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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例成人职业性手外伤的流行病学调查

福嘉欣江毅朱红 肖联平王树森田永刚

【摘要】目的分析天津市某三甲医院成人职业性手外伤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为迸一步降低职

业性手外伤的发生率及干预后效果的评价提供依据。方法对2012年1 1月至2014年9月期间在天津

市某三甲医院处理的673例职业性手外伤患者进行统一检查、治疗，术前、术后根据治疗情况填写调查

问卷，项目包括姓名、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受伤原因、受伤部位及具体伤情，并对所有患者进行

回顾性分析和追踪。结果673例职业性手外伤患者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其中初中文化程度例数是大专

及以上文化程度的5．19倍，大多数病例集中在21～30岁组，占总人数的37．14％。随着工龄的延长，外伤

数量呈减少的趋势；私企职工外伤人数是国有企业职工的3．03倍。4～9月为职业性手外伤的高发月份，

10—3月为职业性手外伤的低发月份，其中7月最多，1月最少。职业性手外伤常发生在11：00～12：00及

3：00～4：00，由于操作机器不熟练及被玻璃、刀具锐器割伤占手外伤比重的绝大部分，该组患者多为简单

清创缝合患者。结论职业性手外伤是常见的疾病之一，常发生在低学历的男性青年，可根据其发生的

特点积极采取有效地措施，降低职业性手外伤的发生率和致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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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手外伤是急诊创伤中的常见病、多发病。随着我

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手外伤的发生率一直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国内外文献报道，手外伤患者占总急诊患者的15．0％～

28．6％111。201 1年，北京积水潭医院对l 1 192例急诊创伤患者

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其中手外伤患者占26．6％t2I。手外伤

损伤严重，可造成严重的后果，影响伤后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本次调查总结天津市

某三甲医院2012年11月至2014年9月收治的急诊职业性

手外伤患者673例，研究受伤患者的常规受伤时间段、原因

及受伤患者人员构成比，并对上述资料做出客观的流行病学

调查报告，以分析职业性手外伤患者的致伤危险因素，提出

相应的对策。

一、对象与方法

1．对象：选取2012年1 1月至2014年9月就诊于天津

市某三甲医院急诊并由骨科收治的手外伤患者673例。职业

性手外伤的界定：年龄均大于16周岁，腕关节及腕关节以远

的所有外伤，从受伤到入院均在8 h以内，外伤患者均在工

作中受伤或均为职业行为受伤。排除标准：年龄小于16周岁

(按照我市骨科质量控制中心规定，小儿骨科患者由专科医

院治疗)；腕关节以近外伤；生活性损伤，非工作中受伤；从受

伤到入院超过8 h，不易进行外伤清创缝合。

2．调查方法：本调查由该院骨科全体医生进行调查，调

查方法包括调查问卷、影像学检查及术中大体照相。问卷调

查：根据职业人群特点进行问卷设计。内容包括患者年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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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职务、受伤原因、受伤部位、伤

情(是否合并神经、肌腱、血管损伤，是否合并骨折)、是否使

用手术内固定器械：影像学检查及术中大体照相：为确定手

外伤伤情，对于有异物存留，玻璃割伤及挤压伤、机器造成的

事故等外伤均术前进行影像学检查。术中对手外伤损伤的程

度及术后肌腱、神经、血管吻合情况进行评价，均行大体照相

存档。

3．质量控制：本组病例在研究、设计和分析阶段都采取

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对所有来院就诊的职业性手外伤患者

在术前谈话阶段均进行简单的问卷调查，术后手术医师根据

术中情况，请手术室巡回护士用照相机对术中伤情进行拍照

记录，避免术后手术医师对伤情的遗忘。最后由手术医师录

人数据库。数据库为避免录入错误，设置选择项，并在录入后

进行逻辑纠错；录入完成后，随机抽取当日录入结果进行复

审，正确率在98％以上。

4．统计学处理：采用EpiData 3．0进行录入后，用SPSS

10．0统计软件包及Excel 2007对数据进行基本统计分析。统

计方法采用xz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一般情况：673例患者中男性503例，女性170例，男

女比例为2．96：1；年龄】7～65岁，平均(37，89+13．52)岁；工龄

1．50年，平均(21．22±3．58)年。673例患者中，小学文化10

例，占总例数的1．48％(10／673)；初中文化410例，占总例数

的60．92％(410／673)；高中和中技文化174例，占总例数的

25．85％(174／673)；大专以上文化79例，占总例数的11．74％

(79／673 o

2．年龄和工龄分布：按年龄结构分为6组，17—20岁组和

61～65岁组人数较少，分别为51和28例。病例多集中在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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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组，共250例，占总例数的37．14％。其他3组较平均，31～

40岁组110例，41～50岁组121例，51～60岁组113例，无明

显人数增多趋势。673例患者大多数工龄在10年以下，其中5

年以内工龄者340例，占总例数的50．52％；6～10年工龄者

186例，占总例数的27．64％；10年以上工龄者147例，占总例

数的21．84％。随着T龄的增长，外伤数量逐渐减少。

3．患者所在企业性质：国有企业及事业单位职工167例，

占24．81％；私营企业职工506例，占75．19％。私企职工外伤

例数是国有企业职工的3．03倍。

4．患者受伤情况和时间构成：该组673例患者合并神经、

血管、肌腱损伤患者230例，简单行清创缝合患者442例。职

业性手外伤的高发月份为4～9月，平均每日缸8人次，10~3月

为职业性手外伤的低发月份。其中7月最多，1月最少。将每

天按8 h工作制从8：00～12：00、14：00～18：00分为8个时段。

职业性手外伤常发生在l 1：00～1 2：00和3：00～4：00。

5．受伤原因构成：按照受伤原因将损伤分为玻璃割伤、

刀具割伤、电锯伤、机器造成事故、挤压伤、铁片割伤、异物存

留、重物砸伤及其他损伤共9类损伤，其中玻璃割伤153例，

刀切割伤129例，电锯伤36例，机器造成事故178例，挤压

伤36例，铁片割伤22例，异物存留12例，重物砸伤29例，

其他损伤78例(包括工作中扭伤、跌倒等损伤)。其中由于操

作机器不熟练造成事故178例，被玻璃、刀具锐器割伤共计

282例，占手外伤比重的绝大部分。

三、讨论

手外伤常分为生活性与职业性两大类。既往国内外文献

报道表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及不同的人群，职业性手外伤

的构成并不一致，但在性别和年龄方面有着共同的规律，即

男性多于女性，青壮年患者比例较大刚。本次调查的673例

手外伤患者的男女比例为2．96：1(503／170)，21—30岁患者居

多(250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患者。2l～50岁患者占本组

病例的71．46％，略低于2007年江长青等啊报道的83．3％。本

研究中的三甲医院地理位置位于天津市东部，为市区内距离

滨海新区及东丽开发区最近的三级甲等医院，在滨海新区及

东丽空港经济开发区有大量的外资、合资企业办厂，随着改

革开放的发展，东丽区有大量私营企业办厂，企业多为机械

制造类、汽车制造、轻工业加工等企业。大部分劳动者为体力

劳动，故男性青壮年劳动者居多。这与当地从事劳动的男女

人口比例及年龄段基本吻合。在受伤工龄方面，随着工龄的

延长，工作经验的增多，受伤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本组病例

患者受教育程度均偏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患者达

62．40％，受伤患者大多数工作于私营企业，其中以外省市农

民工居多，本次调查略低于贾秀梅等嗣报道的初中及初中以

下文化程度者达65．16％。私营企业职工506例，占总例数的

75．19％，为国有企业职工患者的3．03倍。因私营企业多为中

小型乡镇企业，不重视岗前的技术培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工人劳动强度大，工作强度高。加之招收的工人文化水平较

低，不能充分理解和重视岗前培训及操作要点，故受伤比例

较高，因此加强岗前培训可有效降低职业性手外伤的发生

率【71。本组病例受伤时间常发生在11：00—12：00和3：00,-,4．'00。

这可能与上午的工作强度较大，接近午休及午餐时间，思想

麻痹；下午临近下班，为了增快工作进度及完成配额要求，加

快工作节奏，忽视操作规程有关。本研究受伤人数以7月最

多，1月最少，可能与天津市7月份天气最为炎热，劳动者体

力消耗较多，工作易出现疲劳；1月天气较寒冷，体力消耗

小，也因我国春节大多在1月底2月初，大量外来务工人员

均返乡过年，中小型乡镇企业停产有关。本组病例中，由于机

器事故及玻璃割伤致伤的患者占病例的绝大部分，进一步反

映了岗前培训的重要性，只有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加强岗前培训才能进一步降低机器操作带来的危害；在工作

中减少玻璃材质操作工具的使用，对于玻璃制造及其相关的

工作工种，要严格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重视玻璃器皿造成

的危害。本研究病例合并肌腱、神经、血管损伤患者为282

例，大部分病例为简单清创缝合患者。手外伤要求在8 h内

尽量关闭伤151进行清创缝合㈣，伤后超过8 h造成伤口感染

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要大大提高。大部分职业性手外伤较少遗

留手部功能的后遗症，故对于较轻微的职业性手外伤患者可

就近就诊于当地卫生机构，及早处理，及早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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