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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主体工种体力劳动强度分级的调查研究

中华造船厂卫生处职业病防治科 ( 2 0 0 0 9 )0

庄惠民 吕成园 陆爱珍 李 洁 陈 安

为了摸清造船工业系统劳动强度和劳 动 组 织 形

式
,

建立和健全合理的劳动保护措施和劳动 作 业 制

度
,

进一步深入开展造船工效学研究
,

并为造船工业

推行岗位技能工资制提供科学依据
,

对本厂造船主体

工种进行了劳动强度分级调查
。

1 润查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选 自造船生产的18 个主体 工 种 (船

体制造装配工
、

焊工
、

起重吊装工
、

船舶 管 系 工
、

钳工等 ) 32 个岗位
,

共 1 88 人
,

均为男性
。

受试 者 要

求身体健康
,

操作标准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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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种受试人 石少 于 6 人
,

连

续跟踪测试 3 天
。

每种操作不少于 6 个采气样
,

采用

Y A 一
l 型肺通气量仪测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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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调查指标 按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 ( G B 3 8 6 9

一 83 )所确定的测定方法
,

在测定过程中确定劳动 时

间率
、

平均能里代谢率
、

劳动强度指数
、

劳动强度分

级
。

2 结. 与分析

2
.

1 各岗位工种劳动强度分级测定 见表 1
。

裹 1 各工种体力劳动强度级别分布

工种 级别 岗位数 劳劝 时间 嗽 ( % ) 能量 代谢率 ( k c习 /m i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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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劳动时间率 段
,

见表 2
。

劳动时间率大多分布在70 一 90 % 之间
,

劳动时间率是劳动强度大小的影响因素之
,

是 且大多分布在80 % 组段上
,

平均劳动时间为 3 86
.

89 分

评价劳动组织形式和作业制度及劳动定员的较理 想的 钟 (相当于 6
.

45 小时 )
,

不超过我国 8 小时工作劳动

指标
。

本文把盆个调查工种的劳动时 间率分成 , 个组 时间为 40 0分钟的卫生限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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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2各工种劳动时间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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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均能量代谢率

平均能量代谢率是反映劳动强度大小的 重 要 指

标
,

将其划分出 5 个组段
,

分析见表 3
。

其平均能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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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限度
。

表 3 各工种平均能量代谢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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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动强度分级结果

本文调查的 18 个工种
,

32 个岗位的主体工种体力

劳动强度
,

I 级劳动强度工种只占调查工种的6
。

25 %
,

I 级占 4 0
.

6 3%
,

I 级占`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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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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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级劳动强度的平均劳动时间率为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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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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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船体内场风割工劳动强度较低
,

而船舶起重 (脚

手架工 ) 体力劳动强度最高
。

2
.

5 造船主体工种体力劳动强度分级与国家产 业 系

统调查结果的比较 见表 4
。

衰 4 不同产业系统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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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4 中可见
,

造船主体工种体力劳动强度 I级
、

I 级工种所占的比例均比文献报告要高得多
,

而W级

工种所占比例高于国家产业系统
,

与冶金行业的行业

调查结果基本接近
。

3 给论

3
。

1 造船主体工种的体力劳动强度属于重强度劳动
,

其中造船起重
、

协钩
、

脚手架工种更为突出
。

这部分

工种的体力负荷过重
,

超过了卫生限度
,

应予以逐步

改善
。

3
.

2 要重视改善与劳动强度相关的劳动环境间题
。

造

船是 个技术密集型行业
,

工作复杂
,

立体交叉多变
,

环境差
,

粉尘毒物危害严重
,

温度
、

噪声商
,

苦
、

脏
、

累工种多
,

而机械化程度相对较低
。

如船体焊工虽属

中等劳动强度
,

但因工作精神高度紧张
,

且又受舱室

粉尘和毒物双重因素的影响
,

以及因弯腰
、

曲钾等静

态体位
,

造成的全身骨骼肌疲劳
,

更有甚于重体力劳

动
。

因此要通过劳动组织制度的改善
,

结合船舶生产

实际情况
,

加强劳动卫生环境治理
,

提高机械化劳动

效率来调节劳动负荷的大小
,

使之趋于合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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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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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姐调查 的还有黄理中
、

裴洪祥
、

程捷及劳资处定 . 科 全体

同志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