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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调查橱柜家具厂职业性肌肉骨骼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s）患病现状，探讨多部位
WMSDs 患病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于 2019 年 12月—2020年 4月选择清远市 3家橱柜家具厂的 923名工
人为研究对象，采用《肌肉骨骼疾患调查问卷》调查工人 WMSDs 的患病情况，运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多部位
WMSDs的影响因素。结果 橱柜家具厂 WMSDs总患病率为 34.0%，其中患病率最高的部位是肩部 16.0%（148/923）。单
一部位WMSDs患病率为 11.7%（108/923），多部位WMSDs患病率为 22.3%（206/923），多部位WMSDs患病率高于单一部位
患病率。筛选排除混杂因素得出，橱柜家具厂工人多部位WMSDs的危险因素是流水线操作工（参照包装工，OR=1.76）、生产
辅助工（参照包装工，OR=2.44）、以不舒服姿势工作（OR=4.28）、腰部经常重复同一动作（OR=1.81）、长时间保持转头
（OR=1.58）、手腕长时间弯曲（OR=1.57）和足踝重复相同动作（OR=2.10），保护因素是休息时间充足（OR=0.62）。结论 橱柜
家具厂工人WMSDs患病率最高的是肩部、颈部和手部，多部位WMSDs患病率比单一部位患病率高。多部位WMSDs的主
要影响因素包括个体因素、不合理作业类型和不良工效学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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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s） among workers in cabinet
furniture factory，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ulti-site WMSDs.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9 to April 2020，a total of
923 workers from three cabinet furniture factories in Qingyuan C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y the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WMSDs in the subjects，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ulti-site WMSDs. Results The total
prevalence of WMSDs was 34.0%，and the highest prevalence was in the shoulder（16.0%，148/923）. The prevalence of WMSDs
in single site was 11.7%（108/923），and that in multi-site was 22.3%（206/923）. The prevalence of multi-site WMSD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single site. The results after screening and excluding confounding factors showed that：the risk factor for multi-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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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SDs among workers in cabinet furniture factory was assembly line operators （ref erence to packers，OR=1.76），production
assistant （reference to packers，OR=2.44），working in uncomfortable position（OR=4.28），frequently repeating the same movement in
the waist（OR=1.81），keeping the head turning for a long time（OR=1.58），repeat long wrist flexing（OR=1.57） and ankle flexing
（OR=2.10），protective factor was sufficient rest time （OR=0.62）. Conclusion The highest prevalence of WMSDs among workers in
cabinet furniture factory is found in the shoulders，neck and hands，and the prevalence of multi-site WMSD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ingle sit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ulti-site WMSDs include individual factors，unreasonable type of work and poor
ergonomic posture.
Keywords：Work-related；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Multi-site；Influencing factors

劳动者在工作中因接触不良工效学因素发生或加
重的肌肉骨骼、神经组织和关节等组织部位的疾患，其
症状包括疼痛不止、感觉麻木、活动受限和持续疲劳
等，常见于颈、肩和下背部[1-2]，统称为职业性肌肉骨骼
疾患（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WMSDs）。
WMSDs遍布各行各业，且患病率高，已经成为继法定
职业病后最突出的职业卫生问题。常导致因WMSDs而
中断工作，带来高额的经济损失和人群健康负担，是全
球化的重大职业健康难题[3-4]，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已将
其定为法定职业病进行管理[5-6]。虽然科技日新月异，但
国内多数制造行业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作业为主。现代
制造业的劳动者在一定的机械辅助下面临着低负荷、
高频率、高重复和强迫体位等影响因素的困扰，导致制
造业WMSDs 患病率居高不下[7-10]。橱柜家具厂包括木
板家具制造工艺和人造石台面家具制造及整合工艺，
工作量大且生产旺季集中，工件一般较大型且需要人手
进行搬运和操作，因此其职业活动中接触多种不良工效
学因素，但对于橱柜家具厂肌肉骨骼疾患的研究不多。
我们根据清远市 3家橱柜厂一线工人的调查数据，研
究橱柜家具厂多部位WMSDs的现况和影响因素，旨在
为预防多部位WMSDs 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于 2019 年 12 月—
2020年 4月,选取清远市 3家橱柜家具厂包括开料工、
流水线操作工、封边工、机加工、包装工和生产辅助工
（含叉车司机、清洁工、辅料物流工等）的全部工人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 岗位作业工龄≥1 年的在岗职工。
排除标准：（1）有外伤和骨关节疾病等造成局部骨骼肌
肉损伤的；（2）围妊娠期者。本次调查一线生产工人共
1 028人作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 923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为 89.8%。923名研究对象男性 669人（72.5%）
和女性 254人（27.5%）；平均年龄（33.2±8.0）岁；本岗
位平均工龄 [M（P25，P75）]为 2.0（1.0，3.0）年；身高为
（166.1±7.4）cm；体质量为（61.8±8.9）kg；体质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为（22.4±2.6）kg/m2；已婚 614人

（66.5%）。本研究经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伦理委员会审
核批准，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采用杨磊等[11-12]编制修改的中文版《肌肉
骨骼疾患调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在我国各行业适用
度较高[13-14]。采用无纸化调查，调查问卷录入应用程序
中，由通过调查培训的工作人员指导调查对象使用手
机或计算机扫描二维码进行调查，电子问卷填写完整
后即可在线提交。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 3个部分，
（1）工人人口学特征信息包括性别、出生日期、身高、体
重、BMI、吸烟习惯、参与体育锻炼情况、文化程度、婚姻
状况和本岗位工龄等；（2）调查工人 1年内骨骼肌肉的
相关症状，包括身体 9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症状出现
的频率以及持续时间等；（3）调查研究对象的工作车间、
劳动岗位、作业类型、劳动组织管理和工作中常见的不
良工效学姿势等情况。其中 BMI由体质量和身高换算，
BMI<18.5 kg/m2 为体重过低，18.5～23.9 kg/m2 为正
常，24.0～27.9 kg/m2为体质量超标，≥28.0 kg/m2为肥
胖体质[15]。引用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NIOSH）对
WMSDs的判定标准：过去 1年内出现任意部位的不适
或疼痛，且症状持续超过 24 h，经过下班后休息症状没
有得到缓解，亦未遭遇事故或突发伤害导致的骨骼肌肉
损伤[16-17]。WMSDs总患病率是指身体任意 1个部位以上
罹患WMSDs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单一部位WMSDs
患病率是指只有 1个部位罹患 WMSDs的人数占总人
数的比例，多部位WMSDs患病率是指 2个部位以上罹
患WMSDs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5. 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通过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规律的计量资料以
x±s描述；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以M（P25，P75）进行描述。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多部位 WMSDs 影响
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行筛
选。检验水准α=0.05（双侧）。

2 结 果

2.1 WMSDs 患病情况 本研究中 923 名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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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SDs总患病率为 34.0%（314/923），各部位 WMSDs
患病率由高到底依次是肩部 16.0%（148/923）、颈部
15.9%（147/923）、手/腕部 15.2%（140/923）、踝/足部
15.2%（140/923）、下背/腰部 12.2%（113/923）、上背部
12.2%（113/923）、肘部 10.5%（97/923）、膝部 10.2%
（94 / 923）和膝部 10.2%（94/923）。其中单一部位
WMSDs患病率为 11.7%（108/923），多部位WMSDs患病
率为 22.3%（206/923）。多部位WMSDs病例中 2个部位
患病的比例为 29.1%（60/206），3 个部位患病的比例
为 15.0%（31/206）。不同个体特征、工作类型和作业姿势
等因素组对研究对象WMSDs患病情况影响见表 1～3。
2.2 多部位 WMSDs影响因素分析 以工人是否罹
患多部位 WMSDs 为因变量，从表 1～3的因素中筛选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变量作为自变量，通过
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逐步分析，建立回归方程
模型。本次研究共纳入个体特征、工作类型、劳动制度
和作业姿势因素等 31个因素为自变量, 年龄往往影响
WMSDs的发生和发展进程，本次研究也将其列为自变
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排除混杂影响因素后，岗位（参
照包装工）、以不舒服姿势工作、休息时间充足、腰部经
常重复同一动作、长时间保持转头、手腕长时间弯曲、
足踝重复相同动作是工人患多部位 WMSDs的独立影
响因素（均 P<0.05）。见表 4。

3 讨 论

WMSDs是当前国际职业卫生研究最重视的健康
问题之一[16-18]。工人因长期接触工作中的重体力劳动、
高频重复操作、接振操作或不良姿势等工效学因素导
致WMSDs的发生。我国是世界著名的制造业国家，制
造业在我国国民生产体系中举足轻重，但科技发展水
平还不能完全取代人手作业，因此制造业中工人罹患
WMSDs仍普遍存在。目前我国大力推行健康中国模
式，职业卫生带头先行，在继往开来做好职业病防治和
攻坚工作的同时也必须重视WMSDs的预防和干预。
本次研究中 3家橱柜家具厂 WMSDs总患病率为

34.0%，与文献[19]的调查结果（总发病率 32.3%）相近，
高于王忠旭等[20]研究显示的汽车厂工人 WMSDs患病
率（总发病率 28.5%），提示橱柜家具厂 WMSDs的患病
率较高。本研究中各部位WMSDs患病率最高的是肩部
（16.0%），其次是颈部（15.9%）、手腕部（15.2%）和踝/足
部（15.2%），杨秋月等[19]报告的家具厂 WMSDs患病部
位最常见的是下背部（11.2%）、颈部（9.8%）和肩部
（7.8%），可见不同家具厂工人的主要患病部位略有不
同，主要原因是不同家具厂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差
异较大，不同的产品或者原辅材料也影响着工人的作
业情况，相似岗位在操作时暴露的不良工效学因素也

注：WMSDs—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BMI—体质指数。

人口学特征 人数 患病人数[人（%）]
吸烟
否 471 93（19.7）
是 452 113（25.0）

工龄（a）
<2 414 75（18.1）

2～<3 205 50（24.4）
≥3 304 81（26.6）

工种
包装工 155 25（16.1）

χ2值 P
3.67 >0.05

8.01 <0.05

12.64 <0.05

封边工 123 23（18.7）
机加工 134 22（16.4）
开料工 86 22（25.6）
流水线操作工 299 79（26.4）
生产辅助工 126 35（27.8）

体育锻炼 0.03 >0.05
每周< 1次 823 183（22.2）
每周≥1次 100 23（23.0）

文化程度 1.59 >0.05
初中及以下 613 131（21.4）
高中及中专 280 66（23.6）
大专及以上 30 9（30.0）

婚姻状况 0.26 >0.05
未婚或其他 309 72（23.3）
已婚 614 134（21.8）

表 1 2019年 12月—2020年 4月清远市橱柜家具厂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个体多部位WMSDs患病情况
人口学特征 人数 患病人数[人（%）]

性别
女 254 45（17.7）
男 669 161（24.1）

年龄（岁）
<29 281 55（19.6）

29～<35 326 81（24.8）
≥35 316 70（22.2）

体质量（kg）
<58 317 59（18.6）

χ2值 P

4.28 <0.05

2.43 >0.05

5.14 >0.05

58～<66 321 72（22.4）
≥66 285 75（26.3）

身高（cm） 7.56 <0.05
<164 311 53（17.0）

164～<170 259 64（24.7）
≥170 353 89（25.2）

BMI（kg/m2） 4.48 >0.05
正常 645 132（20.5）
低体质量 37 11（29.7）
超重和肥胖 241 63（26.1）

个人月收入（元） 2.50 >0.05
<3 001 26 8（30.8）

3 001～<5 001 391 79（20.2）
≥5 001 506 11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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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情况 人数 患病人数[人（%）]
长时间站立
否 97 18（18.6）
是 826 188（22.8）

长时间坐位
否 827 184（22.2）
是 96 22（22.9）

长时间蹲或跪姿
否 855 183（21.4）
是 68 23（33.8）

χ2值 P
0.88 >0.05

0.02 >0.05

5.60 <0.05

搬运重物（>5 kg） 21.72 <0.01
否 432 67（15.5）
是 491 139（28.3）

搬运重物（>10 kg） 22.03 <0.01
否 618 110（17.8）
是 305 96（31.5）

上肢或手用力工作 17.55 <0.01
否 179 19（10.6）
是 744 187（25.1）

使用振动工具 17.90 <0.01
否 781 155（19.8）
是 142 51（35.9）

以不舒服姿势工作 100.05 <0.01
否 817 142（17.4）
是 106 64（60.4）

驾驶汽车 0.04 >0.05
否 735 163（22.2）
是 188 43（22.9）
注：WMSDs—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

表 2 2019年 12月—2020年 4月清远市橱柜家具厂不同工作情况的个体多部位WMSDs患病情况
工作情况 人数 患病人数[人（%）]

每分钟多次重复操作
否 254 32（12.6）
是 669 174（26.0）

每天从事同样工作
否 878 200（22.8）
是 45 6（13.3）

休息时间充足
否 475 140（29.5）
是 448 66（14.7）

χ2值 P
19.10 <0.01

2.20 >0.05

28.90 <0.01

部门人员紧缺 18.85 <0.01
否 724 139（19.2）
是 199 67（33.7）

自主选择工间休息时间 0.96 >0.05
否 769 167（21.7）
是 154 39（25.3）

需要轮班 0.56 >0.05
否 136 27（19.9）
是 787 179（22.7）

经常加班 2.54 >0.05
否 41 5（12.2）
是 882 201（22.8）

经常替同事上班 4.79 <0.05
否 815 173（21.2）
是 108 33（30.6）

工作中有冷风或气温变化 22.35 <0.01
否 709 133（18.8）
是 214 73（34.1）

工作姿势 人数 患病人数[人（%）]
背部弯曲
否 268 46（17.2）
是 655 160（24.4）

经常转身
否 134 17（12.7）
是 789 189（24.0）

经常弯腰同时转身
否 348 48（13.8）
是 575 158（27.5）

χ2值 P
5.79 <0.05

8.39 <0.01

23.42 <0.01

腰部常重复相同动作 36.22 <0.01
否 272 26（9.6）
是 651 180（27.6）

腰部长时间同一姿势 19.03 <0.01
否 391 60（15.3）
是 532 146（27.4）

长时间保持弯腰 21.69 <0.01
否 669 123（18.4）
是 254 83（32.7）

长时间保持转身 29.41 <0.01
否 587 98（16.7）
是 336 108（32.1）

颈部弯曲 2.42 >0.05
否 144 25（17.4）
是 779 181（23.2）

颈部长时间同一姿势 16.47 <0.01
否 442 73（16.5）
是 481 133（27.7）

工作姿势 人数 患病人数[人（%）]
长时间低头
否 495 81（16.4）
是 428 125（29.2）

长时间转头
否 518 77（14.9）
是 405 129（31.9）

手腕长时间弯曲
否 458 61（13.3）
是 465 145（31.2）

χ2值 P
21.83 <0.01

37.83 <0.01

42.47 <0.01

手腕经常放棱角硬物边缘 19.65 <0.01
否 430 68（15.8）
是 493 138（28.0）

需要用手捏紧物品或工具 6.48 <0.05
否 131 18（13.7）
是 792 188（23.7）

手长时间处于肩部以下 0.51 >0.05
否 168 34（20.2）
是 755 172（22.8）

能伸展或改变腿部姿势 0.54 >0.05
否 187 38（20.3）
是 736 168（22.8）

长时间屈膝 22.83 <0.01
否 725 137（18.9）
是 198 69（34.8）

足踝部重复相同动作 32.39 <0.01
否 206 16（7.8）
是 717 190（26.5）

注：WMSDs—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

表 3 2019年 12月—2020年 4月清远市橱柜家具厂不同工作姿势多部位WMSDs患病影响情况

2174· ·



职业与健康 2022 年 8 月第 38 卷第 16 期 Occup and Health， Aug. 2022， Vol. 38， No.16

因岗位的作业设备和条件而不同。橱柜家具中的产品
一般较大型，且有石材板料等组件，工作中往往需要大
幅调整身体动作和承受较大的体力负荷，因此其WMSDs
患病情况不容乐观。本研究结果显示，橱柜家具厂多部
位 WMSDs 总患病率为 22.3%，是单一部位 WMSDs
（11.7%）的 1.9倍，可见多部位 WMSDs比单一部位疾
患更为常见。王忠旭等[20]研究显示，汽车制造工人的多
部位 WMSDs 患病率为 18.5%，与本研究对象的患病率
相近；金宪宁等[21]研究显示，某轨道列车制造工人的多
部位 WMSDs 患病率达 38.0%，张丹英等[22]研究显示，
电子设备制造工人的多部位 WMSDs 患病率高达
54.5%。提示橱柜家具厂工人的多部位WMSDs患病率
低于个别高发制造行业，高于汽车制造业，但由于调查
人员在调查过程中没在现场，可能对调查问卷的理解
存在差异导致结果偏移，其发病情况需要更多的研究
进行论证。
影响多部位WMSDs发生的首要因素是个体特征，

不同的年龄、性别及身高体质量等人口学特征影响着
工人在职业活动中受不良工效学影响的程度。本研究
显示，男性多部位 WMSDs比女性高，原因可能是男性
在职业活动中承担了更多的重体力高负荷的工序。研
究显示，汽车制造和电子制造中工龄是多部位 WMSDs
的危险因素 [20，22]，本研究结果显示，工人多部位WMS－
Ds患病率随年龄和工龄的增长而升高。此外不同工种
之间的多部位WMSDs患病率存在差异，以包装工为参
照，流水线操作工和生产辅助工的患病风险为 1.76和
2.44倍，因此需要对上述岗位重点关注，识别其存在的
不良工效学因素，改善作业环境，降低其患病风险。
工人的工作类型和劳动组织制度也是多部位

WMSDs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在不同行业
中以不舒服的姿势开展工作、充足的休息时间等都是
WMSDs常见的影响因素[10，22-23]。本研究中，以不舒服

姿势工作是多部位 WMSDs的危险因素（OR=4.28），提
示企业应通过根据橱柜家具厂工人的反馈，收集不良
工作姿势的情况，通过调整各岗位的生产工艺和作业
条件，避免不舒适的作业姿势，降低骨骼肌肉的患病风
险。充足的休息时间是本研究中多部位WMSDs的保护
因素（OR=0.62）。提示工厂通过合理安排作息制度可以
保护工人免遭WMSDs。搬运>5 kg重物的工人患病风
险较高，提示企业可以通过增加机械辅助设备等减少
工人搬运重物的作业。部门人员紧缺和经常替同事上
班的WMSDs患病风险较高，原因是工人由于承担了额
外的工作量，得不到及时的休息，骨骼肌肉损伤和疲劳
得不到缓解，最终导致了疾病的发生。另外，工作中感
觉有冷风和气温变化的工人WMSDs的发病率也较高，
工厂应关注车间中温度调节系统是否适中，以降低寒
冷对工人骨骼肌肉系统的影响。
研究显示，长时间低头、频繁弯腰、工作中手部/肘

部弯曲等工作姿势是多部位WMSDs的危险因素[20-22]。本
研究显示，橱柜家具厂工人在工作中腰背部经常重复
同一个动作、长时间保持转头姿势、手腕长时间保持弯
曲和足踝部经常重复同样的动作是多部位 WMSDs的
危险因素，这些不良作业姿势涉及的部位也是单一部
位WMSDs患病率中较高的。企业应识别各工种岗位是
否存在上述高风险不良作业姿势，通过优化工艺流程、
增加工程机械辅助生产、改良操作台和操作设备尺寸
等方式减少工人工作中的高重复性动作和骨骼关节弯
曲的姿势，降低罹患多部位WMSDs的风险[23-24]。

4 结 论

综上所述，橱柜家具厂工人WMSDs患病率最高的
是肩部、颈部和手部，多部位 WMSDs患病率比单一部
位患病率高，其健康影响应引起重视。多部位 WMSDs
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个体因素（岗位）、不合理作业类

表 4 清远市橱柜家具厂多部位WMSDs影响因素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包装工 － －
流水线操作工 0.57 0.28
生产辅助工 0.89 0.32
以不舒服姿势工作 1.46 0.24
休息时间充足 -0.48 0.19
腰部经常重复同一动作 0.59 0.26
长时间保持转头 0.46 0.19
手腕长时间弯曲 0.45 0.20

Wald χ2 值
－
4.16
7.63
37.60
6.57
5.21
5.80
4.95

P
－

<0.05
<0.01
<0.01
<0.05
<0.05
<0.05
<0.05

足踝部经常重复相同动作 0.74 0.32 5.36 <0.05

OR值
1.00
1.76
2.44
4.28
0.62
1.81
1.58
1.57
2.10

95%CI

1.02~3.05
1.30~4.61
2.69~6.82
0.43~0.89
1.09~3.00
1.09~2.30
1.06~2.35
1.12~3.95

注：WMSDs—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变量赋值情况，多部位 WMSDs：否=0，是=1；性别：女性=0，男性=1；年龄：＜29岁=1（参照），29～<35岁=2，
≥35岁= 3；工龄：＜2岁=1（参照），2～<3岁=2，≥3岁=3；岗位：包装工=1（参照），封边工=2，机加工=3，开料工=4，流水线操作工=5，生产辅助工=6；以不舒
服姿势工作、休息时间充足、腰部经常重复同一动作、长时间保持转头、手腕长时间弯曲、足踝重复相同动作：否=0，是=1；其他自变量赋值，否=0、是=1；
“-”表示无该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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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工作姿势不舒服、休息时间不足）和不良工效学姿
势（腰部/足踝部重复动作、长时间转头、手腕长时间弯
曲）。橱柜家具厂可以通过优化生产制度、提高工间休
息时间和频率，减少工人不良工作姿势等方式降低发
生多部位WMSDs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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