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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 选择 《北欧肌肉

骨骼疾患调查问卷 （修改版） 》， 对寿光市 ３ 个主要蔬菜种植

区的 １５６ 名蔬菜大棚作业人员的一般情况、 肌肉骨骼症状和

工作情况等进行调查。 蔬菜大棚作业人员不分部位职业性肌

肉骨骼疾患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为 ８７ ５％，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排在

前四位的部位依次为下背 ／ 腰部 （４８ ０％）、 颈部 （３２ ９％）、
肩部 （３１ ６％） 和膝部 （３０ ９％）；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 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每天工作时间≥１０ ｈ、
年龄可能是该人群 ＷＭＳＤｓ 的危险因素。 提示应加强工效学干

预， 预防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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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２０ 年来， 我国日光温室产业发展迅速， 目前

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大棚蔬菜生产国。 大棚作业多

为手工作业， 存在劳动强度大、 作业时间长、 强迫体

位以及高温、 高湿、 狭窄等不良作业条件与作业环

境， 使该部分作业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健康接触风

险［１⁃５］。 本次研究通过对蔬菜大棚作业人员职业性肌

肉骨骼疾患 （ＷＭＳＤｓ） 的调查， 了解其患病情况及

主要的危险因素， 为预防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和采取健康

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择寿光市 ３ 个蔬菜种植区年龄≥１８
岁、 无其他外伤史、 从事蔬菜大棚种植作业≥１ 年的

所有作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共发放问卷 １５６ 份， 全

部收回， 合格问卷 １５２ 份， 有效率为 ９７ ４％。 研究对

象平均年龄 （ ５１ ５ ± ７ ４） 岁， 平均身高 （ １６８ １ ±
６ ７） ｃｍ， 平均体重 （ ６７ ４ ± ８ １ ） ｋｇ， 平均工龄

（１８ ０ ± １０ ０ ） 年。 学 历 以 初 中 及 以 下 为 主， 占

８８ ８％， 高中及中专占 １１ １％。
１ ２　 内容与方法 　 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
选择杨磊等翻译和验证并经专家审阅的电子版 《北欧

问卷 （修改版） 》 ［６］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

生与中毒控制所提供）， 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已在造

船行业和机场搬运作业中得到验证［７，８］。 问卷内容包

括一般情况 （姓名、 性别、 工龄、 文化、 婚姻、 收

入、 体育锻炼、 吸烟、 饮酒、 疲劳等）、 肌肉骨骼疾

患情况 （症状、 发生部位、 频率等） 和工作情况

（工作类型、 作息时间和工作姿势等）。
调查前首先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讲解问卷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采用 １ ∶ Ｎ 的调查方式， 对被

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的填表调查， 由本人独立填写。
该电子表格已标化相关内容， 缺项不能提交， 并对每

个调查对象填表进度进行电脑监控， 确保填写内容完

整和完成人数可控。
ＷＭＳＤｓ 的判定采用美国 ＮＩＯＳＨ 对肌肉骨骼损伤

的判定标准， 即当身体各肌肉关节部分出现疼痛、 僵

硬、 烧灼感、 麻木或刺痛等不适症状， 同时满足

（１） 过去 １ 年内不适； （２） 从事当前工作以后开始

不适； （３） 既往无事故或突发伤害 （影响不适的局

部区域）； （４） 每月出现不适或持续＞７ ｄ， 则判定该

部位为肌肉骨骼疾患。
１ ３　 统计分析 　 选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０ 和 ＳＰＳＳ ２３ ０ 软件

对数据进行录入、 整理和分析。 采用 χ２ 检验进行

ＷＭＳＤｓ 与各种因素之间的关联分析。 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 以发生 ＷＭＳＤｓ 为因变量

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检验水准 α＝ 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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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２ １　 ＷＭＳＤｓ 患病情况 　 １５２ 名研究对象近一年内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为 ８７ ５％。 各部位发生率依次为下背 ／
腰部 （４８ ０％）、 颈部 （３２ ９％）、 肩部 （３１ ６％）、 膝

部 （３０ ９％）、 臀 ／腿部 （１７ ８％）、 手 ／腕部 （１３ ８％）、
踝 ／足部 （１２ ５％）、 上背 ／后背部 （ ６ ６％） 和肘部

（４ ６％）。 男性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高于女性， 分别为

８９ １％和 ８３ ３％。
２ ２　 ＷＭＳＤｓ 的影响因素

２ ２ １ 　 单因素分析　 表 １ 可见， 年龄、 工龄、 长时

间站立、 搬运重物＞２０ ｋｇ、 每分钟进行多次重复性操

作、 每天工作时间、 休息时间充足、 腰部重复同一动

作、 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

姿势、 需要用手捏 ／抓紧物品、 长时间屈膝 １２ 个因素

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 １　 蔬菜大棚作业人员 ＷＭＳＤｓ 发病情况及单因素分析

　 　 　 因素 总人数 发病人数 （％） χ２值 Ｐ 值 　 　 　 因素 总人数 发病人数 （％） χ２值 Ｐ 值

年龄 （岁）
　 ＜５０ ５５ ４１（７４ ５） １３ ２２４ ０ ０００
　 ≥５０ ９７ ９２（９４ ８）
工龄 （年）
　 ＜１５ ６６ ５２（７８ ８） ８ ６１２ ０ ０１３
　 １５～３０ ７２ ６７（９３ １）
　 ＞３０ １４ １４（１００ ０）
长时间站立

　 很少 １０ ８（８０ ０） １５ ９２７ ０ ００１
　 有时 １７ １０（５８ ８）
　 经常 ６２ ５６（９０ ３）
　 频繁 ６３ ５９（９３ ７）
搬运重物＞２０ ｋｇ
　 很少 ３０ ２５（８３ ３） １５ ３１３ ０ ００２
　 有时 ５３ ４７（８８ ７）
　 经常 ６７ ６１（９１ ０）
　 频繁 ２ ０
每分钟进行多次重复性操作

　 很少 １２ ８（６６ ７） ７ ６８４ ０ ０５３
　 有时 ４０ ３３（８２ ５）
　 经常 ７０ ６５（９２ ９）
　 频繁 ３０ ２７（９０ ０）

每天工作时间 （ｈ）
　 ≥１０ ６６ ６４（９７ ０） 　 ９ ５４ 　 ０ ００２
　 ＜１０ ８６ ６９（８０ ２）
休息时间充足

　 是 １１３ ９４（８３ ２） ７ ４９４ ０ ００６
　 否 ３９ ３９（１００ ０）
腰部重复同一动作

　 是 ８３ ７６（９１ ６） ２ ７６４ ０ ０９６
　 否 ６９ ５７（８２ ６）
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是 １１７ １０８（９２ ３） １０ ７３８ ０ ００１
　 否 ３５ ２５（７１ ４）
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是 ９１ ８３（９１ ２） ２ ８５２ ０ ０９１
　 否 ６１ ５０（８２ ０）
需要用手捏 ／ 抓紧物品

　 是 １０８ ９９（９１ ７） ５ ９２２ ０ ０１５
　 否 ４４ ３４（７７ ３）
长时间屈膝

　 是 ７９ ７３（９２ ４） ３ ６１８ ０ ０５７
　 否 ７３ ６０（８２ ２）

２ ２ ２　 ＷＭＳＤｓ 的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发生 ＷＭＳＤｓ
为因变量， 经过 χ２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

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发现背部长时间保

持同一姿势、 每天工作时间≥１０ ｈ、 年龄三个因素为

蔬菜大棚作业人员发生 ＷＭＳＤｓ 的危险因素。 见表 ２。

表 ２　 蔬菜大棚作业人员 ＷＭＳＤｓ 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因素 β 值 Ｓ Ｅ Ｗａｌｄ χ２值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１ ９７ ０ ７３ ７ ２１ ＜０ ０１ ７ １７ １ ７０～３０ ２３
每天工作时间≥１０ ｈ １ ８８ ０ ８１ ５ ４０ ０ ０２ ６ ５７ １ ３４～３２ １７
年龄 １ ６０ ０ ５８ ７ ５７ ＜０ ０１ ４ ９６ １ ５８～１５ ５３

３　 讨　 论

ＷＭＳＤｓ 是农民中最普遍的伤害。 本次调查结果

显示， 蔬菜大棚作业人员中， 各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

４ ６％～ ４８ ０％， 以下背 ／腰部 （４８ ０％） 最为严重，
其次 为 颈 部 （ ３２ ９％）、 肩 部 （ ３１ ６％） 和 膝 部

（３０ ９％）， 与目前国内文献报道相似［２，３］。 Ｋｅｅ 等［４］

对韩国 ３５８ 名农民调查结果显示， 肩部、 膝部以及下

背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高于其他身体部位； Ｃａｍｉｌｌｅｒｉ
等［５］的调查结果认为， 手 ／腕部、 肘部为伊朗温室工

人 ＷＭＳＤｓ 的主要发生部位， 其差异可能与种植蔬菜

品种、 使用工具以及对重复性作业的定义不同有关。
菜农一年四季都在棚中劳作， 大棚种植涉及特定

的操作， 例如茎叶修剪、 绑扎植物以及分配农药和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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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需要及时通风、 防虫防病、 保证大棚的温湿度

等。 因此大棚作业人员工作时间较长、 工作量较大。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 每天工作时间≥１０ ｈ 是

ＷＭＳＤｓ 的危险因素， 劳动时间越长局部肌肉骨骼负

荷越重， 越易产生局部肌肉骨骼疲劳， 最终会导致局

部肌肉的退行性改变， 产生 ＷＭＳＤｓ。 Ｓｕｇｇａｒａｖｅｔｓｉｒｉ
等［９］研究显示， 电子行业工人每天工作超过规定时

间是职业性背痛的危险因素 （ＯＲ＝ ３ ３９）。
性别和年龄是重要的两个个体特征。 本研究提

示， 蔬菜大棚作业人员男性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高于女

性， 可能原因是大棚中一些劳动强度较大的作业， 如

搬运重物、 多次耕松土等重负荷操作大多需要男性完

成。 本研究显示， 年龄和工龄均与 ＷＭＳＤｓ 发生有

关， 但工龄并未入选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模型中。
进一步分析发现， 年龄和工龄具有相关性 （ χ２ ＝
２３ １３， Ｐ＜０ ０１）， 且工龄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将年龄和工龄这两个变量分别剔除后再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发现， 剔除工龄这一变量后模型的

拟合度要优于剔除年龄变量后的模型， Ｒ２ 分别为

０ １８５ 和 ０ １６０， 说明年龄覆盖了工龄这一因素。 经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调整后， 年龄因素差异依然

有统计学意义， 且 ＷＭＳＤｓ 发生风险随年龄增大而增

加 （ ｒ＝ ０ ２９５）。 随着年龄的增加， 组织退化是肌肉

骨骼疾患的诱发因素之一。
ＷＭＳＤｓ 与多种职业因素有关， 包括重体力劳动、

搬举重物、 静力作业、 不良劳动姿势、 反复操作、 机

械振动等， 特别是这些因素彼此共存时危害更大。 本

研究显示， 长时间站立、 搬运重物＞２０ ｋｇ、 每分钟进

行多次重复操作、 腰部重复同一动作、 背部长时间保

持同一姿势、 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工作时用手

捏 ／抓紧物品、 长时间屈膝与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有关。
由于大棚作业劳动强度较大、 空间较狭窄， 在这种条

件下频繁弯腰搬运重物势必会增加下背 ／腰部肌肉负

荷。 在作物育苗期， 需要作业者以蹲姿或跪姿作业，
长时间屈膝易导致膝关节内外侧肌肉和韧带长期牵张

而劳损， 增加 ＷＭＳＤｓ 的风险。 在作物吊蔓阶段， 作

业人员需要用一只手握住植物的茎， 另一只手将茎缠

绕在支撑线上， 整个工作周期的活动都是频繁重复

的， 虽不需要承受过重负荷， 但手臂经常上举作业会

导致肩部肌肉骨骼疲劳。 Ｂａｅ［１０］和 Ｗａｎｇ 等［１１］分别对

物理治疗师和妇产科医生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长时

间站立工作与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密切相关。 本次多因素

回归分析显示， 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是作业人员

ＷＭＳＤｓ 发生的危险因素， 其原因可能是作业者肌肉

长时间处于紧张强直状态， 血液循环障碍， 最终导致

疾患的发生。
本调查发现， 作业人员普遍反映自身健康状况较

差， 但因大棚蔬菜采摘的高时效性要求， 有时要忍受

疼痛劳作， 增加了发生 ＷＭＳＤｓ 的风险。 因此应加大

对大棚作业人员 ＷＭＳＤｓ 的干预措施， 如利用机械进

行大棚作物的采摘及搬运， 避免超负荷劳作； 改进大

棚的操作方式， 应用工效学和组织的方法对不良操作

姿势频率以及手工操作加以限制； 加强宣传教育和培

训， 普及符合人体工效学原则的工作方法， 较高负荷

活动与休息相结合， 积极佩戴防护器具等， 使大棚作

业人员 ＷＭＳＤｓ 能够危险最小化。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样本量较小， 结果的推论可

能受到一定的限制， 需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大研究样本

量， 减少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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