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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大棚作业人员肌肉骨骼疾患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
Analysis of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and its infl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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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选择《北欧肌肉

骨骼疾患调查问卷 ( 修改版) 》，对寿光市 3 个主要蔬菜种植

区的 156 名蔬菜大棚作业人员的一般情况、肌肉骨骼症状和

工作情况等进行调查。蔬菜大棚作业人员不分部位职业性肌

肉骨骼疾患 ( WMSDs) 发生率为 87. 5%，WMSDs 发生率排在

前四位的部位依次为下背 /腰部 ( 48. 0%) 、颈部 ( 32. 9%) 、
肩部 ( 31. 6%) 和膝部 ( 30. 9%) ;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每天工作时间≥10 h、
年龄可能是该人群 WMSDs 的危险因素。提示应加强工效学干

预，预防 WMSDs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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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来，我国日光温室产业发展迅速，目前

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大棚蔬菜生产国。大棚作业多

为手工作业，存在劳动强度大、作业时间长、强迫体

位以及高温、高湿、狭窄等不良作业条件与作业环

境，使该部分作业人员具有更高的职业健康接触风

险［1-5］。本次研究通过对蔬菜大棚作业人员职业性肌

肉骨骼疾患 ( WMSDs) 的调查，了解其患病情况及

主要的危险因素，为预防 WMSDs 的发生和采取健康

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选择寿光市 3 个蔬菜种植区年龄≥18
岁、无其他外伤史、从事蔬菜大棚种植作业≥1 年的

所有作业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 156 份，全

部收回，合格问卷 152 份，有效率为 97. 4%。研究对

象平 均 年 龄 ( 51. 5 ± 7. 4 ) 岁，平 均 身 高 ( 168. 1 ±
6. 7) cm，平 均 体 重 ( 67. 4 ± 8. 1 ) kg， 平 均 工 龄

( 18. 0 ± 10. 0 ) 年。学 历 以 初 中 及 以 下 为 主， 占

88. 8%，高中及中专占 11. 1%。
1. 2 内容与方法 采用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

选择杨磊等翻译和验证并经专家审阅的电子版 《北欧

问卷 ( 修改版) 》［6］ (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

生与中毒控制所提供) ，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已在造

船行业和机场搬运作业中得到验证［7，8］。问卷内容包

括一般情况 ( 姓名、性别、工龄、文化、婚姻、收

入、体育锻炼、吸烟、饮酒、疲劳等) 、肌肉骨骼疾

患情况 ( 症 状、发 生 部 位、频 率 等) 和 工 作 情 况

( 工作类型、作息时间和工作姿势等) 。
调查前首先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讲解问卷

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采用 1 ∶ N 的调查方式，对被

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的填表调查，由本人独立填写。
该电子表格已标化相关内容，缺项不能提交，并对每

个调查对象填表进度进行电脑监控，确保填写内容完

整和完成人数可控。
WMSDs 的判定采用美国 NIOSH 对肌肉骨骼损伤

的判定标准，即当身体各肌肉关节部分出现疼痛、僵

硬、烧灼 感、麻 木 或 刺 痛 等 不 适 症 状，同 时 满 足

( 1) 过去 1 年内不适; ( 2) 从事当前工作以后开始

不适; ( 3) 既往无事故或突发伤害 ( 影响不适的局

部区域) ; ( 4) 每月出现不适或持续＞7 d，则判定该

部位为肌肉骨骼疾患。
1. 3 统计分析 选用 EpiData3. 0 和 SPSS 23. 0 软件

对数据 进 行 录 入、整 理 和 分 析。采 用 χ2 检 验 进 行

WMSDs 与各种因素之间的关联分析。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以发生 WMSDs 为因变量

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 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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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 1 WMSDs 患病情况 152 名研究对象近一年内

WMSDs 发生率为 87. 5%。各部位发生率依次为下背 /
腰部 ( 48. 0%) 、颈部 ( 32. 9%) 、肩部 ( 31. 6%)、膝

部 ( 30. 9%)、臀 /腿部 ( 17. 8%)、手 /腕部 ( 13. 8%) 、
踝 /足部 ( 12. 5%) 、上 背 /后 背 部 ( 6. 6%) 和 肘 部

( 4. 6%) 。男 性 WMSDs 发 生 率 高 于 女 性，分 别 为

89. 1%和 83. 3%。
2. 2 WMSDs 的影响因素

2. 2. 1 单因素分析 表 1 可见，年龄、工龄、长时

间站立、搬运重物＞20 kg、每分钟进行多次重复性操

作、每天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充足、腰部重复同一动

作、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

姿势、需要用手捏 /抓紧物品、长时间屈膝 12 个因素

的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蔬菜大棚作业人员 WMSDs 发病情况及单因素分析

因素 总人数 发病人数 ( %) χ2值 P 值 因素 总人数 发病人数 ( %) χ2值 P 值

年龄 ( 岁)

＜50 55 41( 74. 5) 13. 224 0. 000
≥50 97 92( 94. 8)

工龄 ( 年)

＜15 66 52( 78. 8) 8. 612 0. 013
15～30 72 67( 93. 1)

＞30 14 14( 100. 0)

长时间站立

很少 10 8( 80. 0) 15. 927 0. 001
有时 17 10( 58. 8)

经常 62 56( 90. 3)

频繁 63 59( 93. 7)

搬运重物＞20 kg
很少 30 25( 83. 3) 15. 313 0. 002
有时 53 47( 88. 7)

经常 67 61( 91. 0)

频繁 2 0
每分钟进行多次重复性操作

很少 12 8( 66. 7) 7. 684 0. 053
有时 40 33( 82. 5)

经常 70 65( 92. 9)

频繁 30 27( 90. 0)

每天工作时间 ( h)

≥10 66 64( 97. 0) 9. 54 0. 002
＜10 86 69( 80. 2)

休息时间充足

是 113 94( 83. 2) 7. 494 0. 006
否 39 39( 100. 0)

腰部重复同一动作

是 83 76( 91. 6) 2. 764 0. 096
否 69 57( 82. 6)

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是 117 108( 92. 3) 10. 738 0. 001
否 35 25( 71. 4)

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是 91 83( 91. 2) 2. 852 0. 091
否 61 50( 82. 0)

需要用手捏 /抓紧物品

是 108 99( 91. 7) 5. 922 0. 015
否 44 34( 77. 3)

长时间屈膝

是 79 73( 92. 4) 3. 618 0. 057
否 73 60( 82. 2)

2. 2. 2 WMSDs 的多因素分析 以是否发生 WMSDs
为因变量，经过 χ2 分析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

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背部长时间保

持同一姿势、每天工作时间≥10 h、年龄三个因素为

蔬菜大棚作业人员发生 WMSDs 的危险因素。见表 2。

表 2 蔬菜大棚作业人员 WMSDs 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因素 β 值 S. E Wald χ2值 P 值 OＲ 值 95%CI
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1. 97 0. 73 7. 21 ＜0. 01 7. 17 1. 70～30. 23
每天工作时间≥10 h 1. 88 0. 81 5. 40 0. 02 6. 57 1. 34～32. 17
年龄 1. 60 0. 58 7. 57 ＜0. 01 4. 96 1. 58～15. 53

3 讨 论

WMSDs 是农民中最普遍的伤害。本次调查结果

显示，蔬菜大棚作业人员中，各部位 WMSDs 发生率

4. 6%～ 48. 0%，以下背 /腰部 ( 48. 0%) 最为严重，

其 次 为 颈 部 ( 32. 9%) 、肩 部 ( 31. 6%) 和 膝 部

( 30. 9%) ，与目前国内文献报道相似［2，3］。Kee 等［4］

对韩国 358 名农民调查结果显示，肩部、膝部以及下

背部 WMSDs 发 生 率 高 于 其 他 身 体 部 位; Camilleri
等［5］的调查结果认为，手 /腕部、肘部为伊朗温室工

人 WMSDs 的主要发生部位，其差异可能与种植蔬菜

品种、使用工具以及对重复性作业的定义不同有关。
菜农一年四季都在棚中劳作，大棚种植涉及特定

的操作，例如茎叶修剪、绑扎植物以及分配农药和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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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需要及时通风、防虫防病、保证大棚的温湿度

等。因此大棚作业人员工作时间较长、工作量较大。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每天工作时间≥10 h 是

WMSDs 的危险因素，劳动时间越长局部肌肉骨骼负

荷越重，越易产生局部肌肉骨骼疲劳，最终会导致局

部肌肉的退行性改变，产 生 WMSDs。Suggaravetsiri
等［9］研究显示，电子行业工人每天工作超过规定时

间是职业性背痛的危险因素 ( OＲ= 3. 39) 。
性别和年龄是重要的两个个体特征。本研究提

示，蔬菜大棚作业人员男性 WMSDs 发生率高于女

性，可能原因是大棚中一些劳动强度较大的作业，如

搬运重物、多次耕松土等重负荷操作大多需要男性完

成。本研究显示，年龄和工龄均与 WMSDs 发生有

关，但工龄并未入选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模型中。
进一 步 分 析 发 现，年 龄 和 工 龄 具 有 相 关 性 ( χ2 =
23. 13，P＜0. 01) ，且工龄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将年龄和工龄这两个变量分别剔除后再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剔除工龄这一变量后模型的

拟合度 要 优 于 剔 除 年 龄 变 量 后 的 模 型，Ｒ2 分 别 为

0. 185 和 0. 160，说明年龄覆盖了工龄这一因素。经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调整后，年龄因素差异依然

有统计学意义，且 WMSDs 发生风险随年龄增大而增

加 ( r= 0. 295) 。随着年龄的增加，组织退化是肌肉

骨骼疾患的诱发因素之一。
WMSDs 与多种职业因素有关，包括重体力劳动、

搬举重物、静力作业、不良劳动姿势、反复操作、机

械振动等，特别是这些因素彼此共存时危害更大。本

研究显示，长时间站立、搬运重物＞20 kg、每分钟进

行多次重复操作、腰部重复同一动作、背部长时间保

持同一姿势、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工作时用手

捏 /抓紧物品、长时间屈膝与 WMSDs 的发生有关。
由于大棚作业劳动强度较大、空间较狭窄，在这种条

件下频繁弯腰搬运重物势必会增加下背 /腰部肌肉负

荷。在作物育苗期，需要作业者以蹲姿或跪姿作业，

长时间屈膝易导致膝关节内外侧肌肉和韧带长期牵张

而劳损，增加 WMSDs 的风险。在作物吊蔓阶段，作

业人员需要用一只手握住植物的茎，另一只手将茎缠

绕在支撑线上，整个工作周期的活动都是频繁重复

的，虽不需要承受过重负荷，但手臂经常上举作业会

导致肩部肌肉骨骼疲劳。Bae［10］和 Wang 等［11］分别对

物理治疗师和妇产科医生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长时

间站立工作与 WMSDs 的发生密切相关。本次多因素

回归分析显示，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是作业人员

WMSDs 发生的危险因素，其原因可能是作业者肌肉

长时间处于紧张强直状态，血液循环障碍，最终导致

疾患的发生。
本调查发现，作业人员普遍反映自身健康状况较

差，但因大棚蔬菜采摘的高时效性要求，有时要忍受

疼痛劳作，增加了发生 WMSDs 的风险。因此应加大

对大棚作业人员 WMSDs 的干预措施，如利用机械进

行大棚作物的采摘及搬运，避免超负荷劳作; 改进大

棚的操作方式，应用工效学和组织的方法对不良操作

姿势频率以及手工操作加以限制; 加强宣传教育和培

训，普及符合人体工效学原则的工作方法，较高负荷

活动与休息相结合，积极佩戴防护器具等，使大棚作

业人员 WMSDs 能够危险最小化。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样本量较小，结果的推论可

能受到一定的限制，需在今后的研究中加大研究样本

量，减少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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