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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人慢性肌肉骨骼损伤

流行病学调查与研究
孙 栩

,

傅后肚
,

洪 俊
,

孙 宁

扭 典 35 8名机械工人肌肉骨骼健康状况调查结果发现
,

职业性慢性肌肉骨骼 损 伤 患 病 率 为

6 3
.

97%
,

职业性下背痛患病率为49
.

16 %
,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

慢性肌肉骨骼损伤患病率与职业性下背

痛患病率分别与工龄呈正相关
。

关幼词 机械工业 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 职业性下背痛

职业性下背痛和颈
、

肩
、

臂痛统称为职业 专题座谈纪要
” 〔 , ’ 。

颈肩及下背部软组织劳损诊

性肌肉骨骼损伤
,

它是一种与工作 有 关 的疾 断依据 《实用颈腰背痛学》 ` 3 , 。

腰推间盘突出

病
。

国外报道该病在职业性疾病的发生中占第 由市级以上医院确诊
。

本文慢性肌肉骨骼损伤

二位
` , , ,

是工作年龄组工人劳动力丧失的主要 指颈肩部和 (或 )下背部慢性肌肉骨骼损伤
。

下

原因
。

为给预 防工作提供资料
,

作者对某拖拉 背痛指腰肌劳损
、

腰骸关节劳损
、

慢性劳损所致

机厂机械制造工人慢性肌肉骨骼损伤进行了一 的腰椎间盘突出 (无急性外伤史 )和坐骨神经痛

次断面调查
。

(不包括腰椎间盘突出所致的坐骨神经痛 )
。

1 材料和方法

1
.

1 调查对象 随机选择某拖 拉 机厂 (生产

拖拉机和农用汽车 ) 工龄 1年以上在职机械工

人 (包括铸工
、

锻工
、

车工
、

钳工
、

装配工
、

机修工等 ) 3 58 人为实验组
,

受检率为 96
.

3%
,

男女比例为 2
.

68 : 1
,

平均年龄 38
.

5岁 ( 19 ~ 5 7

岁 )
,

40 岁以上占44
.

69 %
,

平均工龄 18
.

57 年

( 1 ~ 33 年 )
。

对照组为经济状况基本相同的

科室人员 (包括行政管理干部
、

会计和中学教

师等 ) 355 人
,

男女比例为 1 :1
.

04
,

平均年龄

3 8
。
3岁 ( 2 1~ 5 7岁 )

,
4 0岁以上占4 6

.

2%
,

平

均工龄 2 3
.

8 9年 ( 1 ~ 35 年 )
。

上述两 组 均排

除了肝
、

肾
、

生殖泌尿系 统 疾 患
,

结核
,

肿

瘤
,

隐性脊柱裂等引起的颈
、

肩
、

腰
、

背痛患者
。

1
.

2 内容和方法 内容包括职业史
、

疾病史
、

外伤史
、

主观感觉等
,

由受检者按统一要求填

写调查表
。

体检包括颈肩部
、

下背部及四肢的

肌肉
、

骨骼
、

神经的物理检查
,

并进行内科体

检和心电图测定
。

以上项目均有专人负责
。

对

肩颈痛和 (或 ) 下腰痛患者进行相应部位的X

线正
.

侧位摄片
。

摄片及阅片由专科医师负责
。

1
.

3 诊断标准 颈椎病诊断标准依据
“

颈椎病

2 结果

2
.

1 慢性肌肉骨骼损伤患病情况

实验组慢性肌肉骨骼损伤患病率与职业性

下背痛患病率分别为 6 3
.

79 %与 4 9
.

16 %
,

对照

组分别为 38
.

0 3% 与 2 0%
,

两组 比 较
,

差异有

高度显著性
,

见表 1
。

实验组中
,

下背痛患病
率与年龄呈正相关 ( ,

: = 。
.

9 5 6
,
b

: = 1
.

71 5
,

夕
: =

一 1 8
.

5 4 + 1
.

7 1 5X
:

)
,

与工龄亦呈正相关 ( r
: =

0
.

0 7 7
, 。 : = 2

.

5 6 6
,

夕
: = 一 4

.

5 2 3 + 2
.

: 6 ex
:

)
。

两直线回归系数比较
,

差异有高度显著性
。

进

一步作协方差分析 (F = 17
.

8 1
,

P < 。
.

05 )控制

年龄因素后
,

表明职业因素在下背痛发病中起

重要作用
,

见表 1
。

2
.

2 慢性肌肉骨骼损伤 与性别关系

组内比较
,

慢性肌肉骨骼损伤患病率无性

别差异
,

见表 2
。

2
.

3 慢性肌肉骨骼损伤患病率与年龄关系

实验组与对照组慢性肌肉骨骼损伤患病率

与年龄皆呈正相关
。

对照组到 40 岁以后患病率

安徽 医科大学劳动卫生教 研室 ( 2 3 0 0 3 2 )

安徽拖拉机厂卫生科

合肥市友谊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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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1 两组慢性肌冉骨公扳伤患病情况

实脸组 ( 3 5 8人) 对撅组 ( 3 5 5人 )

患病人数 患病率 (% ) 息病人数 感病率 ( % )

慢性肌肉骨偏损伤
。

顶推病

顶肌劳损

肩周 炎

颐推病合并肩周炎

腆肌劳损

麒证劳损

坐骨 神经痛

层 椎间盘突出

顶推病合并叹椎间盘突 出

2 2 9 6 3
.

9 7

1 5
.

4

7
.

0

8
.

6

4
.

1 9

2 2
.

又

2 0
.

7

1
.

4

5
.

0

2
.

8

,

;

3 8
.

0 3

1 6
。
3

4
.

5

9
。

.

3
。

04

9
。

6

6
。

弓

0
。

8

3
.

1

1
。

4

4 7
.

0 9

0
.

1 2 7

2
.

1 0 7

0
.

0 2 8

0
.

0另8

2 0
。

8 5

幼
。
5`

劝
。

11 8

1
.

7 0

1
。

6 6

< 0
.

0 0 5

> Q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0 5

< 0
。

0 0 5

> 0
。

0 5

> 0
.

0 5

> 0
。
0 5

ùóOU丹Dn口̀毛.,蕊j.口,10卜口,上3
`.二勺U,曰目l

“灯3115797451018

1 人如患有一种 以上疾盛
,

按 1 例慢性肌肉骨骼损伤计算

裹 2 慢性肌肉骨骼损伤与性别关系 衰 4 慢性肌肉骨偏狠伤患病率与工龄关系

实 脸 组

栓查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 )

对 照 组

检查人数 息病人数

实脸组 . 对照组 ”

息病率
( ,̀ )

工龄

(年 )
位查

人效
息病

人致

息病率 植查
(% 》 人救

盛病
人截

息病 率
(肠 )

06
,叨目奋4
00品n,二̀U心̀4t̀

.U工勺9473545泌735532431幼231519335188“862627
男 2 5 8 1 67 6 4

.

7 2 16 8 6 0 3 5
.

7 1

女 1 0 0 6 2 6 2
.

0 1 87 7 5 4 O
.

I Q

几 2 0
.

2 3 3 0
.

7 2 4

P > 0
.

0 5 > 0
.

0 5

表 3 慢性肌肉骨骼损伤患病率与年龄关系

年龄

(岁 )

实验组 . 对 照组二

< 5 4 6

5 ~ 4 3

I Q~ 3 7

1 5~ 1 0 2

2 0~ 7 6

2 5~ 26

3 0~ 3 3 2 8

1 7
.

3 9

3 7
.

2 1

6 2
.

1 6

7 1
.

5 7

7 6
.

3 2

8 8
.

4 6

1 00
。

0

816邪”582328

检查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检 查
(% ) 人数

患病

人数

患病率
(% )

. r i = 0
.

0 7 6
,
t

r i = 1 0
.

0 2 2
,

Y 盆 = r s
.

4 9 + 2
.

6 6 4X i

.勺ǹ0八
.

.2.1之.6
`12通
口̀匕

24761251 6

1 1 8

1 1 2

1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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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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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C叮甘口

,孟

厅泣n甘巴d月D< 2 5

2 5~

3 5~

4 5~

1

;:
r i = 0

.

8 3 5
,
广, i = 3

.

3 1 4
,

,
一

z = 0
.

89
,
才r Z = 4

.

3 6 5
,

Y t = 1 1 + 1
.

4 2 2X i

Y Z = 一 3 2
.

2 + 1
.

8 2 X 2

显著升高达 56
.

36 %
,

而实验组到 30 岁以后患病

率显著升高达 76 %
,

见表 3
。

2
.

4 慢性肌肉骨骼损伤患病率与工龄关系

实验组与对照组慢性肌肉骨骼损伤患病率

. * r , = 。
.

6 8。
,

, f : = :
.

1 26
,

认
= 1 8

.

4 ` + 1
.

: 4 s x
Z

分别与工龄呈正相关少
: = 0

.

9 7 6
,
t
, : = 1 0

.

0 2 2
,

p < 0
.

0 0 5 ; 犷
:
= 0

.

6 8 9
,
云

; : “ 2
.

1 2 6
,
P ( 0

.

0 5 )
。

实验组相关系数大于对照组
,

差异接近显著性

水平 ( u = 1
.

9 5 3
,

P ~ Q
.

05 )
,

见表 4
。

2
.

5 实验组各工种慢性肌肉骨骼损伤患病率

不同工种间的慢性肌肉骨骼损伤患病率差

异有显著性 ( x
, “ 2 5

.

7 5 2
,

P < 0
.

0 0 5 )
。

装配工

该病患病率为 92 %
,

铸工次之
,

见表 5
。

各主要工种疾病构成
:
装配工颈肩痛 (包

表5 实验组各工种慢性肌肉骨骼损伤息病率比较

装配工 铸工 钳工 眼工 车工 检 查工 机修工 其他 合计

检查人数

患病人数

息病率 (% )

2 5

2 3

9 2
。

0

9 O

6 6

7 3
。

3 3

2 1

1 5

7 1
。

4 3

4 3

27

6 2
.

7 9

7 3

4 5

6 1
。

6 4

4 4

2 6

5 9
.

0匀

2 7

14

5 1
。

85

35

1 3

3 7
.

1 4

事58

2 2 9

6 3
.

分7

公, 二 2 5
.

7 5 2
,
P < 0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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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颈肌劳损
、

颈推病
、

肩周炎 ) 占2 6
.

0 8 %
,

下

背痛 占4 3
.

48 %
,

颈肩痛合并下背痛占30
.

4% ;

铸工依次为 22
。

7%
,

46
.

96 % 和 30
.

3% ; 车工

依次为 6 5
.

5 8%
,

2 2
.

2 2%和 5
.

5 5%
。

3 讨论

本文实验组下背痛患病率为 49
.

16 %
,

显著

高于对照组
。

下背痛患病率分别与年龄及工龄

呈直线回归
,

经协方差分析控制年龄因素后
,

患病率与工龄仍密切有关
。

上述结果表明职业

因素在下背痛发病中起重要 的促进作用
。

本文

工种别患病率比较
:

装配工
、

铸造工慢性肌肉

骨骼损伤患病率较高
。

按疾病构成
,

车工以颈

肩痛为主
,

装配工和铸工以下背痛为主
。

此结

果表明重体力劳动
、

工作时固定姿势不活动对

脊柱产生静负荷
、

抬举重物
、

躯干前倾或弯腰

操作都易引起职业性下背痛
￡̀ 一 ` , 。

腰肌劳损与腰骸关节劳损是下背痛中最常

见疾病
。

本文实验组腰肌劳损和腰能关节劳损

患病率皆显著高于对照组 ( P < 。
.

。。5 )
。

这是由

于腰肌过度紧张导致局部缺血和代谢紊乱
,

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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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水肿
、

出血
、

机化
、

粘连等
,

形成职业性累

积性慢性劳损
。

腰能关节是全身负重最大的关

节和腰部活动的枢纽
,

也是运动功能较复杂的

关节
。

因此
,

负荷过重可加速退行性变和骨质

增生
。

所以
,

本文机械工人中以装配工
、

铸工

(翻砂工 ) 易患腰能关节劳损
。

此外
,

工作环

境中存在的噪声
、

高温和有害气体污染构成精

神和环境负荷与劳动负荷
,

共同作用于机体
,

成为慢性肌肉骨骼损伤的重要诱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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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化切削油所致职业性座疮调查

格阳轴承厂职工医院 ( 47 1 0 39 ) 陈茂勋 宋秀丽 孟德 兰 陈琴珠 郭 又五

硫化切削油主要成份为 20 号机油 (基质 ) ,

另加

入硫磺及一些表面活性剂
,

其中80 %为烷烃
,

20 %为芳

香烃类
。

多轴车床操作工用硫化切削油作冷却与润滑

荆
。

在操作过程中
,

硫化切削油随车床飞转
,

不断地

戮到操作工身上
,

尤其是面部及四肢
。

冬天
,

切削油

浸透工人内衣
,

累及前臂及股伸侧 皮 肤
。

夏 天
,

工

人衣着单薄
,

且挽起袖子
,

切削油可直接 溅 到 皮肤

上
。

本次调查的26 1名调查对象中有 24 1例患职业性座

疮 (油建疮 ) ,

发病率高达 9 2
.

3%
。

一般于接触一个

月后发病
,

夏重冬轻
。

男性发病率明显高于女性 ( P

< 0
.

05 )
。

发病与年龄
、

工龄均无明显关系
。

皮很主要分布在经常接触硫化切削 油 的 面
、

前

臂
、

股伸侧等部位
。

上下 眼睑
、

眼外侧及两颧部皮肤

常可见散在或聚集的黑头粉刺
。

前臂和股伸侧表现为

角化性毛囊性丘疹
,

散在而较密分布
,

间有囊肿和毛

囊炎性丘疹
.

油座疮成批出现
,

此 起 彼 伏
,

绵延不

断
。

停止接触后皮损多于半月自愈
,

继发淡褐色色素

沉着
。

再接触再发
。

笔者认为该类皮肤病是由于硫化切削油中烃类化

合物的原发刺激作用所致
。

因此
,

除改革生产工艺
、

减少 油液飞溅
,

降低生产环境中硫化切削 油 雾 浓度

外
,

要切实加强个人防护
。

如上岗前穿戴能隔绝油浸

的工作服
,

班后彻底清洗皮肤并换干净衣服
。

此外
,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

及早发现
,

及时治疗也 不 应 忽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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