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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近几十年来!与职业有关的肌肉骨骼疾患问题日趋突出!护理人员是全球公认的工作相关肌肉

骨骼疾患"

]W"$4<

%的高危人群!其工作能力及工作稳定性受到不良影响&本文综述了护理人员
]W"$4<

患病现状'危害'防护现状及干预措施&总体而言!国内外护理人员
]W"$4<

发生水平均较高!会导致降低工

作生产力'护理人力流失'增加医疗成本支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目前防护不足仍然普遍存在&组织层面及

个体层面对
]W"$4<

防护意识不强'护理人员在工作中较少采取
]W"$4<

防护行为&工效学干预'运动疗

法及康复医学训练'组织管理干预等可以防止
]W"$4<

造成更严重的疾病负担!多层面干预方法值得进一步

探讨&未来我国政府'医院管理者及护理人员应共同努力提高护理人员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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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护理人员$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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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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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4<

)是指职业人群由于长

时间暴露于工作场所危险因素下!而出现于肌肉骨骼

系统各个部位的损伤与症状$

*

%

"近几十年来!与职业

有关的肌肉骨骼疾患问题日趋突出!其中!护理人员

是全球公认的
]W"$4<

高危人群"研究显示!护理

人员
]W"$4<

年患病率约为
')Z

!

+.Z

$

&

%

!为个

体#组织及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在全球护理人力资源

短缺的背景下!关注护理人员
]W"$4<

发生水平#危

害及防护策略!对创造安全有效的工作环境#提高护

理队伍的稳定性有重要意义"

D

!

概念界定

!!

自
&)))

年报道了由于工作过劳#扭伤和重复活

动所致的腱鞘炎#网球肘#矿工膝后!

]W"$4<

逐渐

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

%

"国内外学者纷纷开展相关研

究!但目前为止对其内涵及外延的界定并不十分统

一"部分学者认为工作所致肌肉骨骼不适或疼痛是

]W"$4<

的早期迹象$

'

%

,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将酸痛#

麻木#僵硬#痉挛#烧灼感等轻微症状纳入
]W"$4<

的范围,部分文献报道了工作相关的肌肉骨骼疾病或

损伤情况$

*

%

"目前较公认的是以肌肉#神经#肌腱#关

节#软骨的损伤和功能紊乱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损

伤!通常是因长时间暴露于工作场所危险因素所

导致$

.

%

"

E

!

护理人员
]W"$4<

患病现状

!!

研究显示!国外护理人群
]W"$4<

患病率为

')!)Z

!

.'!1Z

!国内护理人群患病率为
'(!*Z

!

+)!+Z

$

,

%

"国外数据表明!护理人员
]W"$4<

点患

病率约为
(1!)Z

!年患病率约为
.1!)Z

!终身患病率

约为
*.!)Z

$

1

%

"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美国护理人员

过去
*

年腰痛患病率为
&%Z

!

.%Z

,同期!菲律宾护

理人员腰痛年患病率为
+)Z

$

+

%

!提示发展中国家护理

人员
]W"$4<

患病率可能更高$

%

%

"我国香港护理人

员年患病率为
.%!)Z

!

1*!)Z

$

*)

%

!我国台湾#大陆地

区护理人员年患病率分别为
%*!,Z

#

+%!.Z

$

**

%

"国

内有高达
'(!1Z

的护理人员每个班次均感到疼痛!

'1!1Z

的护理人员每次疼痛的时长超过
*)H@;

$

*&

%

"

即便如此!鉴于担心疾患影响工作#对
]W"$4<

的认

识不足及登记上报制度制约等!护理人员
]W"$4<

实际发生率常常被低估$

*(

%

"

!

!

护理人员患
]W"$4<

的危害

!!

尽管世界各国护理人员
]W"$4<

患病率不尽相

同!但均处于较高水平!

]W"$4<

会导致降低工作生

产力#护理人力流失#增加医疗成本支出等一系列社

会问题"据报道!

]W"$4<

降低护理人员生活质量!

约
&)Z

的护理人员躯体活动受限!对工作及家庭生活

带来挑战$

*'

%

"慢性肌肉骨骼损伤与工作能力水平呈

负相关$

*.

%

!每年有大量的护理人员因
]W"$4<

限制

工作能力!不得不调班#缺勤!甚至离职"据估计!腰

背痛护理人员全勤率为
.+!)Z

$

*,

%

"美国注册护理人

员因颈痛#肩痛#腰痛而离职的比例分别为
,Z

#

+Z

#

**Z

$

.

%

"平均每替代
*

位注册护理人员需要支出

(,.,1

美元$

*

%

"密歇根护理人员调查中心统计!

&)*&

年!

&)!*Z

的护理人员因
]W"$4<

离职!医院管理者

为护理人力流失支出人均
&1)))

!

*)()))

美元的替

代成本$

*(

%

"也有研究指出!医院为护理人员年均支出

的工伤补偿高达
*

亿美元$

*1

%

"我国关于护理人员

]W"$4<

卫生经济学研究较少见"我国香港劳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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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局估计!

&%Z

的
]W"$4<

护理人员在工作中缺勤!

作为表示
]W"$4<

严重程度的一个间接指标!护理

人员因
]W"$4<

缺勤时间的中位数为
+K

$

*)

%

"

"

!!

护理人员对
]W"$4<

防护现状

!!

尽管医院不同程度上提供了防护知识培训及防

护辅助设备!但防护不足仍然存在"组织层面及个体

层面对
]W"$4<

防护意识不强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国外文献显示!

+)!&Z

的护理人员从来没有参加过工

效学培训项目$

%

%

"仅
'1!*Z

的护理人员反映医院组

织的岗前培训中包括患者转运技能培训!

(+!&Z

的护

理人员反映培训中包括特殊病区所需要的特殊转运

技能!

'+!)Z

的护理人员反映在岗前培训中没有提供

合适的辅助设备促进技能练习!

&1!)Z

的护理人员反

映医院允许护理人员拒绝高危操作$

*(

%

"一项质性研

究结果表明!护理人员对自己骨骼肌肉健康状态表现

出大公无私的态度!他们通常将其他责任排在自身骨

骼肌肉健康需求前面!并带痛工作"在人力短缺的背

景下!很多护理人员都是无法忍受疼痛时才会提出"

他们认为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发生损伤是其工作

的一个组成部分$

*+

%

"

我国绝大多数医院管理者更加强调患者安全!而

忽略了护理人员职业健康与安全$

*%

%

"医院或科室组

织
]W"$4<

防护相关知识及技能培训的比例低于

*)!)Z

"护理人员出现肌肉骨骼损伤症状时!

'(!1Z

的护理人员没有采取任何缓解措施!选择带病坚持

工作$

&)

%

"

防护意识薄弱导致护理人员防护知识认知率低!

组织及个体防护行为依从性差"护理人员防护知识

掌握程度较低!当被问到护理人员无辅助设备时能够

托举的最大重量界值时!

+*!'Z

的护理人员不知道国

家职业安全与健康部的指导界值,

.%!1Z

的护理人员

表示了解人体工程力学原理及搬运患者的正确方法!

但不能清晰记得相关内容$

*(

%

"

护理人员工作中较少采取
]W"$4<

防护行为"

外文文献中!

.+!&Z

的病区在转运患者时不使用辅助

设施!

X0Y

未配备任何托举设备!突发紧急情况下!护

理人员更容易放弃安全防护行为$

*)

%

"我国护理人员

除穿防滑工作鞋外!其他防护行为的采取率均不足

.)!)Z

$

&)

%

,医院里转运辅助设备的可及性不好!通常

是作为护理人员发生
]W"$4<

后的一种补救

策略$

*+

%

"

同时!与高发生率相比!

]W"$4<

诊治率保持在

一个较低的水平"韩国
*+!(Z

的护理人员在发生腰

背痛时接受治疗,尼日利亚
()!)Z

的护理人员在发生

肌肉骨骼损伤时!选择自己去治疗或向其他医疗机构

寻求帮助"国内文献报道护理人员因
]W"$4<

就医

率为
(*!(Z

$

,

%

"

从国家层面而言!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因
]W"$3

4<

而造成的损失!纷纷进行立法并规范操作流程"

&)).

年!美国田纳西州颁布了&安全搬运患者'的法律!

-禁止徒手搬运.的政策在越来越多的医院实施,英国

健康安全部门制订了&人工搬运操作规程'!详细介绍

了如何减少搬运的风险!如何保护医护人员和患者的

安全,日本国家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也颁布了&腰背伤

预防指南'"我国尚未见相关法律!也缺乏更为详尽

的人工搬运操作规程"鉴于患者转运过程中伴随很

多其他的混杂因素!护理人员安全操作阈值有待及时

更新!护理人员发生
]W"$4<

后的补偿机制有待

完善$

*&

%

"

综上所述!护理人员
]W"$4<

具有高发生率#高

致残率#高离职率#低诊治率的特点!有必要对其干预

措施进行探索!提出合理的干预措施!防止造成更严

重的个人或社会负担"

#

!!

防治护理人员
]W"$4<

干预措施

!!

有学者进行总结!国内外文献干预方法分为三大

类*多层面干预#单策略干预#培训干预!但可以归纳

为如下几类"

#!D

!

工效学干预
!

主要体现为生物力学知识培训干

预及辅助设备与工作环境设计等"护理管理者将人

体工程力学的培训列入护理人员的职业培训计划中!

通过对人体力学原理#托举及转运技术的教育及培训

来降低护理人员
]W"$4<

的发病率$

&*

%

"但培训效

果受科室和医院的文化氛围及护理人员队伍稳定性

的影响"一项研究显示!

.(!)Z

的护理人员积极参加

防护培训以增强自身防护能力!仅
&.!(Z

的护理人员

抽出充足的时间参加防护教育及培训$

*(

%

"

澳大利亚#美国#荷兰等西方国家积极实施-禁止

徒手搬运.政策!护理人员在协助患者翻身时应使用

辅助设备取代徒手操作已被纳入临床实践指南!但护

理人员的依从性不能保证!仅
*(!%Z

的护理人员遵循

-不托举政策.原则$

*(

%

"

美国#欧洲国家及部分亚洲国家!众多研究均表

明举重器是患者转运过程中有效的辅助工具"采取

含有患者转运辅助设备的综合性工效学干预项目进

行干预后!患者转运相关的损伤发生率下降
.%!+Z

!

绝大多数患者对辅助设备感到舒适安全,护理人员损

失工作时间减少
+,!1Z

!调班时间减少
1+!+Z

!护理

人员工伤补偿金支出降低
%)!,Z

$

&*

%

,另一项研究显

示!机械举重器利用越多!损伤发生率降低越明显$

&&

%

"

但也有研究者指出!即便是在已经配备举重器的病

区!由于时间消耗多#操作困难等原因!这些辅助设施

利用并不充分$

%

%

"

我国学者在工效学干预方面也做出了众多尝试!

如加强职业能力培训!培训护理人员移动患者的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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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设计-患者转运单.节省护理人员的体力等$

*&

%

!对

减轻护理人员
]W"$4<

发生率产生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的结果"采用多层面工效学干预措施!能增强社

区护理人员对工作中危险因素及
]W"$4<

症状的警

惕性!干预组与对照组在颈部症状#右手握力#工作方

式方面有明显差异$

*)

%

"但我国临床上很少使用吊索

等机械设备协助患者翻身!除了组织管理因素等原因

外!这可能也与国外大型机器设备对我国医院病房的

适用性有关"

]Y

等$

(

%认为由于中国大部分医疗机

构床间距不够宽(

,)

!

+.FH

)!病房相对狭小!故应设

计适合中国病房布局的机器设备!以期提高辅助翻身

的机器设备在我国医疗机构的使用率"

#!E

!

运动疗法及康复医学训练
!

运动疗法对于预防

和治疗
]W"$4<

具有较好的效果$

&(

%

"运动疗法的

作用机制可能是运动时通过神经反射!提高人体中枢

神经系统和自主神经系统的神经体液调节能力,提高

机体的代谢能力!改善心肺功能,维持与恢复运动器

官的形态和功能!促进患者相应代偿机制的形成和发

展$

*&

%

"国外研究表明!运动疗法对减轻慢性腰背痛#

改善残疾程度具有显著效果$

&'

%

"我国学者指出!腰背

部肌肉锻炼操干预后!干预组
]W"$4<

发病率为

&(!,+Z

!发病次数大于或等于
&

次者占
1!+%Z

,对照

组发病率为
.1!+%Z

!发病次数大于或等于
&

次者占

(%!'1Z

!这提示腰背部肌肉锻炼操可降低
]W"$4<

发生风险!同时还能有效减轻护理人员
]W"$4<

病

情程度#提高工作满意度$

&.

%

"

#!!

!

其他干预措施
!

从组织管理角度如提高管理人

员的支持!增加护理人力配置!合理增加护理人员班

内短时间休息次数等!能够达到预防
]W"$4<

发生

的效果$

.

!

%

!

&,

%

"此外!中国传统的疗法如刮痧#按摩#

中医药疗#物理治疗等也有很好的效果$

&1

%

"

但也有
"C?E

分析发现!简单的或单一的干预方

法对降低
]W"$4<

发病率都无效,多层面干预应至

少包括以下条目中的两类*消除高危因素#工程控制#

管理控制#教育+培训"因此!多层面干预方法值得进

一步探讨"此外!提高护理人员正确识别使用辅助设

施的情境及依从性!在实践过程中应予以考虑$

&&

%

"

$

!

未来发展方向

!!

我国与其他国家在护理人员
]W"$4<

患病现状

及防治措施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绝大多数护理操

作仍以人力为主!医院内健全的上报登记系统#护理

操作安全阈值#合理的补偿机制等均需要进一步明确

完善"未来应提高我国政府及医院管理者对护理人

员的重视!加强对护理人群
]W"$4<

的监测!改善工

作环境!加强
]W"$4<

危险因素及防护知识的宣传

教育!改变护理人员认知及防护依从性!从而提高护

理人员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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