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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通过调查制鞋业生产人员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 （ＷＭＳＤｓ） 发病情况， 探讨可能的相关影响因

素。 方法　 选择 ２８５ 名制鞋业生产人员进行肌肉骨骼疾患与相关因素的流行病学调查， 应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方法探讨其主要影响因素。 结果　 制鞋业生产人员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为 ４９ ８％， 患病率居前三位的部位为颈部、 肩部和

下背 （腰部）， 且该患病率有随工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 （Ｐ＜０ ０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颈部和下背 （腰
部） ＷＭＳＤｓ 的影响因素涉及工效学负荷、 心理状态和劳动组织等方面。 结论　 制鞋业生产人员 ＷＭＳＤｓ 发生可能与工

效学负荷、 心理状态、 工作组织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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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 （ ｗｏｒｋ⁃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ｕｓｃｕｌｏ⁃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ＷＭＳＤｓ） 是指在职业活动中因重

体力负荷、 不良姿势、 重复操作、 狭小空间等不良作

业而引起的肌肉或骨骼损伤， 临床表现为疼痛或活动

受限。 不同行业劳动者的 ＷＭＳＤｓ 发病率和患病部位

各有特点， 如汽车装配、 煤矿作业工人和护士的

ＷＭＳＤｓ 部位以腰部 （下背部） 最高， 珠宝加工厂作

业工人以颈部患病率最高［１～５］。 制鞋行业是典型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 中国每年生产各种鞋超过 １００ 亿双，
占全球制鞋总量的近 ７０％， 是世界最大的鞋类制造

基地［６］。 关于制鞋业工作人员 ＷＭＳＤｓ 调查罕见报

道。 为了解制鞋作业工人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情况及相关

影响因素， 预防和控制 ＷＭＳＤｓ 发生， 本文对国内某

大型制鞋企业作业工人 ＷＭＳＤｓ 开展了流行病学调查

与研究。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择某制鞋企业工龄 １ 年以上的全体生产人员作

为研究对象， 共计 ２８９ 名， 其中男 ４ 名、 女 ２８５ 名，
因男性人数较少不列入统计分析， 年龄 ２０ ７ ～ ５１ ０
岁、 平均 （３９ ５５±５ ９３） 岁。
１ ２　 方法

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与回顾性调查方法， 选用

经修订的 Ｎｏｒｄｉｃ 肌肉骨骼症状调查问卷， 对上述研

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工作状况、 ＷＭＳＤｓ 发生情况

和工作环境等进行调查。 一般情况包括性别、 年

龄、 工龄、 身高等 １１ 个项目。 工作情况包括工作

时腰部姿势、 颈部姿势、 手部姿势及负重、 下肢姿

势等 ２０ 个问题； 工作状况及环境包括工作时间、
加班、 工作量、 对工作的满意度、 对工作姿势舒服

感等 ２７ 个问题。 调查问卷由专人负责分发、 审核、
回收， 调查前先由调查员讲解， 然后被调查者填写

问卷。
ＷＭＳＤｓ 的判定： （１） 过去 １ 年内出现的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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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从事当前工作以后开始出现不适； （３） 不适的

部位既往未发生事故或突发伤害； （４） 每月都出现

不适或持续的时间超过 １ 周。
１ ３　 统计分析

调查表数据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ｅ３ １ 录入， 统计分析使

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包。 采用卡方检验、 趋势卡方检

验、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等， 检验水准 α＝ ０ ０５。
对患病率居前的颈部和腰部 （下背部） 进行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先按照一般情况、 工作情况、 工作

状况及环境三个类别的影响因素进行逐步回归分析，
筛选出每个类别的影响因素； 再把筛选出的影响因素

进行第二次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 建立各部位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的回归方程。
２　 结果

２ １　 制鞋生产工艺和工效学情况

制鞋生产的主要工艺流程： 裁断→针车→底加工→
成型。 其中， 各工序按生产组成包含不同工种， 裁断有

备料、 领料、 裁断取料、 裁工、 印刷、 削皮、 转印、 高

周波、 电绣等； 针车有领料， 手工、 针车、 车整双鞋

面、 滚内里、 车鞋面、 断面、 喷胶、 套后、 电脑辐射切

割等； 底加工有领料、 调漆、 喷漆、 洗药水、 描漆、 排

列、 整理、 打胶、 水洗、 泡胶等； 成型有领料、 刷胶、
塞纸、 贴底、 划线、 拉帮、 打粗、 手取、 打扣、 烫压、
研磨、 点舌头、 压机、 清洗、 入楦、 泡胶、 手工、 垫鞋

垫、 绑鞋带、 配双、 包装、 进仓等。
制鞋生产人员的主要操作姿势包括坐姿双手操

作、 立姿双手操作和立姿伴弯腰的双手操作三种。 不

同部位的工作姿势岗位分布见表 １。

表 １　 制鞋生产人员不同部位的工作姿势岗位分布

部位 姿势　 　 　 岗位 ／工种

背部 背部直立 裁工、 上吊蓝

背部稍微弯曲 刷胶、 高周波、 针车、 双针、 滚内里、
车鞋面、 入楦、 拔楦

大幅度弯曲 装箱

颈部 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包中底、 针车、 刷胶、 印刷

轻度前倾 包中底、 针车、 刷胶、 印刷

大幅前倾 贴底、 入楦

腰部 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针车、 打扣、 贴底、 刷胶、 打粗、 画线、
塞纸团

长时间保持弯腰 装箱、 磨底

长时间保持转身姿势 打包、 印刷、 拉帮、 入楦

手部 手腕长期处于弯曲状态 针车、 刷胶、 穿鞋带、 贴纸、 削皮、 断

面、 清洗、 折内盒

位置一般保持在肩部以

上水平

上吊蓝

位置一般保持在肩部以

下水平

针车、 打扣、 贴底、 刷胶、 打粗、 画线

下肢 长时间保持屈膝姿势 针车、 刷胶、 画线、 点鞋子记号点、 印

刷、 高周波、 磨底

下肢及足踝经常反复做

同一动作

针车、 包中底、 小型电脑针车、 冲孔、
打扣

２ ２　 制鞋生产人员 ＷＭＳＤｓ 发生情况

在过去一年内 ＷＭＳＤｓ 的患病率为 ４９ ８％， 居前

三位的部位依次为颈部、 肩部和腰部 （下背部）， 患

病率分别为 ２９ １％、 ２７ ０％和 ２５ ６％， 肘部的患病率

最低 （仅 ７ ０％）。
２ ３　 制鞋生产人员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的年龄分布

不同年龄组的各部位患病率比较， 只有下背

（腰部） 和臀部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 详见表 ２。

表 ２　 制鞋生产人员不同年龄组各部位的患病情况 例 （％）

年龄（岁） 人数 颈部 肩部 上背部 下背 （腰部） 肘部 腕 ／手部 臀部 膝部 踝 ／足 ＷＭＳＤｓ

≤３０ ２０ ２（１０ ０） ４（２０ ０） １（５ ０） ２（１０ ０） １（５ ０） ３（１５ ０） ０ ０ ２（１０ ０） ５（２５ ０）

３０～３４ ４０ １３（３２ ５） １３（３２ ５） 　 ８（２０ ０） １４（３５ ０） ４（１０ ０） ３（７ ５） ６（１５ ０） ４（１０ ０） ３（７ ５） １９（４７ ５）

３５～３９ ７０ ２４（３４ ３） ２１（３０ ０） ６（８ ６） ２４（３４ ３） ３（４ ３） １１（１５ ７） １（１ ４） ７（１０ ０） ２（２ ９） ３８（５４ ３）

４０～４５ １０８ ２９（２６ ９） ２６（２４ １） １３（１２ ０） ２６（２４ １） ３（２ ８） １９（１７ ６） １０（９ ３） ７（６ ５） １１（１０ ２） ５３（４９ １）

＞４５ ４７ １５（３１ ９） １３（２７ ７） ４（８ ５） ７（１４ ９） ３（６ ４） １０（２１ ３） ２（４ ３） ２（４ ３） ３（６ ４） ２７（５７ ４）

合计 ２８５ ８３（２９ １） ７７（２７ ０） ３２（１１ ２） ７３（２５ ６） １４（４ ９） ４６（１６ １） １９（６ ７） ２０（７ ０） ２１（７ ４） １４２（４９ ８）
χ２ 值 ５ １１６　 １ ９０９　 ４ ７８１　 １０ １４１　 　 ３ ５４７　 ３ ３１９ １０ ５８５　 ３ ６０６ ３ ６１３ ６ ６９０

２ ４　 制鞋生产人员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的工龄分布

不同工龄组的不同部位患病率比较， 颈部和下背

（腰部） 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ＷＭＳＤｓ 不
同工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趋势分析结果提

示总ＷＭＳＤｓ、 颈部、 肩部和下背 （腰部） 的患病率有随

着工龄的增加而上升的趋势 （Ｐ＜０ ０５）。 见图 １。
２ ５　 制鞋生产人员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在不同工段的

分布

４ 个工段的制鞋生产人员不同部位的 ＷＭＳＤｓ 患

病率比较， 颈部、 腕 ／手部、 膝部三个部位患病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裁断工段生产人员的颈

部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最高， 明显高于其它车间。 腕 ／手
部高发的人群出现在成型工段。 膝部虽然整体患病率

不高， 但集中在针车工段。 详见表 ３。

·０３３·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２９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Ｏｃｔ ２０１６，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５　 　



注： ∗， 与工龄＜３ 年比较， Ｐ＜０ ０５； ＃， 与工龄 ３～６ 年比较， Ｐ＜０ ０５。

图 １　 制鞋生产人员不同部位患病情况

表 ３　 制鞋生产人员不同工段各部位的患病情况 例 （％）

工段 人数 颈部 肩部 上背部 下背部 肘部 腕 ／手部 臀部 膝部 踝 ／足 ＷＭＳＤｓ

裁断 ７２ ２６（３６ １１） ２２（３０ ５６） １１（１５ ２８） ２１（２９ １７） ０ １１（１５ ２８） ５（６ ９４） １（１ ３９） ２（２ ７８） ３８（５２ ８０）

针车 １１７ ３９（３３ ３３） ３７（３１ ６２） １６（１３ ６８） ３５（２９ ９１） １０（８ ５５） １４（１１ ９７） １１（９ ４０） １５（１２ ８２） １２（１０ ２６） ６３（５３ ８）

成型 ５９ １４（２３ ７３） １２（２０ ３４） ４（６ ７８） １４（２３ ７３） ３（５ ０８） １７（２８ ８１） ３（５ ０８） １（１ ６９） ５（８ ４７） ２９（４９ ２）

底加工 ３７ ４（１０ ８１） ６（１６ ２２） １（２ ７０） ３（８ １１） １（２ ７０） ４（１０ ８１） ０ ３（８ １１） ２（５ ４１） １２（３２ ４）
χ２ 值 ９ ５５１　 ５ ２４０ ５ ７５７ ７ ６７４ ７ ４１９ ９ ３２３ ４ ２９６ １２ １６３ ３ ９６７ ５ １１６

２ ６　 制鞋生产人员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对患病率居前的颈部和下背 （腰部） 进行影响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把筛选出的影响因素进行第

二次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 建立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

的回归方程。 颈部、 下背 （腰部） ＷＭＳＤｓ 的影响因

素最后被选入方程的各有 ６ 个项目。 详见表 ４、 ５。
表 ４　 颈部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程的变量

影响因素　 　 　 　 β 值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Ｅｘｐ（β） Ｅｘｐ（β）的 ９５％ＣＩ

　 　 自己身体健康状况 １ ０９７ ５ ５８５ ０ ０１８ ２ ９９６ １ ２０６～７ ４４５

　 　 工作时颈部的姿势 ０ ９４７ ５ ５３６ ０ ０１９ ２ ５７７ １ １７１～５ ６６９

　 　 长时间保持转头的姿势 １ ２４８ ３ ８１３ ０ ０５１ ３ ４８２ ０ ９９５～１２ １８０

　 　 工作中通常可以按照规定时间休息 １ ４９３ ６ ０９６ ０ ０１４ ４ ４５０ １ ３６０～１４ ５５４

　 　 认为工作姿势舒服 －１ ７６８　 １４ １４５　 ０ ０００ ０ １７１ ０ ０６８～０ ４２９

　 　 觉得自己跟上工作节奏有困难 １ ５４５ ５ ６５０ ０ ０１７ ４ ６８８ １ ３１１～１６ ７６２

表 ５　 下背 （腰部）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程的变量

影响因素　 　 　 　 β 值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Ｅｘｐ（β） ＥＸＰ（β）的 ９５％ＣＩ　 　

　 　 自己身体健康状况 ２ ０２２ ９ ０３８ ０ ００３ ７ ５５０ ２ ０２１～２８ ２０７

　 　 工作中经常转身 １ ６５７ ７ ８２２ ０ ００５ ５ ２４５ １ ６４２～１６ ７５３

　 　 工作时长时间保持转身姿势 １ ３０１ ５ １８１ ０ ０２３ ４ ２７２ １ ０８９～１３ ８３５

　 　 需要经常加班 １ ３２７ ７ ４７８ ０ ００６ ３ ７７１ １ ４５７～９ ７６６

　 　 工作中通常可以按照规定时间休息 ２ ７３１ ９ ７３３ ０ ００２ １５ ３４８　 ２ ７６０～８５ ３４１

　 　 下班后精神状况 １ ４４１ ７ ７６８ ０ ００５ ４ ２２５ １ ５３４～１１ ６３８

３　 讨论

ＷＭＳＤｓ 不仅会影响工作能力， 也会导致生活质

量的下降， 增加社会的医疗经济负担。 尽管目前我国

还没有将 ＷＭＳＤｓ 纳入职业病范畴， 但随着我国传统

职业病危害逐步得到治理， ＷＭＳＤｓ 对职业人群健康

的影响将越来越突出， 今后需要重视 ＷＭＳＤｓ 的预防

与控制。 ＷＭＳＤｓ 主要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工效学

负荷方面， 与重体力劳动、 静态的工作姿势、 频繁的

弯曲、 扭转和推拉等动作的数量和速度直接相关； 还

有社会心理压力、 生物力学与个体易感性等方面

因素［１～５］。
本次调查表明制鞋业生产过程存在与汽车装配、

煤矿作业工人等行业不同的工效学负荷， 颈部长时间

前倾甚至大幅前倾、 长时间坐位或站位作业、 手保持

在肩及以上水平、 经常用手或臂取物、 经常弯腰等各

种不良的坐姿、 反复操作和静态作业普遍存在， 这

些都会导致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 本次调查发现制鞋企

业裁断工段生产人员的颈部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最高，
明显高于其它工段； 腕 ／手部高发的人群出现在成

型工段； 膝部虽然整体患病率不高， 但集中在针车

·１３３·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２９ 卷第 ５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Ｏｃｔ ２０１６，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５



工段； 患病部位分布与汽车制造、 石油开采、 护士等

行业不同［６～９］。 颈部和下背部的肌肉骨骼疾患的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影响因素中均有工效学负荷因素。
ＷＭＳＤｓ 的工效学影响因素有颈部的 “长时间保持转

头的姿势” 和下背部的 “工作时经常转身”、 “长时

间保持转身姿势”， 且 “认为工作姿势舒服” 为保护

因素。 上述结果提示我们可以通过改善工效学负荷来

降低 ＷＭＳＤｓ。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还可能包括劳动者的社会心理

压力［９～１１］。 本次调 查 发 现 制 鞋 业 生 产 工 作 人 员

ＷＭＳＤｓ 的社会心理压力影响因素有颈部的 “自己身

体健康状况” 和下背 （腰部） 的 “下班后精神状

况”、 “自己身体健康状况”。 心理因素影响 ＷＭＳＤｓ
的机制问题可能是以下原因［９～１１］： （１） 不良的心理

因素有可能加重肌肉和生物力学的紧张； （２） 不良

的社会心理因素导致劳动者的行为发生变化， 如不良

的工作姿势、 与同事的交流与合作减少等均可降低劳

动者对 ＷＭＳＤｓ 的抵抗力； （３） 社会心理因素与

ＷＭＳＤｓ 之间存在反馈性循环， 不良的社会心理因素

可诱发 ＷＭＳＤｓ， 而 ＷＭＳＤｓ 又会加重社会心理消极状

态， 两者互为因素， 提示我们通过心理因素方面的干

预可能有利于减少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
有不少的资料表明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与工作组织因

素高度相关［１２～１４］。 本次调查结果也提示工作组织情

况也可能影响制鞋业生产工作人员的 ＷＭＳＤｓ， “觉得

自己跟上工作节奏有困难” 是颈部 ＷＭＳＤｓ 的影响因

素， “需要经常加班”、 “工作中通常可以按照规定

时间休息” 是下背 （腰部） ＷＭＳＤｓ 的影响因素，
提示我们合理的工作组织和休息制度有利于减少

ＷＭＳＤｓ。
鉴于本次调查未对制鞋业生产过程进行工效学负

荷的评估， 调查的人数也有限， 提示我们今后需进一

步对制鞋业生产过程进行工效学调查， 分析劳动者的

工效学负荷水平， 扩大调查对象， 开展队列研究或工

效学干预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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