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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固定姿势作业可使骨骼
、

关节
、

肌肉
、

韧带

等受损
,

危害工人健康
。

本文对生产量具工人作业姿

势与腰背损伤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
,

为改进作业条

件和拟制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方法按作业姿势分类 的 要

求
,

以生产量具刃具的仪表
、

电镀
、

量规
、

动力
、

热处理

等车间的 196 名工人 和各种工作姿势的行政管理 人 员

1 0 6名作为调 查研究对象
。

1
.

2 方法

1
.

2
.

1 作业姿势分类依据 作业姿势分为静态 和 动

态
。

静态是躯干保持一定
,

人体各部位没有大的动作
.

动态是上胶
、

下胶作业频繁的大动作或伴随有躯干 的

移动
。

作业姿势分为立姿
、

坐姿和坐立交替姿
。

本文工

人组分为
: ( 1 )静态立姿 (静立 ) :

站立工作
、

有固

定机床 (车工
、

铣工等 ) , ( 2 )动态立 位 姿 势 (动

立 ) :
可站立

、

前屈
、

侧弯工作
,

无固定机床 (热处

理
、

搬运工等 ) , ( 3 )坐立交替姿势 , ( 4 )静态坐位

姿势 (静坐 ) :

如调度
、

磨尖等
。

行政管理组分为两

组
:
坐立交替姿势 (管理干部等 ) 和静态 坐 位 姿 势

(出纳
、

会计等 )
。

1
.

2
.

2 劳动卫生调查 采用劳动工时记录方法
, ;周

查各工种操作过程
、

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等
。

1
.

2
.

3 健康检查 病史
、

一般健康检查
、

腰背损伤和

压痛点及下背部活动范围的检查等
。

1
.

2
.

4 有关工效学调查 每人每班工作量
,

即弯腰作

业时间
、

每次抬工件重量
、

每 日搬抬次数
、

每次搬运

距离
。

1
.

2
.

5 腰背疼痛诊断根据 ( 1 )疼痛部位
,

有无压痛

点 , 〔 2 )疼痛时间 ; ( 3 )下背部活动受限情况 , ( 4 )

腰背痛的原 因等进行综合判断
。

1
.

2
。

6 下 背活动受限判断依据 背伸肌紧张
,

前 屈

双手手指不能过膝
,

身躯两侧侧弯不能
,

后仲无生理

弯曲
。

1
.

2
.

7 调查资料 用 S A S 软件统计分析
。

2 结果

2
.

1 作业姿势分组及年龄
、

工龄状况 见表 .l

2
.

2 不同作业姿势腰背疼痛发生情况 见表 2
。

裹 1 作业姿势分组及年龄和现工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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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2 作业姿势与腰背疼痛发生率

工作姿势 人效 发生人数 发生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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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

6 0

2 8

4 8

1 8

8 8

经统计各组间差异显著P < 0
.

05
。

工人组坐立交

替和静坐姿势共 76 人
,

其中发生腰背痛为55 人
,

发生

率 7 2
.

4%
,

行政管理人员坐立交替姿势和静坐姿势共

10 5人
,

其中发生腰背疼痛石3人
,

发生率为 5 9
.

4%
,

可见

腰背疼痛的发生率工人组大于行政管理组
。

2
。

3 腰背损伤的临床表现

3 0 2 6 5
。

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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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的
.

2
.

3
.

1作业姿势与腰背疼痛部位和压痛点出现 情 况 对 19 7名患有腰背痛者的疼痛部位调查结果见表 3
。

表 3作业姿势与腰背疼痛部位

作业姿势
上背 上 中背 上中下背 上 下背 下背

39))工人静立

工人动立

工人坐立交替

工人静坐

行政管理坐立 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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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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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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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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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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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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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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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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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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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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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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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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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说明腰背疼痛部位主要在下背
,

占6 0
.

4 %
,

其他占的比例很少
,

符合生物力学特点
。

按 6 组作业

姿势分析疼痛部位相互差别不大 ( P > 。 .

0 5 )
。

腰背疼痛患者中出现压痛点的为 3 2
.

2%
,

其中静

坐姿势工作的工人
,

压痛点明显
,

占该姿势的 4 0
.

0%
,

其次是坐立交替工人
,

占该姿势的 25
.

0%
。

可见
,

压

痛点的出现与坐姿 (包括坐立交替的姿势 )有关
,

提示

长期坐姿势作业易造成腰背肌肉骨骼的损伤
。

2
。

3
.

2 腰背疼痛出现时间 将疼痛出现时间分 为工

前
、

工中 (连续工作 J’J
、
时 以后 )

、

工 后和工中工后
,

共分析了 188 名腰背痛者 ( 1 9 7人中
,

S A S件分析时此

项信息缺空 9人 )
。

在工作中出现疼痛
,

占 4 8
.

4 % ;

其次是工中工后均疼痛的占22
.

9%
,
工后占 2 0

.

2%
。

从作业姿势来看
,

动立姿势作业多在工后出现疼痛
,

占

4 1
.

0% ; 坐立交替姿势和静立姿势作业多在工作中出

现疼痛
,

分别为 5 0
.

0 %和 4 5
.

5%
。

2
。

3
.

3 下背活动受限情况 在 19 7名患有腰背疼痛的

患者中
,

共检查 193 名腰背痛者 (其中 4人此项信息缺

空 )
,

结果见表 4
。

表 4 下背 活动受限 发生率

作业姿 势 检查人数 阳性人数 %

3 2
.

4

1 9
.

5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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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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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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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静坐

1 9 3 3 5

表 4 表明下背部 活动受限 1 8
。
1 %

,

并提示有立位

姿势 (包括坐 立交替姿势 )的易造成腰椎和腰部肌肉的

器质性病变
。

2
.

4 腰背损伤原因分析

2
.

4
.

1 腰背损伤的发生原因 引起腰背损伤的直 接

原因分为四种
: ( 1 )千重活急性损伤 , ( 2 )长期固定

姿势作业慢性损伤
; ( 3 )以上两种原 因结和

; ( 4 )意

外事故 〔外伤 )
。

在 1 97 名中共分析了 1 68 名腰背痛者

(信息缺空 29 人 )
,

见表 5
。

裹 5 作业姿势与腰背疼痛原 因分析

作 业姿势 干重活急性损伤 固定 姿势慢性损伤 急性 和慢性损伤 意外事故 (外伤 )

工人静立

工人动立

工人坐立交替

工人静坐

行政 管理坐立交替

行政 管理 静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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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8
.

1 )

3 ( 2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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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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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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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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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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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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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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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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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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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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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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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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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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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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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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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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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1 9 ( 1 1
.

3 ) 13 8 ( 8 2
.

1 ) 7 ( 4
.

2 ) 4 ( 2
.

4 )

( ) 内为 百分率

硬背疼痛由长期固定姿势作业所造 成 的 占 8 2
.

1

%
,

其中工人组坐姿作业占9 4
。
1 %

,

其次是静立姿势

作业为 8 0
.

6 %
,

坐立交替作业为80
. 。%

。

行政管理静

坐姿工作为8 5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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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
.

2 腰背疼痛与作业状况关系 对各种作业 姿 势

的每天弯腰时间

裹 6

(向前 弯腰大于 0 3度角 )
、

搬抬工 件

重量
、

每班搬抬次数和 搬抬距离等与腰背损伤的关系

进行了分析
,

结果见表 6
。

各种姿势作业状况分析

作业姿势 调查人数
腰 背损伤
(人数 )

无 / 有

每天 弯腰时间
(分钟

、

平均 )
每件工件重量
二 (平均 k g)

无 /有

特天 搬抬次
(平均次教 )

无 /有 无 /有

工人静立 60 2 4 / 3 6 10 2 / 2 4 5 9
.

0 / 25
.

2 1 23 / 17 3

工人动立 6 0 1 7 / 4 3 6 2 / 15 3 2 0
.

0 ,` 2 9
.

1 5 2 / 7 6

工人坐立交替 2 8 5 / 2 0 1 2 0 / 15 7 2 6
.

1 / 2 2
.

7 连1/ 7 7

工人静坐 4 8 1 3 / 3 5 15 5 / 2 3 0 6
.

7 / 7
.

4 6 2 / 2 2 9

行政管理坐立交替 2 5 2 2 / 6 6 9 / 14了 。 / 2
.

通 。 / 4

行政管理静坐 8 5 3 2 / 57 2通1 / 20 8 0
.

1 / 0
.

3 2 / 1 7

结果表明
,

无论哪 种作业姿势
,

发生腰背损伤的 同时要有工 间的休息和活动
。

立姿作业和坐立交替姿

工人每日平均弯腰时间
、

搬抬工件重量和搬抬次数均 作业下背部 活动受限的比例较高 ( 3 2
.

4 %和 3 0
.

0% )
,

明显 高于未患腰背损伤的工人
,

差异明显 ( P < 0
.

0 5 )
。

表明立位姿态作业应该注意下 背部的活动
,

提示工间

可见
,

弯腰时间
、

工件重量和搬运次数
,

是诱发腰背 休息和工 间操的活动重点在腰部
。

损伤的重要原因
。

3
.

2 腰背损伤原因分析

我们的研究表明
,

长时间固定姿势作业是造成腰

3 讨论 背损伤的主要因素
,

特别是工人组固定坐姿作业在四

3
.

1 各种作业姿势工人腰背损伤的流行和预防 种原因构成中占94
.

1%
,

行政管理人 员坐姿工作在四

国 内外很多研究表明职业性腰背损伤 已成为当今 种原因构成中也高达 8 5
.

7%
,

提示坐姿作业人员必须

世界最常见的职业相关疾病
,

其严重性已越来越引起 建立良好的休息活动时间和工间保健操制度
。

人们 的关注
。

欧美各国 因职业性腰背痛
,

每年约丧失 作业过程中体力负荷
、

弯腰作业时间和搬抬次数

上千万工 作 日
,

严重地影响 了生产效率
,

每年还耗费 也是腰背损伤的重要 因素
,

我们的调 查表明
,

在各种

上百亿美元的补贴支出
。

根据国 内调 查
,

电子行业腰 作业姿势中
,

患腰背损伤的工人的体力负荷重量和弯

背痛的发生率高达 75
.

0写
,

邮局分拣工人达 切
.

0%
。

我 腰作业时间均高于未患腰背损伤的工人
,

差 异 显 著

们这次调查研究表明
,

坐姿作业工人腰背疼痛发生率 (P < 0
.

0 5)
。

因此
,

减少工人体力负荷和 弯腰时间是

高达 7 2
.

9 %
,

且压痛点明显
,

坐立交替姿和动立姿疼 预防腰背损伤的重要措施
。

痛达 7 1
.

7%
,

压痛点也 比较明显
,

这都与坐姿和 弯腰 3
.

3 预防腰背损伤措施

负重有关
。

静立姿相对疼痛较少为 6 0
. 。%

,

这与不负重 根据以上讨论分析
,

拟出以下 预防措施
。

( 1 )减

有关
。

同时看到作业工人组坐姿和坐立交替姿腰背疼 少工人体力负荷和持续弯腰时间
; ( 2 )尽量缩短 同一

痛的发生率明显高于行政管理坐姿和坐立 姿 工 作 人 动作的持续工作时间
,

增加工中休息时间
.

以减轻持

员
,

差异显著( P < 。 .

0 5)
。

这种差异也与作业中重量 续劳动强度
,

促进工人疲劳的消除
; ( 3 )有计划的开

负荷不同有关
,

提示坐姿作业应该使用舒适的坐椅
,

展
“

坐位工 人保健操
”

活动以减轻肌肉骨骼不适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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