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2　丙烯腈对大鼠血清中 IL-2 、 G-CSF、 EPO

含量的影响　(x±s) mg/ L

组别
动物数
(只) IL-2　 G-CSF　 EPO　

对照组 10 5.51±1.50 1.98±0.35 1.79±0.13

染毒低剂量组 10 4.13±1.09＊ 1.87±0.61 2.22±0.60＊

染毒中剂量组 10 4.03±0.74＊ 2.02±0.57 2.66±0.19＊

染毒高剂量组 10 4.06±0.92＊ 1.66±0.84 2.30±0.41＊

3　讨论

国外学者曾观察接触丙烯腈作业 1～ 3 年的工人中出现轻

度贫血 , 血清铁升高 , 白细胞分类 、 淋巴细胞下降[ 1] 。国内资

料也提示丙烯腈车间作业工人末梢血象红 、 白细胞普遍偏低 ,

贫血患者所占比例增高。 张一峰等
[ 2]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 长

期接触丙烯腈的作业工人普遍出现白细胞减少现象 , 在调离

岗位后可恢复到正常范围 , 但回原岗位工作 3个月后 , 白细胞

总数再次降低。我们在实验中发现丙烯腈染毒后 , 大鼠的外

周血白细胞 、 血小板计数下降 , 白细胞分类计数粒细胞比例

相对下降[ 3] , 提示丙烯腈对大鼠的外周血细胞具有一定的毒

性。为了揭示对大鼠的血液毒作用机制 , 必须进一步研究其

对骨髓造血功能的影响。

本次实验发现丙烯腈引起骨髓中的原粒细胞 、 早幼粒细

胞占有核细胞百分率升高 , 表现为大鼠骨髓象中早期粒细胞

增殖活跃 , 提示丙烯腈具有一定的骨髓毒作用 , 尤其表现在

对粒细胞系的毒作用更为明显 , 是否导致了血液 、 免疫细胞

数量和功能的改变 , 需进一步研究。

细胞因子是由活化的免疫细胞和某些基质细胞分泌的一

种小分子多肽类因子 , 它们在机体的免疫系统中起非常重要

的调控作用。白细胞介素-2、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和促红细胞

生成素 3种细胞因子在不同程度 、 不同阶段 、 不同细胞类型上

刺激骨髓细胞分化 、 增殖[ 4～ 7] 。本次实验发现 , 大鼠丙烯腈染

毒后 , 血清中的白细胞介素-2 活性降低 、 促红细胞生成素含

量升高 , 提示丙烯腈可能干扰了细胞因子的活性和作用 , 其

影响细胞因子对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生长和分化的调节作用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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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场管理人员与营业员职业紧张的对比分析
宋　辉 , 刘贺荣 , 汪　岭 , 朱玲勤 , 张振祥

(宁夏医学院预防医学系 , 宁夏 银川　750004)

　　摘要:采用职业紧张调查表 (OSI)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商场管理人员的紧张水平高于营业员 , 紧张反应较

营业员严重;管理人员紧张反应与紧张水平的强预测因素与营业员有所差异。说明管理人员的紧张水平 、 紧张反应及

其影响因素与营业员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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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紧张理论认为个体处于各种强度的紧张因素环境之

中 , 可产生一些急性紧张反应 , 包括情感的 、 行为的和生理

的反应 , 过度紧张会对职业人员的健康 、 行为及工作效率产

生影响[ 1 ～ 3] 。关于管理人员职业紧张的研究国外有大量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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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内甚少 , 为探讨管理人员主要的职业紧张因素 、 紧张程

度 、 紧张反应及其影响因素 , 我们于 2002年 4 ～ 5月对宁夏某

大型商场的职工进行了问卷调查。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宁夏某大型商场工龄>1 年的 78 名管理人员与 599

名营业员作为研究对象 , 此次调查实发问卷739份 , 回收有效

问卷679 份 , 回收率为 91.1%, 为排除年龄 、 工龄 、 性别 、 文

化程度 、 婚姻状况 、 吸烟及饮酒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

响 , 选择其中 73名管理人员与 151 名营业员作为分析对象。

1.2　问卷内容与方法

采用职业紧张调查表(OSI)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

括:(1)紧张因素:工作负荷 、人际关系 、家庭/工作平衡 、管理角

色 、工作责任 、认知负荷 、组织气氛及其他紧张来源;(2)中和缓

解因素:A 型行为 、对工作的影响力 、应付策略;(3)紧张反应:工

作满意感 、心理卫生 、躯体不适;(4)背景因素:年龄 、工龄 、性

别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业余爱好 、体育锻炼情况 、抚养子女

数 、每周工作时间 、吸烟指数及饮酒指数等。采用自评法完成

问卷内容 , 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人员完成。

1.3　统计分析方法

应用 SPSS10.0 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1)商场管

理人员与营业员职业紧张因素 、 中和缓解因素及紧张反应得

分的比较;(2)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分析相关变量对紧张

反应的影响以及有关变量对紧张水平的影响。 变量引入必须

符合两个标准 , 一是总体方程的 F 检验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二是所引入的每个变量的 F 检验应<0.15。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见表1。

表 1　管理人员与营业员一般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性　　别

　男性　

人数　%
　
　女性　

人数　%

文化程度

　初中　

人数　%
　
　高中　

人数　%
　
大专以上

人数　%

婚姻状况

　单身　

人数　%
　
　已婚　

人数　%
　
　其他　

人数　%

年龄

(岁)

工龄

(年)

管理人员 73 16 21.9 57 78.1 7 9.6 36 49.3 30 41.1 10 13.7 60 82.2 3 4.1 34.9±7.4 15.4±8.3

营 业 员 151 33 21.9 118 78.1 16 10.6 82 54.3 53 35.1 33 21.8 107 70.9 11 7.3 33.8±7.3 14.4±7.3

　　注:管理人员与营业员比较:性别 、 文化程度 、 婚姻状况的χ2 值分别为 0.000 , 0.759 , 1.829;P 值为 0.991, 0.684, 0.401;年龄 t =1.071 ,

P=0.285;工龄 t=1.003 , P=0.317。

2.2　管理人员与营业员职业紧张得分比较　见表2。

表 2　管理人员与营业员职业紧张得分的比较 (x±s)

项目 管理人员 营业员 t 值 P 值

紧张因素 141.07±20.30＊＊ 131.42±21.34 3.221 0.001

　工作负荷 20.52±3.98＊ 19.14±4.12 2.378 0.018

　人际关系 29.25±4.95 28.06±5.11 1.647 0.101

　家庭/工作平衡 20.19±5.06＊ 18.70±4.58 2.206 0.028

　管理角色 12.10±3.10＊ 11.09±3.30 2.189 0.030

　工作责任 15.11±3.52＊＊ 13.60±2.98 3.402 0.001

　认知负荷 14.75±2.63 14.13±3.35 1.389 0.166

　组织气氛 15.52±2.51＊＊ 13.14±2.92 4.487 0.000

　其他紧张来源 13.63±2.80 12.975±2.87 1.635 0.103

工作满意感 49.48±9.19 49.38±9.75 0.070 0.994

　本身满意感 24.79±4.69 24.40±5.31 0.535 0.593

　组织满意感 24.68±5.14 24.98±5.07 -0.406 0.685

心理卫生 42.42±8.55 42.56±8.11 -0.112 0.911

　心理满足 16.63±5.22 16.60±4.95 0.047 0.962

　信心充足 16.21±3.54 16.50±3.34 -0.614 0.540

　心情平静 9.59±2.54 9.46±2.58 0.360 0.719

躯体不适 20.18±4.03＊ 18.97±4.32 2.010 0.046

A型行为 22.81±3.04 22.46±2.65 0.869 0.386

　忍耐性 11.25±1.89＊ 10.72±1.80 2.036 0.043

　竞争性 11.56±2.86 11.75±2.11 -0.604 0.547

对工作的影响力 12.84±1.66 12.73±1.71 0.444 0.657

　应付策略 39.15±6.66＊ 37.26±6.72 1.974 0.050

　控制策略 23.40±3.91＊＊ 21.59±4.57 2.906 0.004

　支持策略 15.75±3.58 15.68±3.12 0.167 0.868

　　＊与营业员比较 P<0.05 , ＊＊P<0.01。

由表 2 可看出管理人员的紧张因素总分 、 工作负荷 、 家

庭/工作平衡 、 管理角色 、 工作责任 、 组织气氛 、 躯体不适 、

忍耐性 、 应付策略及控制策略因子的得分均高于营业员 , 差

异有显著或非常显著性 (P<0.05 或 P<0.01)。

2.3　相关变量对紧张反应的逐步回归分析

2.3.1　紧张因素缓解因素及背景因素对工作满意感的逐步回

归分析　从表 3 标准偏回归系数可见认知负荷 、 工作负荷与

对工作的影响力对管理人员工作满意感方程的贡献最大;其

他紧张来源对营业员工作满意感方程的贡献最大 , 其次是组织

气氛 、人际关系 、认知负荷及管理角色 , 其余因素影响较小。

表 3　工作满意感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因　素 偏回归系数 标准偏回归系数 P值

管理人员

　　对工作的影响力 1.676 0.303 0.002

　　认知负荷 -1.316 -0.377 0.000

　　性别 -4.325 -0.196 0.039

　　工作负荷 -0.724 -0.314 0.002

营业员

　　认知负荷 -0.638 -0.219 0.011

　　其他紧张来源 1.427 0.420 0.000

　　人际关系 -0.510 -0.267 0.003

　　组织气氛 -0.938 -0.281 0.001

　　管理角色 0.610 0.206 0.013

　　体育锻炼 1.251 0.138 0.032

　　抚养子女数 1.696 0.099 0.134

　　A型行为 0.570 0.155 0.022

　　对工作的影响力 0.696 0.122 0.067

　　文化程度 -1.617 -0.105 0.117

2.3.2　紧张因素缓解因素及背景因素对心理卫生的逐步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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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由表4可看出 , 控制策略对管理人员心理卫生方程的贡

献最大 , 其次是婚姻状况 、 管理角色 , 其余因素影响较小;

应付策略对营业员心理卫生方程的贡献最大 , 其次是工作负

荷 , 其余因素影响较小。

表 4　心理卫生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因　素　　　 偏回归系数 标准偏回归系数 P 值

管理人员

　　工作负荷 -0.466 -0.217 0.063

　　控制策略 0.780 0.357 0.000

　　管理角色 -0.780 -0.283 0.010

　　婚姻状态 5.789 0.280 0.005

　　竞争性 0.751 0.201 0.045

　　组织气氛 -0.644 -0.189 0.100

营业员

　　应付策略 0.417 0.346 0.000

　　工作负荷 -0.440 -0.224 0.012

　　婚姻状况 -2.218 -0.143 0.062

　　人际关系 -0.249 -0.157 0.073

　　忍耐性 -0.507 -0.113 0.130

　　性别 -2.198 -0.112 0.131

2.3.3　紧张因素缓解因素及背景因素对躯体不适的逐步回归

分析　表5可见 , 文化程度对管理人员躯体不适方程的贡献最

大 , 其次是应付策略 、 对工作的影响力与管理角色 , 其余因

素影响较小;婚姻状况 、 体育锻炼与管理角色对营业员躯体

不适方程的贡献最大。

表 5　躯体不适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

因素 偏回归系数 标准偏回归系数 P 值

管理人员

　　管理角色 0.261 0.201 0.091

　　文化程度 -1.988 -0.319 0.007

　　应付策略 0.163 0.270 0.020

　　影响力 -0.536 -0.221 0.047

　　每周工作时间 0.164 0.165 0.141

营业员

　　婚姻状况 2.124 0.256 0.002

　　体育锻炼 -0.884 -0.220 0.005

　　性别 -1.291 -0.124 0.117

　　管理角色 -0.322 -0.246 0.007

　　文化程度 -1.033 -0.151 0.064

　　工作责任 0.279 0.193 0.036

　　竞争性 -0.264 -0.129 0.103

2.4　有关变量对职业紧张的逐步回归分析

管理人员紧张水平的预测因素为年龄 , 其偏回归系数与

标准偏回归系数分别为 0.517、 0.189;营业员紧张水平的预测

因素为控制策略与文化程度 , 其偏回归系数与标准偏回归系

数分别为 1.252、 0.268 与 5.605、 0.116 , 可知控制策略对营业

员紧张水平方程的贡献较大。

3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管理人员的紧张水平明显高于营业员 , 较

营业员具有更多的工作任务与管理任务 , 工作责任大 , 承受

了更大的组织气氛压力 , 家庭与工作间的冲突更多。管理人

员的忍耐性较营业员差 , 表明管理人员更具有 A 型行为倾向 ,

对紧张因素更为敏感 , 易受其影响[ 1 , 2] 。管理人员的紧张反应

主要表现在躯体不适方面 , 其应付策略明显多于营业员 , 提

示其有效地缓解了管理人员的紧张反应及紧张程度。管理人

员是商场职能部门及业务部门的核心力量 , 在商场的发展 、

决策及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 故其比营业员经历了更多的紧

张 , 紧张反应较营业员严重。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 管理人员的工作成就感压力与

工作负荷压力越高 、 工作决策的自由度越低 , 工作满意感越

差 , 反之则越高;男性管理人员的工作满意度较女性高。其

他紧张来源对营业员工作满意感的影响最大 , 由于经济体制

的转变 , 目前商场营业员大多采用聘用制 , 所以工作前景的

不确定性也是影响营业员工作满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

应付紧张的策略对管理人员与营业员的心理卫生影响最

大 , 应付策略越多 , 心理卫生状况越好;未婚营业员的心理

卫生状况最好 , 已婚者次之;男性营业员的心理卫生状况好

于女性 , 与有关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4 , 5] 。

管理人员的躯体反应主要随着文化程度与工作决策自由

度的增高而减轻 , 随着管理工作压力的增高 , 身体健康状况

下降 , 缓解紧张的应付策略增多。未婚营业员的身体健康状

况最好 , 已婚者次之 , 其他婚姻状况者最差;男性营业员的

健康状况较女性差;随着管理任务压力的增高 , 营业员的健

康状况下降;加强体育锻炼可减轻身体不适 , 改善健康状况。

商场管理人员的职业紧张主要来自于工作负荷 、 家庭/工

作平衡 、 管理角色 、 工作责任与组织气氛压力 , 其紧张反应

主要表现为躯体不适;缓解措施 、 应付策略及行为特征可显

著地减轻其紧张反应 , 改善心理健康状况 , 提高工作满意度 ,

提示应付策 略与行为方式可 以修饰紧张因 素-反应关

系[ 1 ～ 3, 6 , 7] 。影响管理人员与营业员紧张反应与紧张程度的因

素不完全相同 , 由于商场现行的管理体制 , 不仅使管理人员 ,

而且使营业员也承受着不同程度的来自于管理任务的压力。

(本研究采用的职业紧张问卷由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余善法主任医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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