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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司机情感平衡状态与职业紧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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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桂珍， 余善法， 周文慧， 吴辉

（河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院， 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摘要：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 对某铁路局机务段 １ ４１３ 名

男性机车司机进行情感平衡状态影响因素横断面调查。 结果

显示， 情感评分与回报、 工作稳定性、 提升机会、 工作满意

感、 自尊感和应对策略评分呈正相关 （Ｐ＜０ ０１）， 与睡眠障

碍、 付出、 角色冲突、 组间冲突、 社会支持、 心理需求、 每

日紧张感和抑郁症状呈负相关 （Ｐ＜０ ０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 应对不充分、 低自尊、 低回报、 低工作满意感是

发生不良情感的危险因素。 职业紧张、 紧张反应、 个体特征

能影响机车司机的情感状态， 提高应对能力、 社会支持、 回

报和工作满意感是改善司机情感状态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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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状态是引起和加重疲劳综合征的重要因素

之一［１］ 。 负性情感作为一种消极的情绪体验， 可通

过自主神经系统、 内分泌和免疫系统诱发躯体疾

病［２］ 。 不稳定的情绪会使人感到精神不振、 懒于观

察思考、 大脑反应迟钝， 对熟悉的操作规程变得陌

生， 产生由于个人应对不足导致的职业紧张［３］ 。 紧

张反应包括心理反应、 生理反应和行为异常， 长期

持续存在的紧张状态可导致脑力和躯体疲劳、 注意

力下降、 工作效率降低， 并直接影响操作的准确性，
造成工作失误和工作事故发生率增高。 为了解高铁

时代机车司机情感平衡状态， 探讨其与职业紧张的

关系， 以减少工作失误或工作事故的发生， 我们对

某机务段司机的情感平衡状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

横断面研究。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 对某铁路局机务

段１ ４１３名男性列车司机进行了横断面调查， 所有的

调查对象均签订了知情同意书。 本研究经河南省职业

病防治研究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 １ ５００ 名司机参

加了调查， 剔除了变量和 ／或问卷 ３ 个条目应答缺失

的问卷后 （５ ８％）， 有 １ ４１３ 份资料进入最后的统计

处理， 总体应答率为 ９４ ２％。 其中客车司机 ３０１ 名、
货车司机 ６８３ 名、 客调司机 ８５ 名、 货调司机 ２６５ 名、
动车或高铁司机 ７９ 名。 文 化 程 度： 初 中 ３８ 人

（２ ７％）、 高中 ８４９ 人 （ ６０ １％）、 大专及以上 ５２６
（３７ ２％）。
１ ２　 方法　 采取自报和调查员询问相结合的方法对

研究对象进行现场问卷调查。 问卷内容包括个体因素

（年龄、 文化程度、 婚姻状况、 工龄、 岗位、 吸烟及

饮酒情况）、 职业紧张及其相关因素， 其中职业紧张

因素包括心理需求、 付出、 回报、 工作稳定性、 提升

机会、 角色模糊、 角色冲突、 组内冲突、 组间冲突、
对事的责任、 对人的责任。 职业紧张相关因素包括个

体特征因素 （自尊感） 和缓解因素 （社会支持和应

对策略）。
１ ２ １　 情感平衡测评 　 采用情感量表进行调查［４］。
量表由 １０ 个条目组成， 包括正性情感 （５ 个条目）
和负性情感 （５ 个条目）； 采用 ２ 点赋分法， 即 １ ＝
是、 ０＝否， 情感评分 ＝正性情感分值－负性情感分值

＋５。 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两个因子，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

数分别为 ０ ８１ 和 ０ ８０。
职业紧张因素及其相关因素测评： 使用修订的

职业紧张测量工具对职业紧张因素个体特征因素

和缓 解 因 素 进 行 测 评 ［４］ ， 样 本 的 付 出、 回 报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是 ０ ７８、 ０ ６３， 组间冲突和

组内冲突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５、 ０ ８８；
角色模糊和角色冲突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８５、 ０ ８１。
１ ２ ２　 心理、 生理需求 　 两个因子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为 ０ ６０、 ０ ７７。 自尊感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为 ０ ７５， 社会支持和应对策略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分别

为 ０ ９０、 ０ ８６。 抑郁症状量表［４］ 由 ２０ 个条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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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为 ０ ８６。 工作满意感采用经修订的

《职业紧张压力量表 （ＯＳＩ） 》 问卷中的工作满意感

量表进行调查［４］， 该样本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为 ０ ９１。
１ ２ ３　 质量控制　 本研究所使用的调查问卷已在多

项研究中使用，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水平； 统一培

训调查人员， 安排专人对调查表核对； 数据采用双人

录入， 并进行逻辑检查。
１ ３　 数据处理 　 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０ 软件建立数据库，
ＳＰＳＳ１３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问卷设计中对社会支

持进行了反向赋分； 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法进行

相关分析。 使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或 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对不同文化程度、 年龄、 工龄、 吸烟和

饮酒情况组间情感评分差异进行分析。 以情感评分四

分位数的 ２５％和 ７５％值作为界值对调查对象分组： 评

分≤２５％位数值的视为情感 “低”、 ２５％ ＜位数值 ＜
７５％的视为情感 “中等”、 ≥７５％位数值的视为情感

“高”。 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时， 职业紧张因

素和职业紧张反应变量均以评分均数为界值进行区

分。 年龄、 工龄等以连续性变量引入方程。 以情感为

应变量， 以职业紧张因素、 职业因素和个体特征变量

等为自变量［５］， 自变量引入方程的条件是Ｐ＜０ ０５。

２　 结　 果

２ １　 情感评分及分布　 经检验分析， 情感状态评分

不符合正态分布。 以情感评分的上、 下四分位数 （分
别为 ２、 ６） 为界， 将被调查对象分为 ３ 个组别， 即

评分≥６ 分为情感高组 （ ３１４ 人， ２２ ２２％）， 平均

（８ １３± １ ０３） 分； ２ ～ ６ 分为情感中等组 （７３６ 人，
５２ ０９％）， 平均 （４ ６０±１ ０５） 分； ≤２ 分为情感低

组 （３６３ 人， ２５ ６９％）， 平均 （１ １０±０ ８１） 分。
２ ２　 不同个体特征变量组间情感评分结果　 由表 １
可见， 不同岗位、 年龄、 工龄、 吸烟、 饮酒及身体锻

炼情况组间情感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
２ ３　 情感评分与职业紧张变量分析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

分析表明， 情感评分与回报（ ｒ＝ ０ ４１８）、 工作稳定性

（ ｒ ＝ ０ ３１６）、 提升机会 （ ｒ ＝ ０ ３８３）、 工作满意感

（ ｒ＝ ０ ４７９）、 自 尊 感 （ ｒ ＝ ０ ２９９ ４ ） 和 应 对 策 略

（ ｒ＝ ０ １０９） 呈 正 相 关 （ Ｐ ＜ ０ ０１ ）， 与 睡 眠 障 碍

（ ｒ＝ －０ ４０７）、 付 出 （ ｒ＝ －０ ３８６ ）、 角 色 冲 突

（ ｒ＝ －０ １５５）、 组间冲突 （ ｒ ＝ － ０ １１７）、 社会支持

（ｒ＝－０ ３５３）、 心理需求 （ｒ＝－０ １２１）、 每日紧张感 （ｒ ＝
－０ ４６２） 和抑郁症状 （ｒ＝－０ ５０５） 呈负相关 （Ｐ＜０ ０１）。

表 １　 不同个体特征变量组间情感评分分析［Ｍ（Ｐ２５，Ｐ７５）］

变量 组别　 　 人数（％） 评分 χ２ ／ Ｚ 值 Ｐ 值

岗位 ２３ ３５ ＜０ ００１

动车司机 ７９ （５ ５９） ４ ００ （１ ００， ６ ００）

客车司机 ３０１ （２１ ３０） ５ ００ （３ ００， ７ ００）

货车司机 ６８３ （４８ ３４） ４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客调司机 ８５ （６ ０２） ５ ００ （４ ００， ７ ００）

货调司机 ２６５ （１８ ７５） ５ ００ （３ ００， ６ ００）

文化程度 ０ ２５ ＞０ ０５

初中及以下 ３８ （２ ６９） ５ ００ （３ ００， ６ ００）

高中 （含中专） ８４９ （６０ ０８） ４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大专及以上 ５２６ （３７ ２３） ５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婚姻状态 －１ １５０ ＞０ ０５

已婚 　 １ ０６０ （７５ ０２） 　 　５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其他 ３５３ （２４ ９８） ５ ００ （３ ００， ６ ００）

年龄 （岁） ６ ７１ ＜０ ０５

＜３０ ４９０ （３４ ６８） ５ ００ （３ ００， ６ ００）

３０～４０ ４４６ （３１ ５６） ４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４０ ４７７ （３３ ７６） ５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工龄 （年） ９ ７６ ＜０ ０１

≤１０ ６２６ （４４ ３０） ５ ００ （３ ００， ６ ２５）

１１～２０ ２０９ （１４ ７９） ５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２０ ５７８ （４０ ９１） ４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吸烟 ２４ １３ ＜０ ００１

否 ７３４ （５１ ９５） ５ ００ （３ ００， ７ ００）

是 ６０４ （４２ ７５） ４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已戒 ７５ （５ ３１） ４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饮酒 ２３ ４０ ＜０ ００１

否 ６８２ （４８ ２７） ５ ００ （３ ００， ６ ００）

是 ６８３ （４８ ３４） ４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已戒 ４８ （３ ４０） ３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身体锻炼 －３ ４５９ ＜０ ００１

是 ４５３ （３２ ０６） ５ ００ （３ ００， ７ ００）

否 ９６０ （６７ ９４） ４ ００ （２ ００， ６ ００）

２ ４　 不同情感状态机车司机职业紧张相关变量评分

比较　 情感评分高组的回报、 工作稳定性、 提升机

会、 工作满意感、 自尊感评分高于其他两组 （Ｐ ＜
０ ０１）； 应对策略高于情感评分低组， 而与情感评分

中等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情感评分低组的角色冲

突、 角色模糊、 付出、 睡眠障碍、 每日紧张感、 抑郁

症状和社会支持评分高于其他两组 （Ｐ＜０ ０１）； 心理

需求、 组内冲突、 组间冲突评分高于情感评分高组

（Ｐ＜０ ０１）， 与情感评分中等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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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情感评分组间职业紧张相关变量评分比较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

职业紧张变量
情感评分低组

（３６３ 人）
情感评分中组

（７３６ 人）
情感评分高组

（３１４ 人）
χ２值 Ｐ 值

职业紧张因素

　 心理需求 １０ ００ （８ ００， １１ ００） １０ ００ （８ ００， １２ ００） ９ ００ （８ ００， １１ ００） １８ ５２ ＜０ ００１

　 付出 ２１ ００ （１８ ００， ２２ ００） １８ ００ （１６ ００， ２０ ００） １７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９ ００） ２１２ ０７ ＜０ ００１

　 回报 ２５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２８ ００ （２６ ００， ３０ ００） ３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３２ ００） ２３４ ８０ ＜０ ００１

　 工作稳定性 ７ ００ （６ ００， ８ ００） ７ ００ （７ ００， ８ ００） ８ ００ （７ ００， ９ ００） １４０ ７３ ＜０ ００１

　 提升机会 ６ ００ （４ ００， ７ ００） ７ ００ （６ ００， ８ ００） ８ ００ （７ ００， ９ ００） ２０６ ６６ ＜０ ００１

　 角色模糊 １８ ００ （１４ ００， ２１ ００） １７ ００ （１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１６ ００ （１２ ００， ２０ ００） １６ ２４ ０ ００１

　 角色冲突 ２５ ００ （２１ ００， ３０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２３ ００ （１９ ００， ７ ００） ２４ ６３ ＜０ ００１

　 组间冲突 ２４ ００ （２２ ００， ２５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２ ００， ２５ ００） ２３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５ ００） ２２ ４５ ＜０ ００１

　 组内冲突 ２４ ００ （２２ ００， ２５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２ ００， ２５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１ ００， ２５ ００） １３ ２９ ０ ００１

　 对事的责任 １２ ００ （８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２ ００ （９ ００， １４ ００） ８ １１ ０ ０１７

　 对人的责任 １２ ００ （９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４ ００） １２ ００ （８ ００， １４ ００） ３ ３１ ０ １９１

紧张反应

　 睡眠障碍 ２３ ００ （１９ ００， ２９ ００） １９ ００ （１４ ００， ２４ ００） １４ ００ （９ ００， ２９ ２５） ２２３ ９９ ＜０ ００１

　 每日紧张感 １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０ ００ （８ ００， １２ ００） ８ ００ （６ ００， １０ ００） ２７４ ６６ ＜０ ００１

　 抑郁症状 ３１ ００ （２４ ００， ３８ ００） ２４ ００ （１７ ００， ３０ ００） １５ ５０ （１１ ００， ２１ ００） ３２７ ６６ ＜０ ００１

　 工作满意感 ２４ ００ （１９ ００， ２８ ００） ２９ ００ （２４ ００， ３６ ００） ３６ ００ （２９ ００， ３８ ００） ２８７ ７０ ＜０ ００１

个体特征因素

　 自尊感 １２ ００ （１０ ００， １４ ００） １３ ５０ （１２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４ ００ （１３ ００， １５ ００） １１３ １１ ＜０ ００１

缓解因素

　 社会支持 ３０ ００ （２５ ００～３４ ００） ２７ ００ （２３ ００， ３１ ００） ２３ ００ （１９ ００， ２７ ００） １４６ ７１ ＜０ ００１

　 应对策略 ２２ ００ （１９ ００， ２６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７ ００） ２４ ００ （２０ ００， ２８ ００） １５ ７６ ＜０ ００１

２ ５　 影响情感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表 ３ 结

果表明， 应对不充分、 低自尊、 低回报、 低工作满意

感者发生不良情感的风险是应对充分、 高自尊、 高回

报、 高工作满意感者的 １ 倍多 （ＯＲ 值 ＝ １ ４１０ ～
１ ８１８）。 高社会支持、 低付出、 低每日紧张感和抑

郁症状少可使不良情感的发生风险降低。

表 ３　 影响情感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变量 标准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低工作满意感 ０ ５９８ ０ １４５ １６ ９２３ １ ８１８ （１ ３６７～２ ４１７） ＜０ ００１

抑郁症状少 －０ ７３３ ０ １６８ １９ １３１ ０ ４８０ （０ ３４６～０ ６６７） ＜０ ００１

低自尊 ０ ４３９ ０ １４１ ９ ６８８ １ ５５２ （１ １７７～２ ０４６） ０ ００２

高社会支持 －０ ５５６ ０ １４７ １４ ４００ ０ ５７４ （０ ４３０～０ ７６４） ＜０ ００１

低每日紧张感 －０ ５５６ ０ １５５ １２ ８０３ ０ ５７３ （０ ４２３～０ ７７８） ＜０ ００１

应对不充分 ０ ３４３ ０ １３７ ６ ２４３ １ ４１０ （１ ０７７～１ ８４５） ０ ０１２

低付出 －０ ３７３ ０ １５２ ６ ００９ ０ ６８９ （０ ５１１～０ ９２８） ０ ０１４

低回报 ０ ４３４ ０ １３５ １０ ２８６ １ ５４３ （１ １８４～２ ０１２） ０ ００１

３　 讨　 论

情感包含了正性情感 （快乐、 轻松） 和负性情

感 （抑郁、 焦虑、 紧张）， 个体的情感体验是正性情

感和负性情感的平衡。 本次调查发现， 不同岗位、 年

龄、 工龄机车司机情感状态评分有差异， 与有关研究

结果相似［６，７］。 不吸烟、 不饮酒、 锻炼组的情感评分

较吸烟、 戒烟、 饮酒、 戒酒和不锻炼组情感评分高。
提示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助于情感良好状态的维护。

相关和非参数检验分析表明， 情感与回报、 工作

稳定性、 提升机会、 工作满意感、 自尊感和应对策略

呈正相关， 与睡眠障碍、 付出、 角色冲突、 组间冲

突、 社会支持、 心理需求、 每日紧张感和抑郁症状呈

负相关， 提示情感与职业紧张及其相关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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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８⁃１１］。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 应对不充分、 低自

尊、 低回报、 低工作满意感是发生不良情感的危险因

素， 高社会支持、 低付出、 低每日紧张感和抑郁症状

少可降低不良情感发生的风险。
研究显示［１２］， 负性情感与抑郁症状的增加有关，

主观感知的焦虑与负性陈述呈正相关。 负性情感对个

体的心理品质有着直接的不良影响， 给个体的生理健

康带来负面效应， 导致个体对自我的职业行为产生倦

怠［２］。 Ｓｔａｎｌｅｙ 等［１３］报道正性情感训练对个人获得社

会支持、 减小个体的知觉压力、 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十

分有效。 情感管理培训可以有效降低急救护士的工作

压力， 而负性情感与发生的责任事故有关［１４］。 因此，
管理者可从企业文化建设着手， 开放沟通渠道， 匹配

工作条件， 引导员工情感， 营造积极的情感氛围， 提

升员工情感自我管理水平和身心健康水平。
职业紧张、 紧张反应、 个体特征等均能影响机车

司机的情感状态， 提高应对能力、 社会支持、 回报和

工作满意感是改善机车司机情感平衡状态的重要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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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 ４９１３ 例新发尘肺病接尘工龄分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ａｇｅ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ｄｕｓｔｓ ｉｎ ４９１３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ｐｎｅｕｍｏｃｏｎｉｏｓｉｓ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查晚生， 陈葆春， 胡琼， 宋远超， 胡迅嘉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安徽省职业病防治院，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２２）

　 　 摘要：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安徽省共报告新发尘肺病例 ４ ９１３
例， 其中壹期 ４ ３２４ 例、 贰期 ４２９ 例、 叁期 １６０ 例， 男性 ４ ８４５
例、 女性 ６８ 例。 接 尘 工龄 ０ ０８ ～ ４９ １７ 年， 中 位 数 ２１ ００
（９ ０８， ２８ ５０）年； 矽肺发病以接尘工龄＜５ 年最多， 煤工尘

肺发病以接尘工龄 ２５～ ３０ 年最多， 矽肺患者接尘工龄明显小

于煤工尘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Ｈ ＝ １０７ ６８， Ｐ＜０ ０５）； 壹

期尘肺患者接尘工龄明显长于贰期和叁期患者，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Ｈ ＝ ２０５ ８９， Ｈ ＝ ９３ ００， Ｐ＜０ ０５）。 尘肺患者主要集

中在采矿业， 其接尘工龄明显长于制造业和建筑业，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Ｚ＝ －６ ９０， Ｚ＝ －１ ９７， Ｐ＜０ ０５）。 矽肺和其他各

类型尘肺病患者接尘工龄与十年前相比明显缩短， 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Ｈ ＝ ２４ ８２， Ｆ ＝ ３ ３１， Ｐ＜０ ０５）。 提示应重点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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