意功
放效果，则对人的听力造成损害。

对于承担中国航发黎阳发动机装配、
试车、服务保障、修理业务的发动机总体
事业部来说，发动机轰鸣的声音时常回荡
在耳边。当置身平坝老区试车台时，试车
间内的声音已成为了损害人听力的噪音。
为了将损害降到最低，车台建设时，墙体
运用了大量隔音材料，使与试车间一墙之
隔的操纵间声音强度降低。同时，通过发
放防护用具，进一步降低了声音的强度，
特别要指出的是，防护耳罩在降低强度的
同时，具有一定的滤波作用，这样操纵间
的工作人员交流时，还是能清楚听到对方
的话语，更加有助于指令的下达和接收，
保证了试车工作的顺利进行。黎阳公司贵
阳新园区，新试车台、大量新型隔音材料
的应用则给了试车员更加舒适的环境开展
工作，降噪也有了很大改善。

当发动机在蓝天呼啸，无数航发人的
报国志也随之飞上天空。不管隔音技术如
何进步，辛苦勤劳的试车员还是要在发动
机“尽情欢唱”时与它完成无数次“亲密
接触”，对人的听力及其他生理机能还是
有一定影响，但“择一事”便要“终一生”，
航发人为了发动机事业耕耘着、贡献着，
也正在克服发动机研发制造过程中噪声等
带来的危害，在本职岗位接续奋斗着，其
实这就是对“动力强军、科技报国”和“国
家利益至上”的诠释。              （黎松涛）

 

“团里的主唱”

液压系统地面综合试验需要大量
的试验设备保障试验的正常进行，其
中大部分设备都会产生噪声，频率从
低到高，声音有小有大，就像一个合
唱团，特别是模拟飞机发动机附件机
匣带动液压泵的驱动系统，可以说是

“团里的主唱”。经测试试验台运转时
的噪声已达到 90 分贝，加之试验室
所在的空旷厂房会放大噪声影响，传
统的耳罩等简单防护措施已不足以让
试验人员免遭噪声影响。

为了降低噪声对试验人员的影
响，航空工业成都所液压试验室采
用“主动防护、技术防噪、定期评估”
的措施 ：在试验厂房设计之初就考虑
了降噪隔离等措施，所有包含大功率、
高噪声设备运行场所墙面均有吸音材
料，地沟盖板也有橡胶密封条隔离噪
音 ；试验台运用远程监控和操作的技
术手段使人员尽可能远离噪声源，比
如通过远程获取电机转速、扭矩、电
流等指标进行综合诊断来代替过去需
现场利用人耳听音判断试验台是否异
常的方法 ；每年通过职工职业病体检
结果，来评估现有防护隔离措施是否
有效，并及时对防护手段进行更新换
代。通过上述措施并举，最大程度上
保证员工的身心健康。

              （王绪辉）

小耳塞隔绝大噪声

走进航空工业昌飞钣金厂，偌大
的厂房内工人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
忙碌着。钣金厂主要承担飞机钣金件、
冲压件制造、航空标准件制造、有色
金属热处理、低熔合金模具等工艺装
备制造工作。

在钣金工段、蒙皮工段、冲压工
段和下料工段，叮叮当当的工作现场
噪音非常大，想要问个问题或是找个
人，需要扯着脖子喊，真是“讲话基
本靠吼”。为了做好一线职工的安全防
护工作，公司技安环保部为每名职工
发放了防噪声耳塞，可以有效降低工
作现场 20~30 分贝的噪声。车间领导
和技安员不定时在现场巡查，监督职
工佩戴防噪声耳塞的情况。

为了保护职工的身心健康，航空
工业昌飞针对生产噪声进行相应的处
理措施，如在建造厂房时，针对机械
加工、铆接作业、钣金加工专业做好
厂房隔音，安装隔声门窗 ；对空压机、
风机、水泵做好减振基础，安装消音器，
配备噪声防治间。                   （李蓉）
　

近在眼前，我却要对你吼

吕蒙试飞站是航空工业直升机所试
飞技术室小伙伴们最熟悉的地方。工作
性质的原因，我们早八晚五都要来这里
开展直升机试飞工作。声音是陪伴我们
最多的东西，当然也对身体有一定的危
害。试飞站里不断有直升机进行地面开
车调整试飞、飞行起 / 降落，而我们就
在离岛位十余米的机库里工作。直升机
发动机的轰鸣、桨叶旋转的振动声随着
打开的机库大门传入工作区，我们就处
在这个回声加强的空间内。噪声大的时
候感觉整个人都在抖，真是应了那句“通
讯完全靠吼”，还得在别人耳朵边上吼。
如此噪声早已使多位同事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听力损伤。为了加强防护，单位配
发了睡眠隔音耳塞。可有时说话还要摘
下来，因为带了耳塞噪声是小了，可是
和同事说话就听不见了。        （孙泽权）

当你走进锻造厂房

在产品加工中，有些产品零件需要
高超的锻造质量才能保障产品性能。凡
是来到航空工业沈飞锻造厂房的人们，
感受最深的都是“咣当，咣当”的噪声，
让外来者不敢靠近锻造设备，因为当设
备运转时，发出的噪声会让心脏受不了。
可是，就有这么一群人，每天的工作都
是和这些锻造设备打交道，他们就是沈
飞公司锻造厂的员工。

锻造是指利用锻锤、压力机对金属
坯料施加压力，使其产生塑性变形以获
得具有一定机械性能、一定形状尺寸的
加工方法。锻造设备运行过程中，会产
生低频率噪声的振动，与消防车的警报
声水平相当。长期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下
工作，会对听力神经系统造成损伤，沈
飞公司锻造厂为保障人员的健康，为员
工配发了防噪声耳塞，同时，给锻造一
线员工建立专门的职工健康档案，每年
除正常体检外组织专门的听力检测，持
续监测员工健康状态。员工们虽然每天
都和噪声打交道，但完善的防护措施，
减少了噪声对员工的伤害，让员工专注
锻造加工，保障航空产品质量。

（殷旷华  孙鹏）
 

闹于外，静与心

“哒哒哒”的铆枪声和风转设备的尖
叫声不绝于耳，这是航空工业沈飞部装
厂的生产现场，每个操作员工都在自己
的岗位上“安静”地工作着，别人说什么，
操作员都很难听到，因为设备噪声覆盖
了整个生产现场，现场交流大家要提高
嗓门喊着说。

近年来，沈飞公司的科研生产任务
十分繁重，为了保障科研生产任务的顺
利完成，沈飞公司部装厂的员工开足马
力，加班加点奋战在科研生产一线。在
部装厂生产现场，员工们有的在飞机下
面操作，有的在飞机上面操作，还有的
员工钻进飞机仓内操作。他们在嘈杂的
生产现场，屏神静气，专注地加工每一
道工序，他们克服困难，高标准、高质
量地完成了航空产品的制造任务。（张可）

与噪声为伴的
“大嗓门”们

在航空工业试飞中心的科研一
线有这样一个职业常年与噪音为伴，
甚至追逐噪音，通过噪音的细微变
化来判断飞机、航空发动机状态，
放飞新机。在这样的岗位上，一批
又一批试飞机务保障人员几十年如
一日的奋战其中。

走进试飞机务保障人员，黝黑
强壮的身体和特有的大嗓门成为他
们的“身份特征”。在日常的飞行试
验过程中每一个架次的试飞都离不
开试飞机务保障人员。每一架飞机
都有一个试飞机组进行放飞前飞行
检查，在一系列上百项专业检查后，
发动机开车检查是重中之重。

一名试飞机械师协助试飞员登
机后，开始复查电门开关，并启动
发动机。启动后的发动机瞬时音量
达 80~90 分贝，期间其他试飞机组
人员按工作要求需分散站在飞机周
边 2~5 米范围内共同判断飞机发动
机和其他部位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同时机组还有一名专门的观察员，被
要求站在发动机尾喷口 15~20 米的
位置，通过发动机加力情况和喷口
打开情况判断发动机状态是否正常。
在发动机的轰鸣声里，机组人员只
能通过特定的工作手势和近距离的
喊声下达各类任务命令。这样的工
作平均每天都要进行 3~4 次，大家
的防护措施是一对耳塞，至于防护
效果在这里是被充分弱化的。

试飞机务保障人员还有一项工
作是发动机地面试车试验的保障工
作。特别是某些发动机安装加力装
置后，发动机地面开车音量达到 130
分贝以上。此时的试飞机械师配合
发动机课题人员，被要求在距离发
动机一米以内进行检查，判断发动
机各种管路的密封性，还需要通过
触摸发动机，通过发动机的频率变
化来判断发动机状态是否正常。防
护措施在这里更是不被允许的。

提到噪声是否难以忍受，一位
在科研一线奋战了 30 多年的机务保
障人员牛雪林笑着摇头 ：“习惯了就
好，我们中那些牛人在办公室就能
听出天上飞的是哪一款发动机，能
从细微之处听出发动机的微小问题。
当然大家在办公室有时也用耳塞让
耳朵暂缓放松一会，一旦工作就没
有人计较这些了。” 

与噪声为伴，放飞新机。试飞
机务保障人员仅仅是其中一个团队，
在航空工业试飞中心这样的岗位比
比皆是，发动机课题人员更是在夜
间进行发动机地面试车振响夜空。
航空报国精神在这里熠熠生辉。

（贺丽） 

高分贝下的铆工师傅
在多数人眼中，选择干“铆工”就等于选择

了苦和累。在航空工业陕飞，提起“噪声最大”
的工种，大家异口同声地会说起部件厂的铆工。
高分贝的噪声、浑浊的空气，让人不舒服的工作
姿势……这就是一个铆工的日常。

“十个铆工九个聋”、“铆工的腰椎、颈椎都
是病……”这些大家口中的俗语，让人对铆工工
种望而生畏。在陕飞，这样的铆工就有八九百人。
每天，连续快速的高分贝铆枪声在耳边不时响起，
铆工与一块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金属块打着交
道，识图、制图、按图放样、下料、铆装，巨大
的“哒哒哒”声音中，他们或坐、或趴、或蹲着……
长期以往，听力下降、腰椎突出、颈椎增生伴随
而来。因工种的特殊性，这种高噪声的伤害无法
完全消除，为减少危害，除每月发放保健费外，
陕飞公司还会按年发放耳塞、护目镜、防尘口罩
及特殊铆接时所需的防毒面具，定时安排他们进
行体检，最大程度地减少、降低噪声对职工的身
体危害。

对于这种常人难以长期忍受的噪声危害，陕
飞部件厂的铆工们却显得极为淡然 ：“干了铆工，
就得吃得了铆工的苦，听习惯了铆枪声，干起活
儿来没了这嗒嗒声，还总觉得落了啥活儿没干
完。”                                                         （李磊）

轰鸣声中的八十小时

“嗡嗡嗡————”80 小时，约 120 分贝，
持续不断地嗡鸣声中，航空工业郑飞实验室
工作人员坚守的身影穿梭其中。某产品正在
进行振动耐久试验，已验证其在经受振动环
境试验后，仍能正常工作。此次试验采用多
点输入控制，振动方向为垂向和侧向，试验
时间为每轴向 40 小时。在试验过程中，工作
人员需要每隔半小时进行一次投放线路检查，
并进行全程监控和记录，面对这种高强度的
噪声污染，大家通过佩戴耳罩、安装隔音门
和隔音窗等手段，尽可能减少噪声带来的影
响，保证了工作正常有序地进行。

      （蔡璐）

同噪声为伍   与汗水为伴
航空工业庆安机械环境室是一所

集振动、冲击、三综合试验为一体的
综合性环境实验室，主要承担着公司
所有产品以及相关单位的机械环境试
验任务。振动、冲击试验是评价装备
在预期使用环境中适应性和可靠性的
验证试验，通过试验夹具将振动台的
激励传递给试件，往往伴随着不同频
段的噪声。“隆隆隆”的低频试验振聋
发聩，“吱吱吱”的高频振动尖锐刺耳。
有些试验周期长达上千小时，由于环
境室人员少，任务多，噪声大，周期长，
在轰鸣嘈杂的环境里挥汗如雨是试验
员的常态，每一项试验任务都是对他
们毅力和耐力的双重考验。为了积极
响应公司“提速增效”的号召，大家
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不断地摸索、
学习，搭建可视化管理平台解决噪音
大、人手不足的问题。振动间发展至今，
已基本实现全面可视化管理，通过中
控设备远程操控多台振动、冲击试验
设备，配合静音耳塞、护耳器、隔音
墙面等降噪措施能够很大程度地缓解
噪音对试验人员的危害，营造了一个
安全、高效的试验环境。                                          

庆安公司 2 厂的恒温加工间里，
有几台涉及精密磨削的坐标磨设备，
这几台设备也是庆安公司 2 厂制造加
工中的设备瓶颈。由于该坐标磨设备
刀头砂轮不是通过电机驱动，而是通
过高压空气驱动刀头砂轮进行高速旋
转，带来高频率噪声，给人的感觉更
加刺耳一些。在数控磨上加工的零件
产品相对公差与尺寸都比较严格，磨
削尺寸余量较小，工人师傅在加工零
件过程中必须通过砂轮磨削的声音来
判断砂轮进给量的大小，以保证产品
加工的尺寸达到合格的标准。在对刀
和进给量满足加工参数时，师傅们会
关闭设备保护罩，减少噪声与粉尘对
操作者的影响。

在航空工业制造过程中，还有很
多场所与岗位的工作绕不开噪声的影
响，有时在精密加工时也要通过“听”
来了解判断产品的加工状态，操作者
也就在对刀与磨削过程中了解加工状
况，不可避免会受到噪声的影响。噪
声虽然刺耳，但背后是航空人的坚守
与付出。

（陈逸凡  朱峰松） 

专注于每一枪的精准
钻孔和铆接是飞机装配的典型工

序，一架飞机上有几万乃至几十万个装
配孔，其直接关系到装配质量和飞机寿
命。而压铆过程中薄板的振动响应是一
个在大幅值短时间冲击力作用下的瞬态
响应过程。在此过程中存在着铆枪在冷
气驱动下的工作噪声、铆接头与铆钉之
间的锤击声以及铆接头激励的结构件振
动辐射噪声等。

据统计，在铆接工人的工作岗位上，
噪声级会达到 124 分贝以上，在距离
铆接作业地点约 10 米处的地方噪声仍
能达到 100 多分贝。在没有任何防护
措施的情况下，噪声将会对工作人员的
听力系统造成损伤，影响装配质量和工
作效率。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航空工业洪都
在给铆接工人配备防护的耳塞、耳罩的
同时也在积极推进自动化铆接技术，在
解放人力，减少噪声对人体伤害的同时，
自动钻孔铆接不仅可以避免人工制孔存
在一致性差、效率较低等问题，且可大
大提高飞机的装配质量。

（李慧　张送萍）
 

最“热闹”的试验室

在各类防护救生装备研制生产过
程中，为了验证其能否在飞机所处的恶
劣振动条件下正常工作从而挽救飞行
员生命，需对其进行振动试验以验证其
性能，即使用振动台模拟飞机振动环
境，对装备施加宽频段、高量值、长时
间的振动量值。航空工业航宇试验部综
合试验技术研究室作为振动试验承试
部门，承担着航宇几乎全部振动试验任
务，被称为全公司最“热闹”的试验室。
研究室多台设备同时运行时发出的噪
音频段可覆盖几赫兹至几千赫、最高声
压级可达 140 ～ 150 分贝，远远超出
普通噪声的范畴，哪怕是世界上最知名
的高音歌唱家，在这里也只能靠手势沟
通交流。

墙面安装隔音材料、门窗多层设
计、采用消声措施、佩戴耳塞、耳罩
等防护工具，即使层层防护，耳朵里
仍有回响的嗡嗡声。在这样的环境下，
试验人员完成了多项产品的科研任务。
2018 年统计数据显示试验台月平均开
机时间近 300 小时。

                             （龚军丽） 

专注研究，
不畏噪声汇聚

中国航发航材院透明件研究所是我
国专门从事航空透明件研制生产的专业
化科研机构。航空透明件的研制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工程，图中所示的透明件数
控加工是采用五轴加工中心进行透明件
边缘连接结构尺寸铣削的过程。因透明
件原材料多为有机玻璃等非金属材料，
加工过程中，采用压缩空气进行冷却，
材料去除产生的噪声与压缩空气冷却产
生的噪声汇聚，日常可达到 80 分贝，峰
值最高约 90 分贝。另加工时产生的部
分切屑为细小颗粒状，飘浮在空中，容
易被现场人员吸附。为了消除噪声和粉
尘对操作人员造成的影响，现场每名员
工都要做好配备耳塞、耳罩和口罩等防
护措施。航材院制定了详细的标准作业
防护方案，根据现场评估结果和近年来
员工体检报告结果，劳动防护效果显著，
员工的健康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徐飞飞   张文冬）
 

如果你说话我没回应，
请别见怪

40 余台设备高速运转，航空工业导
弹院专业工程研究所环境试验室里异常
嘈杂，同事们之间说话基本靠吼。据有
关测算，上下班高峰时段马路上最热闹
路段的声音分贝指数是 60，而这里的音
量远远超越了人声鼎沸与车水马龙，已
经达到 85 分贝。哪怕带着防护耳罩站在
操作间，耳膜也被震得嗡嗡作响。他们
在这样的环境下，仅 7 月份的后半月就
完成了数百台产品的试验，200 余人次
加班近千小时。

“如果你说话时我们没回应，请别见
怪，每天在强噪声环境中工作，我们耳
朵背、嗓门大，生活没规律，一天下来
筋疲力尽。”可是就算工作再辛苦，就算
知道长期工作在噪声中会给他们带来听
力和身体的损伤，他们还是说 ：“我们愿
意用最佳状态迎接每一次试验，保证每
一次试验顺利完成，为导弹院任务的完
成添砖加瓦。”                    （李璇  陈松） 

看似轻松的他们，工作时要忍受发动机的
轰鸣声和桨叶旋转的振动声。

试飞中心机务保障人员（上）和通飞公
司机务保障人员（下），他们在不同城
市倾听不同飞机的声音，保障飞机每一
次的安全起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