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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特有工种体力劳动强度调查

北京铁路局体力劳动强度调查组 ( 1 0 0 0 3 8 ) 李 理 (执 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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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力劳动强度是岗位评价的主要指标之一
,

正确

区分体力劳动强度的差别
,

为实行结构工资提供科学

依据是非常重要的
。

社会上的工种岗位有其共性和个

性两个方面
,

铁路是以运榆为主
,

除有共性外
,

其个

性较突出
。

铁路系统的工种岗位大约 600 多个
,

其中

铁路特有工种岗位 3 00 多个
,

主要是以体力 劳 动与技

术相结合的技术工人
,

不同的岗位在体力劳动和技术

上有所侧重
,

为丁配合工资改革
,

加强劳动保护的科

学管理
,

改善劳动条件
,

建立合理的卫生制度
,

我们

对铁路特有工种岗位进行休力劳动强度调查
。

l 对象与方法

1
.

1 对象 选择铁路特有工种
,

车辆钳工
、

内然钳工
、

制动钳工
、

制检钳工
、

验瓦工
、

电机钳工
、

检查工
、

养路

工
、

线路测量工及装卸工共 10 个工种 18 个岗位
。

共 54

人
,

皆为男性
,

平均年龄 3 1岁 ( 20 ~ 42 岁 )
,

平均身高

1 6 7
.

8
cm ( 1 5 6~ 1 8 0

.

5
nCI

) ,

平均体重 6 5
.

2
kg ( 4 8~

8 0
.

5峪 )
,

平均体表面积 1
.

7 00 ocm
Z ( 2

.

4 2 5 0~ 2
.

0 2 7 0

cm
, )

。

1
.

2 方法 用 F T Q L T一 I 型肺通气量 计
,

按国家标准

G B 38 6 9一 8 3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 内规定的测定方法

进行测定
。

每个岗位不少于 3人
,

每项动作不少于 10

次测量
。

为了保证测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

对检测人

员进行培训
,

并做到三定 (定人
、

定时间
、

定仪器 )

制度
。

调查指标有劳动时间率
、

能量代谢率
、

劳动强

度指数和分级
。

2 结果与讨论

2
.

1 检测结果 内燃钳工的两个岗位定为体力劳动强

度 I 级
,

其他 16 个岗位皆为 I 级
,

属于重体力劳动作

业 (见表 ! )
。

2
.

2 劳动工时 最少劳 动 时 间 率 为 5 5
。
8 3 %

,

即为

2 6 7
.

9 8分钟
,

最多劳动时间率为93
.

9 %
,

即 4 5 0
.

7分

钟
,

平均为 7 9
.

7 %
,

即为 3 8 2
.

6 6分钟
。

按国家标准限

值规定
,

一个劳动 日内净劳动时间不超过 400 分钟
,

本

次调 查超过限值的有 8 个岗位
,

占44
.

44 %
。

2
.

3 能量消耗 调查结果最低能量代谢率为 2
.

1 4 3 4千

卡 /分
·

m
Z ,

耗能值为 1 81 4
.

02 千卡 / 日
·

人
,

最 高能量

代谢率为3
.

舒 08 千卡 /分
·

m
Z ,

耗能值为 2 6 71
.

33 千卡

裹 1 各岗位劳动强度检测结果

平均劳
位 动时间

率 (% )

平 均能量代
谢率 ( 千 卡

/ 分
·

米朴

劳动强
分级

度指数

车辆钳工

钩缓作业 8 4
.

3 5

货修 台车 8 8
.

3 0

车体木工 92
.

2 0

车盘作业 8 7
.

0 0

内姗钳工

车下作业 7 0
.

8 3

轴箱作业 7 0
.

0 0

柴油机 8 1
.

00

制检柑工 8
’ .

37

制动钳工 8 1
.

“

电机钳工 7 9
.

0 0

脸瓦工 9 3
.

9 0

检车工 76
.

25

线路侧量工 90
.

00

养路工

改道作业 6 9
.

7 9

清筛作业 5 5
.

8 3

捣 固作业 7 6
.

2 5

装卸工

司索作 业 8 2
.

0 0

叉车作业 7 2
.

7 0

2
.

8 4 4 2

2
.

9 5 5 0

4 8 9 0

0 0 9 8

2 2 8 7
.

7 2 2 2
.

3

2 3 Q0
.

7 2 2 3
.

4

2 0 3 3
.

C 4 2 0
.

2

2 4 9 5
.

4 6 23
.

7

2
.

岛3 1 8

2
.

1 42 4

2
.

8 10 0

2
.

8 8 4 2

3
.

1 0 4 1

2
.

5 2 0 2

2
.

9 7 9 6

2
.

8 4 3 1

3
.

1 5 8 0

1 6 2 8
。

4 9

18 1 4
。

0 3

2 3 2 5
.

1 2

忍4 3 2
.

0 5

2 5 32
。

9 6

20 92
.

7 7

2 3 7 4
.

1 1

2 30 6
.

2 7

2 5 4 1
.

9 4

1 8
.

5

1 7
.

1

2 2
.

1

22
。

7

2 4
.

2

2 0
.

1

2 3
.

7

2 2
.

2

24 8

3
.

0 6 4 3

3
.

05 4 2

3
_

2 10 8

2 2 4 2

2 4 3 3

2 6 7 1

2
.

8 5 00

3
.

19 9 1 ::::
9 5 2 2

2 6 2 4

注
:

能量代谢率单位没有用焦耳
,

因国标内指数是用千卡 /

分
·

米 2 。

/ 日
·

人
,

平均能量代谢 率 2
.

8 5 8 5千卡 /分
.

m , ,

耗能

值为 2 33 2
.

56 千卡 / 日
·

人
。

按 8 小时工作日内耗 能 值

不超过 1 5 0 0千卡 / 日
.

人参考标准
,

本次调查的18 个岗

耗能值均超标
。

2
.

4 特有工种体力劳动强度的特点

2
.

4
.

1 劳动工时长
,

能量耗值大
。

如车辆钳工
,

制检

钳工和验瓦工等
,

净劳动时间超过 400 分钟
,

能 耗 值

超过 1 5 0。千卡 / 日
·

人
,

因为该岗位在规定 的 时 间内

( 2 ~ 3 天 )
,

必须完成定额任务
。

2
.

4
.

2 劳动时间短
,

能量耗值大
。

属于该特点的工种

为养路工和装卸工
,

最短时间为2 68 分钟
,

而 能 耗值

为 2 4 33
.

7千卡 / 日
·

人
,

因为该工种在 火 车 运行时尼



内
,

间隙中作业
,

有一定限制
,

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

定额任务
。

2
.

4
.

3 各工种单项活动能量代谢率较高 (见表 2 )
。

表 2 各工种单项活动时间和能量代谢率

工种名称

单项活动所 需时间
( 分 )

单项活动能量代谢率
(千卡 /分

·

平方米 )

主 活 . 辅 助活
. * 主 活 辅助活

车辆钳工

钩缓作业

货修台车

车休木 工

车盘作业

内姗 钳工

车下作业

轴箱作业

柴 油机作业

制 检钳工

翻 动钳工

电机钳工

脸 瓦工

检 车工

线路渊盆工

养路工

改道作业

清 筛作业

捣 固作业

装卸工

司索 作业

叉 车作业

3
.

5 1 8 3

3
.

8 4 4 C

3
.

2 2 0 2

4
_

2 3 2 5

2
.

5 1 3 8

3
.

2二0 0

2
.

3吐2 3

2
_

0 6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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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 2 9 4

3
.

1 2 4 4

4
.

5 4 7 2

3
.

8 8 6 9

3
.

4 8 8 2

3
.

7 9 06

3
.

7 2 6 7

4
.

3 8 1 6

3
.

2 5 2 5

2
.

0 7 4 2

2
.

0 7 4 3

2
.

7 1 3 8

2
.

2 j 7 9

2
.

6 3 6 2

2
.

0 3 5 0

2
.

7 5 7 9

2
.

3 4 3 6

1
_

3 6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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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6 1 0

4
.

9 9 7 2

4
_

7 0 2 5

3
.

0 2 7 5

3
.

9 12 5

2
.

2 2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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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 1

3 0 4

1 2 2
.

6

4 4
_

9 ::::
2

.

7 9 6 4

1
_

2 2 52

. 主活 包括该 岗位的主 要活动工作
,

如检修作业包括拆 卸
、

组装
。

二辅助活包括准 备工具
、

搬运等
二

在岗位劳动过程中
,

有主要劳动和辅助劳动
。

各

岗位主要单项劳动和辅助单项活动是不同的
。

从调查

特有工种中可以看出
,

主要单项活动占净劳动时间的

70 %以上
,

有的工种岗位占90 %
,

而岗位工人的主要

单项活动的能量代谢率也相应的高
,

这类岗位耗能值

都超过 2 0 0 0千卡 / 日
`

人
,

说明铁路特有工种岗位
,

体

力劳动强度大
,

主要的劳动占主导地位
,

辅助劳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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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属于重体力劳动强度
,

影响工人身体健康
,

必须

控制劳动时间
,

调整劳动定额
。

2
.

4
.

4 内嫩钳工两个岗位属于中等劳动强度
,

如车下

作业和轴箱作业
,

然而 该岗位工作特点是在车下作业

促使工人强迫体位
,

工人的疲劳感非常强烈
,

在体力

劳动强度分级上不能表现出来
。

2
.

4
.

5 特有工种另一个特点是
,

不是连续作业
。

比如

在一个月内分段作业
,

一个任务 3 ~ 4 天
,

完成任务

后
,

可能休息 2 ~ 3 日再作
,

也可能连续 7 一 8 天工

作再休息
,

有时是不规律的
,

有时有超定额超劳等现

象
,

在体强分级上也表现不 出
,

因此我们认为铁路特

有工种岗位
,

除体力劳动强度大以外
,

还有工作时间

不规律性
,

强迫体位的特点
,

不能在分级上 表 现 出

来
,

有待今后探讨
。

建议按照铁路运输 的 特 点 和规

律
,

合理的调整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定额
,

逐步实

现机械化作业
。

3 经验

在调查和测定过程中
,

我们认为该注意以下几方

面才能正确反应出体力劳动强度
。

3
.

1 详细的工时记录 和正确 的单项活动分类
,

是测定

能量代谢率的重要基础
,

尤其是单项活动分类是更重

要的
,

分类不清会使强劳动划分为轻劳动
,

或相反
。

3
.

2 对被测者进行宣传解释
,

良好配合
,

避免人为的加

大呼吸
,

在正常作业的过程中进行能量代谢测定
,

测

定者不要离开工作地点
,

免出异差
,

以防返工
。

3
.

3 能量代谢的单项活动测量不能在一个工人身上测

量
,

同样活动可在同岗位的其他工人测量
,

这样会避

免工人疲劳 和烦恼
,

避免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
。

3
.

4 铁路工作的时间
,

工种岗位不同时 间 不 同
,

有

s h
、

6h
、
s h

、
z Zh

、
2遵h 等工作日

,

国家标准为 s 小时工

作 日计算
,

不同的时间换算成 8 小时
,

有的岗位能耗

值加大了
、

有的岗位能耗值减少 了
。

建议国家标准制

定者应考虑不同劳动时间 间题
。

3
.

5 劳动时间不规律
、

强迫 休位等因素
,

国家标准制

定者也应考虑
。

(承蒙于永 中教授指导
,

在此表示感 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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