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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射击运动员枪噪声听觉防护意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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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背景：射击运动的高噪音训练环境对运动员听力健康存在潜在影响，提高射击运动员

听力防护意识对保护运动员听力具有重要意义。目的：本研究旨在了解射击运动员枪

噪声暴露及听力损失的基本情况，探讨射击运动员对枪噪声影响的防护态度和意识，

并进行分析与评价，为枪噪声的防治和保护运动员听觉健康提供理论指导。方法：在

2023年1月至7月期间，通过对湖北省射击队的跟踪调查，筛选出42名符合条件的射击

队运动员作为此次研究对象。通过填写调查问卷及进行纯音测听实验，使用校准后的

BD-Ⅱ-116型听觉实验仪器在噪声<30dB的房间内对运动员进行双耳气导纯音检测，

评估运动员的语频听力损失情况（>20dB）和高频听力损失情况（>20dB），并研究

防护意识与运动员听觉特征的相关性。结果：（1）运动员听觉防护意识的大小与训

练年限（χ2=5.839，p =0.016）和枪支类型（χ2=8.145，p =0.004）有关，训练年限

长和口径类枪种的运动员听力防护意识较高；有耳鸣情况发生的射击运动员听力防护

意识比无耳鸣情况运动员高（χ2=7.0，p =0.008）；（2）射击运动员噪声暴露与对噪

声的认知之间存在较好的一致性，运动员对枪噪声的主观判断与听觉防护意识之间亦

呈正相关（R =0.403，p =0.008），对枪噪声的认知和听觉防护意识之间呈正向相关性

（R =0.402，p =0.008）；（3）与其他因素（如发生噪声性听力损失的风险）相比，

教练员的提醒和监督在运动员坚持使用听力保护设备方面发挥着较为关键的作用。结

论：尽管大多数运动员对射击的枪噪声具有一定的认知和防范意识，但这种保护意识

多停留在认知层面，没有很好地落实到行动当中，教练及相关人员应加强对射击运动

员的噪声防护和听觉健康宣教工作，提高其听觉防护意识，做好运动员训练中佩戴听

力防护设备的监督，以保护运动员听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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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Awareness of Auditory Protection against Gun Noise in Shooting 
Athletes in Hubei Province

SUN Yu-quan，MEI Hui-xian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high noise training environment in shooting sports poses a potential threat to athletes' 

hearing health, and raising the awareness of hearing protection among shooting athlete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protecting their hearing.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situation of gun noise exposure and hearing loss among 

shooting athletes, to explore their attitudes and awareness towards the impact of gun noise and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m,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protection of shooting athletes' audi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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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 2023 年 1 月至 7 月期间，在湖北省体育局射击训

练中心筛选出 42 名符合条件的射击运动员作为此次研究

的对象，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纯音测听实验。研究对象

的纳入标准包括：（1）近 6 个月内均正常参加射击训练

且有意愿参与此次实验；（2）半年内听力没有受过除训

练外的高强度噪音影响；（3）没有遗传性耳病、听力损

失家族遗传史、服用耳毒性药物或耳部感染等情况。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分析

变量 分组 人数 构成比（%）

性别
男生 24 57.1

女生 18 42.9

年龄
≥ 18 岁 15 35.7

<18 岁 27 64.3

1.2  研究方法

1）问卷调查

本次研究对每位参与纯音听阈检测实验的受试人员，在

实验前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分为三部分，主要包括：（1）人

口学特征（性别、年龄、训练年限、枪种类型）；（2）听 

health. Methods: Between January and July 2023, by tracking the shooting team of Hubei Province, 42 qualified 

Hubei Province shooting team athletes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questionnaires were filled in and 

pure tone audiometry tests were conducted. The BD-Ⅱ-116 type of auditory experiment instrument, which had 

been adjusted and calibrated, was used to conduct bilateral air conduction pure tone detection of the athletes in a  

noise <30dB room to judge the athletes' speech frequency hearing loss (>20dB) and high frequency hearing loss 

(>20dB).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rotective awareness and the athlete's auditory characteristics was studied. Results:  

(1) The size of the athlete's hearing protection awareness is related to the training year (χ2=5.839, p=0.016) and 

gun type (χ2=8.145, p=0.004), and the athletes with longer training years and caliber gun types have higher hearing 

protection awareness. The hearing protection awareness of shooting athletes with ear ringing is higher than that of 

athletes without ear ringing (χ2=7.0, p=0.008). (2) There is a good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exposure to gunshot 

noise and the cognition of noise among shooting athletes. The subjective judgment of gun noise by athlete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ir awareness of auditory protection (R=0.403, p=0.008), and the cognition of gun noise 

and awareness of auditory protection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R=0.402, p=0.008). (3) Compared with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risk of noise-induced hearing loss), the reminder and supervision of coaches play a more critical role in 

athletes' persistence in using hearing protection devices. Conclusion: Although most athletes have certain cognition 

and awareness of gun noise in shooting, this protective awareness only stays at the cognitive level and has not been 

well implemented in practice. Coaches and relevant personnel should strengthen noise protection and hearing health 

education for shooting athletes,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auditory protection, and supervise them to wear hearing 

protection measures during training to protect their hearing health.

Key words: Shooting athletes; Gun noise; Hearing; Consciousness of protection

噪声性听力损失（NIHL）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公共

卫生问题。早在 1997 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就将发展中国家的 NIHL 确定为听

力损伤的一个日益增加的风险因素［1］。听力损失的危害

波及全人群，会对生活的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它不仅阻

碍儿童的言语和认知发育，影响青中年的学习、就业、

生活和社会融合，也导致老年人情绪压抑、沟通和认知

障碍，进而带来事故、生产力下降和社会孤立等一系列

问题。尽管噪音暴露的主要影响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已为人所知，但截至目前，噪音暴露的预防和治理工作

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难题［2］。高强度和短瞬时的枪噪

声作为射击项目的一大特点，对运动员听力健康构成了

挑战。由于射击运动员每天训练时长超过五小时，巨大

的枪噪声以及场馆内的回音对运动员的听力造成一定伤

害。尽管存在一些关于噪音对运动项目影响的研究，但

是针对射击运动员这一独特群体的研究鲜有报道。本文

旨在通过了解射击运动员对枪噪声的认识和对枪噪声防

护意识的不同情况，对不同特征的射击运动员听觉防护

意识进行分析，探讨影响运动员听觉防护意识的主要因

素，并分析各类因素与听觉防护意识之间的关联性，为

枪噪声的防治和保护运动员听觉健康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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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关症状（耳鸣、耳闷、耳痛情况等）；（3）自我主

观感受和做法（训练噪音自我感知、训练噪音对听力的

影响、对待听力防护意识、训练佩戴听觉防护情况等）。

2）纯音测听

采用纯音听阈测试法，通过被测试者的主观判断来

了解其双耳纯音听阈值。在噪声 <30dB 的房间内，使用

BD-Ⅱ-116 型听觉实验仪器进行双耳气导纯音检测，分别

测试受试者在 0.128、0.256、0.512、1.000、2.000、3.000、

4.000、6.000、8.000 千赫兹（kHz）共计 9 个频率下的听

阈值。测试时，先从1.000kHz的30 dB开始，采用“渐增法”

来确定该频率的听阈值，随后测试2.000、3.000、4.000、

6.000、8.000kHz；最后测试 0.128、0.256、0.512kHz。

3）数理统计法

通过 EpiData 3.1 软件建立数据库记录运动员不同

频率的听觉阈值和调查问卷的调查结果。利用 SPSS 

Statistics 2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统计表进行描述，

计量资料用 Mean±SD 表示，运用卡方检验、Pearson 相

关分析等统计学方法进行分析，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1.3  判断标准

根据临床听力学的划分标准：0.128kHz、0.256kHz、

0.512kHz 频段的平均值定义为低频听阈，1kHz、2kHz 频

段的平均值为中频听阈，3kHz、4kHz、6kHz、8kHz 频段

的平均值为高频听阈。听力损失的判断标准参照 WHO-

2021 最新标准来执行：以 20dB 作为是否患有听力损失

的判别标准，听力较好一侧耳的低频、中频和高频听阈

>20dB 为听力损失，≤ 20dB 为听力正常，20 ～ 34dB 为

轻度听力损失，35 ～ 49dB 为中度听力损失，50 ～ 64

为中重度听力损失，65 ～ 79dB 为重度听力损失，

80 ～ 94dB 为极重度听力损失。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问卷结果分析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 42 份，回收问卷 42 份，有

效问卷 42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42 名射击运动员的

平均年龄为（17.57±3.01）岁；平均训练年限为（4.7±2.76）

年；男性 24 人（57.1%），女性 18 人（42.9%）；口径

类射击运动员 22 人（52.4%），气枪类射击运动员 20 人

（47.6%）；近期有耳鸣情况的有 28 人（66.7%）。

枪噪声自我感觉方面：感觉训练枪噪音特别大的有

9人（21.4%），感觉训练枪噪音较大的有30人（71.4%），

感觉训练枪噪音较小的有 3 人（7.1%）。关于训练枪噪

音对听力影响的认知：认为训练枪噪音对听力健康有特

别大影响的有 4 人（9.5%），认为训练枪噪音对听力健

康有影响但不多的有 32 人（76.2%），认为训练枪噪音

对听力健康完全没有影响的有 6 人（14.3%）。

听力防护意识方面：认为训练时听力防护有必要的

有 18 人（42.9%），认为训练时听力防护必要性不大的

有 21 人（50%），认为训练时听力防护完全没有必要的

有 3 人（7.1%）。在佩戴听力防护方面：训练时每次都

佩戴听力防护的有 13 人（31.0%），多数情况下佩戴听

力防护的有 10 人（23.8%），没有佩戴听力防护习惯的

有 19 人（45.2%）。

2.2  不同人口学特征射击运动员听觉防护意识比较

在所调查的 42 名运动员中，性别方面，男性运动员

中有 8 人防护意识较强，占男性总数的 33.3%，女性运

动员中有 10 人防护意识较强，占女性总数的 55.6%；年

龄方面，小于 18 岁的运动员中有 9 人防护意识较强，占

比56.3%，18岁及以上的运动员中有9人防护意识较强，

占比 34.6%；训练年限方面，小于等于 4 年的运动员防

护意识较强的有 6 人，占比 26.1%，训练年限超过 4 年

的运动员防护意识较强的有 12 人，占比 63.2%；枪支类

型方面，口径类射击运动员防护意识较强的有 14 人，占

比 63.6%，气枪类射击运动员防护意识较强的有 4 人，

占比 20%。

不同性别、年龄运动员听觉防护意识进行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年限超过 4 年的运动

员听觉防护意识比训练年限小于等于 4 年的运动员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口径类射击运动员听觉

防护意识比气枪类射击运动员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见表 2）。

表 2  不同特征射击运动员听力防护意识情况比较 {n（%）}

分类 防护意识强人数（比率） χ2 值 p 值

性别
男生 8（33.3）

2.074 0.15
女生 10（55.6）

年龄
<18 岁 9（56.3）

1.893 0.169
≥ 18 岁 9（34.6）

训练年限
≤ 4 年 6（26.1）

5.839 0.016*

>4 年 12（63.2）

枪支类型
口径类 14 (63.6)

8.145 0.004**

气枪类 4 (20.0)

2.3  不同耳鸣情况射击运动员听觉防护意识比较

在 42 名射击运动员中，有耳鸣情况的运动员中有 16

人听觉防护意识较强，占比 57.1%，无耳鸣情况的运动

员中有 2 人听觉防护意识较强，占比 14.3%。不同耳鸣

情况的射击运动员听力防护意识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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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p<0.01）（见表 3）。

表 3  不同耳鸣情况射击运动员听力防护意识情况比较 

{n（%）}

项目 防护意识强人数（比率） χ2 值 p 值

耳鸣情况
有耳鸣 16（57.1）

7.0 0.008**

无耳鸣 2（14.3）

2.4  不同听力损失运动员听觉防护意识比较

本次射击运动员听力损失检出率为 57.1%，患低频

听力损失的射击运动员有 20 人，其中有 9 人防护意识

较强，占比 45.0%；高频听力损失运动员有 19 人，其中

有 11 人防护意识较强，占比 57.9%。不同频段的听力

损失与听力防护意识之间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表 4  是否患听力损失射击运动员听力防护意识情况比较 

{n（%）}

听力损失 防护意识强人数（比率） χ2 值 p 值

低频
有损失 9（45.0）

0.072 0.789
无损失 9（40.9）

高频
有损失 11（57.9）

3.204 0.073
无损失 7（30.4）

2.5  听觉防护意识的相关性分析

由表 5 可知，射击运动员听觉防护意识和运动员对

枪噪声分贝大小的主观判断和对枪噪音影响的认知之间

呈正相关，即自我感觉训练暴露噪音大的运动员听力防

范意识更高。射击运动员听觉防护意识与防护设备佩戴

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p>0.05）。

表 5  听觉防护意识的相关性分析

听觉防护意识

相关系数 p 值

枪噪声主观判断 0.403 0.008**

枪噪音影响认知 0.402 0.008**

防护设备佩戴 -0.245 0.118

3  研究结果
本研究发现，性别和年龄不是影响射击运动员听力

防护意识的关键因素。运动员听力防护意识的大小与其

训练年限和使用的枪支类型密切相关，训练年限长及使

用口径类枪种的射击运动员听觉防护意识更高。此外，

射击运动员听觉防护意识与他们对枪噪声的主观判断和

认知之间存在相关性。尽管大多数射击运动员对枪噪声

具有一定的认知和防范意识，但这种保护意识仅停留在

认知层面，没有很好地落实到行动当中去。部分运动员

在进行训练时依然没有佩戴防护设备的习惯，教练员的

提醒和监督在运动员坚持使用听力保护设备方面发挥着

较为关键的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射击运动员在进行训练时对枪噪声分

贝大小的自我认知存在个体差异。相关研究也指出，不

同个体对同一种噪声的敏感度差异很大［3］，但具体的机

制尚不明确。对枪噪声的相对响度判断不准确可能极易

导致错误的决策，加上枪声的信号持续时间很短，这往

往会导致射击运动员低估枪噪声对听觉能力的潜在影响，

并误认为它是无害的。因此，在进行日常射击训练时，

不鼓励运动员依赖主观判断听觉风险，而应在进行任何

射击训练时都应使用听力保护装置。

多项研究表明，公众对噪声性听力损失的认知普遍

较低。Crandell 等人［4］在研究中发现，有 72% 的受访者

报告说，虽然他们知道暴露在嘈杂的噪音中有危险，但

他们在嘈杂的噪音中从未佩戴听力保护。尽管大多数的

射击运动员都能意识到听觉健康对自身的重要性，但在

进行射击训练时的听力保护措施却较为不足，部分运动

员在进行射击训练时并没有佩戴防护耳罩的习惯，只有

在训练人数较多、训练强度大、听觉不适或出现耳鸣时

才会有意识地主动使用听力保护装置。通过访谈了解到，

运动员训练时佩戴听觉防护设备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教练

员在训练过程中的提醒和监督，教练员的提醒监督与情

境意识（训练时枪噪声大小）在持续使用听力保护设备

方面发挥了显著效果。

Williams 等人［5］认为，人们对噪声危害的认知能力

与听力损失的发生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应积极提高

职业噪声人群对噪声危害的认知。段丹萍等人［6］的研究

指出，通过健康教育提升工人对噪声防护用品知识的知

晓率和理解程度，能有效提高工人在工作中全程佩戴噪

声防护用品行为的比例，有效地预防听力损失的发生。

丘晓玲、周郁潮等人［7，8］认为，劳动者对噪声的知、信、

行可影响其防护意识和听力水平，但国内外尚缺乏知、信、

行相应的量表和问卷。根据积极心理学相关理论，较高

的噪声危害认知和听力保护意识属于积极的心理暗示，

劳动者在感知作业环境后形成稳定的信念态度，从而更

乐意采取听力保护行为，减少听力损失的发生［9-11］。王

舒宇等人［12］也认为，良好的噪声危害认知和听力保护

意识有助于促进噪声作业人员的听力保护行为，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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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性听力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运动员听觉防护意识与对噪声认知紧密

相关。应积极开展健康教育工作，提高射击运动员听力

保护的知、信、行，增强运动员听觉防护意识，有效预

防噪声性听力损失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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