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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船舶制造厂工人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的发生情况及危险因素

贾宁 1，陈西峰 2，郑成彬 3，曲颖 1，张雪艳 1，王忠旭 1

摘要：

［目的］　调查某船舶制造厂工人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MSDs）的发生情况，探讨可能的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选用经修订的肌肉骨骼损伤情况调查问卷，对我国某船舶制造厂工人近 1年内

肌肉骨骼疾患与工效学负荷以及心理社会因素开展调查。采用卡方检验以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导致 WMSDs 发生的危

险因素。

［结果］　共发放问卷 830份，收回有效问卷 809份（有效率 97.5%）。工人各部位WMSDs年发生率为 12.2%~39.4%，发生

率排在前四位的部位依次是下背部（39.4%）、颈部（31.3%）、手腕部（26.8%）和肩部（26.3%）。下背部、颈部、手腕部、膝

部和踝 /足部WMSDs的发生率在不同工种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弯

腰同时转身是导致下背部和肩部（OR=1.53，1.68）、手腕部长时间弯曲是导致手腕部（OR=1.62）WMSDs的危险因素 ；身

高是导致下背部（OR=1.03）WMSDs的危险因素；经常加班是导致下背部和手腕部（OR=1.62，1.55）WMSDs的危险因素；

主观工作姿势舒适是下背部、颈部、手腕部和肩部（OR=0.68，0.52，0.62，0.54）的保护因素 ；自主控制工作进度是手腕

部（OR=0.67）WMSDs的保护因素 ；工作节奏快是导致颈部、手腕部和肩部（OR=1.60，1.66，1.60）WMSDs的危险因素 ；

上司关心下属是颈部和肩部（OR=0.67，0.69）WMSDs的保护因素。

［结论］　造船业工人WMSDs的发生率较高，亟须根据WMSDs的职业、个体、心理社会因素制定相关措施，以降低此类

疾患对工人健康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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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WMSDs) among workers in a 
shipyard.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urvey was conducted using a revis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questionnair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ergonomic load,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in the past year among workers in a 
shipyard in China. Chi-square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WMSDs.

［Results］　A total of 83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nd 809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with a valid respons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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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97.5%. The incidence rates of WMSDs in different body parts were 12.2%-39.4%. The top four WMSDs incidence rates by body 
parts were low back (39.4%), neck (31.3%), wrist (26.8%), and shoulder (26.3%). The incidence rates of WMSDs in low back, neck, 
wrist, knee, and ankle/foot were different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work (P < 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stooping and turning round simultaneously was a risk factor for WMSDs in low back and shoulder (OR=1.53, 1.68); 
wrist bent for a long time was a risk factor for WMSDs in wrist (OR=1.62); height was a risk factor for WMSDs in low back (OR=1.03); 
working overtime frequently was a risk factor for WMSDs in low back and wrist (OR=1.62, 1.55); subjective comfortable working posture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WMSDs in low back, neck, wrist, and shoulder (OR=0.68, 0.52, 0.62, 0.54); controlling work progress 
independently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WMSDs in wrist (OR=0.67); fast work pace was a risk factor for WMSDs in neck, wrist, and 
shoulder (OR=1.60, 1.66, 1.60); concerns from supervisors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WMSDs in neck and shoulder (OR=0.67, 0.69).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rate of WMSDs in shipbuilding industry is at a high level.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considering occupational, individual,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of WMSDs to reduce the adverse 
health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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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 individual factor

Citation: JIA Ning, CHEN Xi-feng, ZHENG Cheng-bin, et al.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among workers 

in a shipyard[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Medicine, 2018, 35(5): 377-383. DOI: 10.13213/j.cnki.jeom.2018.17672

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s）是指与工作有关的、以骨关节和

肌肉系统的疼痛和活动受限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

常见的职业性多发病。近几十年来，WMSDs 问题日趋

突出，涉及各行各业，欧美国家半数以上职业人群受

到 WMSDs 的影响，由此导致的经济损失及病伤缺勤

极其严重。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委员会发布的数据表

明，2004—2005 年度因颈部、肩部、下背部 WMSDs 造

成的工时损失达到 2 840 万个工作日，由此导致的经

济损失高达 57 亿英镑［1］。世界劳工组织早在 1960 年

就已认定 WMSDs 为职业病，美国、德国、瑞典、日本

等国家已将其列为赔偿性疾病（即职业病）［2］。目前，

我国将 WMSDs 列为工作相关疾病。随着工作条件和

方式的不断改善，法定职业病发病率明显下降，而

WMSDs 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船舶制造业（造船业）是我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之一，也是“十二五”期间重点发展的先进制造业之

一，国内船舶产量多年稳居世界第三。虽然我国造船

业产能世界领先，但造船业的机械化、人工智能化水

平和生产环境却远不如发达国家，仍属于劳动密集型

产业，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繁多［3］。目前，国内外对

造船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噪声、高温、局部振动、电

焊弧光、电焊烟尘、锰及其无机化合物、苯系物等传

统的职业病危害因素［4］，而对该行业存在的不良工效

学因素及 WMSDs 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针对造

船业工人 WMSDs 情况开展调查，了解 WMSDs 在造船

业中的分布，探讨 WMSDs 可能的危险因素，为预防

和控制该行业 WMSDs 的发生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我国北方某造船厂

焊工、打磨工、装配工、管工、铆工、油漆工等工种

的一线作业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830 份。

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 ：工龄在 1 年以上的作业工人。

研究对象的排除标准 ：先天性脊柱畸形者以及因外

伤、感染性疾病、恶性肿瘤等非工作有关因素导致的

肌肉骨骼疾患患者。本研究已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伦理审查，调查对象均经

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使用本课题组编

制的肌肉骨骼损伤情况调查问卷对上述研究对象的

WMSDs发生情况开展调查。该问卷由以下两部分组成。

肌肉骨骼疾患与工效学负荷评估。采用经杨磊

等［5］整合、翻译、修订和验证的可用于我国职业人群

的中文版肌肉骨骼疾患问卷，该套问卷是北欧肌肉骨

骼疾患问卷（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NMQ）

和荷兰肌肉骨骼症状调查问卷（Dutch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DMQ）整合而成的问卷。本课题组以此

问卷为基础，对其中部分条目进行了删减和补充，包

括 ：删除工人容易产生回忆偏倚的选项，如“搬运物

体时间 / 不良姿势劳作时间占 8 小时工作班的比例”

等 ；删除“您工作中是否有时脚底打滑或跌倒”选项 ；

相应增加选项，如“工作时是否能伸展或改变腿部

姿势”“工作时是否长时间保持屈膝姿势”“工作时

下肢及足踝是否重复同一动作”；调整“背部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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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划分背部扭转姿势的范围（0°~10° 为背部直立、

20°~60° 为背部弯曲、> 60° 为背部大幅度弯曲）；调整

“颈部姿势”选项，划分颈部扭转姿势的范围（0°~ 为

颈部直立、10°~ 为颈部稍前倾、> 20° 为颈部大幅前

倾、> 10° 为颈部后仰）。对于以上姿势问题，在问卷

中有图示帮助理解。

心理社会因素评估。采用工作内容量表（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JCQ）［6］进行评估，分为 3 个模块 ：工

作要求、工作自主和社会支持。

这两部分内容经专家审阅后，形成了肌肉骨骼损

伤情况调查问卷，其信度和效度已在造船业［7］和机场

搬运作业［8］中得到验证。调查采用 1∶N 的问卷方式，

由 1 名调查人员对 N 名工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问卷

由经培训的调查人员发放、讲解，在调查对象理解的

基础上由其自行填写。

1.3   WMSDs 的判定

依据 NMQ 对肌肉骨骼损伤的判定标准 ：若身体

9 个部位（颈、肩、背、肘、腰、手腕、髋、膝、足）近

一年内出现酸、麻、疼和活动受限四种症状中的任意

一种症状，而且症状持续时间超过 24 h，经下班休息

后也未能恢复，则判定为该部位的肌肉骨骼损伤。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EpiData 3.1 软件建立数据库，设置界值并

进行逻辑查错，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对资料进行

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x±s 进行描述性分析，对

WMSDs 的相关危险因素采用 χ2 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

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导致 WMSDs 发生的危

险因素。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830 份，收回有效问卷 809

份（有效率 97.5%）。其中 ：男性作业工人 773 人，女性

作业工人 36 人。工种包括焊工、装配工、管工、打磨

工、铆工和油漆工等。研究对象年龄（35.0±8.3）岁，

现工种工龄（5.7±7.8）年，身高（171.7±6.0）cm，体重

（68.4±10.6）kg，体质量指数（23.2±3.2）kg/m2，初中

及以下和高中文化程度分别为 654 人和 129 人（80.8%

和 15.9%）。

2.2   WMSDs 的年发生率

近 一 年 内，工 人 各 部 位 WMSDs 的 年 发 生 率 在

12.2%~39.4% 之间，按发生率从高到低排序，依次是

下背部（39.4%）、颈部（31.3%）、手腕部（26.8%）、肩

部（26.3%）、膝 部（21.9%）、腿 部（17.1%）、上 背 部

（15.0%）、踝 / 足部（14.3%）、肘部（12.2%）。

2.3   不同工种 WMSDs 的年发生率

下背部、颈部、手腕部、膝部和踝 / 足部 WMSDs

的年发生率在不同工种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下背部 WMSDs 年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是

管工（57.7%）、油漆工（48.1%）、装配工（41.9%）、焊工

（37.6%）、铆工（35.9%）和打磨工（24.5%）。颈部、手腕

部和膝部 WMSDs 年发生率最高的工种均为油漆工，分

别为 46.3%、48.2% 和 40.7%。踝 / 足部 WMSDs 年发生

率最高的工种为管工和铆工（均为 23.1%）。见表 1。

表1   不同工种造船业工人各部位WMSDs的年发生率
Table 1   The annual incidence rates of WMSDs in different body parts among shipbuilding worke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work

工种
Type of work

人数
Number

颈部
Neck

肩部
Shoulder

上背部
Upper back

下背部
Low back

肘部
Elbow

手腕部
Wrist

腿部
Leg

膝部
Knee

踝 / 足部
Ankle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n %

焊工（Welder） 282 92 32.6 74 26.2 39 13.8 106 37.6 35 12.4 75 26.6 46 16.3 67 23.8 32 11.3

打磨工（Polisher） 143 28 19.6 30 21.0 13 9.1 35 24.5 14 9.8 32 22.4 19 13.3 17 11.9 7 4.9

装配工（Assembler） 124 37 29.8 25 20.2 22 17.7 52 41.9 15 12.1 34 27.4 19 15.3 27 21.8 20 16.1

管工（Plumber） 104 32 30.8 30 28.8 10 9.6 60 57.7 10 9.6 19 18.3 18 17.3 19 18.3 24 23.1

铆工（Riveter） 78 25 32.1 24 30.8 17 21.8 28 35.9 12 15.4 21 26.9 13 16.7 20 25.6 18 23.1

油漆工（Painter） 54 25 46.3 21 38.9 13 24.1 26 48.1 8 14.8 26 48.2 14 25.9 22 40.7 8 14.8

其他（Other）* 24 14 58.3 9 37.5 7 29.2 12 50.0 5 20.8 10 41.7 9 37.5 5 20.8 7 29.2

合计（Total） 809 253 31.3 213 26.3 121 15.0 319 39.4 99 12.2 217 26.8 138 17.1 177 21.9 116 14.3

χ2 — 23.34 11.61 17.45 31.89 4.18 20.55 11.92 21.63 28.38

P — 0.001 0.071 0.080 0.000 0.653 0.002 0.064 0.001 0.000

［注］* ：包括安全员、班长、电炉等 13个工种。

［Note］* ：It includes 13 types of work，such as safety officer，monitor，and electric furnace 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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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造船业工人不同部位WMSDs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2   Single factor analysis for WMSDs in different body parts among shipbuilding workers

项目 *（Item） n
下背部（Low back） 颈部（Neck） 手腕部（Wrist） 肩部（Shoulder）

n OR（95%CI） n OR（95%CI） n OR（95%CI） n OR（95%CI）

身高（Height，cm）

<170 197 70 1.00 52 1.00 48 1.00 44 1.00

170~ 339 130 1.13（0.78~1.63） 108 1.30（0.88~1.92） 93 1.18（0.78~1.76） 90 1.26（0.83~1.90）

175~ 273 119 1.40（0.96~2.05） 93 1.44（0.96~2.16） 76 1.20（0.79~1.82） 79 1.42（0.93~2.17）

工龄（Career length，years）

<5 313 108 1.00 85 1.00 95 1.00 79 1.00

5~ 466 194 1.35（1.01~1.82）a 155 1.34（0.98~1.83） 114 0.74（0.54~1.02） 124 1.07（0.77~1.49）

15~ 30 17 2.48（1.16~5.30）a 13 2.05（0.96~4.40） 8 0.83（0.36~1.94） 10 1.48（0.67~3.30）

吸烟（Smoking） 424 166 0.98（0.74~1.29） 140 1.19（0.88~1.60） 109 0.89（0.65~1.21） 113 1.04（0.76~1.42）

体育锻炼
Physical exercise

490 198 1.11（0.83~1.48） 158 1.12（0.83~1.52） 132 1.02（0.74~1.40） 125 0.90（0.65~1.24）

背部弯曲
Back bend

709 288 1.52（0.97~2.39） 224 1.13（0.71~1.79） # # 192 1.40（0.84~2.32）

经常转身
Turn around frequently

682 282 1.72（1.14~2.59）a 227 1.94（1.22~3.06）a # # 191 1.86（1.14~3.03）a

弯腰同时转身
Stoop and turn round simultaneously

565 245 1.76（1.28~2.42）a 198 1.85（1.31~2.62）a # # 169 1.94（1.34~2.82）a

腰背重复同一动作
Repeat the same action on the back

517 218 1.38（1.02~1.86）a 189 2.05（1.48~2.86）a # # 155 1.73（1.23~2.44）a

腰部保持同一姿势
Keep back in the same position

385 177 1.69（1.27~2.25）a 148 1.90（1.40~2.56）a # # 116 1.45（1.06~1.99）a

颈部保持同一姿势
Keep neck in the same position

351 164 1.71（1.29~2.28）a 134 1.75（1.30~2.38）a # # 109 1.53（1.12~2.10）a

手腕部长时间弯曲
Wrist bent for a long time

438 # # # # 143 1.95 （1.41~2.69）a # #

振动
Vibration

291 122 1.18（0.88~1.58） 100 1.25（0.92~1.70） 82 1.11（0.81~1.54） 93 1.56（1.13~2.15）a

主观工作姿势舒适
Subjective comfortable working posture

236 73 0.60（0.43~0.82）a 43 0.39（0.27~0.56）a 44 0.53（0.37~0.77）a 42 0.51（0.35~0.74）a

工作环境空间大
Spacious workplace

371 146 0.99（0.75~1.32） 101 0.70（0.52~0.95）a 87 0.73（0.53~1.00） 95 0.93（0.68~1.28）

工作内容重复
Repetitive work

670 271 1.29（0.88~1.89） 216 1.31（0.87~1.98） 183 1.16（0.76~1.77） 181 1.24（0.81~1.90）

自主控制工作进度
Control work progress independently

463 175 0.85（0.64~1.13） 134 0.78（0.58~1.05） 110 0.70（0.51~0.95）a 117 0.88（0.64~1.21）

工作压力
Work stress

479 207 1.48（1.11~1.98）a 173 1.77（1.30~2.42）a 144 1.51（1.09~2.10）a 147 1.77（1.27~2.47）a

工作节奏快
Fast work pace

310 125 1.06（0.78~1.42） 123 1.87（1.38~2.53）a 104 1.73（1.26~2.36）a 104 1.81（1.32~2.48）a

经常加班
Work overtime frequently

534 239 1.98（1.45~2.70）a 181 1.45（1.05~1.20）a 160 1.64（1.16~2.31）a 155 1.53（1.08~2.16）a

同事相处融洽
Get along well with colleagues

716 287 1.28（0.81~2.01） 231 1.54（0.93~2.54） 200 1.73（1.00~3.01）a 192 1.26（0.75~2.10）

岗前培训充分
Adequate pre-job training

739 293 1.11（0.67~1.85） 235 1.35（0.77~2.35） 200 1.16（0.65~2.05） 200 1.63（0.87~3.04）

上司关心下属的福利
Concerns from supervisors

383 146 0.90（0.68~1.20） 103 0.68（0.50~0.91）a 97 0.87（0.63~1.18） 82 0.61（0.45~0.84）a

［注］* ：除“身高”“工龄”以外的所有项目，均以“是=1，否=0”赋值。# ：非该部位自变量。a ：P < 0.05。

［Note］* ：All items except height and length are assigned as follows ：1=yes，2=no. # ：Not applicable for the body part. a ：P < 0.05. 

2.4   下背部、颈部、手腕部和肩部WMSDs的单因素分析

考虑到工人下背部、颈部、手腕部和肩部 WMSDs

的年发生率位列前 4 位，故对这 4 个部位 WMSDs 的

发生风险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职业因素方

面，振动是肩部 WMSDs 发生的危险因素（P < 0.05），

经常转身、弯腰同时转身、腰背重复同一动作、腰部

保持同一姿势、颈部保持同一姿势是下背部、颈部和

肩部 WMSDs 发生的危险因素（P < 0.05），手腕部长时

间弯曲是手腕部 WMSDs 发生的危险因素（P < 0.05）；

心理社会因素方面，主观工作姿势舒适为这 4 个部位

WMSDs 发生的保护因素，而工作压力、经常加班为危

险因素（P <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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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背部、颈部、手腕部和肩部 WMSDs 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个体因素（身高、工龄、吸烟、体育锻炼）、职

业因素（腰部姿势、颈部姿势、手腕部姿势、肩部姿

势）、心理社会因素（工作内容、工作环境、劳动组

织、职业应激等）作为自变量，以工人过去一年内

下 背 部、颈 部、手 腕 部 和 肩 部 WMSDs 是 否 发 生 为

应变量，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这 4 个部位

WMSDs 发病的影响因素进行筛选。结果显示 ：下背

部 WMSDs 的危险因素按 OR（95%CI）值大小依次为

经 常 加 班（1.62，1.15~2.27）、弯 腰 同 时 转 身（1.53，

1.08~2.17）和身高（1.03，1.01~1.06），主观工作姿势

舒适为保护因素（0.68，0.47~0.98）；颈部 WMSDs 的

危险因素为工作节奏快（1.60，1.16~2.22），保护因素

为上司关心下属（0.67，0.48~0.95）和主观工作姿势

舒适（0.52，0.36~0.78）；手腕部 WMSDs 的危险因素

为工作节奏快（1.66，1.19~2.31）、手腕部长时间弯曲

（1.62，1.11~2.36）、经常加班（1.55，1.08~2.23），保护

因素为自主控制工作进度（0.67，0.48~0.95）和主观工

作姿势舒适（0.62，0.42~0.92）；肩部 WMSDs 的危险

因素为弯腰同时转身（1.68，1.13~2.49）和工作节奏快

（1.60，1.15~2.23），保护因素为上司关心下属（0.69，

0.48~0.98）和主观工作姿势舒适（0.54，0.35~0.83）。

见表 3。

表3   造船业工人不同部位WMSDs的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Table 3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WMSDs in different body parts among shipbuilding workers

项目（Item）
下背部（Low back） 颈部（Neck） 手腕部（Wrist） 肩部（Shoulder）

b OR（95%CI） b OR（95%CI） b OR（95%CI） b OR（95%CI）

身高（Height） 0.03 1.03（1.01~1.06） — — — — — —

弯腰同时转身（Stoop and turn round simultaneously） 0.43 1.53（1.08~2.17） — — # # 0.52 1.68（1.13~2.49）

手腕部长时间弯曲（Wrist bent for a long time） # # # # 0.48 1.62（1.11~2.36） # #

经常加班（Work overtime frequently） 0.48 1.62（1.15~2.27） — — 0.44 1.55（1.08~2.23） — —

主观工作姿势舒适（Subjective comfortable working posture） -0.39 0.68（0.47~0.98） -0.64 0.52（0.36~0.78） -0.47 0.62（0.42~0.92） -0.61 0.54（0.35~0.83）

自主控制工作进度（Control work progress independently） — — — — -0.39 0.67（0.48~0.95） — —

工作节奏快（Fast work pace） — — 0.47 1.60（1.16~2.22） 0.51 1.66（1.19~2.31） 0.47 1.60（1.15~2.23）

上司关心下属（Concerns from supervisors） — — -0.40 0.67（0.48~0.95） — — -0.38 0.69（0.48~0.98）

［注］— ：未进入的变量。# ：非该部位自变量。

［Note］— ：Variables do not enter the model. # ：Not applicable for the body part. 

3   讨论
WMSDs 是以骨关节和肌肉系统疼痛和活动受限

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疾病，由于症状没有临床特

异性，因此目前在流行病学调查中，大多数研究采用

NMQ 调查，由患者自报肌肉骨骼系统症状。该问卷具

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9］。本研究采用 NMQ 对肌肉骨

骼疾患的判定标准，结果显示，造船业工人不同部位

WMSDs 的发生率在 12.2%~39.4% 之间，其中以下背

部（39.4%）最高，其次为颈部（31.3%）、手腕部（26.8%）

和肩部（26.3%）。与徐雷等［10］对造船厂工人的调查结

果类似。

WMSDs 的危险因素分为职业因素、个体因素和

心理社会因素。

职业因素方面，本研究发现影响不同部位WMSDs

发生的职业因素各不相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经

常转身、弯腰同时转身、腰背重复同一动作、腰部保

持同一姿势是下背部 WMSDs 的危险因素 ；多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弯腰同时转身的 OR 值为 1.53（95%CI ：

1.08~2.17），可视为下背部 WMSDs 的危险因素。现场

调查发现，造船厂工人所在的船体总装车间，大部分

工作区域为狭小舱室，机械化程度较低，单调重复的

手工流水线作业中存在弯腰、转身等不良作业姿势。

生物力学研究表明，反复或长时间转身和弯腰等躯体

的非中性姿势易导致下背部血液循环障碍，造成该区

域供血不足，肌肉和骨骼不能及时吸取营养，如有持

续性低负荷或较强负荷作用时，则容易导致肌肉骨骼

疲劳，进而诱发 WMSDs 的发生［11］。本研究单因素分

析显示，从事振动作业的工人发生肩部 WMSDs 的风

险是未从事振动作业工人的 1.56 倍。长期处于振动疲

劳状态可导致 WMSDs 的发生［12］。POPE 等［13］研究发

现，脊柱长期处于轴向负载中，易导致肌肉和软组织

产生疲劳，进而发生损伤。此外，本研究显示，手腕

部长时间弯曲可能是手腕部WMSDs发病的危险因素。

这与国内外关于手腕部 WMSDs 危险因素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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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GROOTEN 等［14］对资深理疗师的调查发现，手

腕过度弯曲、外展 / 伸展的姿势会增加患手部 WMSDs

即腕管综合征的患病风险。本研究亦显示，颈部长时

间保持同一姿势可能是颈部 WMSDs 的危险因素。颈

部长期单调重复性作业，容易使颈部肌肉处于疲劳状

态，可导致颈部软组织劳损。CATARINA 等［15］对牙科

医生、理发师、保洁人员的研究发现，颈部侧弯、前

屈、后伸、上臂抬高、斜方肌和前臂伸肌的肌肉活动

与颈部 WMSDs 的发生呈剂量反应关系。徐光兴等［16］

对煤矿工人肌肉骨骼损伤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重复

性作业和颈部长期存在前屈、后伸、扭曲等不良作业

姿势与煤矿工人颈部 WMSDs 的发生相关。

个体因素方面，本研究多因素分析表明，身高

可 能 是 造 船 工 人 下 背 部 WMSDs 发 生 的 危 险 因 素。

WMSDs 的发生可能取决于工人身高与作业空间尺寸

（台面高度）的匹配程度。现场调查发现，工人在船舱

的工作高度在 1.7~1.9 m 之间，为狭小空间作业。当身

高与作业空间尺寸相匹配时，发生下背部 WMSDs 的

概率较低。本研究结果显示，身高 <170 cm 的人群下

背部 WMSDs 发生风险最低，即造船车间的作业空间

尺寸与身高 <170 cm 的作业工人最匹配。这与国内外

的研究结果相似，如风电场运行维护作业人员的研究

也提示了类似的问题［17］。

心理社会因素方面，本研究采用 JCQ 从工作要

求、自主程度和社会支持 3 个方面评估心理社会因素

对 WMSDs 的影响。（1）工作要求。研究表明，高工作

要求与 WMSDs 的发生密切相关，经常加班、工作节

奏快、没有足够时间完成工作等均可导致 WMSDs 的

发生［18］。ZAMRI 等［19］调查心理社会因素对中学教

师肌肉骨骼损伤的影响时发现，高工作要求是诱发

WMSDs 的一个重要因素。HEIDEN 等［20］对 273 名护士

的调查发现，高工作要求的护士患 WMSDs 的风险是

低工作要求护士的 5.7 倍。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

这一结论。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明，经常加班是

下背部和手腕部 WMSDs 发生的危险因素，而工作节

奏快同样是颈部、手腕部和肩部 WMSDs 发生的危险

因素。（2）自主程度。本研究发现，主观工作姿势舒适

对下背部、颈部、手腕部和肩部 WMSDs 的发生均是保

护因素 ；自主控制工作进度对手腕部 WMSDs 发生是

保护因素。国内外学者也发现了类似结果。WERNER

等［21］对汽车装配作业工人的调查发现，低自主程度

（即缺乏制度、决策的制定和参与）与手腕部 WMSDs

的发生存在关联 ；曹磊等［22］对 653 名电子行业、缝纫

行业、制造行业的工人及行政管理人员进行调查也发

现，低自主度是颈、肩部WMSDs发生的危险因素。（3）

社会支持。工作中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同事支持和管

理者支持［23］。ÖSTERGREN 等［24］开展的前瞻性队列

研究发现，低社会支持工人发生肩部 - 颈部 WMSDs

的风险是高社会支持工人的 1.18 倍。杨永丽等［25］认

为心理社会因素对护士各部位 WMSDs 的发生具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与颈部 WMSDs

发生有关。罗孝文等［26］对机械加工、珠宝加工、钢结

构、设备制造企业 2 044 名员工开展的调查发现，员

工对工作前景、成绩、薪酬等满意度高，则表现为工

作主动性强、技术提高快、配合协调性好，有利于减

少 WMSDs 发生。本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上司关心下属是颈部和肩

部 WMSDs 发生的保护因素。

综上所述，造船业工人 WMSDs 年发生率较高，发

生率最高的部位依次是下背部、颈部、手腕部和肩部。

可能导致造船业工人 WMSDs 发生的危险因素主要包

括职业因素（弯腰同时转身、手腕部长时间弯曲）、个

体因素（身高）和心理社会因素（经常加班、工作节奏

快）。鉴于造船业工人较高的 WMSDs 发生率，亟须制

定相关措施降低 WMSDs 对造船业工人的影响。建议 ：

①在造船业工人中开展工效学知识培训，使其了解

WMSDs 的早期症状、产生原因及预防干预措施 ；②

改善船舶车间作业布局，调整不良作业姿势，避免弯

腰同时转身、长时间手腕部弯曲等姿势 ；③合理安排

工作组织和工作时间，调整工作节奏 ；④创造良好的

工作氛围，提高工作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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