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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场搬运作业人员下背痛工效学因素分析
曹扬１， 唐丽华２， 张蔚３， 王菁菁１， 袁志伟１， 凌瑞杰４， 张雪艳３， 王忠旭３， 何丽华１

　 　 （１． 北京大学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 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２．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２； 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４． 湖北省职业病医院， 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１５）

　 　 摘要： 目的　 调查某机场行李货物搬运作业人员肌肉骨骼疾患患病情况， 探讨影响机场搬运作业人员下背痛

（ＬＢＰ） 的工效学因素。 方法　 选取某机场在职行李货物搬运作业人员 ３８３ 人为研究对象， 采用自主研发的 《肌肉骨

骼损伤问卷》 调查损伤情况， 职业紧张调查参考工作内容量表 （ＪＣＱ） 中的部分内容， 采取横断面调查， 对可能影响

作业人员下背痛的不同因素进行单因素 χ２ 检验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结果　 机场行李货物搬运作业人员下背痛

的总患病率为 ６２ ７％。 按 α＝ ０ ０５ 水平，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机场行李货物搬运作业人员下背痛患病风险

的 ６ 个因素均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 ５ 个危险因素： 背部弯曲幅度、 经常转身、 弯腰同时转身、 劳动强度和吸烟； １ 个

保护因素： 经常锻炼身体。 结论　 不良工作姿势、 劳动强度和不良生活习惯对下背痛的患病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减

少吸烟行为， 增加体育锻炼次数， 能够降低搬运作业人员下背痛发病的风险。
关键词： 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 （ＷＭＳＤｓ）； 下背痛； 搬运作业人员； 工作姿势； 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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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ｏｒｋ⁃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ｂａｇｇａｇｅ ｈａｎｄｌ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 （ｗｏｒｋ⁃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ｓ， ＷＭＳＤｓ） 是指职业活动中因接触不良工效学因素所致

的肌肉、 神经、 肌腱、 韧带、 关节、 软骨和椎间盘等的损伤

或疾病， 包括下背痛、 腕管综合征、 颈肩腕综合征、 扭伤等

肌肉骨骼系统或结缔组织疾病。 ＷＭＳＤｓ 在许多欧美国家的发

病率很高， 严重影响工人的工作效率和健康［１］ 。 美国因

ＷＭＳＤｓ 而损失的赔偿费用可高达百亿美元［２］ 。 下背、 颈肩和

腕部为 ＷＭＳＤｓ 的 好 发 部 位， 受 到 普 遍 关 注。 最 典 型 的

ＷＭＳＤｓ 是以下背部疼痛 （ｌｏｗ ｂａｃｋ ｐａｉｎ， ＬＢＰ） 为代表的一组

症状群或症状综合征， 可伴有或不伴有下肢症状［３，４］ 。 由于负

荷量大、 不良体位和不正确的搬运姿势等工效学因素， 搬运

作业人员 ＬＢＰ 患病率较高［５］ 。 Ｂｅｒｎ 等对哥本哈根机场搬运作

业人员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进行了 ２０ 年的队列研究， 发现有

３２％的职业暴露人群患有 ＬＢＰ［６］ 。 Ｓｔåｌｈａｍｍａｒ 等问卷调查报告

中主诉患有 ＬＢＰ 的机场搬运作业人员超过 ５０％， 且工龄＜５ 年

的工人患病率达到 ５９％ ［７］ 。 Ｄｅｌｌ 随机选取了 １５６ 名来自不同

国家和地区多家航空公司的机场搬运作业人员进行结构式访

谈， ７０％的访谈对象认为窄体飞机行李舱是可能发生背部损伤

的工作场所［８］ 。 本研究为探究不良工作姿势、 劳动强度和不

良生活习惯等因素对搬运作业人员 ＬＢＰ 患病的影响， 对机场

行李货物搬运作业人群进行了流行病学调查。
１　 对象及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 随机选取国内某机场在职行李货物

搬运作业人员共 ５５０ 人进行问卷调查， 回收问卷 ５４１ 份， 回收

率 ９８ ４％； 其中， 有效问卷 ５２３ 份， 有效率 ９６ ７％。 由于搬运

作业人员职业流动性较大， 故选取在该岗位上工作＞１ ０ 年，
排除已确诊的严重内科疾病或其他外伤的作业人员， 列入本

文统计的调查对象共计 ３８３ 人。 其中行李拖运车司机兼窄体

客机搬运工 ８５ 人、 单纯窄体客机搬运工 ２１８ 人、 宽体客机搬

运工 ３９ 人、 行李分拣工 ４１ 人， 搬运作业人员的年龄和 ＢＭＩ
呈正态分布。 由于机场搬运作业的职业特殊性， 所有研究对

象均为男性。 见表 １。
表 １　 机场搬运作业人员基本情况

岗位 例数
年龄

（岁，ｘ±２ｓ）

ＢＭＩ

（ｋｇ ／ ｍ２，ｘ±２ｓ）

工龄

（年， 范围）

行李拖车司机 ８５ ３５ ６±１３ ０ ２４ ６±６ ２ ４ ３（１ ０～１７ ０）
窄体搬运工人 ２１８ ３４ ２±１２ ９ ２４ ２±５ ８ ２ ５（１ ０～１４ ０）
宽体搬运工人 ３９ ３４ ９±１３ ３ ２４ ４±６ ７ ２ ３（１ ０～１３ ０）
行李分拣工人 ４１ ３０ ７±１２ ２ ２５ ０±８ ６ ４ ９（１ ０～１１ ０）
合计 ３８３ ３４ ２±１３ １ ２４ ４±６ ３ ３ １（１ ０～１７ ０）

１ ２　 方法

问卷调查选择流行病学横断面和回顾性调查的方法， 采

用课题组自主研发的 《肌肉骨骼损伤情况调查问卷》， 调查研

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个人习惯、 职业接触、 ＷＭＳＤｓ 发生情况。
以班组为单位在搬运作业人员上下班交接时间进行整群抽样，
由经过充分培训的调查员辅导工人填写， 统一审核后回收问

卷。 ＷＭＳＤｓ 患病情况的调查， 以工人自诉过去一年内身体部

位曾患有疼痛、 麻木、 活动受限等症状， 且症状持续时间超

过 ２４ ｈ， 休息后未能缓解判定其患病情况， 问卷的信度和效

度已获得检验［９］ 。 职业应激因素根据搬运作业人员日常工作

心理、 社会和环境需求， 采用工作内容量表 （ＪＣＱ） 中以工作

要求、 工作自主和社会环境支持为背景的 １７ 个条目［１０］ 。 此

外， 以跟班调查形式了解搬运作业人员的轮班制度和工作内

容， 对搬运作业人员工作姿势和工作环境进行简单测量和现

场录像。
问卷调查内容： （１） 性别、 年龄、 身高、 体重、 生活习

惯和健康状况等一般情况， 以及工种、 工龄、 轮班制度和既

往工作内容等工作基本情况； （ ２） 过去一年身体各部位

ＷＭＳＤｓ 患病情况， 包括症状出现的总时间和缺勤情况； （３）
询问具体工作情况， 包括不良工作姿势、 搬举重物、 反复性

操作、 作业空间及环境和职业应激因素。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１ 数据库进行录入， 所有调查资料数据采

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建立数据库。 统计方法包括 χ２ 检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无特殊说明， 检验水准均为 α＝ ０ ０５。
２　 结果

２ １　 轮班制度

机场行李货物搬运作业人员的轮班制度为 “白夜双休

制”， 即工人分成 ４ 个班组， 每班连续工作 １２ ｈ、 休息 ２４ ｈ，
交替白班和夜班， 不分周末和节假日轮转工作和休息。
２ ２　 肌肉骨骼疾患患病情况

机场行李货物搬运作业人员 ＷＭＳＤｓ 发生部位， 按患病率

从高到低排序， 前四位的部位分别为下背 ／腰部、 颈部、 手 ／
腕部和肩部， 患病率分别 ６２ ７％、 ３８ １％、 ３５ ２％和 ３２ ４％。

分别对 ４ 个部位不同工种搬运作业人员的患病情况进行
χ２ 检验， 结果显示， 不同工种之间， 颈部、 手 ／手腕和下背 ／
腰部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２。 因

下背 ／腰部患病最为严重， 故选择 ＬＢＰ 作为目标疾病， 考虑到

个人生活习惯、 工作姿势、 工作环境和职业应激等 ＷＭＳＤｓ 可

能危险因素， 对其患病风险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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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各工种搬运作业人员 ＷＭＳＤｓ 患病情况 人数 （％）

工种
调查

人数

ＷＭＳＤｓ 部位

颈 肩 手 ／手腕 下背 ／腰

行李托车司机 ８５ ３０ （３５ ３） ２５ （２９ ４） ２１ （２４ ７） ４７ （５５ ３）
窄体搬运 ２１８ ８２ （３７ ６） ７５ （３４ ４） ８５ （３９ ０） １５４ （７０ ６）
宽体搬运 ３９ １０ （２５ ６） ８ （２０ ５） ６ （１５ ４） １０ （２５ ６）
行李分拣 ４１ ２４ （５８ ５） １６ （３９ ０） ２３ （５６ １） ２９ （７０ ７）
Ｐｅａｒｓｏｎ χ２ 值 １０ １３　 　 ４ ０９　 　 ２０ ０３　 　 ３１ ８９　 　
Ｐ 值 ０ ０１７　 ０ ２５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２ ３　 搬运作业人员 ＬＢＰ 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选取个人体育锻炼情况、 吸烟、 工作时腰背部动作及职

业应激因素等共 ２４ 个变量进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结果

显示， 吸烟、 下班后缺乏体育锻炼、 背部弯曲幅度、 经常转身、

经常弯腰同时转身、 腰背部经常重复同一动作、 劳动强度大、
工作内容重复、 工作压力大、 人员短缺、 岗前培训不充分、
不满薪酬水平和晋升制度是可能导致 ＬＢＰ 患病增加的潜在危

险因素。 见表 ３。
２ ４　 搬运作业人员 ＬＢＰ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得到的 １３ 个可能影响搬运工

人 ＬＢＰ 患病的因素作为自变量， 以搬运作业人员过去一年内

是否患 ＬＢＰ 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为尽可能

多的保留相关变量， 拟合更好的回归模型， 采用后退法， 自

变量筛选的纳入标准和剔除标准分别为 α入 ＝ ０ ０５， α出 ＝ ０ １，
回归模型筛选出 ５ 个危险因素： 吸烟、 背部弯曲幅度、 经常

转身、 弯腰同时转身和劳动强度， １ 个保护因素： 经常体育锻

炼。 见表 ４。
表 ３　 搬运作业人员 ＬＢＰ 患病情况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变量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吸烟 ０ ３５６ ７ ３１１ ０ ００７ １ ４２８ １ １０３～１ ８４８

体育锻炼 －０ ２４６ ６ ３５７ ０ ０１２ ０ ７８２ ０ ６４６～０ ９４７

背部弯曲幅度 ０ ７６３ １８ ３８２ ＜０ ００１ ２ １４６ １ ５１４～３ ０４２

搬举重量 ０ ０８０ ０ ４０３ ０ ５２６ １ ０８４ ０ ８４５～１ ３８９

经常转身 １ ７７５ ９ ２９７ ０ ００２ ５ ９００ １ ８８５～１８ ４６５

弯腰同时转身 １ ４９１ １７ ８４７ ＜０ ００１ ４ ４４２ ２ ２２４～８ ８７２

腰背重复同一动作 １ ０２４ １０ ７２８ ０ ００１ ２ ７８６ １ ５０９～５ １４２

经常加班 －０ ２６１ １ ４５４ ０ ２２８ ０ ７７０ ０ ５０４～１ １７７

经常同事替换班 －０ ３９１ １ ５２１ ０ ２１７ ０ ６７６ ０ ３６３～１ ２５９

按规定时间休息 －０ １６８ ０ ６１２ ０ ４３４ ０ ８４５ ０ ５５５～１ ２８８

劳动强度 １ １４０ １８ ３０３ ＜０ ００１ ３ １２８ １ ８５５～５ ２７４

主观工作姿势舒适度 －０ ３４９ １ ３７６ ０ ２４１ ０ ７０６ ０ ３９４～１ ２６３

工作环境空间大小 －０ ３２７ ２ ２４１ ０ １３４ ０ ７２１ ０ ４７０～１ １０６

工作内容重复 ０ ９３８ ７ ２８７ ０ ００７ ２ ５５５ １ ２９３～５ ０４９

自主控制工作进度 －０ ２６１ １ ４８５ ０ ２２１ ０ ７７０ ０ ５０７～１ １７１

工作压力 ０ ６８２ ８ ４６０ ０ ００４ １ ９７８ １ ２４９～３ １３２

工作节奏 ０ ０２１ ０ ００９ ０ ９２２ １ ０２１ ０ ６７４～１ ５４７

工作人员充足 －０ ５９７ ４ ８２９ ０ ０２８ ０ ５５１ ０ ３２３～０ ９３８

同事相处融洽 ０ ２８６ ０ ５８６ ０ ４４４ １ ３３１ ０ ６４０～２ ７６６

社会责任感 ０ ６４１ ２ ７３１ ０ ０９８ １ ８９８ ０ ８８８～４ ０５９

岗前培训充分 ０ ９４６ ４ ４７２ ０ ０３４ ２ ５７５ １ ０７２～６ １８９

薪酬水平满意 －０ ７４２ ７ ０８４ ０ ００８ ０ ４７６ ０ ２７６～０ ８２２

晋升制度满意 －０ ５３６ ６ ２６０ ０ ０１２ ０ ５８５ ０ ３８５～０ ８９０

工作涉及气温变化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３ ０ ７７３ ０ ９２２ ０ ５３３～１ ５９７

表 ４　 搬运作业人员 ＬＢＰ 患病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变量 β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吸烟 ０ ５３０ １２ ２８４ ＜０ ００１ １ ６９９ １ ２６３～２ ２８６

体育锻炼 －０ ２７２ ６ ５５９ ０ ０１０ ０ ７６２ ０ ６１８～０ ９３８

背部弯曲幅度 ０ ５４０ ７ ７８４ ０ ００５ １ ７１６ １ １７４～２ ５０７

经常转身 ２ １１２ ６ ６２０ ０ ０１０ ８ ２６７ １ ６５４～４１ ３１８

弯腰同时转身 １ ２９３ １０ ３１４ ０ ００１ ３ ６４５ １ ６５５～８ ０２５

劳动强度 ０ ９１９ ９ ９３３ ０ ００２ ２ ５０８ １ ４１６～４ ４４１

３　 讨论

本研究显示， 窄体客机搬运和行李分拣工人的 ＬＢＰ 患病

率较高， 分别为 ７０ ６％和 ７０ ７％。 常见的窄体客机机型， 如

空客 Ａ３１９ 和空客 Ａ３２０ 货舱内高均为 １２３ ｃｍ， 波音 Ｂ７３７ 和

Ｂ７３８ 则不足 ９０ ｃｍ， 狭窄的作业空间强迫货舱内部搬运工人

长时间大幅度弯腰工作。 分拣作业车间的传送带高度在膝盖

以下， 强迫作业人员工作时频繁弯腰和转身。 宽体客机搬运

工人常使用机械化的大型行李集装箱或传送带运送货物， 作

业空间较为宽敞， 工作时弯腰和转身的动作频次较其他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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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ＬＢＰ 患病率较其他工种低， 仅为 ２５ ６％。 行李拖车司机

ＬＢＰ 患病率为 ５５ ３％。 该工种长时间保持坐姿， 且日常兼职

窄体搬运的部分工作， 搬运作业过程中弯腰和转身的重复性

动作可能增加 ＬＢＰ 患病风险。 刘璐等研究发现， 不良心理因

素也可导致坐位人群 ＬＢＰ 患病风险增加［１１］ ， 该因素对行李拖

车司机 ＬＢＰ 患病的影响仍待进一步研究。 有文献指出［１２，１３］ ，
反复或长时间转身、 弯腰等姿势易使机体处于疲劳状态而得

不到恢复， 使 ＬＢＰ 患病风险增加。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 背部弯曲幅度、 经常转身、 弯腰同时转身等工作姿

势是导致搬运作业人员 ＬＢＰ 的危险因素， 其 ＯＲ 值分别为

１ ７１６ （９５％ ＣＩ ＝ １ １７４ ～ ２ ５０７）， ８ ２６７ （ ９５％ ＣＩ ＝ １ ６５４ ～
４１ ３１８） 和 ３ ６４５ （９５％ＣＩ ＝ １ ６５５ ～ ８ ０２５）。 弯腰的频度越

高、 持续时间越长， 患下背部疾病的风险越大， 与杨磊等研

究结果相符［１４］ 。
劳动强度大是我国机场搬运行业的特点。 刘鹤云等研究

发现［１５］ ， Ⅰ级劳动强度时 ＬＢＰ 患病率已经很高。 机场每个航

班装卸行李货物的作业人员有 ４～ ６ 人， 分为两组装卸前舱和

后舱的行李货物。 为避免航班延误， 托运行李和货物要求在

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装卸完毕。 分拣作业要求每辆行李拖车 ２～
３ 人， 按照与航班号对应一致的指示标签分拣行李和货物， 不

能错放。 飞机航班每天进港和出港有 ２ ～ ３ 个高峰时段， 这段

时间是行李货物搬运工作的高峰期。 本研究中劳动强度的 ＯＲ
值为 ２ ５０８ （９５％ＣＩ＝ １ ４１６～ ４ ４４１）， 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劳

动强度会增加搬运作业人员的职业紧张和工作负荷， 导致患

ＬＢＰ 的风险增加。 搬运作业除了旅客托运的行李箱， 还有部

分物流货物， 物件尺寸不合理或重量过大都会增加人体负荷，
其对搬运作业人员 ＬＢＰ 患病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

现场调查搬运作业人员工作生活情况得知， 由于体力负

荷较大， 工作时出汗较多， 搬运工人工间休息时常通过吸烟

放松身体。 但是， 经常吸烟会影响睡眠质量， 使体力得不到

充足的恢复， 从而降低工作效率［１６］ 。 本研究表明， 吸烟是

ＬＢＰ 患病的危险因素， 其 ＯＲ 值为 １ ６９９ （９５％ＣＩ ＝ １ ２６３ ～
２ ２８６）。 白夜双休的轮班制度导致工人生活作息不规律， 相

比于体育锻炼， 工人下班回家后更倾向于通过看电视或多睡

觉等生活方式放松休息。 本研究发现， 下班后进行适当的体

育锻炼能够有效降低搬运作业人员 ＬＢＰ 的患病， 是 ＬＢＰ 的保

护因素， 其 ＯＲ 值为 ０ ７６２ （９５％ＣＩ＝ ０ ６１８～０ ９３８）。
因此， 建议搬运作业人员应增强保护自身健康的意识，

日常工作生活中减少吸烟， 适当增加体育锻炼， 可有效降低

ＬＢＰ 发病的风险。 白夜双休制的轮班制度导致搬运作业人群

生活作息不规律， 建议管理人员尽可能固定工人的工作时段，
如白班和夜班各 １２ ｈ， 同一时段 ２ 个班组轮班工作， 每个月进

行一次白班和夜班班组的交换调整， 保障工人规律的生活作

息时间。 不良工作姿势和劳动强度对搬运作业人员 ＬＢＰ 的影

响可以使用其他工效学方法进一步评估［１７］ ， 劳动强度可以根

据我国国家标准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 （ＧＢ３８６９—１９９７） 进

行评定， 并通过相应的干预措施有计划的减轻体力劳动强度，
改善工作环境， 纠正错误的工作姿势， 降低不良工效学因素

对 ＬＢＰ 患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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