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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NS3<7PWFt:普通健康问卷和Z;3P1>t:职业紧张
问卷% 用整群抽样的方法% 对某电力检修公司 ,,$ 名员工的
精神卫生状况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该公司员工精神卫生异
常率为 %%=# '̂ *SF2:T2;回归分析发现% 精神卫生的主要影响
因素有职业紧张程度( 应付能力( 工作满意感( 年龄和工龄'

关键词! 电力行业" 精神卫生"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A,-%=)!!文献标识码! R
文章编号! $##"&""$C#"#$)$#"&#$'#&#,
!"#! $#?$,),$D9?;>E2?4FFGGH?"#$)?#"=#""
电力行业为高危行业% 简单重复的工作方式和单调的工

作环境( 电力体制改革的冲击及变化等对员工的身心健康造
成一定的影响' 为了解某电力检修公司员工的精神卫生状况
及其影响因素% 对该公司的 ,,$名员工进行调查研究'
!"对象与方法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 调查某电力检修公司 ,,$ 名员工
的精神卫生状况' 调查对象以男性为主 # "@( 人% 占
@)=( $̂" 年龄 ", )̀# 岁% 平均年龄 ,)=( 岁" 其中管理人员
)%人 #$-=) $̂( 技术人员 ") 人 #(=- $̂( 生产工人 "'# 人
#("=% $̂" 已婚者占 ('=- "̂ 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上人员为
主% 占 ((=, '̂
!#$!调查方法

使用Z;3P1>t:.职业紧张调查表/ 和 NS3<7PWFt:.普通健
康问卷/' Z;3P1>t:.职业紧张调查表/ 由应付能力( 工作满
意感和职业紧张因素 ,个维度组成' 如应付能力得分%)#分%
各亚组得分%$"分% 则认为应付能力弱" 如工作满意感得分
%'%分% 则认为工作满意感差" 职业紧张因素得分%,) 分%
各亚组得分%-分% 认为职业紧张程度大' 量表采用 $ %̀分 %
级评分制' NS3<7PWFt:.普通健康问卷/ 由 $"个条目组成% 其
中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各 )个' 量表采用 $ '̀分 '级评分制'
$"个条目总计 '@分% 如得分%"(分% 则判定精神卫生异常'

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 采用匿名面对面的询问方式% 调
查表由专人进行审核( 编码'
!#%!统计学分析

使用.K2<1T1,=#建立数据库录入资料% 采用双录入的形

式% 以 _B_-?#统计软件进行$" 检验( 趋势检验和*SF2:T2;多
元回归分析'
$"结果
$#!!员工精神卫生状况

员工精神卫生异常检出率为 %%=#^ #$@"D,,$$' 在积极
性陈述中% ,喜欢日常活动- 和 ,决定能力- 两方面问题最
突出% 偶尔和从无的比例分别占 "(="^和 "%=( "̂ 在消极性
陈述中% ,紧张疲劳-( ,因焦虑而失眠- 和 ,沮丧- 的问题
最突出% 经常和有时的比例分别占 %)=" (̂ %#=@^和 ''=' '̂
见表 $' 可见% 该电力检修公司员工消极性陈述问题多于积极
性陈述'

表!!员工精神卫生状况调查 ^

条目 经常 有时 偶尔 从无

集中精力 '#=@ ,-=# $@=' $=@
发挥作用 ,$=$ ',=@ ""=( "='
决定能力 ,$=' '"=- ",=# "=(
喜欢日常活动 ,,=@ ,-=# "'=@ "='
不回避矛盾 ,(=% ,(=@ "$=@ ,=#
愉快 '$=$ ,)=, $@=( ,=-
因焦虑而失眠 $,=) ,(=" ,)=, $,=#
紧张疲劳 $@=( ,(=% ,'=' -='
不能克服困难 $,=# "-=- ,-=, $(=@
不愉快或沮丧 $"=( ,$=( '"=- $"=(
失去信心 -=$ "-=) ,(=% ",=-
自认无价值 -=$ "$=$ "-=# '#=@

$#$!不同性别员工精神卫生状况
男性精神卫生异常率为 %%=$^ # $%@D"@($% 女性为

%'=%^ #"'D''$% 两者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m#=$-(% 7m
#=)%($'
$#%!不同岗位员工精神卫生状况

管理人员的精神卫生异常率为 '#=#^ #")D)%$% 技术人
员为 %(=(^ #$%D")$% 生产人员为 %@=@^ #$'$D"'#$% 生产
技术人员的精神卫生异常率高于管理人员'
$#&!不同年龄员工精神卫生状况

年龄g,# 岁( ,# '̀# 岁( '$ %̀# 岁和 %$ )̀# 岁各组的精
神卫生异常率分别为 %%=" (̂ %"=( (̂ %'=(^和 %'=, %̂ 各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7c#=#%$'
$#'!文化程度对员工精神卫生状况的影响

大专及以下组精神卫生异常率为 %(=- %̂ 本科以上组为
%$=)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m$=$'-% 7m#="@'$'
$#(!婚姻对员工精神卫生状况的影响

已婚组精神卫生异常率占 %"=# %̂ 未婚组为 )"=, %̂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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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或丧偶组为 ))=( %̂ 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7c#=#%$'
$#)!不同工龄员工精神卫生状况

工龄g$#年( $# "̀# 年( "$ ,̀# 年( ,$ '̀# 年各组精神
卫生异常率分别为 '%=% (̂ )-=@ (̂ )(=,^和 )'=# %̂ 工龄g
$#年组精神卫生异常率低于其他组%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工资月收入对员工精神卫生状况的影响

月收入g$### 元( $### "̀### 元( "##$ ,̀### 元( ,##$`
'###元和c'### 元各组的精神卫生异常率分别为 %#=# (̂
%,=@ (̂ %"=, (̂ )#=#^和 %'=$ %̂ 各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不同职业紧张程度( 应付能力( 工作满意度对员工精神
卫生状况的影响

以紧张因素( 应付能力( 工作满意度得分的 7"%( 7(%为
分界点% 将职业紧张程度( 应付能力( 工作满意度划分为低(
中( 高 ,组' 职业紧张程度低( 中( 高组的精神卫生异常率
分别为 '$=, (̂ '-='^和 ()=( %̂ 精神卫生异常率随着紧张
程度的增加而提高% 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g#=#$$" 应
付能力低( 中( 高组的精神卫生异常率分别为 @)=@ (̂
'(=#^和 $@=' "̂ 工作满意度低( 中( 高组的精神卫生异常
率分别为 )(=# (̂ '(=,^和 %$=' %̂ 精神卫生异常率随应付
能力( 工作满意度的提高而降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g
#=#%% 7g#=#$$% 见表 "'
$#!,!影响员工精神卫生的因素

以精神卫生是否异常为因变量% 性别( 岗位( 工龄( 年
龄( 月收入(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 职业紧张程度( 应付能
力( 工作满意感为自变量% 进行*SF2:T2;逐步回归分析% 以选

表$!不同职业紧张程度( 应付能力( 工作满意度对
员工精神卫生状况的影响 人数 # $̂

维度

精神卫生状况

正常 异常
L值 7值

职业紧张程度 '=))%" g#=#$
低 '' #%@=($ ,$ #'$=,$
中 @' #%#=)$ @" #'-='$
高 "$ #",=,$ )- #()=($

应付能力! -=),-, g#=#$
低 $) #$,="$ $#% #@)=@$
中 ($ #%,=#$ ), #'(=#$
高 )" #@$=)$ $' #$@='$

工作满意度 $=$'- g#=#$%

低 ,@ #,,=#$ (( #)(=#$

中 (( #%"=($ )- #'(=,$

高 ,' #'@=)$ ,) #%$='$

合计 $'- #'%=#$ $@" #%%=#$

入7&#=$#% 剔除7%#=$%为检验水准% 用最大似然法组建精
神卫生异常概率预测方程' 对模型进行检验% 7值g#=#$% 模
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预测方程如下!

3>#
$

$&$
$ m&(=#-()u#=#'),%u#=$%@-8&#=#'),-u

!!!!!!!#=($)#1&#=%@-%#
注! $&精神卫生异常发生概率" %&职业紧张程度评分"

8&应付能力评分" -&工作满意感评分" 1&工龄" #&年龄'
*SF2:T2;回归分析表明% 精神卫生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职业

紧张程度( 应付能力( 工作满意感( 工龄和年龄% 见表 ,'

表%!员工精神卫生影响因素的*SF2:T2;回归分析

变量 "值 57 M%01 7值 ,G ,G#-%N@A$

常数 &(=#-() ,,='@,$ g#=#$

职业紧张程度 #=#'), #="$') '=(@#" g#=#% $=#'( $=##% $̀=#-"

应付能力 #=$%@- #=@(') '-=(',$ g#=#$ $=$(" $=$"" $̀=""%

工作满意感 &#=#',) &#=""-@ %=')), g#=#% #=-%( #=-", #̀=--,

工龄 #=($)# #=,@(( $#="-), g#=#$ "=#') $=,"$ ,̀=$)-

年龄 &#=%@-% &#=,""$ )=-"") g#=#$ #=%%% #=,%@ #̀=@)#

%"讨论
近年来% 随着我国电力企业持续( 高速的蓬勃发展% 高强

度( 高危险的工作压力以及高技术( 高技能的职业需求等% 都
对员工的身心健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次调查企业员工的精
神卫生异常率为 %%=# %̂ 与余善法( 刘克俭( 李朝林( 李霜等
使用NS3<7PWFt:普通健康调查表的研究)$ '̀*相比% 高于货车司
机( 流动工人( 电子企业员工等人群的精神卫生异常率'

调查结果显示% 精神卫生异常率在不同性别( 年龄( 文
化程度( 婚姻状况及不同月收入员工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生产人员的精神卫生异常率高于管理人员% 这可能与一
线生产人员处于 "'小时紧急待命状态% 承担较大的安全和生
产压力有关' 职业紧张程度高(应付能力低(工作满意感低的
员工精神卫生异常率较高%趋势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SF2:T2;
多元回归分析表明% 精神卫生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职业紧张程

度( 应付能力( 工作满意感( 工龄和年龄% 职业紧张程度(
应付能力的偏回归系数均c#% ,G值分别 $=#'(( $=$("% 表明
职业紧张是精神卫生状况的危险因素" 应付能力是精神卫生
状况的保护因素% 应付能力低者发生精神卫生异常的风险高
于应付能力高 #得分低$ 的员工" 工作满意感评分的偏回归
系数g#% ,G值g$% 表明工作满意度也是精神卫生状况的保护
因素' 职业紧张程度( 应付能力和工作满意感的标准偏回归
系数的绝对值分别为 #="$')( #=@(')和&#=""-@% 可见应付能
力的贡献最大% 是精神卫生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职业人群的精神卫生影响因素较为复杂% 既有与工作有
关的因素% 也有个人及家庭的因素% 而本次调查涉及的因素
只有个人特征因素( 职业紧张程度( 应付能力和工作满意感%
未涉及人格( 生活事件和行为方式等对员工精神卫生的影响%
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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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Z;3P1>t:职业紧张问卷和NS3<7PWFt:普通健康
问卷% 以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某燃煤电厂 $$, 名员工进行问卷
调查% 收集有效问卷 $#( 份% 其中职业接触噪声工人 )% 人%
以非接触噪声的工人 '"人作为对照' 接触噪声工人精神卫生
异常检出率为 ),=$ '̂ 接噪组与对照组在紧张程度( 应付能
力( 工作满意度和精神卫生等方面的异常率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7g#=#%$'

关键词! 噪声" 职业紧张" 精神卫生
中图分类号! \R%," A,-%=)!!!文献标识码! R
文章编号!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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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接触一定强度的噪声% 不仅可以引起听力下降和噪

声性耳聋% 同时也对人们的精神卫生健康产生很大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噪声作为工作环境中的紧张影响因素可导致职

业紧张及精神卫生问题)$%"* ' 为此% 我们对某燃煤电厂接触噪
声工人的精神卫生状况进行调查'
!"对象与方法
!#!!对象

根据 .职业卫生名词术语/ #NRLD\""'&"#$#$ 和 .工
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 部分! 物理因素/
#NRL"="&"##($ 的要求% 在某燃煤电厂问卷调查的 $#( 份
有效问卷中选取作业场所接触噪声强度%@% <R#B$的 )%名工
人作为接噪组% g@# <R#B$的 '"名工人作为对照组'
!#$!方法

采用余善法),*引进并改良的Z;3P1>t:.工作紧张调查表/
和NS3<7PWFt:.普通健康问卷/ 进行调查% 量表 aWS>71;5t:'
系数分别为 #=@@%和 #=(-,' .工作紧张调查表/ 包括紧张程
度( 应付能力和工作满意感 , 个维度% 共 '' 个条目% 采用 $
%̀ 分 % 级评分制' 紧张程度%,) 分% 且各子条目%- 分时

#包括工作冲突( 工作压力( 工作范围和与领导关系$ 认为职
业紧张程度高" 应付能力%)#分% 且各子条目%$" 分时 #包
括了解自己( 兴趣( 反应性( 尊重别人( 主动性和创造性$
认为应付能力弱" 工作满意感%'% 分时% 则认为工作满意感
差' .普通健康问卷/ 由 $"个条目组成% 采用 $ '̀ 分 ' 级评

分制% 总分 '@ 分% 若总得分%"( 分% 判断为精神卫生异
常)%* ' 此外% 自行设计 .一般调查问卷/ 对研究对象的性
别( 年龄( 职业接触史 #岗位( 工种及工龄$( 文化程度( 婚
姻状况等进行调查'
!#%!质量控制

统一培训调查员和审核员% 实行集中填写% 每份问卷由审
核员现场核对之后当场收回% 对于缺失项要求调查对象当场完
成' 缺失项大于 %^者为无效问卷% 予以剔除% 建立.K2<1TP,=#
数据库双录入资料% 并随机抽取 "#^的数据进行复核'
!#&!统计分析

使用 _I__""=#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经正态性检
验符合正态分布者% 以 Bf>描述" 不符合正态分布者% 以中
位数 #4$ 描述" "组组间均数比较采用配对'检验" 计数资
料率的比较采用配对$" 检验" 工人精神卫生的影响因素采用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检验水准!m#=#%'
$"结果
$#!!基本情况

该燃煤电厂工作环境中主要存在粉尘( 噪声等职业病危
害因素" 作业工人实行三班两运转% 每天工作 @ 5% 属于中等
强度体力劳动" 以接触噪声作业 )% 人作为接噪组% 男性占
(#=@ %̂ 平均年龄 ,-=$ 岁%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 %̂
已婚占 @(=( "̂ '"人不接触噪声作业者作为对照组% 男性占
($=' %̂ 平均年龄 ,(=@ 岁%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 ($=% %̂
已婚占 @@=$ '̂ 两组人群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
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7c#=#%$% 见表 $'
$#$!工人职业紧张和精神卫生状况

接噪组与对照组在紧张程度( 应付能力( 工作满意度和
精神卫生等方面的异常率比较%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详
见表 "'
$#%!工人职业紧张和精神卫生得分情况

紧张程度( 应付能力和工作满意度在接噪组和对照组间
的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7c#=#%$" 精神卫生在两组间的
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7g#=#%$' 紧张程度中工作范围(
与领导关系以及应付能力反应性( 尊重别人各亚组中% 两组
间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7g#=#%$' 见表 ,'
$#&!工人精神卫生的影响因素

接噪组工人在集中精力( 决定能力等积极性陈述方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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