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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某造船厂工人多部位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 （ＷＭＳＤｓ） 患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采用

横断面调查设计， 以整群抽样法选择某造船厂 ４９６ 名工人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电子版 《北欧肌肉骨骼疾患调查问卷

（修改版） 》 （ＮＭＱ） 调查其 ＷＭＳＤｓ 发生情况， 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 结果　 ４９６ 名

研究对象 ＷＭＳＤｓ 总发生率为 ５９ ３％， 其中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为 ３７ ３％， 单一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为 ２２ ０％。 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３０～ ＜５０ 岁组罹患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风险高于＜３０ 岁组 （Ｐ＜０ ０５）。 经常以不舒服姿势工

作、 每天重复同样工作、 手腕经常向上 ／下弯曲、 长时间保持屈膝姿势或下肢及足踝反复做同一动作的工人罹患多部

位 ＷＭＳＤｓ 风险较高 （Ｐ＜０ ０５）； 休息时间充足者 ＷＭＳＤｓ 风险降低 （Ｐ＜０ ０５）。 结论　 造船厂工人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较

单一部位更为常见， 且发病率较高，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与不良工效学因素密切相关， 应加强工效学干预， 降低 ＷＭＳＤｓ
患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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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 （ ｗｏｒｋ⁃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ｕｓｃｕｌｏ⁃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ＷＭＳＤｓ） 是职业因素导致或加重

的肌肉骨骼系统损伤或疾患， 其症状常表现为疼痛、
麻木、 僵硬或其他不适等［１］。 ＷＭＳＤｓ 是欧美国家中

行业流行最广、 发病率较高、 后果较为严重的职业病

或可赔偿性疾病［２⁃５］。 前期调查显示， 我国不同行

业、 不同岗位的 ＷＭＳＤｓ 发病率较高［６⁃８］。 目前，
ＷＭＳＤｓ 尚未列入我国职业病目录。 随着职业病防治

政策的调整， ＷＭＳＤｓ 将成为我国预防和控制的重点

职业健康问题之一［９］。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是指≥２ 个身

体部位罹患 ＷＭＳＤｓ［１０，１１］， 其所造成的后果较单一部

位 ＷＭＳＤｓ 更严重， 表现为缺勤率高、 生活质量影响

大、 工作能力受损严重， 甚至转岗或提早退休

等［１２⁃１４］。 造船厂工人存在体力负荷较大、 重复性强、
蹲姿或跪姿等不良姿势作业、 工作节奏快和工作时间

长等特点， 发生 ＷＭＳＤｓ 风险较高［１５］。 广东省是全国

三大造船基地之一， 防控造船行业工人 ＷＭＳＤｓ 对保

障劳动者健康和稳定发展大局具有重大意义。 本研究选

择广东某造船厂工人进行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调查和影响因

素分析， 为制定该行业ＷＭＳＤｓ 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法， 选择广东某造船厂当

前工龄＞１ 年的在岗员工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
（１） 年龄＞１８ 周岁； （２） 当前工龄＞１ 年； （３） 知情

同意。 排除标准： （１） 先天性脊柱畸形者， 因外伤、
感染性疾病、 恶性肿瘤等非工作因素导致的肌肉骨骼

疾患者； （２） 妊娠者。 该造船厂工龄＞１ 年的员工

７０５ 人， ５１３ 人完成问卷调查， 应答率 ７２ ８％， 回收

有效问卷 ４９６ 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９６ ７％。 ４９６ 人

中， 女性 １１８ 人、 男性 ３７８ 人， 管理岗位 ５０ 人、 生

产岗位 ４４６ 人 （管工 ４４ 人、 装配工 ９２ 人、 打磨工

７４ 人、 电焊工 １１８ 人、 其他 １１８ 人）。
１ ２　 方法　 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 选择由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提供、
经过信效度检验适用于我国职业人群的电子版 《北
欧肌肉骨骼疾患调查问卷 （修改版）》（ＮＭＱ） ［１６］， 问

卷内容包括一般情况、 肌肉骨骼疾患症状发生情况、
职业情况 （工作类型、 作息时间和工作姿势等）。 肌

肉骨骼疾患症状发生情况主要询问调查对象过去 １ 年

颈、 上背、 下背、 肩、 肘 ／前臂、 手 ／腕、 臀 ／大腿、
膝 ／小腿、 足 ／踝 ９ 个部位疼痛或不适等， 包括发生频

率和症状累积时间。 ＷＭＳＤｓ 的判定采用美国国家职

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ＮＩＯＳＨ） 对肌肉骨骼疾患的判

定标准［１７］， 需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１） 过去 １ 年出

现疼痛、 僵硬、 烧灼感、 麻木或刺痛等不适症状；
（２） 从事当前工作以后开始不适； （３） 既往无事故

或突发伤害； （４） 每月都出现不适症状或持续＞７ ｄ。
本研究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批

准， 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
１ ３　 质量控制 　 本次调查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完

成， 采用统一的术语解释问卷内容及注意事项。 电子

版调查问卷设有内容完整性检查功能， 未填写完整的

问卷不能成功提交。 为保障调查质量， 采用 “一对

Ｎ” 方式开展面对面调查。 数据分析前先进行可疑数

据的筛选和确认。
１ 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ｘ± ｓ 描述， 计数资料采用率 （％） 描

述。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χ２检验， 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分析 （纳入水准为 ０ ０５， 剔除水准为 ０ １０）， 检验水

准 α＝ ０ ０５ （双侧）。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４９６ 名研究对象年龄 １９ ～ ５８ 岁， 平

均年龄 （３９ ９±８ ７） 岁； 当前岗位工龄 １～３７ 年， 工

龄中位数 ６ 年。
２ ２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情况　 ＷＭＳＤｓ 总发生率为

５９ ３％ （ ２９４ ／ ４９６ ）， 其 中 多 部 位 ＷＭＳＤｓ 发 生 率

３７ ３％， 单一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 ２２ ０％。 管理、 生

产岗位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分别为 ２６ ０％、 ３８ ６％，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各工种 ／岗位之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 义 （ Ｐ ＞ ０ ０５ ）。 管 理 岗 位、 管 工、 电 焊 工

ＷＭＳＤｓ 发生位居前三位的是颈、 肩和下背部， 多部

位 ＷＭＳＤｓ 管理岗位以颈部最常见， 管工以肩和下背

部较常见， 电焊工以下背部最常见。 装配工 ＷＭＳＤｓ
位居前三的部位是下背、 肩和膝 ／小腿部，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以下背部最常见； 打磨工 ＷＭＳＤｓ 位居前三

的部位是手 ／腕、 颈和下背部，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以手 ／
腕部最常见。 见表 １～３。
２ ３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χ２检

验显示， 不同年龄组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年龄 ３０ ～ ＜ ５０ 岁组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高于＜３０ 岁组和≥５０ 岁组； 经常搬运

＞２０ ｋｇ 的重物、 经常以不舒服姿势工作、 每天工作

时间、 背部姿势、 腰或背经常做相同动作等 ２０ 个职

业因素组别的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４、 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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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工种 ／岗位作业人员 ＷＭＳＤｓ 发生情况比较 例数 （％）

工种 ／ 岗位 人数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１ 个部位 ２ 个部位 ３ 个部位 ≥４ 个部位 χ２值 Ｐ 值

管理 ５０ １３ （２６ ０） １０ （２０ ０） ５ （１０ ０） ４ （８ ０） ４ （８ ０） ０ ０４７ ０ ９７７
管工 ４４ １４ （３１ ８） １０ （２２ ７） ５ （１１ ４） ５ （１１ ４） ４ （９ １） ０ １６０ ０ ９２３
装配工 ９２ ３４ （３７ ０） ２１ （２２ ８） １３ （１４ １） ７ （７ ６） １４ （１５ ２） ２ ８８５ ０ ２３６
打磨工 ７４ ２８ （３７ ８） １６ （２１ ６） ７ （９ ５） １１ （１４ ９） １０ （１３ ５） １ ０６３ ０ ５８８
电焊工 １１８ ４８ （４０ ７） ２９ （２４ ６） １６ （１３ ６） １１ （９ ３） ２１ （１７ ８） ３ ６１５ ０ ６１４

其他生产ａ １１８ ４８ （４０ ７） ２３ （１９ ５） １５ （１２ ７） ９ （７ ６） ２４ （２０ ３） — —
合计 ４９６ １８５ （３７ ３） １０９ （２２ ０） ６１ （１２ ３） ４７ （９ ５） ７７ （１５ ５）
χ２值 ４ ４６１ １ ０６３ １ ３１２ ３ ６６２ ６ ３３２
Ｐ 值 ０ ０８５ ０ ９５７ ０ ９３４ ０ ５９９ ０ ２７５

　 　 注： ａ， 包括车工、 绝缘工、 密性试验工、 气刨工、 数控工、 电工、 叉车司机、 起重工、 油漆工、 火工、 冷加工、 理料配套工、 钳工、 风割

工、 冲砂工、 清砂工、 清洁工、 片体拼装工和维修工等人数相对较少的岗位； “—” 表示不适用。

表 ２　 不同工种 ／岗位作业人员 ＷＭＳＤｓ 发生部位分布 例数 （％）

工种 ／ 岗位 人数 颈部 肩部 上背部 下背部 肘 ／ 前臂部 手 ／ 腕部 臀 ／ 大腿部 膝 ／ 小腿部 足 ／ 踝部

管理 ５０ １４ （２８ ０） １１ （２２ ０） ５ （１０ ０） ９ （１８ ０） ２ （４ ０） ２ （４ ０） ３ （６ ０） ５ （１０ ０） ４ （８ ０）
管工 ４４ ８ （１８ ２） １２ （２７ ３） ４ （９ １） １３ （２９ ５） １ （２ ３） ６ （１３ ６） １ （２ ３） ５ （１１ ４） ７ （１５ ９）
装配工 ９２ １１ （１２ ０） ２３ （２５ ０） ８ （８ ７） ３３ （３５ ９） ８ （８ ７） １４ （１５ ２） １２ （１３ ０） ２０ （２１ ７） １４ （１５ ２）
打磨工 ７４ １９ （２５ ７） １３ （１７ ６） ３ （４ １） １７ （２３ ０） ６ （８ １） ２８ （３７ ８） ６ （８ １） １６ （２１ ６） ３ （４ １）
电焊工 １１８ ３０ （２５ ４） ３２ （２７ １） １２ （１０ ２） ５５ （４６ ６） １１ （９ ３） ２５ （２１ ２） １１ （９ ３） ２８ （２３ ７） ６ （５ １）

表 ３　 不同工种 ／岗位作业人员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部位分布 例数 （％）

工种 ／
岗位

ＷＭＳＤｓ
人数

颈部 肩部 上背部 下背部 肘 ／ 前臂部 手 ／ 腕部 臀 ／ 大腿部 膝 ／ 小腿部 足 ／ 踝部

管理 １３ １１ （８４ ６） １０ （７６ ９） ３ （２３ １） ７ （５３ ８） ２ （１５ ４） ２ （１５ ４） ３ （２３ １） ３ （２３ １） ４ （３０ ８）
管工 １４ ８ （５７ １） １０ （７１ ４） ４ （２８ ６） １０ （７１ ４） １ （７ １） ５ （３５ ７） １ （７ １） ２ （１４ ３） ６ （４２ ９）
装配工 ３４ ９ （２６ ５） ２０ （５８ ８） ８ （２３ ５） ２３ （６７ ６） ８ （２３ ５） １２ （３５ ３） １１ （３２ ４） １９ （５５ ９） １２ （３５ ３）
打磨工 ２８ １７ （６０ ７） １１ （３９ ３） ３ （１０ ７） １５ （５３ ６） ６ （２１ ４） ２０ （７１ ４） ５ （１７ ９） １５ （５３ ６） ３ （１０ ７）
电焊工 ４８ ２９ （６０ ４） ２９ （６０ ４） １１ （２２ ９） ３８ （７９ ２） １０ （２０ ８） ２３ （４７ ９） １０ （２０ ８） ２５ （５２ １） ６ （１２ ５）

表 ４　 作业人员不同个体因素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比较

因素　 　 　 人数（％） ＷＭＳＤｓ 人数　 发生率（％） χ２值 Ｐ 值 因素　 　 　 人数（％） ＷＭＳＤｓ 人数　 发生率（％） χ２值 Ｐ 值

性别 １ ７０５ ０ １９２ 总工龄 （年） ４ ７９０ ０ １８８
　 女 １１８ （２３ ８） ５０ ４２ ４ 　 ＜５ ６６ （１３ ３） ２２ ３３ ３
　 男 ３７８ （７６ ２） １３５ ３５ ７ 　 ５～ ＜１０ １１３ （２２ ８） ３６ ３１ ９
年龄 （岁） ８ １１０ ０ ０４４ 　 １０～ ＜１５ １５５ （３１ ３） ６８ ４３ ９
　 ＜３０ ６７ （１３ ５） １８ ２６ ９ 　 ≥１５ １６２ （３２ ７） ５９ ３６ ４
　 ３０～ ＜４０ １６７ （３３ ７） ６９ ４１ ３ 文化程度 ０ ０３０ ０ ８６１
　 ４０～ ＜５０ ２０２ （４０ ７） ８２ ４０ ６ 　 初中及以下 ３５７ （７２ ０） １３４ ３７ ５
　 ≥５０ ６０ （１２ １） １６ ２６ ７ 　 高中 ／中专及以上 １３９ （２８ ０） ５１ ３６ ７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４ ０１７ ０ ２６０ 婚姻状况 ＜０ ００１ ０ ９９５
　 ＜１８ ５ ２２ （４ ４） ４ １８ ２ 　 未婚或其他 ７５ （１５ １） ２８ ３７ ３
　 １８ ５～ ＜２３ ０ ２２７ （４５ ８） ８４ ３７ ０ 　 已婚 ４２１ （８４ ９） １５７ ３７ ３
　 ２３ ０～ ＜２５ ０ １２６ （２５ ４） ５１ ４０ ５ 经常锻炼 ３ ４９６ ０ ０６２
　 ≥２５ ０ １２１ （２４ ４） ４６ ３８ ０ 　 否 ４５１ （９０ ９） １７４ ３８ ６
当前岗位工龄（年） ４ ６７８ ０ ０９６ 　 是 ４５ （９ １） １１ ２４ ４
　 ＜５ １７９ （３６ １） ６９ ３８ ５ 吸烟 ０ ３７４ ０ ５４１
　 ５～ ＜１０ １６７ （３３ ７） ５２ ３１ １ 　 否 ３３８ （６８ １） １２３ ３６ ４
　 ≥１０ １５０ （３０ ２） ６４ ４２ ７ 　 是 １５８ （３１ ９） ６２ ３９ ２

　 　 注： ＢＭＩ＜１８ ５ ｋｇ ／ ｍ２为低体重， １８ ５～ ＜２３ ０ ｋｇ ／ ｍ２为正常， ２３ ０～ ＜２５ ０ ｋｇ ／ ｍ２为超重， ≥２５ ０ ｋｇ ／ ｍ２为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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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不同职业因素的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比较

因素　 　 　 　 人数（％） ＷＭＳＤｓ 人数 发生率（％） χ２值 Ｐ 值 因素　 　 　 　 人数（％） ＷＭＳＤｓ 人数 发生率（％） χ２值 Ｐ 值

长时间站立工作 ０ ００５ ０ ９４４ 背部姿势 １５ １７７ ０ ００１

　 否 ２４５ （４９ ４） ９１ ３７ １ 　 直立 １２８ （２５ ８） ３３ ２５ ８

　 是 ２５１ （５０ ６） ９４ ３７ ５ 　 稍弯曲 ２７０ （５４ ４） １０２ ３７ ８

长时间坐位工作 ０ ８５５ ０ ３５５ 　 大幅度弯曲 ９８ （１９ ８） ５０ ５１ ０

　 否 ４３０ （８６ ７） １５７ ３６ ５ 经常转身 ２ ５８０ ０ １０８

　 是 ６６ （１３ ３） ２８ ４２ ４ 　 否 １８６ （３７ ５） ６１ ３２ ８

长时间蹲或跪姿工作 ３ ０３５ ０ ０８１ 　 是 ３１０ （６２ ５） １２４ ４０ ０

　 否 ２４５ （４９ ４） ８２ ３３ ５ 经常在弯腰的同时转身 １ ０８３ ０ ２９８

　 是 ２５１ （５０ ６） １０３ ４１ ０ 　 否 ２６７ （５３ ８） ９４ ３５ ２

经常搬运＞２０ ｋｇ 重物 ５ ６７１ ０ ０１７ 　 是 ２２９ （４６ ２） ９１ ３９ ７

　 否 ３９５ （７９ ６） １３７ ３４ ７ 腰或背经常做相同动作 １５ ４０７ ＜０ ００１

　 是 １０１ （２０ ４） ４８ ４７ ５ 　 否 ３４２ （６９ ０） １０８ ３１ ６

需要上肢或手用力 ３ ２２２ ０ ０７３ 　 是 １５４ （３１ ０） ７７ ５０ ０

　 否 １４７ （２９ ６） ４６ ３１ ３ 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１６ ３７０ ＜０ ００１

　 是 ３４９ （７０ ４） １３９ ３９ ８ 　 否 ２３８ （４８ ０） ６７ ２８ ２

经常使用振动工具 ３ ３９２ ０ ０６６ 　 是 ２５８ （５２ ０） １１８ ４５ ７

　 否 ３６４ （７３ ４） １２７ ３４ ９ 长时间保持弯腰姿势 １５ ３２７ ＜０ ００１

　 是 １３２ （２６ ６） ５８ ４３ ９ 　 否 ２８９ （５８ ３） ８７ ３０ １

以不舒服姿势工作 ３０ ３１０ ＜０ ００１ 　 是 ２０７ （４１ ７） ９８ ４７ ３

　 否 ４０９ （８２ ５） １３０ ３１ ８ 长时间保持转身姿势 ２ ５６２ ０ １０９

　 是 ８７ （１７ ５） ５５ ６３ ２ 　 否 ４４８ （９０ ３） １６２ ３６ ２

每分钟做多次操作 ４ ４８８ ０ ０３４ 　 是 ４８ （９ ７） ２３ ４７ ９

　 否 ２３７ （４７ ８） ７７ ３２ ５ 颈部姿势 １５ ４７４ ０ ００１

　 是 ２５９ （５２ ２） １０８ ４１ ７ 　 直立 ８５ （１７ １） ２４ ２８ ２

每天重复同样工作 ９ １２８ ０ ００３ 　 稍前倾 ２３４ （４７ ２） ７６ ３２ ５

　 否 ４７ （９ ５） ８ １７ ０ 　 大幅前倾 １５５ （３１ ３） ７７ ４９ ７

　 是 ４４９ （９０ ５） １７７ ３９ ４ 　 头后仰 ２２ （４ ４） ８ ３６ ４

与同事轮流完成工作 ０ １３３ ０ ７１５ 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１０ １１５ ０ ００１

　 否 ２６８ （５４ ０） ９８ ３６ ６ 　 否 ２４７ （４９ ８） ７５ ３０ ４

　 是 ２２８ （４６ ０） ８７ ３８ ２ 　 是 ２４９ （５０ ２） １１０ ４４ ２

每周工作时间 （ｄ） ２ １６１ ０ ３４０ 长时间保持低头姿势 ８ ９９９ ０ ００３

　 ≤５ ８４ （１６ ９） ３３ ３９ ３ 　 否 ２０９ （４２ １） ６２ ２９ ７

　 ６ １８４ （３７ １） ６１ ３３ ２ 　 是 ２８７ （５７ ９） １２３ ４２ ９

　 ７ ２２８ （４６ ０） ９１ ３９ ９ 长时间保持转头姿势 ０ ６１５ ０ ４３３

每天工作时间 （ｈ） ７ ７５８ ０ ０２１ 　 否 ４２１ （８４ ９） １５４ ３６ ６

　 ≤８ ３１３ （６３ １） １２１ ３８ ７ 　 是 ７５ （１５ １） ３１ ４１ ３

　 ８～１０ １２６ （２５ ４） ３６ ２８ ６ 休息后又开始工作 ０ ０２８ ０ ８６６

　 ＞１０ ５７ （１１ ５） ２８ ４９ １ 　 否 ７６ （１５ ３） ２９ ３８ ２

经常加班 ３ １２６ ０ ０７７ 　 是 ４２０ （８４ ７） １５６ ３７ １

　 否 ２４０ （４８ ４） ８０ ３３ ３ 可自行决定工间休息 ４ ２８２ ０ ０３９

　 是 ２５６ （５１ ６） １０５ ４１ ０ 　 否 １９６ （３９ ５） ８４ ４２ ９

工间休息 ０ ０５６ ０ ８１２ 　 是 ３００ （６０ ５） １０１ ３３ ７

　 否 ７０ （１４ １） ２７ ３８ ６ 部门人员紧缺 ０ ５５１ ０ ４５８

　 是 ４２６ （８５ ９） １５８ ３７ １ 　 否 ３０８ （６２ １） １１１ ３６ ０

休息时间充足 １３ ３０４ ＜０ ００１ 　 是 １８８ （３７ ９） ７４ ３９ ４

　 否 １８５ （３７ ３） ８８ ４７ ６ 经常替同事上班 ０ ０９８ ０ ７５５

　 是 ３１１ （６２ ７） ９７ ３１ ２ 　 否 ４４５ （８９ ７） １６７ ３７ ５
　 是 ５１ （１０ ３） １８ ３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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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素　 　 　 人数（％） ＷＭＳＤｓ 人数 发生率（％） χ２值 Ｐ 值 因素　 　 　 人数（％） ＷＭＳＤｓ 人数 发生率（％） χ２值 Ｐ 值

手腕经常向上 ／下弯曲 １５ ４３６ ＜０ ００１ 作业时手的位置 ０ ０５８ ０ ８０９

　 否 ２３９ （４８ ２） ６８ ２８ ５ 　 肩及以下 ４３２ （８７ １） １６２ ３７ ５

　 是 ２５７ （５１ ８） １１７ ４５ ５ 　 肩部以上 ６４ （１２ ９） ２３ ３５ ９

手腕需要长期处于弯曲状态 ５ ９３６ ０ ０１５ 能伸展或改变腿部姿势 １ ３２３ ０ ２５０

　 否 ３４６ （６９ ８） １１７ ３３ ８ 　 否 ５４ （１０ ９） ２４ ４４ ４

　 是 １５０ （３０ ２） ６８ ４５ ３ 　 是 ４４２ （８９ １） １６１ ３６ ４

手腕经常放在硬且有棱角物体边缘 ３ ９７３ ０ ０４６ 长时间保持屈膝姿势 １４ ９５７ ＜０ ００１

　 否 ４２５ （８５ ７） １５１ ３５ ５ 　 否 ２１９ （４４ ２） ６１ ２７ ９

　 是 ７１ （１４ ３） ３４ ４７ ９ 　 是 ２７７ （５５ ８） １２４ ４４ ８

需要手捏 ／紧抓物品 ／工具 ７ ５５４ ０ ００６ 下肢及足踝反复做同一动作 ２０ ７８８ ＜０ ００１

　 否 ７７ （１５ ５） １８ ２３ ４ 　 否 ３９６ （７９ ８） １２８ ３２ ３

　 是 ４１９ （８４ ５） １６７ ３９ ９ 　 是 １００ （２０ ２） ５７ ５７ ０

２ ４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表 ４、 表 ５ 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 以

有无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为因变量， 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 年龄 ３０～ ＜５０ 岁组罹患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风险高于＜３０ 岁组 （Ｐ＜０ ０５）； 经常以不舒

服姿势工作、 每天重复同样工作、 手腕经常向上 ／下
弯曲、 长时间保持屈膝姿势或下肢及足踝反复做同一

动作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风险较高 （Ｐ＜０ ０５）； 休息时间

充足者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风险降低 （Ｐ＜０ ０５）。 见表 ６。

表 ６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影响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因素　 　 　 　 β 值 Ｗａｌｄ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年龄 （岁）
　 ＜３０ １ ００
　 ３０～ ＜４０ ０ ９６ ７ ５１ ０ ００６ ２ ６１ （１ ３１～５ １８）
　 ４０～ ＜５０ ０ ９５ ７ ６０ ０ ００６ ２ ５８ （１ ３２～５ ０５）
　 ≥５０ ０ ３３ ０ ５７ ０ ４５１ １ ３９ （０ ５９～３ ２７）
经常以不舒服姿势工作 １ ０３ １４ ６８ ＜０ ００１ ２ ７９ （１ ６５～４ ７２）
每天重复同样工作 ０ ９６ ５ ２２ ０ ０２２ ２ ６０ （１ １５～５ ９０）
休息时间充足 －０ ４３ ４ ０１ ０ ０４５ ０ ６５ （０ ４３～０ ９９）
手腕经常向上 ／下弯曲 ０ ４７ ４ ８５ ０ ０２８ １ ６０ （１ ０５～２ ４３）
长时间保持屈膝姿势 ０ ３８ ３ ０５ ０ ０８１ １ ４６ （０ ９６～２ ２３）
下肢及足踝反复做同一动作 ０ ７５ ８ ５０ ０ ００４ ２ １１ （１ ２８～３ ５０）

３　 讨　 论

造船厂工人存在的不良工效学因素种类多且负荷

水平较高， ＷＭＳＤｓ 总发生率较高。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造成的疾病负荷比单一部位 ＷＭＳＤｓ 更为严重［１２⁃１４］。
不同研究采用的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阳性病例判定可能存

在差异， 不同研究结果比较应注意判定标准的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 某造船厂工人 ＷＭＳＤｓ 总发生率为

５９ ３％， 其中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为 ３７ ３％， 是单

一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的 １ ７ 倍，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较

单一部位更为常见。 与采取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相同判定

标准的同类研究比较显示， 造船厂工人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与汽车制造厂工人接近［１６，１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 电焊、 打磨、 管工和装配工种

间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无差异， 但常见部位不同，
电焊工 ＷＭＳＤｓ 位居前三位的是下背、 肩和颈部， 打

磨工位居前三位的是手 ／腕、 颈和下背部， 管工位居

前三的是下背、 肩部和颈， 装配工位居前三的是下

背、 肩和膝 ／小腿部。 ＷＭＳＤｓ 与不同工种的作业类

型、 作业动作和工作姿势不同有关［１５］。 电焊工一手

持焊枪， 一手持焊接防护面罩， 经常蹲姿作业， 存在

长时间不良姿势、 重复作业和不良动作等因素， 可能

使颈、 肩和下背部等多部位肌肉负荷较大。 打磨工通

常双手持打磨工具， 蹲姿作业， 可能涉及振动、 用

力、 重复作业和不良姿势， 导致手 ／腕、 颈和下背部

等多部位负荷较大， 出现局部肌肉紧张和疲劳。 造船

厂管工负责船舶管路系统的安装， 装配工完成船舶分

段以及设备基座的装配和制作， 相对电焊工和打磨工

来说， 管工和装配工作业内容较为复杂， 可能涉及焊

接或搬运物件， 管工可能作业空间狭窄， 管工和装配

工不同作业内容的体力负荷和不良工效学特点不同。
不同工种 ／岗位重点作业活动的工效学因素负荷不同，
导致 ＷＭＳＤｓ 发生部位不同， 应有针对性地进行预防

和控制， 降低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率［１９］。
本研究结果显示， 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风险与年龄有

关， 年龄 ３０～ ＜５０ 岁组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风险高于＜３０
岁组。 这可能是因为年龄 ３０～ ＜５０ 岁组工人体能相对

较好， 更多从事电焊、 打磨和装配等体力劳动强度较

大的工作， 大多需要弯腰、 蹲姿操作岗位， 对身体素

质要求高； ≥５０ 岁组工人体能相对衰退， 可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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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体力劳动强度较小或生产管理工作任务。 随着年

龄增长， 身体组织对外部体力负荷的耐受力减弱， 疲

劳恢复能力下降， 导致从事同样的工作年龄越大越容

易引起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２０］。
ＷＭＳＤｓ 发生与不良工效学因素 （如作业类型、

工作组织和姿势） 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 经常以

不舒服姿势工作、 每天重复同样工作的工人罹患多部

位 ＷＭＳＤｓ 风险增加。 此外， 手腕经常向上 ／下弯曲、
长时间保持屈膝姿势或下肢及足踝反复做同一动作等

不良姿势也会增加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风险。 提示应

尽量改善造船厂工人不良工作姿势， 适当的工间休息

可以促进肌肉骨骼部位疲劳的尽快恢复， 可以有效防

控 ＷＭＳＤｓ 发生［２１，２２］。
针对造船厂工人 ＷＭＳＤｓ 防护意识薄弱、 接触的

不良工效学因素较多等问题， 建议企业通过合理安排

工作组织、 改善作业场所不良工效学因素、 加强员工

ＷＭＳＤｓ 防控培训等综合措施来降低多部位 ＷＭＳＤｓ
发生风险。

由于本研究采用自填式问卷且调查过去 １２ 个月

内发生的肌肉骨骼症状， 可能会导致回忆偏倚； 部分

工人可能因 ＷＭＳＤｓ 症状较重不能胜任岗位而离职，
存在结果低估的可能； 同时本横断面调查设计不能明

确因果关系， 尚有待队列研究或干预研究进一步加以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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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ｒｇｏｎｏｍｉｃ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ｓｈｉｐｙａｒ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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