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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通过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了解某汽车铸造厂作业工人肌肉骨骼疾患现况 , 探讨职业 、 年龄和工龄
与肌肉骨骼疾患的关系 。方法　选取某汽车铸造厂 1 340人为调查对象 , 采用经适当修改的北欧国家标准调查表进行

肌肉骨骼疾患横断面流行病学调查。调查中以体力劳动强度不大的办公室人员作为内对照。结果　肌肉骨骼疾患依次

以腰部 、 颈部 、 肩部和背部为主 , 年患病率分别为 58.9%、 54.0%、 46.3%和 37.5%。女性颈部 、 肩部和背部年患病

率要高于男性 (P<0.05), 腰部年患病率低于男性 (P<0.05);铸造 、 物流和机模车间作业工人腰部年患病率较高 ,

而砂芯 、 物流和质检车间作业工人颈部年患病率较高 , 对照人员颈部 、 肩部和背部年患病率亦较高。此次调查结果显

示 , 除腰部以外 , 年龄与肌肉骨骼疾患没有明显的关联;除肘部以外 , 工龄与肌肉骨骼疾患有一定的关联。作业工人

肌肉骨骼疾患受累部位累积数与年龄无关 , 与工龄和职业存在显著关联。结论　汽车铸造厂工人肌肉骨骼疾患比较严

重 , 工龄 、 性别和职业是其危险因素之一 , 应积极采取合理工效学手段进行干预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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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Tostudytheprevalenceofmusculoskeletaldisordersinautomobilefoundryfactoryandexplorethere-

lationshipbetweenvocation, age, servicelengthandmusculoskeletaldisorders(MSDs)bycrosssectionalepidemiologicalsur-

vey.Methods1 340workersfromanautomobilefoundryfactorywereselectedassurveyobjects, andarevisedNorthernEurope

StandardizedQuestionnairewasusedforinvestigationofMSDs.Theadministratorswereascontrolsinthestudy.ResultsThe

resultsshowedthatMSDsintheseworkersprimarilylocatedinwaist, neck, shoulderandback, prevalenceswere58.9%,

54.0%, 46.3% and37.5% respectively;femaleworkerswithhigherprevalenceofMSDsinneck, shoulderandbackandlow-

erprevalenceinwaistweredemonstratedcomparedwithmaleworkers(P<0.05).Workersinfoundry, warehouseandmodel

shopshowedhigerprevalencesofwaistMSD;whilesandcore, warehouseandqualitycontrolshopshowedahigerneckMSD;

controlgroupinthisstudyalsoshowedahigherprevalencesofneck, shouldersandbackMSDs.Theresultsshowedaswellthat

therewasnosignificantcorrelationbetweenageandMSDsprevalencesexceptthewaistdisorders, buttherewassomecorrelation

betweenservicelengthandMSDsprevalencesexcepttheelbowdisroders.Inaddition, thecumulativepartsnumberofMSDs

showednorelationshipwithage, butcorrelatedwithservicelengthandvocation.ConclusionTheresultssuggestedthattheMSDs

inworkersengagedinautomobilefoundryareserious, theservicelength, genderandvocationseemtobethemainriskfactors, and

itseemsreasonablethatthescientificinterventionusingergonomicalmethodsshouldbenecessaryforthepreventionofMS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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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骨骼疾患 (musculoskeletaldisorder, MSD)

是职业人群常见的健康问题 , 主要特征为疼痛和活动

受限。在西方国家 , 迄今肌肉骨骼疾患已成为作业工

人工作能力损失 、导致社会医疗负担增加的主要因素

之一
[ 1, 2]
。有资料表明 , 1995年英国约有 120万人患

有不同程度的肌肉骨骼疾患
[ 3]
。现在普遍认为 , 导

致肌肉骨骼疾患的因素具有多元化特点 , 涵盖工人个

体身体素质 、 职业过程 、 社会心理等因素
[ 4]
。一些

综述也总结了一些重要的工效学因素 , 如糟糕的工作

姿势 、 静态负荷和工作不稳定性等
[ 5]
。汽车制造行

业是工业化进程中重要的行业之一 , 有关该行业作业

工人肌肉骨骼疾患的研究已有报道
[ 6, 7]
, 主要涉及组

装厂
[ 8 ～ 11]

, 对铸造厂报道较少。此次调查旨在了解

我国汽车铸造厂工人肌肉骨骼疾患情况 , 为合理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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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肌肉骨骼疾患的发生提供一定的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1 340名某汽车公司铸造厂工人进行肌肉骨

骼疾患流行病学调查。调查对象平均年龄 38岁 (19

～ 57岁), 平均工龄 13年 (1 ～ 37年 ), 其中男性

953人 、女性 364人 。以工人所在车间作为职业特

征 , 主要为铸造车间 (384人 )、 清理车间 (246

人)、机模车间 (152人)、 质检车间 (176人)、 砂

芯车间 (86人)、 物流车间 (243人)。以计划科 、

财会科等体力劳动较轻的人员为对照 , 共 50人 。

1.2　肌肉骨骼疾患定义

工作中身体部位因疼痛症状导致的活动不适

(包括酸 、麻 、胀 、痛和活动受限), 并除外其他内 、

外科急症所致的肌肉骨骼疾患 , 如肿瘤 、 骨折 、 感

染等。

肌肉骨骼疾患调查使用经适当修改的北欧国家肌

肉骨骼疾患标准调查表
[ 12]
, 表格由经统一培训的调

查员发放讲解 , 调查对象自己填写调查表 。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AS9.1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描述和 χ
2
检

验 , P<0.0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分析指标主要

为年患病率 , 其定义为过去一年内工作中身体部位有

疼痛或不适症状 。

2　结果

2.1　身体各部位年患病率

调查的 1 340人中 , 腰部患病情况最为严重 , 年

患病率达到 58.9%, 其次为颈部和肩部 , 分别为

54.0%和 46.3%。其他身体部位年患病率在 15% ～

40%之间 , 详情见表 1。值得注意的是 , 尽管踝足的

年患病率不高 , 但缺勤率却达到 12.2%, 远远超过

颈部 (8.8%)和肩部 (6.9%), 接近腰部的缺勤率

(14.4%)。
表 1　某汽车铸造厂肌肉骨骼疾患年患病率

身体

部位

调查

人数

患病

人数

请假

人数

年患病率

(%)

患病缺勤率

(%)

颈 1 340 724 64 54.0 8.8

肩 1 340 621 43 46.3 6.9

背 1 340 503 33 37.5 6.6

肘 1 340 212 8 15.8 3.8

腰 1 340 789 114 58.9 14.4

手腕 1 340 432 25 32.2 5.8

髋臀 1 340 209 16 15.6 7.7

膝 1 340 386 30 28.8 7.8

踝足 1 340 296 36 22.1 12.2

2.2　肌肉骨骼疾患职业特征分布

由表 2可见 , 除肘部和膝部以外 , 身体各部位肌

肉骨骼疾患年患病率在不同作业车间之间显著不同

(P<0.05)。清理车间肌肉骨骼疾患年患病率低于其

他作业车间 , 铸造车间和机模车间腰部年患病率高于

颈部 , 而物流车间 、 砂芯车间和质检车间颈部年患病

率高于腰部 。此次调查所选对照颈部 、肩部和腰部年

患病率也较高 , 分别达到 66.0%、 50.0%和 54.0%。

表 2　某汽车铸造厂肌肉骨骼疾患年患病率工种分布　 %

身体部位

作业车间

物流 机模 清理 砂芯 质检 铸造 对照

(n＊ =243) (n=152) (n=246) (n=86) (n=176) (n=384) (n=50)

P值

颈 69.1 48.7 37.4 60.0 61.4 51.7 66.0 <0.000 1

肩 55.6 44.7 30.9 52.3 53.4 46.0 50.0 <0.000 1

背 44.0 31.6 25.6 41.9 34.1 43.4 42.0 <0.000 1

肘 14.0 13.8 12.2 16.3 15.3 20.7 12.0 0.090 6

腰 64.6 62.5 45.9 57.0 55.7 64.6 54.0 0.000 1

手腕 26.3 32.2 26.8 36.1 33.0 38.0 34.0 0.033 2

髋臀 16.9 17.8 9.8 19.8 9.7 19.6 14.0 0.006 3

膝 30.9 27.6 23.2 33.7 27.8 31.8 22.0 0.216 4

踝足 22.6 20.4 15.9 34.9 19.9 24.8 20.0 0.012 2

　　注:n为调查人数 , 下同。

2.3　肌肉骨骼疾患年患病率性别分布

由表 3可见 , 颈部 、肩部和背部肌肉骨骼疾患年

患病率女性明显高于男性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腰部年患病率男性要大于女性 ,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P<0.05)。其余部位年患病率不存在明显

的性别差异 (P>0.05)。

2.4　肌肉骨骼疾患年患病率年龄分布

由表 4可见 , 年龄段在 30 ～ 40岁之间的工人肌

肉骨骼疾患患病情况较严重 , 其中腰部和膝关节年患

病率在不同年龄段有显著差别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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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某汽车铸造厂肌肉骨骼疾患年患病率性别分布　 %

身体

部位

性　别

男 (n=953) 女 (n=364)
χ2 值 P值

颈 46.9 72.8 71.13 <0.000 1

肩 41.0 60.4 39.91 <0.000 1

背 35.3 43.7 7.97 　 0.004 8

肘 16.7 13.5 2.06 　 0.151 5

腰 70.2 63.5 4.28 　 0.038 5

手腕 31.1 34.9 1.77 　 0.183 1

髋臀 16.7 12.4 3.76 　 0.052 6

膝 29.9 25.8 2.14 　 0.143 4

踝足 22.7 20.3 0.84 　 0.360 3

　表 4　某汽车铸造厂肌肉骨骼疾患年患病率年龄分布　 %

身体

部位

年龄分组

<30岁 30～岁 40 ～岁 >50岁

(n=128)(n=768)(n=332)(n=85)

χ2值 P值

颈 50.8 55.7 53.6 45.9 3.73 0.292 0

肩 41.4 47.5 44.9 47.1 1.98 0.575 7

背 38.3 37.8 37.7 32.9 0.81 0.846 5

肘 15.3 15.2 15.7 22.4 2.93 0.402 9

腰 46.1 61.7 58.1 56.5 11.48 0.009 4

手腕 36.7 32.3 31.3 27.1 2.35 0.503 8

髋臀 14.8 14.8 16.0 20.0 1.67 0.644 7

膝 22.7 24.5 31.9 37.7 7.84 0.049 3

踝足 22.7 21.4 24.7 22.4 1.50 0.682 8

2.5　肌肉骨骼疾患年患病率工龄分布

由表 5可见 , 工龄段在 10 ～ 15年之间的工人肌

肉骨骼疾患患病情况要严重一些 , 除下肢外其他身体

部位年患病率均高于其他工龄组 , 不同组别之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0.05)。随工龄增加膝关节和踝

足部位年患病率也增加 , 不同组别之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5)。肘部年患病率在不同年龄段之间

没有显著差别 (P>0.05)。

　表 5　某汽车铸造厂肌肉骨骼疾患年患病率工龄分布　 %

身体

部位

工龄分组

<5年 5 ～年 10 ～年 15～年 >20年

(n=373)(n=218)(n=238)(n=201)(n=256)

χ2值 P值

颈 42.6 57.8 68.9 55.7 53.5 42.24 <0.000 1

肩 39.4 50.9 54.6 45.8 46.1 15.62 0.003 6

背 32.7 39.5 48.3 35.2 35.6 16.66 0.002 3

肘 14.8 18.8 18.9 11.9 16.8 5.72 0.221 2

腰 49.9 60.1 67.7 61.7 61.7 21.72 0.000 2

手腕 31.1 36.2 39.5 28.9 28.1 10.47 0.033 3

髋臀 9.4 19.7 19.3 16.9 17.8 17.33 0.001 7

膝 19.8 30.7 31.1 30.4 38.3 26.87 <0.000 1

踝足 16.1 28.4 22.3 22.9 25.8 14.88 0.005 0

2.6　肌肉骨骼疾患累计受累部位数关联探讨

肌肉骨骼疾患是多发病 , 往往涉及身体不同部

位 。由表 6可见 , 年龄与受累部位没有显著关联。由

表 7可见 , 工龄与受累部位有显著关联。由表 8可

见 , 工种与受累部位有显著关联。
表 6　某汽车铸造厂肌肉骨骼疾患患病部位数量与年龄的关系

受累部位数

年龄分组

<30岁 30 ～岁 40～岁 >50岁

(n=128)(n=768)(n=332)(n=85)

χ2 值 P值

0(n=306) 37 171 76 22

<3(n=315) 31 183 81 20

3～ (n=332) 29 200 84 19

>4(n=360) 31 214 91 24

0.208 6 0.647 8

表 7　某汽车铸造厂肌肉骨骼疾患患病部位数量与工龄的关系

受累

部位数

工龄分组

<5年 5 ～年 10～年 15 ～年 >20年

(n=373)(n=218)(n=238)(n=201)(n=256)

χ2值 P值

0 (n=299) 126 45 37 39 52

<3(n=308) 82 55 50 51 70

3～(n=322) 89 48 68 56 61

>4(n=357) 76 70 83 55 73

11.83 0.000 6

表 8　某汽车铸造厂肌肉骨骼疾患患病部位数量与工种的关联

车　间

身体受累部位数量

0 <3 3 ～ >4

(n=307)(n=312)(n=332)(n=363)

χ2值 P值

物流 (n=243) 38 55 82 68

对照 (n=50) 10 10 19 11

机模 (n=152) 26 54 34 38

清理 (n=246) 94 61 46 45 83.76 <0.000 1

砂芯 (n=86) 21 13 24 28

质检 (n=176) 33 48 49 46

铸造 (n=384) 94 76 83 134

3　讨论

此次调查显示 , 我国汽车铸造厂作业工人肌肉骨

骼疾患以腰部 、 颈部 、肩部疼痛为主 , 总体情况不容

乐观。腰部疼痛或不适依然是影响工人健康最主要的

一类肌肉骨骼疾患 , 由此导致的缺勤率高达 14.4%。

Eurofound
[ 13]
对欧盟 27个国家调查显示 , 腰部疼痛占

作业工人的 33%, 而颈部和肩部疼痛占作业工人的

23%, 远远低于我国汽车铸造厂作业工人肌肉骨骼年

患病率 。 2002年 , 美国劳工统计局 (BureauofLabor

Statistics, BLS)统计报告指出 , 职业性肌肉骨骼疾

患占因损伤或疾病而缺勤的 28%。可见肌肉骨骼疾

患已是工业化国家不容忽视的职业人群健康问题。

汽车制造业工人是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易发人

群 , 职业因素是主要的危险因子。此次研究涉及的主

要有铸造 、 机模 、 清理 、物流 、砂芯 、 质检等车间 ,

其中铸造车间 、 物流车间工人腰部肌肉骨骼疾患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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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较高 , 物流车间 、砂芯车间和质检车间工人颈部

和肩部肌肉骨骼疾患年患病率较高 , 砂芯车间工人踝

足年患病率较高。 Torp等人
[ 1]
对 103名汽车维修工

调查表明 , 76%的维修工有肌肉骨骼疾患症状 , 其中

颈部疾患年患病率为 62%, 肩部为 55%。以上提示

不同劳动场所及作业性质对肌肉骨骼疾患发病部位及

严重程度有一定的影响 , 除此之外工种与肌肉骨骼疾

患患病部位数量显著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对照人员尽

管体力劳动强度不大 , 但颈部和肩部年患病率却很

高 , 这与导致肌肉骨骼疾患的危险因素具有多元化的

特点相符合 , 也说明研究肌肉骨骼疾患危险因素的复

杂性。铸造厂工人肌肉骨骼疾患年患病率要低于杨磊

等人
[ 6]
早期报道的冲压车间和发动机车间工人年患

病率 , 可能与预防保健 、 宣传教育及工人的自我防护

意识增加有关。

此次调查表明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存在性别差

异 , 女性在颈部 、肩部和背部等身体部位更易引发肌

肉骨骼疾患 , 而男性腰部更易引发肌肉骨骼疾患。推

测与男性参与更多的体力劳动有关。 Melchior等

人
[ 14]
也曾报道手工作业工人上肢肌肉骨骼疾患的性

别差异 。一些研究
[ 15, 16]

认为女性工人在较重的作业

中肌肉损伤危险要高于男性。除腰部以外 , 作业工人

不同年龄段肌肉骨骼疾患没有显著差异 , 年龄增加并

没有使肌肉骨骼疾患增加 , 可能与作业工人年龄效应

(即提前离岗)有关 , 且肌肉骨骼疾患受累部位数量

与年龄不存在显著相关。工龄不同 , 身体各部位肌肉

骨骼疾患亦不同 , 工龄在 10 ～ 15年以上的作业工人

年患病率最高 , 但肌肉骨骼疾患受累部位数量却与工

龄存在较强的相关。

肌肉骨骼疾患不仅会影响作业能力 , 也会导致生

活质量的下降 , 增加社会的医疗经济负担 。我国还没

有将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纳入职业病范畴 , 但不能忽

视此类疾患的预防与控制 。此次调查结果提示我们在

工艺流程设计中应考虑工效学因素 , 积极采取合理工

效学手段进行干预和预防肌肉骨骼疾患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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