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机械制造工人下背痛调查及其危险因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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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解机械制造工人下背痛流行情况及影响程度 ,

采用横断面研究收集某机械厂 202 份有效资料 , 内容包括下

背痛流行情况和危险因素。结果显示 , 曾经近 1 年 、 近 1 周

下背痛患病率分别为 39.1%、 35.5%、 22.6%;因下背痛减少

活动的人数为 44人 , 占患病人数的 62.9%;下背痛患病率随

工龄增长而升高;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 , 重体力劳动 、 抬举

物体持续时间 、 推拉物体最大重量 、 推拉物体持续时间的 OR

值分别为 2.47 (95%CI 1.21 ～ 5.01)、 2.15 (95%CI 1.18 ～

3.93)、 2.04 (95%CI 1.07～ 3.87)、 2.10 (95%CI 1.17～ 3.74)。

表明机械制造工人下背痛患病率属中等水平 , 其患病危险因

素主要与体力劳动负荷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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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背痛 (low back pain , LBP)是肌肉骨骼疾患中最常见的

一种类型 , 研究表明它的发生与职业因素有密切联系。在美

国 , 因下背痛的赔偿申请诉讼占工人总赔偿申请诉讼的 16%,

赔偿的金额则占到 33%[ 1] , 可见下背痛具有患病率高 、 危害

严重的特点。目前在我国机械制造工人中下背痛的患病率水

平及影响程度还不清楚 , 本研究旨在通过流行病学调查 , 了

解机械制造业工人中下背痛的流行情况及影响程度 , 并探讨

其影响因素 , 为在重点人群中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卫生服务

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从 2 个机械制造厂抽取生产工人和

维修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 共

收集到 202份工人的合格问卷 , 其中男性 147 人 , 女性 55 人。

应答对象年龄 17 ～ 62 岁 , 平均年龄 (38.2±10.3)岁;文化

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中专文化程度为主 , 分别占 42.8%和

50.3%;68.3%的对象月收入在 500 ～ 1 000元之间。

调查内容分为 3 部分 , 即基础资料:调查对象年龄 、 性

别 、 工龄 、 工种等;下背痛患病情况:采用 Nodic肌肉骨骼症

状自评量表[ 2]收集不同时间层面的下背痛现患情况及近 1 年

来下背痛对工作生活的影响情况;下背痛影响因素:收集可

收稿日期:2003-11-09;修回日期:2004-02-16

作者简介:兰亚佳 (1961—), 男 , 贵州黔西人 , 副教授 , 主要从
事职业场所健康促进 、 职业心理问题及职业流行病学研究工作。

能与下背痛发病有关的因素 , 如工作姿势 、 工作负荷 、 身体

锻炼等情况。

调查中 , 如果调查对象有下背部持续性疼痛 、 剧痛或不

适 , 或者由该部位放射至腿部的疼痛 , 则定义为下背痛。 排

除有先天性脊柱疾患和肿瘤导致的下背痛的调查对象。

反应下背痛的指标有 3种 , 即曾经 、 近 1年 、 近 1 星期 3

个时间层面的患病情况 , 计算公式分别是:

曾患率=
曾经患过下背痛的人数

应答人数
×100%;

近 1年患病率=
近 1年患过下背痛的人数

应答人数
×100%;

近 1周患病率=
近 1周患过下背痛的人数

应答人数
×100%。

由于在回答各时间点患病率时存在少数应答者数据缺失 ,

故在实际计算患病率时以实际应答人数为基数。

对下背痛流行情况和影响因素两个方面做统计分析。 首

先对3 个时间层面 (曾经 、 近 1年 、 近 1 周)下背痛患病率及

其影响程度 (近 1 年患病时间和对工作生活的影响)做统计

学描述 , 并用χ2 检验比较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别之间下背痛

患病率的差异;然后采用非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调整年龄 、

性别因素后各潜在危险因素对下背痛患病率的贡献 , 得出 OR

值及其 95%可信限。

考虑到调查对象的回忆偏倚 , 在分析下背痛危险因素时 ,

采用最近的时间点 , 即近 1周下背痛患病率作为结局变量指

标。

资料录入和数据清理采用软件 Excel , 分析采用 SPSS10.0

统计软件包。

2　结果

2.1　下背痛患病率

2.1.1　3个时间层面的下背痛患病率　由表1可见 , 有近 40%

的机械制造业工人曾受到下背痛的困扰 , 近 1 年的患病率为

35.5%, 近 1周患病率也达到 22.6%。

表 1　3个时间层面下背痛患病率

时间 应答数 (例) 患病数 (例) 患病率 (%)

曾经 202 79 39.1

近 1年 197 70 35.5

近 1周 199 45 22.6

2.1.2　不同性别3个时间层面下背痛的患病率　由表2可见 ,

男性患病率较女性低 , 但差异无显著性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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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性别的下背痛患病率

性别

曾经患病

应答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

近 1年患病

应答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

近 1周患病

应答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

男 147 53 36.1 146 50 34.2 145 29 20.0

女 55 26 47.3 51 20 39.2 54 16 29.6

合计 202 79 39.1 197 70 35.5 199 45 22.6

P值 0.099 0.523 0.106

2.1.3　不同工龄组的下背痛患病率　由表3可见 , 3 个时间层

面下背痛患病率指标都显示相同的趋势 , 即随着工龄的增长 ,

下背痛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对其做趋势卡方检验 , 差异均

有显著性。

表 3　按工龄分组的下背痛患病率

工龄

(年)

曾经患病

应答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

近 1年患病

应答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

近 1周患病

应答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

<15 84 23 27.4 84 22 26.2 　84 11　 13.1
15～ 77 35 45.5 72 27 37.5 74 21 28.4
30～ 40 21 52.5 40 21 52.5 40 13 32.5
合计 201 79 39.3 196 70 35.7 198 45 22.7
P值 0.003 0.004 0.007

2.1.4　不同工种的下背痛患病率情况　由表4可见 , 患病水

平最高的工种是修理工 , 其 3 个时间层面患病率均高于其他

工种近 1倍或 1 倍以上 , 以后依次是铸造工和车工。 近一周

患病率铸造工略低于车工 , 但差异无显著性 (P >0.05)。

表 4　不同工种的下背痛患病率

工种

曾经患病

应答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

近 1年患病

应答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

近 1周患病

应答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

修理工 27 18 66.7 27 18 66.7 　27 11　 40.7
车　工 118 39 33.1 114 33 28.9 118 24 20.3
铸造工 57 22 38.6 56 19 33.9 54 10 18.5
合计 202 79 39.1 197 70 35.5 199 45 22.6
P值 0.005 0.001 0.051

2.2　下背痛影响程度

以下背痛的患病天数和因下背痛减少活动的天数2个指标

来反应下背痛的影响程度 , 在近 1 年中有过下背痛患病经历

的70 人中 , 有 32 人 (45.7%)患病天数超过 30 d , 24 人

(34.3%)患病天数介于一星期和一个月之间 , 其余14人少于

一个星期。 44 人因下背痛减少了活动 (包括日常活动和工

作), 占患病总人数的 62.9%;其中 14人 (31.8%)减少活动

时间超过 30 d , 10 人 (22.7%)介于一星期和一个月之间 ,

其余 20人少于一个星期。

2.3　影响因素分析

从表 5可见 , 重体力劳动是下背痛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

OR值为 2.47 , 经常从事重体力劳动者其下背痛的患病率达

27.7%。其他具有显著意义的下背痛危险因素还有抬举物体

持续时间 、 推拉物体最大重量和持续时间 , OR值在 2.0 左

右。工作日弯腰时间 、 抬举物体最大重量 、 全身振动时间的

OR值在 1.5～ 2.0 之间 , 但统计学检验没有显著意义。工间休

息的表现为下背痛的保护因素 , OR 值为 0.66 (0.32 , 1.36),

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没有发现身体锻炼 、 吸烟和饮酒与下

背痛有联系。

表 5　下背痛危险因素 Logistic回归结果

影响因素
应答

人数

患病

例数
患病率 OR

95%可信限

下限 上限

工作日弯腰时间 (h) 1.59 0.87 2.89
无 17 2 11.8
<4 52 9 17.3
≥4 126 34 27.0

工作日旋转躯体时间 (h) 0.98 0.62 1.55
无 33 8 24.2
<4 40 6 15.0
≥4 119 29 24.4

重体力劳动 2.47＊ 1.21 5.01
没有 11 1 9.1
有时 55 8 14.5
较常 130 36 27.7

抬举物体最大重量 (kg) 1.61 0.90 2.89
无 20 3 15.0
<10 45 8 17.8
≥10 129 32 24.8

抬举物体持续时间 (min) 2.15＊ 1.18 3.93
无 20 2 10.0
<10 99 17 17.2
≥10 72 22 30.6

推拉物体最大重量 (kg) 2.04＊ 1.07 3.87
无 22 2 9.1
<10 28 6 21.4
≥10 144 36 25.0

推拉物体持续时间 (min) 2.10＊ 1.17 3.74
无 22 2 9.1
<10 83 16 19.3
≥10 87 25 28.7

全身振动时间 (h) 2.03 0.90 4.60
<4 76 12 15.8
≥4 108 28 25.9

工间休息 0.68 0.34 1.39
没有 100 26 26.0
有 96 18 18.8

身体锻炼 1.05 0.49 2.25
没有 132 31 23.5
有 60 13 21.7

吸烟 1.01 0.57 1.82
没有 130 26 20.0
有 51 12 23.5

饮酒 1.53 0.63 3.68
没有 109 22 20.2
有 68 16 23.5

　　＊P<0.05

3　讨论

下背痛在工厂的职业人群中十分常见 , 在俄罗斯的机器

制造工人中曾患率和近一年患病率分别为 48.2%、 31.5%[ 3] ;

Masset等人报道比利时钢铁工人中上述患病率分别为 66%和

53%[ 4] 。本研究发现机械制造工人中曾患率为 39.1%, 近一

年患病率为 35.5%, 与国外类似的研究报道相比较 , 患病水

平属中等。从患病的影响程度来看 , 本次调查发现有 45.7%

(32人)LBP患者一年内的患病时间超过 30 d , 占调查人数的

15%, 此比例高于 Burchfiel的报道[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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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研究资料表明下背痛的发生与职业因素之间有联

系 , 特别是与劳动任务的体力要求联系密切[ 6] 。目前认为主

要有 5个方面危险因素:重体力劳动 、 抬举和移动重物 、 不

良劳动姿势 、 全身振动以及静态劳动姿势。 本研究的结果支

持上述观点 , 机械制造业工人下背痛的发生与重体力劳动有

关 (OR=2.47), 劳动中推拉和抬举重物都可能增加下背痛发

生的危险性。

下背痛患病有随工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 , 可能有两方面

的原因 , 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 椎间盘自然退化;另一个原

因可能是由于急性或慢性负荷作用于脊柱结构导致的损伤积

累而成的。腰椎间盘的退化降低了腰椎的稳定性 , 当一个高

强度的负荷作用于不稳定的腰椎时 , 就可导致韧带 、 肌肉组

织和椎间盘承受巨大的压力。工作场所中这种负荷普遍存在 ,

如重体力劳动中的提举 、 弯腰 , 持续静力作业的姿势等功效

学因素 , 它可加快 、 加重这种退化的过程。因此 , 随着工龄

的增长 , 下背痛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

本研究显示女性下背痛患病率稍高于男性 , 但差异无显

著性。下背痛与性别的关系相对复杂 , 影响因素较多。一般

工作场所中男性承担的体力负荷要高于女性;但是劳动工具

多数是基于男性工作者适用性来设计的 , 且女性还要受到怀

孕和家务劳动等的影响 , 因此 , 患病率是男性高还是女性高 ,

不同的研究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

从各工种的患病率来看 , 修理工是患病水平最高的工种 ,

其曾经患病率和近一年患病率均高达 66.7%, 近一周的患病

率也达到 40%。与制造业的其他工种相比 , 修理工的工作任

务中涉及到更多的体力劳动 , 特别是静力作业成分较多 , 另

外 , 工作中经常有较长时间的不良劳动姿势。

工间休息可使紧张的组织暂时性的放松 , 继而可缓解负

荷的压力 , 对下背痛预防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 7] 。

本研究结果显示 OR 值为 0.66 (95%CI 0.32 ～ 1.36), 差异无

显著性。

身体锻炼与下背痛关系不明显 , 其原因可能是身体锻炼

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身体锻炼有利于增加躯干柔韧性 , 有助

于提高腰椎的稳定性 , 防止下背痛的发生;另一方面 , 不恰

当的身体锻炼也可能会导致或加重腰椎结构的损伤 , 从而扮

演了一个危险因素的角色。

有研究表明吸烟与下背痛有微弱的联系[ 8] 。 这主要是基

于吸烟可影响血液成分 , 血氧含量降低 , 从而不利于损伤恢

复的假说。

本研究的结果提示 ,下背痛在机械制造工人中作为一种常

见病 , 对工人健康造成的损害是不容忽视的 , 有必要采取有针

对性的干预措施预防和减少这类疾病。干预措施制订时应该

考虑劳动系统的重新设计 ,改进和优化劳动工具以减少生产过

程中的体力负荷强度 、减少重体力作业和静力作业成分。

本研究系一次横断面调查结果 , 鉴于机械制造业工种本

身结构的复杂性 , 加之本研究样本含量有限 , 因此不足以代

表该行业的全面情况。另一缺点是本研究对下背痛资料收集

仅以问卷为基础 , 尽管这在国外类似研究中是得到认可的调

查方法 , 但如能结合临床检查将增加研究结果的说服力。 以

上的不足将在进一步扩大样本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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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诊断名词术语中优先推荐的和不赞成使用的名词术语对照表 (二)

优先推荐的名词术语 不赞成使用的名词术语 优先推荐的名词术语 不赞成使用的名词术语

毒蕈碱样症状 M-样症状 高铁血红蛋白血症 正铁血红蛋白血症

烟碱样症状 N-样症状 正常参考值 正常值

化学性喉水肿 化学性喉头水肿 职业性听力损伤 职业性难听 , 职业性听力丧失

中毒性周围神经病 中毒性周围神经炎 最高容许浓度化学性灼伤 最高允许浓度化学性烧伤

中毒性心肌损害 中毒性心肌炎 , 中毒性心肌病 金属烟热 金属烟雾热 , 铸造热 , 金属铸造热 ,

中毒性肝病 中毒性肝炎 金属烟尘热 , 金属热

中毒性肾病 中毒性肾炎 残疾 残废

急性变应性肺泡炎 急性外源性变态反应性肺泡炎 上岗健康检查 上岗前健康检查

[ 摘自 GBZ/ T157—2002　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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