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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现状及评估方法概述
张曦， 李涛， 贾宁， 王忠旭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摘要： 对国内外护理人员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 （ＷＭＳＤｓ） 发病现状以及主要评估方法进行总结分析。 护理人员

ＷＭＳＤｓ 发病情况较为严重， 但国内研究多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 极少应用国际上推荐的工效学负荷和工作环境

评估量表， 建议将这些方法广泛应用于预防我国护理人员 ＷＭＳＤｓ 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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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ＷＨＯ） 将 职 业 性 肌 肉 骨 骼 疾 患

（ＷＭＳＤｓ） 定义为由职业活动 （重复性动作、 不良姿势、 力

学负荷等） 所导致或加重的肌肉、 肌腱、 骨骼、 软骨、 韧带

和神经等运动系统的健康问题， 包括从轻微、 短暂损伤到不

可逆、 能力丧失性伤害所有形式的健康⁃疾病状态， 以下背痛、
颈肩痛和腕管综合征最为常见［１］ 。 ＷＭＳＤｓ 是长期工作慢性累

积过程中形成的退行性改变， 是世界第二大致残原因［２］ ， 早

在 １９６０ 年国际劳工组织 （ ＩＬＯ） 就将其列入职业病名单， 是

西方工业化社会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ＷＭＳＤｓ 几乎发生

在各行各业， 目前国内针对护理人员 ＷＭＳＤｓ 的评估方法报道

不一， 为更好地掌握我国护理行业 ＷＭＳＤｓ 不良工效学负荷评

估以及工作场所环境风险评估方法并提出具体的防护建议，
为卫生管理部门、 卫生保健人员、 护理人员提供切实可行的

综合风险评估办法与防护原则， 现将国内外护理人员 ＷＭＳＤｓ
的发病现状及主要评估方法进行简要概述。

１　 国内外护理人员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现状

据 ２０１４ 年美国劳工统计局 （ＢＬＳ） 资料显示， 在医疗、
建筑、 农业、 渔业、 制造、 运输等行业中， 护理人员以及社

会救助人员的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位居第二位， 仅次于运输及仓库

管理人员［３］ 。 ２００９ 年新西兰一项针对护理、 邮政和办公室工

作人 员 的 调 查 显 示， 护 理 行 业 ＷＭＳＤｓ 患 病 率 最 高

（９１ ００％） ［４］ 。 ２０１８ 年希腊一项调查显示， 护理人员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高达 ９８ ００％ ［５］ 。 杨帅等［６］研究综述中提到护士肌肉骨

骼疾患 （ＭＳＤｓ） 的年患病率 ５６ ０％ ～ ９２ ０％； 童海鸥等［７］ 研

究显示， 某三级医院护理人员 ＭＳＤｓ 年患病率为 ７６ ３０％； 王

亚南等［８］ 调查新疆三级甲等医院护理人员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

为 ８７ ９０％。
护理人员 ＷＭＳＤｓ 患病率远高于普通人群［９，１０］ ， 这可能是

由于临床护理工作中的职业因素易致累积性 ＭＳＤｓ， 但初期症

状不明显， 易被护理人员和管理者忽视［６］ 。 有研究显示［１１］ ，
护士是腰背痛高危人群， 职业女性中护士和护工患腰背痛的

危险性是其他职业的 ２ ５ 倍。 中国未来 １０ ～ １５ 年内可能出现

第 ３ 次职业病高发期， 护理人员、 职业经理人和教师已经成

为职业压力最大的三大人群［１２］ 。 护理行业 ＷＭＳＤｓ 的严重程

度、 涉及部位、 危险因素以及工效学负荷情况亟待研究关注。

２　 护理人员 ＷＭＳＤｓ 相关影响因素

护理人员发生 ＷＭＳＤｓ 与许多因素相关， 其中职业因素主

要包括搬运和护理患者［１３］ 、 不良姿势作业、 频繁重复工作等，
如频繁弯腰、 注射、 整理床铺， 帮助患者上下床、 翻身、 叩

背排痰及其他基础护理等； 个体因素主要包括年龄、 身高、
文化程度等； 社会心理因素包括工作紧张、 工作满意度、 医

患关系等； 组织管理因素包括轮班制度、 护患比例、 倒班缺

乏睡眠等［１４］ ； 工作环境因素包括搬动空间、 工作条件、 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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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 强迫体位等； 培训及个人防护是预防 ＷＭＳＤｓ 的保护因

素。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我国注册护士人数已超过 ４００ 万， 但由于

患者就医率的提高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 护理人员数量

的增多并未满足工作量增加的需求， 反而加剧了护理人员

ＷＭＳＤｓ 的发生。
文献数据表明［１５］ ， 护理残疾 （由于疾病状态暂时或长期

卧床） 患者更易发生 ＷＭＳＤｓ， 尤其是腰部疾患。 这可能与人

工处理存在生物力学过载而产生腰椎负荷有关。 过度负荷可

能会导致肌肉组织耐受超过极限， 身体局部出现急性或慢性

退行性病变［１６，１７］ 。 研究表明， 约 ２ ／ ３ 的护理人员下背痛与工

作有关， 特别是手工搬动患者操作， 椎间盘的负荷远远超过

容忍限度 （男性 ４００ ｋｇ、 女性 ２７５ ｋｇ）， 大致相当于 １９８１ 年美

国 ＮＩＯＳＨ 制定的 “行动限值” ［１８］ 。 不同患者类型护理人员所

承受的腰椎压缩力不同， 例如将 １ 名 ７５ ｋｇ 的患者从坐姿扶至

站立护理人员腰椎间盘承受的最大负荷为 ６４１ ｋｇ， 将患者躯干

由仰卧位提升至坐位 （ 反 之 亦 然） 承 受 负 荷 １８０ ～ ５４０
ｋｇ［１９⁃２１］ 。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与其他接触物理风险的工作人

群相比， 从事病患护理活动的工作人员更易发生腰背损伤［２２］ 。
对人工搬运患者时脊椎所承受的压缩力和切向或剪切力的分

析表明， 搬起非合作或完全依赖 （残疾或疾病状态） 的患者

所产生的压缩力接近或超过耐受限度， 即使搬运可部分配合

的患者也会产生超过 ＮＩＯＳＨ 定义的极限压力。 也有学者认为

近年来很多研究都过多关注护理人员下背痛， 忽视其他部位

ＷＭＳＤｓ， 护理人员颈部和肩 ／臂部损伤与帮助患者翻身、 改变

体位均有很大的关系［２３］ 。

３　 ＷＭＳＤｓ 主要评估方法

３ １　 中文版肌肉骨骼疾患问卷 　 该问卷是基于杨磊等［２４］ 编

制、 整合、 修订的 《北欧肌肉骨骼疾患问卷》 （ＮＭＱ） 与

《荷兰肌肉骨骼疾患问卷》 （ＤＭＱ）， 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修订形成的电子版问卷， 已在不同

行业进行了信效度检验［２５，２６］ ， 具有简单、 易行、 快速、 比较

适合横断面现况调查等优点。
问卷由一般情况、 肌肉骨骼症状和工作情况三部分内容

组成。 一般情况包括姓名、 性别、 身高、 体重、 工龄等基本

人口学信息； 肌肉骨骼症状包括近 ７ ｄ 和 １ 年内身体各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和疼痛程度等情况 （明确各部位的位置且均有身

体部位示意图参考）； 工作情况包括工作类型、 工作时间和休

息及工作时背部、 颈部、 手部、 下肢姿势等情况。
３ ２　 快速接触检查表 （ｑｕｉｃｋ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ｃｈｅｃｋ， ＱＥＣ） 　 １９９９
年由英国 Ｓｕｒｒｅｙ 大学 Ｒｏｈｅｎ 工效学中心首次建立的工效学负荷

快速评估方法， 并于 ２００５ 年再次修订与完善［２７］ 。 该检查表由

观察者评价和作业人员自评价两部分内容组成， 共 １５ 个条

目， 约 １５ ｍｉｎ 即可完成现场评估， 易于掌握并可客观评估被

调查者的工效学负荷， 用于比较不同工种之间工效学负荷大

小， 并可根据负荷大小划分风险等级， 易于管理人员施策。
该检查表包括对身体背、 肩 ／臂、 手 ／腕和颈四个部位作业姿

势的观察和手工搬运重量、 工作任务所花费时间、 工作难易

程度、 心理因素等方面的作业人员自身评价， 在我国已经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 并且应用于汽车制造［２８］ 、 风电［２９］ 等行业，
ＱＥＣ 是国际公认且较为成熟的工效学负荷接触评估方法。
３ ３　 病房手工搬运患者接触评估方法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ｍａｎｕ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ａｒｄｓ， ＭＡＰＯ） 　 由意大

利人类工效学姿势和运动研究所 （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ＰＭ） 于 １９９５ 年开发研制［１５］ ， １９９７ 年进行完善，
并于 １９９９ 年首次应用于意大利医院［３０］ 。 为确认研究结果的可

靠性，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年研究者对意大利的 １９１ 间病房进行评估。
ＭＡＰＯ 指数可以作为一种风险指数， 并模拟交通信号灯的红、
黄、 绿三种颜色， 划分风险等级， 评估病房中护理人员手工

搬运患者的风险水平， 作为制定有效预防措施的参考依据，
以减少针对残疾 （或由于疾病状态暂时或长期卧床） 患者的

护理人员罹患 ＷＭＳＤｓ 风险。 ＭＡＰＯ 评估方法属于半定量评

估， 具有简单、 快速、 实用等特点， 主要对护理人员作业环

境、 培训以及辅助设施等影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的因素进行评估。
ＭＡＰＯ 评估表包括护理人员和患者数量 （完全残疾 ／卧

床、 部分残疾 ／需要搀扶） 及搬运类型、 轮椅、 提举设备、 辅

助设施、 环境和培训情况六部分内容。 轮椅情况包括数量是

否充足、 维护、 破损、 扶手等信息； 提举设备情况包括是否

存在手动 ／电动设备及数量、 能否正常使用等信息； 辅助设施

情况包括数量是否充足、 滑板、 转移盘等设施； 环境情况包

括浴室 （空间、 有无淋浴、 门宽、 门开向等）、 厕所 （空间、
高度以及有无侧把手等）、 病房 （病床间距、 病床是否有轮、
扶手等）； 培训情况是否适宜或充分等。 对这些内容进行单项

评分后， 运用公式计算 ＭＡＰＯ 指数， 确定风险等级 （红、 黄、
绿灯）。
３ ４ 　 工 作 姿 势 分 析 系 统 （ ｏｖａｋｏ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ＷＡＳ） 　 由芬兰 Ｏｖａｋｏ Ｏｙ 钢铁公司于 １９７３ 年提

出［３１］ ， 对各种姿势及负荷状态进行编码， 此评估亦属于观察

法， 主要观察背部、 手臂部、 腿部姿势以及负荷和用力情况，
评估方法易于掌握， 观察 ５～１０ ｍｉｎ 即可完成并根据实际评估

情况， 判断风险等级， 制定相应干预措施。 该评估系统在我

国的服装加工［３２］ 、 农业［３３］ 、 物流手工搬运［３４］ 、 选煤工人［３５］

等行业或人群中均有良好应用。 此表优点在于简便、 易于调

查者掌握， 考虑了所有的身体部分， 适用于几乎所有工作要

求的分析， 可用于所有医疗保健部门。 该方法属于较为主观

的评判， 实施过程中易出现调查偏倚， 应在调查前制定规范

的培训细则。
主要评估内容包含背部姿势、 手臂高度、 腿部姿势、 负

荷或用力 ４ 部分内容， 背部姿势包括直立、 弯曲、 扭曲和弯

曲加扭曲 ４ 种情况； 手臂部高度包括双臂低于肩、 单臂处于

肩或以上、 双臂处于肩或以上 ３ 种情况； 腿部姿势包括坐位、
双腿直立、 单腿直立、 双腿蹲坐、 单腿蹲坐、 单双膝跪坐、
走动 ７ 种情况； 用力或负荷包括＜１０ ｋｇ、 １０～ ２０ ｋｇ、 ＞２０ ｋｇ ３
种情况。
３ ５　 快速全身评估 （ ｒａｐｉｄ ｅｎｔｉｒｅ ｂｏｄ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ＢＡ） 　
旨在评估医疗保健和其他服务行业中发现不良工作姿势类型

·７１３·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第 ３３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ｕｇ ２０２０，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４



而开发， 由 ３ 位人类工效学专家对 １４４ 种作业姿势的组合进行

编码， 考虑伴随风险和动作等级， 结合负荷、 联结及活动分

数， 计算总分值 （１ ～ １５ 分） ［３６］ 。 该评估方法具有全面、 快

速、 适用性广的优点。 与 ＯＷＡＳ 评估方法类似， 适用于医疗

行业以及卫生保健部门。
ＲＥＢＡ 量表主要包含躯干、 颈部、 腿部、 上臂、 下臂、 手

部、 手提重物、 手物接触等八部分内容， 与 ＯＷＡＳ 量表内容

相似， 但较之更加全面， 增加了颈部、 手部姿势情况。
３ ６　 患者人工搬运评估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ＨＡ）
　 ２００２ 年首次被应用于巴西某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和心脏外科，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３７］ 。 此评估表依据患者身体以及工作环境

等情况进行风险等级判定， 共有 ８ 个条目， 分值 ８～ ２４ 分， 划

分三个风险等级。 该评估表具有快速、 简便等特点， 虽然在

ＩＳＯ ／ ＴＲ１２２９６—２０１２ 技术报告中有所推荐［２１］ ， 但仅有两个病

区的应用， 如在国内应用还需进一步探索。
ＰＨＡ 量表包含患者身高、 体重、 意识状态、 身体连接设

备情况、 特殊风险 （有无高度可调的病床以及带有车锁的轮

椅等）、 转运情况、 床上移动和行走情况 （是否需要护理人员

协助） 等八部分内容， 与 ＭＡＰＯ 量表在患者及环境类型上有

相似情况， 但不尽相同。
目前， 国内研究多采用横断面描述性方法， 缺乏针对护

理作业特征的工效学负荷评估研究， 上述列举的 ＱＥＣ、
ＯＷＡＳ、 ＲＥＢＡ 方法均为国际推荐在医疗行业中评估 ＷＭＳＤｓ
的工具［２１］ ， 希望这些方法能够在预防我国护理人员 ＷＭＳＤｓ
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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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三氯乙烯药疹样皮炎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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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三氯乙烯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ＴＣＥ） 职业暴露可导致严重的药疹样皮炎， 常合并发热、 皮损、 肝肾损伤、
浅表淋巴结肿大等临床表现。 目前， 职业性三氯乙烯药疹样皮炎 （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ｏｓａ⁃ｌｉｋｅ 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ＣＥ， ＯＭＬＤＴ） 临床治疗多以单一的糖皮质激素为主， 长期使用易出现各种并发症而导致病情恶化， 增加死亡风险。
本综述旨在探讨 ＯＭＬＤＴ 可行的治疗方式， 为改进治疗方法、 提高患者生存率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三氯乙烯 （ＴＣＥ）； 药疹样皮炎；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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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氯乙烯 （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ＴＣＥ） 是工业生产中常用的

化工产品， 工人职业性暴露于 ＴＣＥ 后出现的类似于药疹样皮

炎的全身变应性疾病被称为职业性三氯乙烯药疹样皮炎 （ｏｃ⁃
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ｏｓａ⁃ｌｉｋｅ 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ＣＥ， ＯＭＬＤＴ）。
因发病迅速， 病情恶化严重， 病死率高达 ５０％， 成为广东省

最严重的职业病之一［１］ 。 ＯＭＬＤＴ 临床表现以皮损、 发热、 肝

肾损害及浅表淋巴结肿大为主，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
皮肤损害， ＴＣＥ 暴露部位首先出现皮疹， 皮肤呈猩红色样改

变并逐渐遍布全身； 部分患者黏膜充血、 水肿或溃疡， 出现

水疱、 大疱， 破溃结痂后伴有表皮脱落［２］ 。 （２） 脏器损害，
以肝肾损害最多见， 表现为肝脾肿大、 黄疸、 低蛋白血症和

尿蛋白等， 肝损伤的加重是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的重要原因之

一［３］ 。 （３） 其他损害， 包括眼部、 心脏及神经等方面的损害，
主要表现为结膜炎、 角膜炎及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ＡＳＴ）、
乳酸脱氢酶 （ＬＤＨ）、 血清 α⁃羟丁酸脱氢酶 （α⁃ＨＢＤＨ）、 肌酸

激酶（ＣＫ）及其同工酶的升高等［４］。 目前 ＯＭＬＤＴ 的临床治疗多

为单一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 （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ｓ， ＧＣ） 免疫抑制

治疗， 但部分患者用药后病情仍无法控制， 或出现多种并发

症。 本综述探讨治疗 ＯＭＬＤＴ 的几种可行策略， 进一步探寻

ＯＭＬＤＴ 的最佳治疗方案， 以期提高救治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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