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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某造船厂工人颈部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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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广州市某造船厂工人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s）患病
情况，探讨影响颈部 WMSDs 的主要因素。方法 以广州市某造船厂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北欧肌肉骨骼疾患
问卷（修改版）》调查其 WMSDs 患病情况，运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颈部 WMSDs 的影响因素。结果 148 名造船
厂工作人员的 WMSDs 总患病率为 45.9%，其中患病率最高的部位是颈部（31.1%），其他依次为肩部（27.0%）、下背
部（21.6%）、上背部（16.2%）、腿部（14.9%）、膝部（14.9%）、肘部（14.9%）、踝部（13.5%）和手部（13.5%）。各工种中
打磨工和电焊工颈部 WMSDs 患病率较高，分别为 50.0%和 41.7%。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颈部 WMSDs
的独立危险因素是每天从事同样的工作（OR = 9.65，95%CI：1.77 ~ 52.61）和上肢用力（OR = 2.43，95%CI：1.06 ~
5.60），休息时间充足是颈部 WMSDs 的保护因素（OR = 0.38，95%CI：0.16 ~ 0.92）。结论 造船厂工人 WMSDs 患病
率较高，其中颈部较为常见，其危险因素主要包括不良工作姿势及不合理的劳动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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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ck work 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among workers in a
shipyard in Guangzhou HE Yinan1，PENG Zhiheng1，LIU Yimin1，JIA Ning2，WANG Zhongxu2 （1. Guangzhou
Occupation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Hospital，Guangzhou，Guangdong 510620，China；2.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oison Control，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Beijing 102206，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s） among workers in a
shipyard in Guangzhou，and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neck WMSDs. Methods The WMSDs of workers in a
shipyard in Guangzhou were investigated by Nordic musculoskeletal disease questionnaire （revised version），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ck WMSDs were analyz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Among 148 shipyard workers，
the total prevalence of WMSDs was 45.9% . The highest prevalence was in the neck （31.1%），followed by the shoulder
（27.0%），lower back（21.6%），upper back（16.2%），leg（14.9%），knee（14.9%），elbow（14.9%），ankle（13.5%） and the
hand （13.5%）. The prevalence of WMSDs in the neck of workers engaged in grinding and welding was 50.0% and
41.7%，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neck WMSDs were
daily repetition of certain manipulation （OR = 9.65，95%CI：1.77 - 52.61） and upper limb exertion （OR = 2.43，95%
CI：1.06 - 5.60）. Adequate working break was the protective factor of neck WMSDs（OR = 0.38，95%CI：0.16 - 0.92）.
Conclusions The WMSDs prevalence of workers in shipyard workers was high，especially in the neck. The risk factors
included poor working posture and unreasonable labor organization.
Keywords：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s）；neck；shipyard；influencing factors

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
eletal disorders，WMSDs） 是指劳动者从事职业活动

引起或加重身体局部肌肉、骨骼、肌腱、结缔组织和
神经等运动系统损伤的健康问题，它包括从轻微症
状、短暂损伤到不可逆、能力丧失性伤害等所有形
式的健康-疾病状态，主要表现为身体局部肌肉疼
痛、麻木、活动功能受限等症状，多见于颈、肩和腰背
部［1］。工作相关肌肉骨骼损伤被认为可能是基于工作
活动导致或加重的损伤，也不排除像家务或运动这
样的活动的影响。该疾患涉及人员范围广、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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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可导致工作缺勤，增加个人痛苦和全社会经济
负担，严重影响劳动者的生活质量，已然成为全球
重要的职业卫生问题［2］，而欧美等发达国家早已将
其列为法定职业病进行管理［2-3］。据报道，2020 年中
国造船行业的业务承担量超过全球总量的 65%。造
船工艺多为手工作业，作业人数众多，作业过程中
广泛存在高强度、重体力、高重复、强迫体位等可导
致 WMSDs 的不良工效学因素，使得该行业成为
WMSDs 高发地［4-5］。目前国内外对造船行业 WMSDs
的研究中主要以下背部疾患或某个工种为主要研
究对象，却忽视了对近年来越来越多发的颈部疾患
的研究分析。为此，本研究对广州市某造船厂造船
作业工人的 WMSDs 发生现状与特征及其相关危险
因素进行了调查与分析，以期为造船厂预防和管理
WMSDs 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广州市 1 家中型造船企业的所有一线作
业工人及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包括切割、电焊、
打磨、装配、喷漆、维修等工种和管理人员，共计 163
人。纳入标准：在岗正式职工；从事当前工种工龄 >
1 年。排除标准：肌肉骨骼损伤性外伤史；调查时已
经怀孕或 1 年内曾有妊娠史者。本研究通过广州市
职业病防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研究对象均在
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参与本次调查。
1.2 方法
1.2.1 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采用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
卫生与中毒控制所编制的《北欧肌肉骨骼疾患问卷
（修改版）》电子版［6-8］，该问卷具有良好信效度。调
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现岗位工龄和
总工龄等一般情况；近期发生的局部肌肉骨骼症
状；工作制度、劳动类型、作业姿势等情况。
1.2.2 WMSDs 判定

WMSDs 采用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判定标准［3-5］：过去 12 个月内发生不适；从
事当前工作后开始不适；既往无事故或突发伤害；
每月均出现不适症状或持续时间 > 7 d。满足以上 4
个条目即判为 WMSDs。
1.2.3 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均经过统一培训。调查过程中采用 1∶
N 的调查方法，由调查员统一讲解，并监督被调查
人独立完成调查问卷，问卷提交后数据信息直接进

入网络数据库，以备汇总和分析。电子调查问卷全
部答题完毕才能成功提交，调查完成后及时对导出
数据进行检查确认、复核。
1.2.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5.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 ± s）进行统计描述；
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或率进行统计描述，组间比较
采用 Pearson χ2 检验或趋势性 χ2 检验；WMSDs 影响
因素分析首先经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出 P
< 0.05 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再采用逐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多因素回归模型。WMSDs
总患病率 = 调查对象任一调查部位患 WMSDs 的人
数/总调查人数 × 100%。检验水准 α = 0.05（双侧）。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63 份，回收有效问
卷 148 份，有效率为 90.7%。148 名研究对象中，男
性 113 人（占 76.4%）、女性 35 人（占 23.6%），平均
年龄（36.2 ± 7.6）岁，现岗位平均工龄（8.2 ± 6.5）
年，平均身高（166.9 ± 6.4）cm，平均体质量（63.1 ±
10.1）kg，高中及以下 75 人（占 50.7%）、大专 39 人
（占 26.3%）、大学本科及以上 34 人（占 23.0%）。
2.2 WMSDs 患病情况

本次调查中 148 名造船作业工人 WMSDs 总患
病率为 45.9%，其中患病率最高的部位为颈部
（31.1%），其他依次为肩部 （27.0%）、下背部
（21.6%）、上背部（16.2%）、腿部（14.9%）、膝部
（14.9%）、肘部（14.9%）、踝部（13.5%） 和手部
（13.5%）。因颈部的 WMSDs 患病率最高，故本次针
对颈部 WMSDs 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各工种中打
磨工和电焊工颈部 WMSDs 患病率较高，分别为
50.0%和 41.7%。
2.3 影响颈部 WMSDs 的单因素分析

年龄、休息时间、部门人员短缺、颈部长时间保
持同一姿势情况不同的员工 WMSDs 患病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 或 0.01）。见表 1。
2.4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颈部 WMSDs 发生情况作为因变量（是 = 1，
否 = 0），将单因素分析中导致 P < 0.05 的因素作为
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每
天从事同样工作（OR = 9.65）、上肢用力（OR =
2.43）是颈部 WMSDs 患病危险因素，休息时间充足
（OR = 0.38）是颈部 WMSDs 的保护因素。见表 2。表
2 中，年龄赋值：< 33 岁= 0，33 ~ 38 岁= 1，> 3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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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自变量赋值：否 = 0，是 = 1。OR 值由以赋值 为 0 项作为对照得到。

注：a包括喷漆、切割、车工、技术员、维修等岗位。

表 1 颈部 WMSDs 相关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χ2值 P值 影响因素 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χ2值 P值

人口学特征 每天从事同样工作 8.06 0.01
性别 0.14 0.72 否 26 2 7.7
女 35 10 28.6 是 122 44 36.1
男 113 36 31.9 休息时间充足 8.00 0.01

体质量/kg 2.75 0.25 否 84 34 40.5
< 58 45 17 37.8 是 64 12 18.8
58 ~ 67 56 13 23.2 部门人员短缺 7.28 < 0.01
> 67 47 16 34.0 否 45 7 15.6

身高/cm 3.74 0.15 是 103 39 37.9
< 165 47 10 21.3 自主选择休息时间 0.73 0.39
165 ~ 170 68 26 38.2 否 109 36 33.0
> 170 33 10 30.3 是 39 10 25.6

是 76 26 34.2

年龄/岁 6.85 0.03 需要轮班 0.02 0.87
< 33 45 13 28.9 否 131 41 31.3
33 ~ 38 56 24 42.8 是 17 5 29.4
> 38 47 9 19.1 经常加班 1.62 0.20

工龄/年 2.97 0.23 否 32 7 21.9
< 5 49 12 24.5 是 116 39 33.6
5 ~ 11 53 21 39.6 工作姿势
> 11 46 13 28.3 颈部弯曲 0.60 0.44

工种 7.66 0.10 否 28 7 25.0
打磨工 22 11 50.0 是 120 39 32.5

是 45 16 35.6 否 73 22 30.1
上肢或手用力工作 5.03 0.02 是 75 24 32.0
否 75 17 22.7 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7.28 < 0.01
是 74 29 39.7 否 45 7 15.6

使用振动工具 0.15 0.70 是 103 39 37.9
否 103 31 30.1 长时间保持弯腰 0.60 0.44
是 45 15 33.3 否 103 30 29.1

以不舒服姿势工作 2.49 0.12 是 45 16 35.6
否 112 31 27.7 长时间保持转身 0.17 0.68
是 36 15 41.7 否 116 37 31.9

每分钟多次重复操作 0.71 0.40 是 32 9 28.1
否 72 20 27.8

电焊工 24 10 41.7 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6.09 0.01
装配工 30 8 26.7 否 39 6 15.4
管理人员 36 7 19.4 是 109 40 36.7
其他 a 36 10 27.8 长时间低头 1.60 0.21

体育锻炼 2.16 0.14 否 79 21 26.6
每周< 1次 31 13 41.9 是 69 25 36.2
每周 1次 117 33 28.2 长时间转头 0.14 0.71

吸烟 1.06 0.30 否 106 32 30.2
否 94 32 34.0 是 42 14 33.3
是 54 14 25.9 背部弯曲 2.40 0.12

工作类型及劳动组织 否 52 12 23.1
长时间站立 1.28 0.26 是 96 34 35.4
否 81 22 27.2 经常转身 1.90 0.17
是 67 24 35.8 否 68 25 36.8

长时间坐位 0.76 0.38 是 80 21 26.3
否 85 24 28.2 经常弯腰同时转身 0.91 0.34
是 63 22 34.9 否 75 26 34.7

搬运重物（> 5 kg） 0.60 0.44 是 73 20 27.4
否 103 30 29.1 腰背部经常重复同一动作 0.06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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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偏回归
系数

标准
误

Wald
χ2值 P值 OR值 95%CI值

每天从事同样
的工作 2.27 0.86 6.87 < 0.01 9.65 1.77 ~ 52.61

休息时间充足 - 0.96 0.45 4.64 0.03 0.38 0.16 ~ 0.92

上肢用力 0.89 0.43 4.35 0.04 2.43 1.06 ~ 5.60

3 讨论
WMSDs常因工作中接触重负荷、重复性操作、振

动作业和不良姿势作业等不良工效学因素所致［9-11］。
造船作业因其生产工艺的特殊性，广泛存在狭小空
间或者密闭空间的手工作业，工人经常需要采取一
些不良体位来完成持续时间较长的重复性操作，导
致身体局部肌肉需要承受较长时间的静力负荷，这
可能是导致造船行业 WMSDs 发生的重要原因。

我国已报道的造船厂工人 WMSDs 常见患病部
位包括下背部（患病率 44.2% ~ 43.1%）、颈部（患病率
29.4% ~ 31.2%）和肩部（患病率 26.6% ~ 29.0%）［4-5］。
本次调查的广州市某造船厂作业工人 WMSDs 总患
病率为 45.9%，略低于医疗护理和汽车制造作业人
员［12 -13］。各部位中 WMSDs 患病率以颈部为最高
（31.1%），与曲颖［4］和张丹英［5］等报道的造船厂员
工颈部 WMSDs 患病率基本一致，说明颈部是造船
厂工人 WMSDs 的主要患病部位之一，这可能与前
述的造船厂工人的劳动特点有关。

WMSDs 的出现往往是以身体肌肉骨骼疲劳感
为前兆，同时疲劳感和患病部位都有可能同时多
发，工作中如果遇到肌肉骨骼关节的疲劳感长时间
无法消除，应该警惕和及时发现不良工效学因素的
影响，遏止损伤的进一步发展。

本研究发现每天从事同样的工作和上肢用力
是造船厂员工颈部 WMSDs 的主要危险因素。造船
行业的任务工期紧张、工作量大，工人长期保持高
强度作业，得不到充足的休息，使得身体疲劳无法
缓解，即使是管理人员，每天从事同样的工作也会
使得颈部疲劳。而“休息时间充足”是颈部 WMSDs
的保护因素。为控制和降低造船厂工人颈部 WMSDs
的患病率，应当增加各岗位的劳动定员，从而可以
更合理地安排工人的作息制度，降低接触不良工效
学因素的时间和频率，从而使得工人能够在工间休
息内获得足够的放松。

综上所述，造船厂工人 WMSDs 的患病风险较
高，尤其是颈部的 WMSDs 的患病情况。用人单位可
以通过制定适宜的生产计划、增加劳动定员、缩短
作业时间、增加工作间休息等方式合理安排劳动组

织制度，借助机械辅助工具降低上肢用力作业强
度，减少工人发生 WMSDs 的风险；同时应加强对
WMSDs 相关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帮助工人识别作
业活动过程中的不良工作姿势，减少不良工效学负荷。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如针对调查对象可能
存在一定的回忆偏移，部分主观性指标不一定能反
映客观的实际情况，同时部分客观指标的量化标准
难以界定，不同受调查人员的对于指标的理解可能
存在差异，因此有待更广泛、深入的队列研究和实
验性研究来进行结果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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