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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选取 ６６３ 名男性汽车制造企业总装车间工人为调

查对象， 采用经过修改的 《北欧肌肉骨骼问卷》 进行流行病

学横断面调查。 结果显示， 汽车制造总装作业工人职业性肌

肉骨骼疾患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为 ５１ ９％， 身体各部位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颈部 （２９ ７％）、 肩部 （２５ ８％）、
手 ／ 腕部 （２５ ３％） 和踝 ／ 足部 （２２ ６％）。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显示， 不良工作体位、 经常转身、 长时间站立是汽车

制造总装作业工人 ＷＭＳＤｓ 的危险因素； 体育锻炼和充足休息

是 ＷＭＳＤｓ 的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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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制造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 劳动强度大， 工

作环境艰苦， 职业性伤害严重［１］。 本研究通过对汽车

制造业工人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 （ｗｏｒｋ⁃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ｕｓｃｕ⁃
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ＷＭＳＤｓ） 的调查， 了解分析其患

病情况及主要危险因素， 为预防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和企

业采取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为将其列入我国法定

职业病目录提供数据支持。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以山东省内某汽车制造企业总装车间男

性装配工、 焊工、 上胶工、 油漆工等作为研究对象，
共 ８８９ 人。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７０８ 份， 全部回收， 根

据 纳 入 和 排 除 标 准， 合 格 问 卷 ６６３ 份， 有 效

率 ９３ ６％。
１ ２　 内容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

方法， 选择经专家审阅的杨磊等［２］翻译、 修订、 验证

的 《中文版肌肉骨骼疾患调查表》 修改版为工具，
其信度和效度已在造船行业和机场搬运作业中得到验

证［３，４］。 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和工作情况两部分。
调查员经统一培训， 采用 １ ∶ Ｎ 填表调查， 由调查员

发放并讲解， 调查对象自行填表。
ＷＭＳＤｓ 的定义： 指身体各部位出现不适、 麻木、

疼痛和活动受限等， 且症状持续时间＞２４ ｈ， 下班休

息未能恢复， 同时排除其他内科急症及身体残疾或疾

病后遗症者。
１ ３　 统计分析　 选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 和 ＳＰＳＳ ２３ ０ 软件

对数据进行录入、 整理和分析。 采用 χ２检验进行患病

率的比较和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在单因素分析的

基础上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

２　 结　 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年龄 １８ ～ ４９ 岁、 平均年龄

（２４ ２０±４ ８１） 岁， 平均身高 （１７４ ５±９ ３） ｃｍ， 平

均体重 （６７ ７±１２ ７） ｋｇ， 平均工龄 （４ ４±３ ６） 年。
学历以高中及中专为主 （５５ ５％）， 大专占 ４１ ４％。
２ ２　 ＷＭＳＤｓ 患病情况 　 总人群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为

５１ ９％， 各部位患病率由高到低依次为颈部、 肩部、
手 ／腕部、 踝 ／足部、 下背部、 上背部、 膝部、 臀 ／腿
部、 肘部。 各工种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各有差异，
下背部、 颈部、 手 ／腕部、 膝部和踝 ／足部的患病率在

不同工种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见表 １。
２ ３　 ＷＭＳＤｓ 的危险因素分析

２ ３ １　 单因素分析 　 χ２检验结果显示， 除吸烟、 惯

用手、 文化程度等因素的患病率在各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外， 其他因素均可对 ＷＭＳＤｓ 发病产生影响。
详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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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汽车制造不同工种工人各部位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率 例 （％）

工种 人数 颈部 肩部 上背部 下背 ／ 腰部 肘部 手 ／ 腕部 臀 ／ 腿部 膝部 踝 ／ 足部

装配工 ３０９ ７１（２３ ０） ５８（１８ ８） ３６（１１ ７） ３７（１２ ０） ２９（９ ４） ６２（２０ １） ３３（１０ ７） ３０（９ ７） ５４ （１７ ５）
焊装工 １６６ ５６（３３ ７） ４８（２８ ９） ３５（２１ １） ４４（２６ ５） １４（８ ４） ５６（３３ ７） １３（７ ８） １８（１０ ８） ３９ （２３ ５）
上胶工 ６０ ３１（５１ ７） ２５（４１ ７） １８（３０ ０） １９（３１ ７） ９（１５ ０） ２３（３８ ３） １３（２１ ７） １７（２８ ３） ２３ （３８ ３）
油漆工 ３９ １７（４３ ６） １９（４８ ７） １２（３０ ８） １９（４８ ７） ６（１５ ４） １６（４１ ０） １４（３５ ９） １７（４３ ６） １１ （２８ ２）
操作工 ２７ ７（２５ ９） ４（１４ ８） ４（１４ ８） ３（１１ １） １（３ ７） ２（７ ４） ６（２２ ２） ６（２２ ２） ７ （２５ ９）
其他 ６２ １５（２４ ２） １７（２７ ４） ８（１２ ９） ６（９ ７） ５（８ １） ９（１４ ５） １５（２４ ２） ９（１４ ５） １６ （２５ ８）
合计 ６６３ １９７（２９ ７） １７１（２５ ８） １１３（１７ ０） １２８（１９ ３） ６４（９ ７） １６８（２５ ３） ９４（１４ ２） ９７（１４ ６） １５０ （２２ ６）
χ２值 ２６ ５３ ２９ ２０ ２１ ４４ ４８ ５８ ５ ０２ ２９ ５８ ３３ ０４ ４４ ７５ １４ ４３
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４１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３

　 　 注： 其他工种包括冲压工、 调试工、 打磨班长、 生产工段长等。

表 ２　 汽车制造人员肌肉骨骼疾患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人数 ＷＭＳＤｓ 例数 （％）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因素　 　 　 人数 ＷＭＳＤｓ 例数 （％）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工龄 （年） １７ ４５ ＜０ ０１ 休息时间充足 １２２ ８ ＜０ ０１
　 ＜３ ３５０ １５６（４４ ６） １ 　 否 ２８６ ２１９（７６ ６） １
　 ３～１０ ２７１ １５９（５８ ７） １ ７６（１ ２８～２ ４３） 　 是 ３７７ １２５（３３ ２） ０ １５（０ １１～０ ２２）
　 ＞１０ ４２ ２９（６９ ０） ２ ７８（１ ３９～５ ５２） 经常转身 １２３ ３８ ＜０ ０１
吸烟 ２ ＞０ ０５ 　 否 ２６６ ６８（２５ ６） １
　 否 ３１４ １７２（５４ ８） １ 　 是 ３９７ ２７６（６９ ５） ６ ６４（４ ６９～９ ４１）
　 是 ３４９ １７２（４９ ３） ０ ８０（０ ５９～１ ０９） 经常在弯腰的同时转身 ８２ ２５ ＜０ ０１
惯用手 ２ ５９ ＞０ ０５ 　 否 ４５０ １７９（３９ ８） １
　 右手 ５９６ ３０３（５０ ８） １ 　 是 ２１３ １６５（７７ ５） ５ ２０（３ ５８～７ ５６）
　 左手 ６７ ４１（６１ ２） １ ５３（０ ９１～２ ５６） 颈部保持同一姿势 ５６ ７１ ＜０ ０１
文化程度 ５ ３６ ＞０ ０５ 　 否 ４１６ １６９（４０ ６） １
　 初中及以下 １２ ５（４１ ７） １ 　 是 ２４７ １７５（７０ ９） ３ ５５（２ ５４～４ ９８）
　 高中及中专 ３６８ １７８（４８ ４） １ ３１（０ ４１～４ ２１） 长时间低头 ４３ １５ ＜０ ０１
　 大专及大学 ２７３ １５６（５７ １） １ ８７（０ ５８～６ ０３） 　 否 ４３４ １８５（４２ ６） １
　 硕士及以上 １０ ５（５０ ０） １ ４０（０ ２６～７ ５８） 　 是 ２２９ １５９（６９ ４） ３ ０６（２ １８～４ ２９）
体育锻炼 １４ ６２ ＜０ ０１ 手腕弯曲 ７３ ５９ ＜０ ０１
　 否 ２０３ １２８（６３ １） １ 　 否 ４３８ １７５（３９ ９） １
　 是 ４６０ ２１６（４６ ９） ０ ５２（０ ３７～０ ７３） 　 是 ２２５ １６９（７５ １） ４ ５３（３ １７～６ ４８）
需上肢或手用力 ９９ ５５ ＜０ ０１ 手位置 ３１ ２８ ＜０ ０１
　 很少 ４６ １９（４１ ３） １ 　 肩以下 ５３８ ２５１（４６ ７） １
　 有时 ２４２ ６９（２８ ５） ０ ５７（０ ２９～１ ０９） 　 肩以上 １２５ ９３（７４ ４） ３ ３２（２ １５～５ １４）
　 经常 １５２ ９４（６１ ８） ２ ３０（１ １８～４ ５１） 屈膝 ３１ ８１ ＜０ ０１
　 很频繁 ２２３ １６２（７２ ６） ３ ７８（１ ９６～７ ２８） 　 否 ５７７ ２７５（４７ ７） １
工作时使用振动工具 ６２ ７２ ＜０ ０１ 　 是 ８６ ６９（８０ ２） ４ ４６（２ ５６～７ ７７）
　 很少 ２３２ １２９（５５ ６） １ 下肢、 踝重复动作 ６５ ７７ ＜０ ０１
　 有时 ２４６ ８３（３３ ７） ０ ４１（０ ２８～０ ５９） 　 否 ４５９ １９０（４１ ４） １
　 经常 ８３ ５６（６７ ５） １ ６６（０ ９８～２ ８１） 　 是 ２０４ １５４（７５ ５） ４ ３６（３ ０１～６ ３１）
　 很频繁 １０２ ７６（７４ ５） ２ ３３（１ ３９～３ ９１） 长时间站立 １４８ ２１ ＜０ ０１
不良工作姿势 １４３ ５１ ＜０ ０１ 　 很少 １３ ２（１５ ４） １
　 很少 ３３７ １０６（３１ ５） １ 　 有时 １６８ ２４（１４ ３） ０ ９２（０ １９～４ ３９）
　 有时 ２０６ １２７（６１ ７） ３ ５０（２ ４４～５ ０４） 　 经常 １７７ １０２（５７ ６） ７ ４８（１ ６１～３４ ７５）
　 经常 ６７ ６２（９２ ５） ２７ ０２（１０ ５６～６９ １６） 　 很频繁 ３０５ ２１６（７０ ８） １３ ３５（２ ９０～６１ ４４）
　 很频繁 ５３ ４９（９２ ５） ２６ ７０（９ ３９～７５ ８９） 搬运重物＞２０ ｋｇ ４５ １３ ＜０ ０１
加班 ９７ ３１ ＜０ ０１ 　 很少 ４０５ ２４０（５９ ３） １
　 否 ２９３ ８９（３０ ４） １ 　 有时 ２２５ ７８（３４ ７） ０ ３６（０ ２６～０ ５１）
　 是 ３７０ ２５５（６８ ９） ５ ０８（３ ６４～７ ０９） 　 经常 １８ １４（７７ ８） ２ ４１（０ ７８～７ ４４）

　 很频繁 １５ １２（８０ ０） ２ ７５（０ ７６～９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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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发生 ＷＭＳＤｓ 为应变量，
以经过单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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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工作姿势、 经常转

身和长时间站立为汽车制造总装作业工人 ＷＭＳＤｓ 的

危险因素， 体育锻炼和休息时间充足为工人 ＷＭＳＤｓ
的保护因素。 见表 ３。

表 ３　 汽车制造人员 ＷＭＳＤｓ 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因素　 　 　 Ｂ 值 Ｓ Ｅ Ｗａｌｄ χ２值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体育锻炼 －０ ２４ ０ １１ ４ ３８ ０ ０４ ０ ７９ ０ ６３～０ ９８

不良工作姿势 ０ ６９ ０ １５ ２０ ７２ ＜０ ０１ ２ ００ １ ４８～２ ６９

休息时间充足 －０ ６６ ０ ２３ ８ ０６ ＜０ ０１ ０ ５２ ０ ３３～０ ８２

经常转身 ０ ７１ ０ ２４ ８ ４２ ＜０ ０１ ２ ０４ １ ２６～３ ２９

长时间站立 ０ ５２ ０ １５ １２ ６２ ＜０ ０１ １ ６８ １ ２６～２ ２５

３　 讨　 论

在汽车装配生产线中， 由于汽车结构复杂， 零部

件繁多， 工人劳动强度高， 患 ＷＭＳＤｓ 的风险较大。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作业工人中各部位 ＷＭＳＤｓ 的患

病率 ３ ７％～５１ ７％， 患病部位以颈部 （２９ ７％） 最为

严重， 其次为肩部 （２５ ８％）、 手 ／腕部 （２５ ３％） 和

踝 ／足部 （２２ ６％）。 与王会宁等人［５］ 的研究结果相

似； 与 Ｈｕｓｓａｉｎ 等人［６⁃９］ 汽车行业一般多以下背部和腰

部 ＷＭＳＤｓ 最为严重的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可能与所

选人群的年龄、 工龄以及生活方式和工作习惯有关。
国外有学者对建筑工人、 物理治疗师以及石化工人进

行研究， 显示颈部、 肩部为这三种行业人群 ＷＭＳＤｓ
的高发部位［１０⁃１２］。

ＷＭＳＤｓ 与多种职业因素有关， 包括重体力劳动、
搬运重物、 静力作业、 不良工作姿势、 反复操作、 机

械振动等［１３］， 特别是当这些因素彼此共存时危害更

大。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显示， 长时间站立、 搬运重物

＞２０ ｋｇ、 需要上肢或手用力、 以不舒服的姿势工作、
经常转身、 颈部保持同一姿势、 长时间低头、 手腕弯

曲、 屈膝、 下肢或踝重复动作是工人 ＷＭＳＤｓ 的危险

因素。 其原因是汽车行业涉及冲压、 焊接、 涂装、 检

验等工序， 在岗位原地长时间低头、 耸肩的重复性作

业， 使工人颈部和肩部长时间处于静态作业； 手工流

水线的零件加工， 工人需保持同一姿势长时间的静态

作业， 会增加肌肉骨骼负担。 同时汽车行业的原材料

和产品一般质量重、 体积大， 需要叉车和推车等工具

协作， 对腰部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 故腰部的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相对没有颈部和肩部高。 汽车检验工序工人需

频繁的下蹲检测车辆整体质量， 膝关节内外侧肌肉和

韧带长期牵张而劳损， 增加 ＷＭＳＤｓ 患病的风险［１４，１５］。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不良工作姿势、 工作中经常转

身和长时间站立是工人 ＷＭＳＤｓ 发生的危险因素。 Ｂａｅ
等［１１］对 ８５５ 名物理治疗师的调查发现， 长时间站立、
依靠上肢用力、 手臂外伸、 手腕弯曲会增加 ＷＭＳＤｓ
的患病风险。 Ｓｙ 等［１６］ 研究发现， 非洲头发编织者每

天进行多次重复的手部动作以及长时间站立和 ／或长时

间坐姿， 同样成为肩部疼痛的影响因素。 Ｄａｓ 等［１７］ 和

Ｅｋｐｅｎｙｏｎｇ［１８］分别对手工艺人和建筑工人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不良工作姿势与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密切相关。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表明， 工龄可能是工人发生

ＷＭＳＤｓ 的危险因素， 影响机制可能是从事作业时间越

长， 劳动过程中暴露于急性或慢性负荷等危险因素的

时间越长， 肌肉骨骼系统产生的损伤不断积累， 最终

导致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 工龄因素在对油田修井工人、
超声工作者、 护理人员的研究中也显示了相似的结

果［１９⁃２１］。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体育锻炼是防止

ＷＭＳＤｓ 发生的保护因素。 工人在长期超负荷的工作状

态下， 易产生不良应激反应， 通过体育锻炼可以得到

有效缓解， 还可以保持良好健康状况， 提高组织器官

生理功能。
组织管理因素方面， 加班是工人发生肌肉骨骼疾

患的危险因素， 劳动时间越长， 肌肉骨骼活动时间越

长， 工人疲劳感越强， 工作能力下降。 Ｈｏｓｓａｉｎ 等［２２］

对孟加拉国 ２３２ 名服装加工厂工人的调查显示， 每周

工作时间＞４８ ｈ 的员工患病风险高。 本研究发现休息

时间充足是 ＷＭＳＤｓ 的保护因素。 Ｐｅｊｃ̌ｉｃ＇ 等［２３］对塞尔维

亚 ５００ 名牙医的调查发现， 由于治疗患者的高频率导

致休息时间不充足， 肌肉骨骼症状加剧。 这一结果在

护理人员、 超声检查工作者的研究中也有体现［２０，２１］。
综上所述， 汽车制造总装作业工人 ＷＭＳＤｓ 患病

率较高， 提示了制定干预措施的必要性。 开展相关知

识培训和技术指导， 使员工了解 ＷＭＳＤｓ 的危害及预

防措施。 企业保护工人免受 ＷＭＳＤｓ 影响的关键是工

作岗位和工作场所设计合理， 改变操作方式和不良姿

态， 以减少作业人员弯腰和转身的时间、 次数和幅度，
避免负荷过重和重复动作。 以工效学原则改进、 完善

设备和作业环境， 使作业者获得最适宜的人—机—环

境工作系统， 减少对局部肌肉骨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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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主管单位：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主办单位： 中华预防医学会　 沈阳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主要内容： 职业病、 工作相关疾病、 劳动卫生基础研究和实验研究的科研论著、 综述、 讲座、 调查报告， 职业

病及职业因素所致疾病、 生活中毒、 农药中毒、 药物中毒的预防、 急救、 诊断、 治疗、 护理的临床

病例报道、 经验总结等。

订阅方式： 邮发代号 ８－２１５，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本刊为双月刊， ２０２０ 年增页后每期定价 １２ 元， 全年定

价 ７２ 元 （含邮费）。 本刊现存少量过刊， 每期定价 ６ 元， 全年定价 ３６ 元。 订阅者可随时与本刊编

辑部联系， 款到即寄发票。 联系电话： ０２４－２５７３１４１４。

·３３５·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第 ３３ 卷第 ６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Ｄｅｃ ２０２０，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