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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广州市某汽车制造企业作业人员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MSDs）的检出情
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于 2020 年 4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择广州市某汽车制造企业 7 065 名作业
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北欧肌肉骨骼疾患问卷》（NMQ）调查其 WMSDs 患病情况，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研究对象WMSDs 检出率为 43.9%（3 102/7 065），其中多部位WMSDs 的检
出率达 31.4%；检出率最高的部位是颈部（24.5%），其次是肩部（21.1%）、踝部（20.1%）。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显示，工龄 3~8 年、＞8 年、年龄＞30 岁、工作每天重复、每分钟多次重复动作、工作姿势不舒适、经
常加班和部门人员短缺等是多部位 WMSDs 的危险因素（P＜0.05）；休息时间充足是多部位 WMSDs 的保
护因素（P＜0.05）。 结论 汽车制造企业作业人员颈部、肩部、踝部及多部位的 WMSDs 检出率较高，不良
劳动姿势及不合理的工作组织是 WMSDs 的主要危险因素，适当的工间休息可以有效降低患病风险，应
开展有效工效学干预措施以预防汽车制造业工人 WMSDs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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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To analyze the detec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ork鄄related musculoskeletal
disorders （WMSDs） of workers in an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n Guangzhou City. Ｍｅｔｈｏｄｓ In
April 2020， a total of 7065 workers of an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n Guangzhou City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using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The Nordic Musculoskeletal Questionnaire（NMQ）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etection of WMSDs.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WMSDs. Ｒｅｓｕｌｔｓ The detection rate of WMSDs was 43.9%（3102/7065）， among which the detection
rate of multiple WMSDs was 31．４％. Ｔhe detection rates of WMSDs in different parts from high to low were as
follows： neck（24.5%）， shoulder（21.1%） and ankle（20.1%）. M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 ３ -８ ｙｅａｒｓ， ＞８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ｅ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 ｍｉｎｕｔｅ， ｕｎｃｏｍｆｏｒｔａｂｌｅ ｗｏｒｋ ｐｏｓｔｕ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ｏｖｅｒｔｉｍｅ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ｔａｆｆ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鄄ｓｉｔｅ ＷＭＳＤｓ （P＜０．０５）.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ｒｅｓｔ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鄄ｓｉｔｅ
ＷＭＳＤｓ （P＜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The detection rates of WMSDs in neck，shoulder， ankle， and multisite in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are relatively high. The primary risk factors include adverse ergonomic
factors and unreasonable organization of labour factors， optimize the work break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disease， effective ergonomic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WMSDs among

757



fmx_T3RoZXJNaXJyb3Jz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21年 10月第 39卷第 10期 Chin J Ind Hyg Occup Dis， Oct 2021，Vol.39， No.10

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MSDs）是欧洲职业
人群患病和工作失能的主要原因[1-2]，在我国也已成
为主要职业卫生问题之一。 汽车制造作为我国国民
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存在快节奏、高重复、强迫体
位等不良工效学问题， 由此带来的 WMSDs 已成为
该行业不容忽视的职业健康问题[3-5]。 据统计，广州
市汽车制造从业人员达16.14 万人[6]。 我们基于广州
市某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该行业作
业工人 WMSDs 发生特征， 并对患病率高的部位进
行危险因素分析， 为企业采取健康干预措施提供
依据。

一、 对象与方法
1.对象：于 2020 年 4 月，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

取广州市某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一线作业及行政
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正式在岗职工；
工作满 1 年以上。 排除标准：导致局部损伤的外伤
史；研究期间不在岗（如休假、外出学习）；调查时正
在怀孕或一年内有妊娠史。 调查参与者包括冲压、
焊装、成型、涂装、总装、运营及办公室共 7 324 人，
回收有效问卷 7 065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96.5%。
本研究经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
（审批号：2019047），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

2.调查方法：采用《北欧肌肉骨骼疾患问卷（改
良版）》（NMQ）[7-8]进行横断面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
年龄、工龄等一般情况；肌肉骨骼症状；工作类型、
工作组织、工作姿势等工作情况。 由经培训的调查
员统一讲解，参与调查人员扫描二维码获取电子版
调查问卷， 问卷提交后直接上传至网络数据库。
WMSDs 判定标准：过去 1 年内不适；从事当前工作
以后开始不适；既往无事故或突发伤害；每月都出
现不适发生或持续时间超过一周。 多部位 WMSDs
判定标准：同时有两个及两个以上部位出现WMSDs。

3.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经检验符合正态分布者以 ｘ±ｓ 描述，不
符合正态分布者以 M（P0~P100）描述；计数资料采用

构成比或率（%）的形式进行统计描述，采用 χ２ 检验
进行比较 ；WMSDs 影响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检验水准 α=0.05（双侧）。

二、结果
1.人口学资料：7 065 名研究对象中，男性 6 917

人（97.9%），女性 148 人（2.1%）；年龄（28.2±5.8）岁，
现岗位工龄（5.7±4.6）年，身高（171.5±5.0）cm，体重
（64.2±9.1） kg；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者 4 376 人
（61.9%）、大专者 2 341 人（33.2%）、本科及以上者
348 人（4.9%）。

2.影响因素及职业接触情况：95.5%（6 749/7 065）
的作业人员需长时间站立作业，95.0%（6 710/7 065）
的作业人员需要轮班，88.9%（6 278/7 065） 的作业
人员不能自主选择工间休息，经常加班占比 85.3%
（6 024/7 065）。 见表 1。

3.WMSDs 检出情况： 研究对象 WMSDs 检出率
为 43.9%（3 102/7 065）， 其中仅涉及 1 个部位的检
出率为 12.5%（883/7 065）， 多部位 WMSDs 检出率
31.4%（2 219/7 065）。 不同岗位作业人员各部位

workers in the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Musculoskeletal pain；Work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Fund program： Guangzhou Heal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20201A010035）； Occupational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National Occupational Health Standard Formulation Project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oisoning Control Institute of China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1310311090001500
03）； Guangzhou Key Medical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ject[2016（27）]； Guangzhou High鄄level Clinical Key
Specialty Occupational Disease Construction Project[2019（1555）； Guangzhou "121 Talent Echelon Project"
Reserve Talent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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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表 1 某汽车制造企业作业人员工作影响因素及其接触情况
（n=7065）

人数
6710（95.0）
6024（85.3）
3967（56.2）
6278（88.9）
2465（34.9）
6749（95.5）
2546（36.0）
3213（45.5）
4392（62.2）
6061（85.8）
3792（53.7）
5348（75.7）
5753（81.4）
5990（84.8）

影响因素
需要轮班
经常加班
休息时间不充足
不能自主选择工间休息
部门人员短缺
长时间站立
长时间坐姿
长时间蹲或跪姿
搬运重物
上肢用力作业
工作姿势不舒适
连续工作数小时后感觉疲劳
每分钟多次重复动作
工作每天重复

人数
3103（43.9）
4555（64.5）
5103（72.2）
3079（43.6）
3464（49.0）
3743（53.0）
1462（20.7）
1714（24.3）
5704（80.7）
3392（48.0）
2293（32.5）
1285（18.2）
1697（24.0）
1577（22.3）

影响因素
使用振动工具
背部弯曲
经常转身
弯腰同时转身
背部重复同一动作
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长时间弯腰
长时间转身
颈部弯曲
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长时间转头
手在肩部以上
工作中不能改变腿部姿势
长时间屈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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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WMSDs：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aP<0.05

注：WMSDs：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

WMSDs 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检出率
最高的部位为颈部（24.5%）、 肩部（21.1%） 和踝部
（20.1%）。 装配工的颈、肩、上背、手、膝、腿和肘部及
多部位 WMSDs 检出率均较其他工种高， 踝部
WMSDs 检出率最高的为焊工（27.1%）， 下背部
WMSDs 检出率最高的为物流工（19.1%）。 见表 2。

4.颈部、肩部、踝部及多部位 WMSDs 的单因

素分析：不同工龄组间作业人员颈、肩、踝部及多
部位WMSDs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经常加班、部门人员短缺、长时间蹲或跪姿、搬运
重物、上肢用力作业、工作姿势不舒适，每分钟多
次重复动作、 使用振动工具、 背部弯曲、 经常转
身、颈部弯曲等因素组作业人员颈部、肩部、踝部
及多部位WMSDs检出率较高（P＜0.05）。 见表 3、表4。

表 2 各岗位作业人员不同部位 WMSDs 检出情况（n=7065）

人数
341
461
902
730
429
1304
2613
285
7065

岗位
管理人员
返修保全工
焊工
检查工
喷漆工
物流工
装配工
其他工种
合计
χ２ 值
P值

（22.0）
（25.8）
（34.8）
（26.2）
（28.2）
（29.3）
（35.5）
（31.6）
（31.4）

75
119
314
191
121
382
927
90

2219

（19.4）
（19.1）
（27.9）
（21.0）
（23.1）
（23.4）
（27.0）
（22.5）
（24.5）

66
88

252
153
99

305
706
64

1733

（16.7）
（15.2）
（22.2）
（16.0）
（18.9）
（20.9）
（24.6）
（17.5）
（21.1）

57
70

200
117
81

273
643
50

1491

（13.5）
（19.7）
（27.1）
（16.2）
（19.8）
（15.4）
（22.2）
（18.6）
（20.1）

46
91

244
118
85

201
579
53

1417

（6.2）
（13.0）
（14.9）
（10.1）
（13.5）
（8.9）
（15.0）
（14.0）
（12.7）

21
60

134
74
58

116
393
40

896

（3.8）
（9.5）
（11.2）
（8.9）
（8.6）
（7.3）
（11.7）
（11.2）
（9.8）

13
44

101
65
37
95

306
32

693

（2.1）
（4.3）
（6.0）
（5.2）
（5.8）
（5.6）
（8.4）
（4.6）
（6.4）

7
20
54
38
25
73
220
13
450

（11.4）
（10.8）
（16.7）
（13.8）
（15.4）
（19.1）
（18.8）
（12.3）
（16.7）

39
50
151
101
66
249
492
35

1183

（7.3）
（10.0）
（16.1）
（11.6）
（14.7）
（14.5）
（16.7）
（12.6）
（14.5）

25
46

145
85
63

189
437
36

1026

（2.3）
（6.5）
（14.0）
（9.3）
（13.8）
（10.3）
（19.7）
（14.4）
（13.9）

8
30

126
68
59

134
514
41

980

多部位 颈部 肩部 踝部 下背部 上背部 手部 膝部 腿部 肘部

59.72
<0.01

33.80
<0.01

48.30
<0.01

68.74
<0.01

40.78
<0.01

39.53
<0.01

159.27
<0.01

52.02
<0.01

37.94
<0.01

37.21
<0.01

表 3 不同人口学特征和工作组织作业人员 WMSDs 检出情况（n=7065）

148
6917
3885
882
1251
1047
2478
2411
2176
2695
2143
2227
4376
2341
348
3812
3253
6710
355
6024
1041
3098
3967
787
6278
2465
4600

性别 女
男

身体质量指数（kg/m2） 18.5~23.9
<18.5
24.0~27.9
≥28.0

年龄（岁） <26
26~
30~

工龄（年） <3
3~
8~

文化程度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及以上

体育锻炼 是
否

需要轮班 是
否

经常加班 是
否

休息时间充足 是
否

自主选择工作间休息 是
否

部门人员短缺 是
否

检出人数
52（35.1）

1681（24.3）
958（24.7）
210（23.8）
311（24.9）
254（24.3）
563（22.7）
620（25.7）
550（25.3）
573（21.3）
598（27.9）
562（25.2）

1090（24.9）
566（24.2）
77（22.1）
974（25.6）
759（23.3）

1653（24.6）
80（22.5）

1594（26.5）
139（13.4）
466（15.0）

1267（31.9）
171（21.7）

1562（24.9）
749（30.4）
984（21.4）

特征及分类 人数
颈部 肩部 踝部 多部位

χ2 值
9.18a

0.40

6.87a

29.34a

1.58

4.67a

0.80

82.39a

268.26a

3.75

70.13a

检出人数
49（33.1）

1442（20.9）
828（21.3）
183（20.8）
268（21.4）
212（20.3）
503（20.3）
537（22.3）
451（20.7）
502（18.6）
553（25.8）
436（19.6）
938（21.4）
480（20.5）
73（21.0）

828（21.7）
663（20.4）
1423（21.2）
68（19.2）

1370（22.7）
121（11.6）
384（12.4）
1107（27.9）
138（17.5）
1353（21.6）
685（27.8）
806（17.5）

χ2 值
13.08a

0.71

3.13

41.49a

0.80

1.89

0.85

65.91a

251.33a

6.78a

101.61a

检出人数
17（11.5）

1400（20.2）
758（19.5）
175（19.8）
251（20.1）
223（21.3）
479（19.3）
521（21.6）
417（19.2）
483（17.9）
500（23.3）
434（19.5）
882（20.2）
482（20.6）
53（15.2）
778（20.4）
639（19.6）
1380（20.6）
37（10.4）

1306（21.7）
111（10.7）
370（11.9）
1047（26.4）
122（15.5）
1295（20.6）
633（25.7）
784（17.0）

χ2 值
6.92a

1.24

5.52

22.44a

5.50

0.64

21.64a

67.19a

226.52a

11.46a

74.65a

检出人数
57（38.5）

2162（31.3）
1235（31.8）
273（31.0）
383（30.6）
328（31.3）
737（29.7）
802（33.3）
680（31.3）
747（27.7）
787（36.7）
685（30.8）
1385（31.6）
741（31.7）
93（26.7）

1228（32.2）
991（30.5）
2135（31.8）
84（23.7）

2036（33.8）
183（17.6）
595（19.2）
1624（40.9）
195（24.8）
2024（32.2）
958（38.9）
1261（27.4）

χ2 值
3.54

0.72

7.08a

45.58a

3.73

2.50

10.41a

108.38a

381.33a

18.08a

97.69a

759



fmx_T3RoZXJNaXJyb3Jz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21年 10月第 39卷第 10期 Chin J Ind Hyg Occup Dis， Oct 2021，Vol.39， No.10

注：WMSDs：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括号内数据为检出率（%）；aP<0.05

表 4 不同工效学因素组作业人员WMSDs 患病情况（n=7065）

6749
316
2546
4519
3213
3852
4392
2673
6061
1004
3792
3273
5753
1312
5990
1075
3103
3962
4555
2510
5103
1962
3079
3986
3464
3601
3743
3322
1462
5603
1714
5351
5704
1361
3392
3673
2293
4772
1285
5780
5368
1697
1577
5488

长时间站立 是
否

长时间坐姿 是
否

长时间蹲或跪姿 是
否

搬运重物 是
否

上肢用力作业 是
否

工作姿势不舒适 是
否

每分钟多次重复动作 是
否

工作每天重复 是
否

使用振动工具 是
否

背部弯曲 是
否

经常转身 是
否

弯腰同时转身 是
否

背部重复同一动作 是
否

背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是
否

长时间弯腰 是
否

长时间转身 是
否

颈部弯曲 是
否

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是
否

长时间转头 是
否

手在肩部以上 是
否

工作中可改变腿部姿势 是
否

长时间屈膝 是
否

检出人数
1655（24.5）
78（24.7）
633（24.9）
1100（24.3）
900（28.0）
833（21.6）
1157（26.3）
576（21.6）
1552（25.6）
181（18.0）
1288（34.0）
445（13.6）
1552（27.0）
181（13.8）
1593（26.6）
140（13.0）
877（28.3）
856（21.6）
1295（28.4）
438（17.5）
1413（27.7）
320（16.3）
985（32.0）
748（18.8）
1128（32.6）
605（16.8）
1089（29.1）
644（19.4）
532（36.4）
1201（21.4）
616（35.9）
1117（20.9）
1568（27.5）
165（12.1）
1093（32.2）
640（17.4）
805（35.1）
928（19.4）
349（27.2）
1384（23.9）
1270（23.7）
463（27.3）
573（36.3）
1160（21.1）

特征及分类 人数
颈部 肩部 踝部 多部位

χ2 值
＜0.01

0.24

38.59a

20.63a

26.72a

393.76a

100.27a

90.68a

41.67a

105.39a

99.13a

164.13a

236.96a

89.61a

140.05a

159.14a

140.15a

208.61a

205.17a

5.87a

9.15a

152.84a

检出人数
1423（21.1）
68（21.5）
509（20.0）
982（21.7）
767（23.9）
724（18.8）
1006（22.9）
485（18.1）
1360（22.4）
131（13.1）
1126（29.7）
365（11.2）
1363（23.7）
128（9.8）

1365（22.8）
126（11.7）
774（24.9）
717（18.1）
1127（24.7）
364（14.5）
1242（24.3）
249（12.7）
882（28.7）
609（15.3）
991（28.6）
500（13.9）
960（25.6）
531（16.0）
483（33.0）
1008（18.0）
543（31.7）
948（17.7）
1341（23.5）
150（11.0）
940（27.7）
551（15.0）
689（30.0）
802（16.8）
304（23.7）
1187（20.5）
1099（20.5）
392（23.1）
504（32.0）
987（18.0）

χ2 值
0.03

2.96

27.11a

22.62a

45.62a

362.75a

124.61a

67.05a

48.99a

101.91a

115.47a

186.42a

229.88a

98.71a

157.65a

152.03a

102.93a

171.12a

163.10a

6.15a

5.34a

143.68a

检出人数
1394（20.7）

23（7.3）
394（15.5）
1023（22.6）
728（22.7）
689（17.9）
1006（22.9）
411（15.4）
1317（21.7）
100（10.0）
1022（27.0）
395（12.1）
1272（22.1）
145（11.1）
1293（21.6）
124（11.5）
738（23.8）
679（17.1）
1052（23.1）
365（14.5）
1176（23.1）
241（12.3）
808（26.2）
609（15.3）
892（25.8）
525（14.6）
857（22.9）
560（16.9）
408（27.9）
1009（18.0）
467（27.2）
950（17.8）
1243（21.8）
174（12.8）
802（23.6）
615（16.7）
594（25.9）
823（17.2）
227（17.7）
1140（19.7）
1083（20.2）
334（19.7）
406（25.7）
1011（18.4）

χ2 值
33.69a

52.11a

24.87a

58.75a

74.41a

242.69a

81.48a

57.43a

47.93a

73.84a

102.36a

130.23a

137.42a

40.03a

70.85a

72.96a

55.60a

52.36a

72.42a

2.20

0.20

40.97a

检出人数
2137（31.7）
82（25.9）
723（28.4）
1496（33.1）
1144（35.6）
1075（27.9）
1496（34.1）
723（27.0）
2019（33.3）
200（19.9）
1639（43.2）
580（17.7）
2007（34.9）
212（16.2）
2020（33.7）
199（18.5）
1135（36.6）
1084（27.4）
1680（36.9）
539（21.5）
1819（35.6）
400（20.4）
1266（41.1）
953（23.9）
1435（41.4）
784（21.8）
1375（36.7）
844（25.4）
666（45.6）
1553（27.7）
753（43.9）
1466（27.4）
1988（34.9）
231（17.0）
1339（39.5）
880（24.0）
992（43.3）
1227（25.7）
450（35.0）
1769（30.6）
1661（30.9）
558（32.9）
705（44.7）
1514（27.6）

χ2 值
4.58a

16.75a

48.18a

37.94a

71.69a

530.31a

173.93a

97.89a

68.63a

178.34a

153.15a

238.78a

316.58a

104.85a

171.23a

164.76a

163.06a

197.08a

221.42a

9.51a

2.25a

166.61a

5.颈部、肩部、踝部及多部位 WMSDs 危险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别以是否发生颈部、肩部和踝
部及多部位 WMSDs 为因变量，筛选出有统计学意

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引入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进
行分析。 结果表明， 工龄 3~8 年、＞8 年、 年龄＞30
岁、工作每天重复、每分钟多次重复动作、工作姿势

760



fmx_T3RoZXJNaXJyb3Jz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21年 10月第 39卷第 10期 Chin J Ind Hyg Occup Dis， Oct 2021，Vol.39， No.10

注：因变量赋值：ＷＭＳＤｓ：否＝０，是＝１；自变量赋值：性别:女=0，男=1；年龄：<26 岁=1，26~30 岁=2，＞30 岁=3；工龄：＜3 年=1，3~8 年=2，＞8
年=3；其余自变量：否=0，是=1；aP<0.05

不舒适、经常加班、部门人员短缺、弯曲背部和背部
重复同一动作等是多部位 WMSDs 的危险因素（P＜

0.05）；休息时间充足是多部位 WMSDs 的保护因素
（P＜0.05）。 见表 5。

表 5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WMSDs部位及变量

颈部 性别（男）
年龄（岁）
<26
30~

工龄（年）
<3
3~8
＞8

体育锻炼
工作每天重复
工作姿势不舒适
经常加班
休息时间充足
背部重复同一动作
颈部弯曲
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长时间转头
工作中可改变腿部姿势
长时间屈膝

肩部 性别（男）
工龄（年）
<3
3~8
＞8

工作每天重复
每分钟多次重复动作
工作姿势不舒适
经常加班
休息时间充足
部门人员短缺
背部重复同一动作
颈部弯曲
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工作中可改变腿部姿势
长时间屈膝

Wald χ2 值
11.88

-
10.23

-
5.91
6.51
8.24
14.65

135.94
17.49
74.89
23.20
45.48
61.10
12.16
7.49
10.86
17.83

-
18.65
10.46
5.51
5.02

106.91
12.84
66.69
15.34
29.92
22.22
45.04
3.98
15.90

偏回归系数
-0.67

-
0.32

-
0.19
0.25
0.17
0.39
0.78
0.43

-0.57
0.33
0.64
0.49
0.24

-0.19
0.23

-0.82

-
0.32
0.26
0.25
0.25
0.75
0.39

-0.57
0.25
0.39
0.47
0.44

-0.14
0.28

OR（95%CI）值
0.51（0.35~0.75）a

1.00
1.38（1.13~1.69）a

1.00
1.21（1.04~1.41）a

1.29（1.06~1.56）a

1.19（1.06~1.34）a

1.48（1.21~1.81）a

2.19（1.92~2.49）a

1.54（1.26~1.88）a

0.57（0.50~0.65）a

1.39（1.22~1.59）a

1.89（1.57~2.28）a

1.64（1.44~1.85）a

1.27（1.11~1.45）a

0.83（0.73~0.95）a

1.26（1.10~1.45）a

0.44（0.30~0.64）a

1.00
1.38（1.19~1.60）a

1.30（1.11~1.52）a

1.29（1.04~1.59）a

1.28（1.03~1.59）a

2.12（1.84~2.45）a

1.47（1.19~1.82）a

0.56（0.49~0.65）a

1.28（1.13~1.46）a

1.47（1.28~1.69）a

1.59（1.31~1.93）a

1.55（1.36~1.76）a

0.88（0.75~1.00）a

1.33（1.15~1.52）a

WMSDs部位及变量
踝部 工龄（年）

<3
3~8
＞8

上肢用力作业
工作每天重复
工作姿势不舒适
经常加班
休息时间充足
部门缺人
经常转身
背部重复同一动作
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长时间站立
长时间坐姿

多部位 工龄（年）
���<3
3~8
＞8

年龄（岁）
<26
＞30

工作每天重复
每分钟多次重复动作
工作姿势不舒适
经常加班
休息时间充足
部门人员短缺
弯曲背部
背部重复同一动作
颈部弯曲
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长时间转头
长时间屈膝

Wald χ2 值

-
9.58
12.40
4.03
8.80
68.09
14.39
78.24
10.80
8.65
10.57
7.75
10.58
14.17

-
11.23
4.70

-
13.74
8.00
4.00

159.59
20.10
116.49
5.23
5.66
30.02
25.59
47.89
8.71
8.36

偏回归系数

-
0.23
0.28
0.25
0.32
0.59
0.42

-0.62
0.21
0.27
0.24
0.18
0.74

-0.27

-
0.25
0.20

-
0.35
0.26
0.18
0.80
0.42

-0.66
0.13
0.17
0.35
0.46
0.41
0.19
0.20

OR（95%CI）值

1.00
1.26（1.09~1.46）a

1.33（1.13~1.55）a

1.28（1.01~1.63）a

1.38（1.12~1.70）a

1.80（1.56~2.06）a

1.52（1.22~1.89）a

0.54（0.47~0.62）a

1.24（1.09~1.40）a

1.31（1.09~1.56）a

1.27（1.10~1.46）a

1.20（1.05~1.36）a

2.10（1.34~3.30）a

0.76（0.66~0.88）a

1.00
1.28（1.11~1.48）a

1.22（1.02~1.47）a

1.00
1.42（1.18~1.72）a

1.30（1.08~1.55）a

1.20（1.00~1.44）a

2.22（1.96~2.51）a

1.52（1.26~1.82）a

0.52（0.46~0.58）a

1.14（1.02~1.28）a

1.18（1.03~1.36）a

1.42（1.26~1.62）a

1.58（1.33~1.89）a

1.50（1.34~1.69）a

1.21（1.07~1.38）a

1.22（1.07~1.39）a

三、讨 论
本次调查发现， 该汽车制造企业作业工人

WMSDs 检出率为 43.9%， 多部位 WMSDs 检出率
31.4%，高于王忠旭等[9]对汽车制造男性作业工人多
部位WMSDs 的研究结果（18.5%）。 说明相同行业不
同地域研究对象 WMSDs 检出情况不同， 该汽车制
造企业作业工人 WMSDs 检出情况较为严重， 且大
部分表现为多部位同时发病。

本次研究发现工种对各部位 WMSDs 检出率存
在影响， 装配工各部位 WMSDs 检出率均较其他工

种高，可能与装配工作业内容和工作特征有关。另有
文献指出， 因工种本身包含了部分职业因素的接触
信息，在与其他因素一起进行多因素分析时，会降低
对这些因素危险性的估计 [10]，故本研究未将工种作
为自变量纳入多因素回归分析。 从多因素分析结果
看，个体及生活方式、不良工效学因素及不合理的工
作组织是该汽车制造作业人员 WMSDs 的危险因
素。多研究表明，人口学和个人习惯可能是影响多部
位 WMSDs 发生的因素，多部位 WMSDs 与年龄和躯
体习惯有明显相关关系[11-12]。 本研究显示，年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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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工龄≥3年者更容易发生多部位WMSDs， 但未出
现检出率随年龄/工龄增大而增高的线性趋势，可能
原因需进一步队列研究进行探究；男性是颈部及肩
部WMSDs 的保护因素，与吴家兵[13]在某汽车制造厂
的调查结果一致； 体育锻炼是颈部 WMSDs 的危险
因素，与刘凤英[14]的调查显示每周锻炼大于 7 h是教
师WMSDs 的保护因素不同，可能的原因是调查的行
业及研究对象工作内容性质不同，该汽车制造企业
85.3%的作业人员存在经常性加班现象， 且大部分
人员表示连续工作数小时后感觉疲劳，王瑾等[15]的
调查研究表明躯体疲劳与肌肉骨骼疾患呈明显正
相关，在这样持续工作负荷骨骼肌肉未能得到充分
缓解的情况下，班后的体育锻炼使肌肉负荷进一步
加重，从而导致 WMSDs 的风险增加，此外，不当或
过量的体育锻炼亦可能是 WMSDs 发生的混杂因
素，这尚待进一步的研究进行验证。

本调查发现，颈部、肩部及多部位 WMSDs 危险
因素中 OR 值最大的均为工作姿势不舒适、 颈部弯
曲、颈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工作姿势，与国内外同
类结果一致[16-17]。 长期不良姿势作业容易造成局部
组织血液循环障碍，供血严重不足，肌肉和骨骼不
能得到良好的营养供给，易导致肌肉韧带劳损，当工
作姿势不舒适或持续性低负荷、短暂强负荷冲击时，
易导致肌肉骨骼损伤的发生或加重 [18]；长时间颈部
弯曲姿势，会导致颈椎压力增大，增大颈椎周围的肌
群张力，引起颈肩部肌肉疲劳进而损伤。

研究显示，部门人员短缺是肩部及踝部 WMSDs
的危险因素，颈部、肩部、踝部及多部位 WMSDs 的
危险因素均包括经常加班， 而休息时间充足是保护
因素，结果与文献报道一致[19]。汽车制造业为劳动密
集型企业，企业为节约人力成本，往往存在部门人员
短缺、加班的情况，由此作业人员平均劳动负荷增加
甚至过量，持续工作负荷未得到充足的工间或班后
休息来缓解可能是导致疲劳并逐步累积进而产生
WMSDs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 汽车制造业作业人员 WMSDs 检出
率较高，多表现为多部位 WMSDs，检出率最高的部
位为颈部、肩部及踝部。 可能的危险因素包括个体
及生活方式、 不良工效学因素及不合理的劳动组
织，而休息时间充足、工作中可改变腿部姿势是保
护因素。 提示用人单位可通过增加劳动定员、缩短
作业时间、增加工间休息等降低工人 WMSDs 风险；
同时加强健康教育培训，对不良工效学姿势予以干
预纠正，减少不良工效学负荷，使工人工作得更安

全、舒适，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保障劳动者健康。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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