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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煤矿作业工人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情况， 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为促进

煤矿作业工人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调查对象， 选择 《北欧肌肉骨骼疾患调查问卷 （修改

版） 》 （ＮＭＱ） 对 ２ 个煤矿矿区 １ ０４９ 名作业工人进行问卷调查； 运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方法比较不同工种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率及其个体因素影响， 筛选影响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的职业因素。 结果　 １ ０３５ 例有效问卷中，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前

四个部位依次为颈部 （５０ ２％）、 肩部 （４０ ７％）、 下背部 （３６ ３％） 和膝部 （３３ ４％）； 不同工种间颈部、 下背部、
上背部、 手 ／腕部和肘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不同工种受累部位数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 以不舒服的姿势工作 （ＯＲ＝ ３ １９３）、 休息后立即开始工作 （ＯＲ＝ ２ ４５０）、 轮

班工作 （ＯＲ＝ １ ８７７）、 工作涉及寒冷 ／凉风或者气温变化 （ＯＲ＝ １ ５８３） 及长时间保持低头姿势 （ＯＲ＝ １ ４４６） 是颈部

ＷＭＳＤｓ 的危险因素； 背部长期保持同一姿势 （ＯＲ＝ ２ ２９５）、 搬运很重的物体 （ＯＲ＝ ２ １２５）、 需要上肢或手用力工作

（ＯＲ＝ １ ８７９）、 休息后立即开始工作 （ＯＲ ＝ １ ７５３） 及工作在同一车间完成 （ＯＲ ＝ １ ４８６） 是肩部 ＷＭＳＤｓ 的危险因

素， 休息时间充足 （ＯＲ＝ ０ ６６３） 为保护因素； 每分钟多次重复性操作 （ＯＲ ＝ ２ ２１４）、 工作中腰 ／背常重复同一动作

（ＯＲ＝ ２ １４９）、 轮班工作 （ＯＲ＝ １ １５６）、 休息后立即开始工作 （ＯＲ ＝ １ ７５３） 及工作在同一车间完成 （ＯＲ ＝ １ １５６）
是下背部 ＷＭＳＤｓ 的危险因素； 以不舒服的姿势工作 （ＯＲ ＝ ２ ８２７）、 下肢及足 ／踝常反复做同一动作 （ＯＲ ＝ １ ８９８）、
工作涉及寒冷 ／凉风或者气温变化 （ＯＲ ＝ １ ６０６） 是膝部 ＷＭＳＤｓ 的危险因素。 结论 　 煤矿工人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较高，
主要集中在颈部、 肩部、 下背部和膝部， 且与多种职业因素有关， ＯＲ 值分布在 ２ ０ 左右， 不同部位相关危险因素略

有差异。 因此， 需从职业因素入手积极预防和控制 ＷＭＳＤｓ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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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 （ｗｏｒｋ⁃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ＷＭＳＤｓ） 是指在职业过程中因不良姿势、
体力负荷、 重复操作、 搬举重物等引起的如颈痛、 肩

痛、 下背痛等可累及肌肉、 关节等多个部位的疾

患［１，２］。 ＷＭＳＤｓ 不仅会造成作业工人生活质量、 工

作能力、 工作效率下降， 也成为导致社会医疗负担增

加的重要因素［３］。 ＷＭＳＤｓ 是一种患病率高、 涉及行

业广的常见职业性多发病［４］。 煤矿行业由于开采条

件复杂且工作环境特殊， 煤矿工人成为 ＷＭＳＤｓ 的高

发人群［５］。 本研究通过对煤矿工人 ＷＭＳＤｓ 的现状进

行调查， 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 以期为预防与控制煤

矿作业人员 ＷＭＳＤｓ 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１２ 月

抽取某省 ２ 个煤矿矿区 １０４９ 名作业人员作为调查对

象。 纳入标准： 从事本工种工龄＞１ 年， 参与煤矿工

作前无 ＷＭＳＤｓ 疾病史， 沟通、 理解及认知能力正

常。 排除标准： 因外伤、 感染性疾病、 风湿类风湿性

疾病、 先天性脊柱畸形等非工作相关因素导致的肌肉

骨骼疾患者。 ２ 个矿区均为连产采煤作业， 主要工种

包括采煤机司机、 检维修工、 通风工、 机电维修工、
支护工、 给煤机司机、 机电运行工、 绞车司机、 井下

胶带机司机和行政管理人员等。
１ ２　 内容与方法 　 选择 《北欧肌肉骨骼疾患问卷

（修改版） 》 （Ｎｏｒｄｉｃ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ＮＭＱ） ［６］对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性别、 年龄、 身

高、 体重、 工种、 工龄、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收

入、 体育锻炼情况、 吸烟状况等）、 肌肉骨骼症状

（肩、 颈、 下背、 上背、 膝、 肘、 手 ／腕、 腿和踝 ／足
等身体 ９ 个部位的疼痛或不适症状） 和工作情况

（主要工作类型、 工间时间或休息、 工作姿势等） 进

行调查与分析。
ＷＭＳＤｓ 的判定采用美国 ＮＩＯＳＨ 对肌肉骨骼损伤

的判定标准， 当身体各肌肉关节部位出现疼、 痛、 烧

灼感、 麻木或刺痛感等不适症状， 且同时满足 （１）

过去 １ 年内不适， （２） 从事当前工作后开始不适，
（３） 既往无事故或突发伤害 （影响不适的部位），
（４） 每月都出现不适症状或持续时间＞７ ｄ， 则可以

判定该部位为肌肉骨骼疾患［７］。
１ ３　 问卷调查　 调查采用 １ ∶ Ｎ 的问卷方式， 对被

调查对象进行填表调查， 调查人员全程监控， 确保所

有信息均来自调查对象本人。 调查问卷完成后经调查

员审核通过后方可提交。
１ ４　 质量控制　 （１） 问卷设计： 在 ＮＭＱ 问卷基础

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正式使用问卷前进

行预调查， 测试问卷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并根据预调

查结果对原问卷中不合理的条目进行调整和修改。
（２） 资料收集： 为减少偏倚， 在取得煤矿单位领导

的支持下， 与企业职业卫生管理人员提前取得联系，
阐明此次调查的目的、 意义、 注意事项和具体措施

等； 其次， 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 以统一的调查方

式和方法， 集中填写调查问卷并统一收卷。 （３） 资

料的整理、 分析： 问卷回收后及时检查复核， 对于缺

项＞５％、 存在明显错误以及本工种工龄＜１ 年的问卷

予以剔除。 利用统计软件检查输入的一致性， 并最终

形成分析数据库。
１ ５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ｘｃｅｌ 建立数据库， 计算不同

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 （最近 １ 年内发生 ＷＭＳＤｓ 人数

占调查人数的百分比）。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对

数据进行处理及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ｘ±ｓ 进行描述性

分析； 不同人群患病率之间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 对

ＷＭＳＤｓ 的相关危险与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

分析， 单因素分析计算 Ｐ 值和 χ２值， 多因素分析采

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后退法， 多因素模型的变量

引入和保留标准误差分别为 ０ ０５ 和 ０ １０） 分析， 检

验水准 α＝ ０ ０５。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在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共发放问卷 １ ０４９ 份， 剔除不合格问卷后， 最终获得有

效问卷 １ ０３５ 份， 问卷有效率 ９８ ７％。 调查对象平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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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 （３８ １±７ ８） 岁， 平均工龄 （７ ２±７ ３） 年， 平均身

高 （１７２ ０±１０ ０） ｃｍ， 平均体重 （７４ ０±１５ ４） ｋｇ。
２ ２　 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 　 近 １ 年内， 煤矿作

业工人各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 １８ ６％ ～ ５０ ２％， 位居

前四位的依次为颈部、 肩部、 下背部、 膝部。 不同部

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情况详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情况 例数 （％）

颈部 肩部 下背部 膝部 上背部 腿部 踝 ／ 足部 手 ／ 腕部 肘部

ＷＭＳＤｓ ５２０ （５０ ２） ４２１ （４０ ７） ３７６ （３６ ３） ３４６ （３３ ４） ３４３ （３３ １） ２８５ （２７ ５） ２７５ （２６ ６） ２４０ （２３ ２） １９２ （１８ ６）

２ ３　 不同工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　 颈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

由高到低的工种依次为给煤机司机、 支护工、 通风

工、 采煤机司机、 检维修工、 绞车司机、 行政管理人

员、 机电维修工、 机电运行工和井下胶带机司机。 肩

部、 上背部、 踝 ／足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最高工种均为

支护工， 下背部、 手 ／腕部 ＷＭＳＤｓ 年发生率最高的

工种分别为通风工、 绞车司机。 膝部、 腿部、 肘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最高工种均为采煤机司机。 颈部、 下背

部、 上背部、 手 ／腕部和肘部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在不同工种

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详见表 ２。

表 ２　 不同工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情况 ％

工种∗ 　 　 　 颈部 肩部 下背部 上背部 膝部 腿部 踝 ／ 足部 手 ／ 腕部 肘部

检维修工 ５２ ６ ４６ １ ４０ ３ ３７ ０ ３７ ７ ２７ ９ ２７ ３ ２４ ０ １９ ５

通风工 ５７ ６ ５２ ５ ５７ ６ ３９ ０ ３２ ２ ３３ ９ ３２ ２ ２８ ８ ２５ ４

采煤机司机 ５６ ４ ５６ ４ ４８ ７ ５１ ３ ４８ ７ ４８ ７ ４１ ０ ３８ ５ ３３ ３

机电维修工 ４６ ７ ３４ ６ ３１ ８ ３８ ３ ３５ ５ ２７ １ ２４ ３ ３０ ８ ２４ ３

支护工 ５７ ８ ６６ ７ ５５ ６ ５３ ３ ４４ ４ ４０ ０ ４２ ２ ３１ １ ２８ ９

给煤机司机 ６２ ２ ４３ ２ ３２ ４ ４３ ２ ３２ ４ ２１ ６ ２７ ０ ２７ ０ ２４ ３

机电运行工 ３３ ３ ２２ ２ ２６ ７ １５ ６ ４０ ０ ２８ ９ １３ ３ ８ ９ １１ １

绞车司机 ５０ ０ ４２ ０ ２ ０ ３４ ０ ３８ ０ ３４ ０ ４２ ０ ４０ ０ ３０ ０

井下胶带机司机 ３３ ３ ３０ ６ ２２ ２ ２２ ２ ３３ ３ ２２ ２ ２５ ０ １３ ９ ８ ３

行政管理人员 ４７ ９ ３６ ２ ２５ ８ ２５ ８ ２６ ３ １９ ７ ２１ ６ １４ １ １０ ３

Ｐ 值 ０ ００５ ０ ５９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５ ０ ０８８ ０ ２４９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０

　 　 注： ∗， 仅对 ３５ 人以上的工种进行统计分析。 下表同。

２ ４　 不同工种 ＷＭＳＤｓ 受累部位数量分析 　 不同工

种间受累部位数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２ ＝ １３ ５０１，
Ｐ＜０ ０５）， 详见表 ３。

表 ３　 不同工种 ＷＭＳＤｓ 受累部位数量情况 例数

工种　
受累部位 （个）

≤２ ３～４ ≥５
合计

检维修工 ４０ ３１ ３１ １０２
通风工 １３ １０ １９ ４２
采煤机司机 １３ ５ １４ ３２
机电维修工 ３０ １６ ２７ ７３
支护工 １１ ８ １３ ３２
给煤机司机 ８ ７ １０ ２５
机电运行工 １１ １１ １１ ３３
绞车司机 １３ １０ １９ ４２
井下胶带机司机 ８ ５ ８ ２１
行政管理人员 ５９ ３８ ６ １０３
合计 ２０６ １４１ １５８ ５０５

２ ５　 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个体特征的单因素分析 　 颈

部、 肩部、 下背部和膝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位列前四

位， 故对该 ４ 个部位 ＷＭＳＤｓ 的个体因素分别进行单

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 不同部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的 ＷＭＳＤｓ 个体影响因素不同， 颈部为吸烟状况， 肩

部为文化程度、 体育锻炼情况和吸烟状况， 下背部为

婚姻状况、 体育锻炼情况和吸烟状况， 膝部为文化程

度、 婚姻状况和体育锻炼情况。 详见表 ４。
２ ６　 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职业特征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分析　 以个体因素 （工龄、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月收入、 体育锻炼情况、 吸烟状况） 和职业因素 （工
作内容、 工间时间或休息、 颈部姿势、 肩部姿势、 下

背部姿势、 膝部姿势） 作为自变量， 以工人过去 １ 年

内颈部、 肩部、 下背部和膝部是否发生ＷＭＳＤｓ 为应变

量， 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对颈部、 肩部、 下背

部和膝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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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个体特征单因素分析

个体特征 例数
颈部 肩部 下背部 膝部

例数（％） χ２值 Ｐ 值 例数（％） χ２值 Ｐ 值 例数（％） χ２值 Ｐ 值 例数（％） χ２值 Ｐ 值

性别 ０ １６４ ０ ７７０ ０ ０９３ ０ ７６８ ０ ７２７ ０ ４４９ ０ ０６１ ０ ０４８

　 男 ９８７ ４９４（５０ １） ４００（４０ ５） ３６１（３６ ６） ３３６（３４ ０）

　 女 ４８ ２６（５４ ２） ４１（８５ ４） １５（３１ ３） １９（３９ ６）

年龄 （岁） ２ ４８４ ０ ２８９ １ ５２２ ０ ４６７ ４ ７５７ ０ ０９３ １６ ９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９ １０１ ４５（４４ ６） ３６（３５ ６） ２７（２６ ７） ２２（２１ ８）

　 ３０～３９ ５２６ ２７４（５２ １） ３１４（５９ ８） １９６（３７ ３） １６０（３０ ４）

　 ≥４０ ４０８ ２０１（４９ ３） ２３４（５７ ４） １５４（３７ ７） １６４（４０ ２）

体重指数（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０ ５７２ ０ ０８７ ５ ４１４ ０ １４４ １ ３３１ ０ ７２２ ６ ３４６ ０ ０９６

　 ＜１８ ５ ２６ １８（６９ ２） １６（６１ ５） １１（４２ ４） ６（２３ １）

　 １８ ５～２３ ９ ４２０ ２１０（５０ ０） １７４（４１ ４） １５４（３６ ７） １２５（２９ ８）

　 ２４～２７ ９ ４０２ １９０（４７ ３） １６１（４０ ０） １４９（３７ １） １４８（３６ ８）

　 ≥２８ １８７ １０２（５４ ５） ７１（３８ ０） ６２（３３ ２） ６７（３５ ８）

本工种工龄 （年） １ ２４４ ０ ７４２ １ ３２ ０ ７２４ ４ ７３７ ０ １９２ ３ ０３２ ０ ３８７

　 ≤５ ３４０ １６６（４８ ８） １３９（４０ ８） １２１（３５ ５） １０４（３０ ５）

　 ６～１０ ３８９ １９３（４９ ６） １５１（３８ ９） １３０（３３ ５） １２９（３３ ２）

　 １１～１５ １６７ ８６（５１ ５） ７１（４２ ５） ６５（３８ ９） ６１（３６ ５）

　 ≥１６ １３９ ７５（５４ ０） ６１（４３ ９） ６０（４３ ２） ５２（３７ ４）

文化程度 ６ ６４２ ０ １７０ １３ ０２６ ０ ０１１ ８ ９８５ ０ ０６１ ２１ ３４２ ０ ０００

　 初中及以下 １２６ ５２（４１ ３） ４２（３３ ３） ４０（３１ ７） ３７（２９ ４）

　 高中及中专 ４４３ ２２１（４９ ９） １８２（４１ １） １７５（３９ ５） １７５（３９ ５）

　 大专 ２６２ １４４（５５ ０） １２２（４６ ６） １０１（３８ ５） ９０（３４ ４）

　 本科 １９８ １００（５０ ５） ７１（３５ ９） ５７（２８ ８） ４３（２１ ７）

　 硕士及以上 ６ ３（５０ ０） ５（８３ ３） ３（５０ ０） １（１６ ７）

婚姻状况 ７ ３６２ ０ ０６１ ２ ８５１ ０ ４１５ ９ ８４２ ０ ０２０ １２ ７１７ ０ ００５

　 未婚 ９８ ３９（３９ ８） ３７（３７ ８） ２６（２６ ５） １９（１９ ４）

　 已婚 ８９４ ４５４（５０ ８） ３６３（４０ ６） ３２７（３６ ６） ３１７（３５ ５）

　 其他 ４３ ２４（５５ ８） １９（４４ ２） ２１（４８ ８） ９（２０ ９）

月收入 （元） ０ ８９１ ０ ８２８ ３ ６４８ ０ ３０２ ２ １８１ ０ ５３６ ５ ３０４ ０ １５１

　 ≤１０００ ５ ３（６０ ０） ２（４０ ０） ３（６０ ０） １（２０ ０）

　 １００１～３０００ １８ ８（４４ ４） ８（４４ ４） ５（２７ ８） ４（２２ ２）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 ４５６ ２２４（４９ １） １７１（３７ ５） １６１（３５ ３） １３９（３０ ５）

　 ＞５０００ ５５６ ２８５（５１ ３） ２４１（４３ ３） ２０７（３７ ２） ２０２（３６ ３）

体育锻炼情况 ５ ４１９ ０ ２４７ ９ ９５９ ０ ０４１ ２３ ２７６ ０ ０００ １０ １３１ ０ ０３８

　 否 ２４３ １３７（５６ ４） １１８（４８ ６） １１３（４６ ５） ９９（４０ ７）

　 偶尔 ６１８ ３０１（４８ ７） ２４３（３９ ３） ２２２（３５ ９） １８９（３０ ６）

　 ２～次 ／ 月 ３８ １７（４４ ７） １１（２８ ９） ９（２３ ７） ９（２３ ７）

　 １～２ 次 ／ 周 ７７ ３５（４５ ５） ２７（３５ １） １９（２４ ７） ２８（３６ ４）

　 ＞２ 次 ／ 周 ５９ ３０（５０ ８） ２３（３９ ０） １３（２２ ０） ２１（３５ ６）

吸烟状况 １１ ３３１ ０ ０１０ ９ ４０７ ０ ０２４ ９ ９９１ ０ ０１９ ４ ６２８ ０ ２０１

　 不吸 ３６０ １７５（４８ ６） １３２（３６ ７） １１９（３３ １） １１４（３１ ７）

　 偶尔 ２６７ １１６（４３ ４） １００（３７ ５） ８５（３１ ８） ８０（３０ ０）

　 经常 ３６５ ２０３（５５ ６） １７０（４６ ６） １５４（４２ ２） １３６（３７ ３）

　 戒烟 ４３ ２６（６０ ５） ２０（４６ ５） １８（４１ ９） １６（３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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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中， 对颈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贡

献最大的职业因素是以不舒服的姿势工作， 其次是休

息后立即开始工作、轮班工作（三班倒）、涉及寒冷 ／凉
风或者气温变化、 长时间保持低头姿势； 对肩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贡献最大的是背部长期保持同一姿势，
其次是搬运很重的物体（每次＞１０ ｋｇ）、需要上肢或手

用力的工作、休息后立即开始工作、工作在同一车间完

成， 休息时间充足为保护因素； 对下背部 ＷＭＳＤｓ 发

生贡献最大的是每分钟做多次重复性操作 （经常），
其次是工作中腰 ／背常重复同一动作、 轮班工作 （三
班倒）、 休息后立即开始工作、 工作在同一车间完

成； 对膝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贡献最大的是以不舒服的姿

势工作， 其次是工作时下肢及足踝经常反复做同一动

作、 涉及寒冷 ／凉风或者气温变化。 详见表 ５。

表 ５　 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的职业特征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部位 职业特征　 　 　 　 　 　 　 β 值 调整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颈部ａ 以不舒服的姿势工作 １ １６ ３ １９３ （１ ８９０， ５ ３９３）

涉及寒冷 ／ 凉风或者气温变化 ０ ４６ １ ５８３ （１ １７０， ２ １４３）

轮班工作 （三班倒） ０ ６３ １ ８７７ （１ ０９４， ３ ２２１）

休息后立即开始工作 ０ ９０ ２ ４５０ （１ ５７９， ３ ８０２）

长时间保持低头姿势 ０ ３７ １ ４４６ （１ １００， １ ９０１）

肩部ｂ 搬运很重 （每次＞１０ ｋｇ） 的物体 （有时） ０ ７５ ２ １２５ （１ １８４， ３ ８１３）

需要上肢或手用力的工作 （经常） ０ ６３ １ ８７９ （１ １９３， ２ ９６１）

工作在同一车间完成 ０ ４０ １ ４８６ （１ １２６， １ ９６２）

休息时间充足 －０ ４１ ０ ６６３ （０ ５０２， ０ ８７６）

背部长期保持同一姿势 ０ ８３ ２ ２９５ （１ ２９８， ４ ０５７）

工作中长期保持弯腰姿势 ０ ２６ １ ２９５ （０ ９３９， １ ７８４）

休息后立即开始工作 １ ７５３

下背部ｃ 轮班工作 （三班倒） ０ １４ １ １５６ （０ ６５５， ２ ０４０）

每分钟做多次重复性操作 （经常） ０ ７９ ２ ２１４ （１ ３６０， ３ ３５７）

工作中腰 ／ 背常重复同一动作 ０ ７７ ２ １４９ （１ ５８４， ２ ９１５）

休息后立即开始工作 １ ７５３

工作在同一车间完成 １ １５６

膝部ｄ 涉及寒冷 ／ 凉风或者气温变化 ０ ４７ １ ６０６ （１ １３６， ２ ２７１）

以不舒服的姿势工作 （有时） １ ０４ ２ ８２７ （１ ６６１， ４ ８１３）

工作时下肢及足踝常反复做同一动作 ０ ６４ １ ８９８ （１ ４１０， ２ ５５４）

　 　 注： ａ， 为调整吸烟状况； ｂ， 为调整文化程度、 体育锻炼情况、 吸烟状况； ｃ， 为调整

婚姻状况、 体育锻炼情况、 吸烟状况； ｄ， 为调整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体育锻炼情况。

３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 我国煤矿作业工人 ＷＭＳＤｓ 发生

率高， 发生部位多， 影响因素也很多， 其中职业因素

是主要的危险因素。

３ １　 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高 　 本调查显示， 煤

矿作业工人身体各部位 ＷＭＳＤｓ 的患病率均较高， 其

中颈部是损伤最为严重的部位， 其次为肩部、 下背部

（腰） 和膝部。 与以往研究认为腰背痛是煤矿人群主

要的肌肉骨骼疾患不尽相同［８］， 这可能与本次调查

的煤矿生产工艺先进、 自动化程度高、 劳动强度较小

有关。 不同工种的工作内容不同， 造成损伤的部位也

不同， 如给煤机司机以颈部患病率最高， 通风工以下

背部患病率最高， 支护工以上背部和踝 ／足部患病率

最高， 这应与给煤机司机长期探头观察上煤情况、 通

风工巡检设备经常弯腰、 支护工经常有上举动作及足

部用力有关。 可见职业因素是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

的重要影响因素， 与国内外研究［９，１０］相一致。 不同工

种 ＷＭＳＤｓ 患病部位数量不同， 检维修工和机电维修

工中≥３ 个部位发生 ＷＭＳＤｓ 人数较多， 主要是维修、
巡检工作内容多， 经常有搬动、 抬举、 弯腰、 探身、
走路等多种动作， 故受累部位较多， 可见损伤部位与

职业特点有关。
３ ２　 个体因素对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有影响 　
通过对煤矿作业工人身体患病率较高的颈部、 肩部、
下背部和膝部 ＷＭＳＤｓ 的相关个体因素分析可见， 吸

烟对颈部、 肩部、 下背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均有影响， 与

张建萍等［１１］对煤矿工人腰背痛的研究一致； 体育锻

炼对肩部、 下背部、 膝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均有影响； 婚

姻状况对下背部、 膝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有影响； 文化程

度对肩部、 膝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有影响。 提示个体因素

对煤矿工人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的影响不尽相同，
在对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进行多因素分析时应考虑个体

因素的混杂作用。
３ ３　 不同部位 ＷＭＳＤｓ 的主要危险因素 　 由于煤矿

工人作业时经常需要长时间扭曲、 前屈、 后伸， 加之

劳动负荷大、 工作环境潮湿等， 导致身体多部位损

伤。 本次通过对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较高的颈部、 肩部、
下背部和膝部进行多因素分析发现， 影响身体不同部

位 ＷＭＳＤｓ 的职业因素各不相同。 有学者认为重复性

操作、 保持同一姿势作业是颈部和肩部 ＷＭＳＤｓ 产生

的主要危险因素［８］。 本调查显示， 以不舒服的姿势

工作、 休息后立即开始工作、 轮班、 涉及寒冷 ／凉风

或者气温变化、 长时间保持低头姿势均是导致颈部

ＷＭＳＤｓ 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 肩部 ＷＭＳＤｓ 的职业

因素以往的研究较多［１２，１３］， 但对煤矿行业工人肩部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研究较少。 本调查结果显示， 长期

保持同一姿势、 搬运很重 （每次＞ １０ ｋｇ） 的物体、
需要上肢或手用力的工作、 休息后立即开始工作、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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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在同一车间完成是肩部 ＷＭＳＤｓ 的主要危险因素，
而休息时间充足是其保护因素。 下背部 ＷＭＳＤｓ 的主

要危害因素为每分钟做多次重复性操作、 工作中腰 ／
背常重复同一动作、 轮班、 休息后立即开始工作和工

作在同一车间完成， 与徐光兴［８］ 的研究结果基本一

致。 针对煤矿行业工人膝部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研究较

少， 本调查分析显示， 以不舒服的姿势工作、 工作时

下肢及足踝经常反复做同一动作、 涉及寒冷 ／冷风或

者气温变化是膝部 ＷＭＳＤｓ 的主要危险因素。
３ ４　 改 进 措 施 与 建 议 　 预 防 和 控 制 煤 矿 工 人

ＷＭＳＤｓ 发生需从多方面加以改进： （１） 提高工艺

自动化。 劳动强度过大是造成肌肉骨骼损伤的重要

原因， 企业应积极改进生产工艺， 提高机械化、 自

动化水平， 减少超负荷搬举重物等劳动强度， 减轻

工人劳动负荷。 （２） 调整工作制度。 煤矿工人每班

工作时间基本超过 １０ ｈ， 企业要合理的安排工作班

次， 适当增加工间休息， 缩短工作时间， 减轻作业

人员的疲劳， 提高出勤率。 （３） 改善工作环境。 潮

湿、 寒冷的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 会加速人体肌

肉骨骼疾患的发生。 企业在设计合理的通风设施、
最大程度改善井下环境温、 湿度的同时， 及时发放

保暖、 防潮劳动防护用品， 加强作业人员颈、 肩、
背、 膝等关节部位的个体保护。 （４） 加强宣传培

训。 加强 ＷＭＳＤｓ 知识的宣传培训， 使工人了解

ＷＭＳＤｓ 的早期症状、 产生原因， 改正不良工作姿

势和习惯， 主动采取预防干预措施。 （５） 改进设

备。 在生产设备的设计时考虑工效学因素， 符合人

体解剖学的特点， 避免不良姿势对作业人员的损

伤，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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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６， ２９ （４）： ２８２⁃２８３．
［１３］ 张永华， 李迎春， 孙栩， 等． 中学教师颈部慢性肌肉骨骼损伤

危险因素分析 ［Ｊ］ ． 职业与健康， ２００２ （３）： ２３⁃２４．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２－２１；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４－１６）



推荐使用的规范医学名词术语 （后者为规范术语）
大脑皮层—大脑皮质　 　 　 　 　 　 　 　 　 　 　 　 碘伏—碘附　 　 　 　 　 　 　 　 　 　 　 　 　 食道—食管

二磷酸腺苷—腺苷二磷酸 返流—反流 葡萄菌—葡萄球菌

肺炎克雷伯氏菌—肺炎克雷伯菌 浮肿—水肿 复方新诺明—复方磺胺甲噁唑

革兰氏阴性菌—革兰阴性菌 宫颈癌—子宫颈癌 谷丙转氨酶—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谷草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 过敏性鼻炎—变应性鼻炎 核磁共振—磁共振

红细胞压积—红细胞比容 环孢霉素—环孢素 环氧化酶—环氧合酶

肌肉注射—肌内注射 几率—概率 甲氨蝶呤—氨甲蝶呤

甲基强的松龙—甲泼尼龙 甲状腺机能亢进—甲状腺功能亢进 禁忌症—禁忌证

酒精—乙醇 抗坏血酸—维生素 Ｃ 颅神经—脑神经

考马氏亮蓝—考马斯亮蓝 类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 美蓝—亚甲蓝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逆转录—反转录 心室纤颤—心室颤动

脑梗塞—脑梗死 嗜酸细胞—嗜酸性粒细胞 肿瘤标记物—肿瘤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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