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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对修订版工作能力指数量表(work ability index questionnaire— revised edition ,WAI-R)中增加的社会功能维度进行预试

验评价。方法　随机抽取某厂 198名在职职工填写WAI-R 量表 , 回收量表 165 份 , 有效量表 134 份 ,采用项目区分度分

析 、主成分因子分析和同质性信度检验对WAI-R量表社会功能维度进行评价。结果　社会功能评价条目均具有很高的

鉴别力(P<0.001);社会功能总分与各维度(社会适应 、社会支持 、人际关系 、孤独和娱乐活动)得分之间的相关关系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1),相关系数分别为 0.770、0.823 、0.631 、0.404 和 0.406。社会适应 、社会支持 、人际关系维度与其所

含条目间也都呈现较高的相关关系(P<0.01);社会功能分量表条目分别由 5 个共因子支配 ,累计贡献率为 67.75%, 各

条目的公因子方差均高于 0.50;分量表同质性较好(Cronbachsα系数=0.764),除孤独维度外 , 其他维度的 Cronbachsα系

数均在 0.55以上。结论　WAI-R量表的社会功能分量表能够较好地反映职工的社会功能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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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make pre-testing evaluation for social function dimensionality newly added in the revised work ability index

questionnaire (WAI-R).Method One hundred and ninety-eight employee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a factory to fill out WAI-R.

Item differentiation analysis ,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 sis and factor analysis , as well as intra-item reliability , were used for evaluating

social function dimensionality of WAI-R.Result Totally , 165 questionnaires were reclaimed and 134 of them were valid.Data analysis

showed that all items in social function dimensionality sub-questionnaire had better differentiation (P<0.001).Overall score of social

function correlated well with five dimensionality scores , such as social adaptation , social support , personal interaction , isolation and

recreation , with coefficients of correlation of 0.770 , 0.823 , 0.631 , 0.404 and 0.406 , respectively , reaching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1).Scores of dimensionality , such as social adaptation ,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 interaction , highly correlated with scores

of corresponding items (P<0.01).Items of social function sub-questionnaire could be explained by five common factors , with a cu-

mulative variance of eigenvalue of 67.75% and common factor variance of all items more than 0.50.Social function sub-questionnaire

had a better intra-item reliability , with Cronbachsαof 0.764.Cronbachsαfor all other items were more than 0.55 , except for isola-

tion dimensionality.Conclusion　Social function status of employees could be reflected in social function index sub-questionnaire of

W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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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能力 (work ability)是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

解决和应付劳动任务的一种总体表现 , 体力能力 、脑

力能力 、 社会能力共同构成了工作能力的基础
[ 1 ,2]

。

工作能力指数 (work ability index , WAI)法
[ 3 , 4]
以

WAI作为评价工作能力的依据 , 指数的构成考虑了劳

动者体力和脑力能力 、心理状态 、 疾病状态 、工作需

求等方面 , 测量方法简便易行 , 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

面都较过去的方法有明显提高 。但是 , 对于构成工作

能力基本成分之一的社会功能能力 , 该方法缺乏相

关的评价条目 。此次研究对WAI量表进行了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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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 , 新增了有关社会功能的评价条目 , 拟对修订版

工作能力指数量表 (work ability index questionnaire—

revised edition , WAI-R)中的社会功能维度进行预试

验评价。

1　研究内容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某厂在职职工作为研

究对象 , 共发出WAI-R量表 198 份 , 回收量表 165

份 , 回收率 83.3% (165/198)。其中 , 有效量表 134

份 , 有效率81.21%(134/165)。

1.2　方法

采用修订版工作能力指数量表 (WAI-R)作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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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具 , 由研究对象独立填写量表各项内容。WAI-R

量表涉及生理 、 心理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信息 , 其

中 , 社会功能包括社会功能总体评价条目 (W8_1)

及其 5 个理论维度的 12 个条目 [ 社会适应 (social

flexibility , SF)、社会支持 (social support , SS)、 人际

关系 (personal interaction , PI)、 孤立 (isolation , I)

和娱乐活动 (recreation , R)] , 见表 1。社会功能条目

的选择参考了国内外相关量表
[ 5]
, 并结合中国国情进

行了相应修订。
表 1　社会功能各维度评分方法及意义

维　度 条目数 条　目 评分范围　　　　　意　义

社会适应(SF) 4 W8_2～ W8_5 1～ 5 1=很差 5=很好

社会支持(SS) 4 W8_6～ W8_9 1～ 5 1=很少 5=很多

人际关系(PI) 2 W8_10～ W8_11 1～ 5 1=很差 5=很好

孤独(I) 1 W8_12 1～ 5 1=没有 5=总是有

娱乐活动(R) 1 W8_13 1～ 5 1=很差 5=很好

1.3　统计学方法

利用Microsoft Visual FoxPro 6.0软件建立数据库 、

录入并逐一核实数据 。采用项目区分度[ 5]分析 、 主成

分因子分析和同质性信度检验对WAI-R预试量表进

行评价 。所有统计分析工作均以 SPSS 9.0 for Windows

统计软件包完成 , 检验水准定为 0.05。

2　结果

2.1　WAI-R量表社会功能条目的项目分析

按照社会功能总分由高到低的顺序 , 将总分前

27%者作为高分组 , 总分后 27%者作为低分组 , 经 t

检验表明 , 各评价条目低分组与高分组间条目得分均

具有显著意义 (P<0.001), 说明 13个社会功能评价

条目均具有鉴别力 , 能够区分出不同研究对象对所测

量的社会功能维度的反应程度 (见表 2 , 其余条目与

此类似)。
表 2　社会功能条目的项目区分度分析

条目 组别 例数 条目得分 (x±s) t 值 P值

W8_1 低分组 38 2.97±0.88 -4.879 0.000

高分组 36 3.92±0.77

W8_2 低分组 38 3.32±0.90 -4.597 0.000

高分组 36 4.25±0.84

W8_3 低分组 38 3.50±1.01 -6.985 0.000

高分组 36 4.75±0.44

… … … … … …

W8_12 低分组 38 3.16±0.37 -6.735 0.000

高分组 36 3.78±0.42

W8_13 低分组 38 2.96±0.93 -4.664 0.000

高分组 36 3.89±0.78

2.2　社会功能条目与总分的相关分析

社会功能总分与各维度 (社会适应 、社会支持　

人际关系 、孤独和娱乐活动)得分之间具有较高的相

关性 (P <0.01), 相关系数分别为 0.770 、 0.823 、

0.631 、 0.404和 0.406 , 说明社会功能分量表与各维

度在反映社会适应 、 社会支持 、人际关系 、 孤独和娱

乐活动方面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见表 3)。
表 3　社会功能总分与各维度及其条目的相关分析

维度/条目 r 维度/条目 r

社会适应 0.770＊＊ 社会支持 0.823＊＊

W8_2 0.497＊＊ W8_6 0.640＊＊

W8_3 0.593＊＊ W8_7 0.528＊＊

W8_4 0.614＊＊ W8_8 0.566＊＊

W8_5 0.613＊＊ W8_9 0.440＊＊

人际关系 0.631＊＊ 孤独 0.404＊＊

W8_10 0.579＊＊ 娱乐活动 0.406＊＊

W8_11 0.513＊＊ W8_1 0.516＊＊

　　＊＊P<0.01

社会适应 、 社会支持 、人际关系维度与其所含条

目间也都呈现较高的相关性 (P <0.01), 说明上述

维度及其所含条目在反映各自相关内容时一致性也较

好 (r≥0.30 , 表明条目较好[ 6] ;见表 4 , 其余维度

与此类似)。

表 4　社会适应条目及其与W8_1 间的相关分析

r W8_1 社会适应 W8_2 W8_3 W8_4

社会适应 0.491＊＊

W8_2 0.384＊＊ 0.755＊＊

W8_3 0.356＊＊ 0.817＊＊ 0.548＊＊

W8_4 0.394＊＊ 0.789＊＊ 0.474＊＊ 0.554＊＊

W8_5 0.343＊＊ 0.645＊＊ 0.235＊＊ 0.347＊＊ 0.362＊＊

　　＊＊P<0.01

2.3　社会功能分量表的结构效度

以社会功能分量表 13个条目的得分作为变量建

立相关矩阵 , 采用主成分因子 (principle component

factor analysis)提取法 , 通过方差最大正交旋转

(varimax orthogonal rotation)提取公因子 (common fac-

tor , F), 分析WAI-R量表社会功能分量表的结构效

度。

2.3.1　因子模型效果判定　根据KMO抽样适度检验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和

Bartletts球形检验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判断因

子模型效果 。KMO=0.791 , 表明量表 13个条目间的

偏相关性较小;Bartletts球形检验近似 χ2=7 697.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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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 表明 13个条目间的相关矩阵不是单位

阵 , 此数据资料适宜进行因子分析[ 7] 。

2.3.2　公因子数目选择　由表5可知 , 相关系数矩阵

的前 5个特征根 (λ)(λ1=2.301 、 λ2=1.892 、 λ3=

1.733 、 λ4 =1.173 、 λ5 =1.031)的累计贡献率为

67.752%, 变量W8_2 ～W8_13的公因子方差均在 0.50

以上 , 表明采用 5个公因子可以较好地解释各变量 。

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 , WAI-R量表社会功能

维度的因子结构比较明确 , F1 在变量W8_2 、 W8_3 、

W8_4 、 W8_5上具有较大负荷 , 主要反映社会适应性

得分;F2在变量W8_10 、 W8_11上具有较大负荷 , 主

要反映人际关系;F 3 在变量 W8_6 、 W8_7 、 W8_8上

具有较大负荷 , 主要反映社会支持;F4 在W8_12上

具有较大负荷 , 主要反映孤独状况;F5 在变量W8_13

上具有较大负荷 , 主要反映娱乐活动状况;变量

W8_9在 F2 、 F4 均具有较高负荷 , 但在 F4 上负荷相

对较大 。变量 W8_5 在 F1 、 F2 、 F 3 上负荷较接近 ,

但在 F2上负荷相对较大 。

综上可知 , 从主成分法观点[ 7 ,8]和专业角度看 ,

提取 5个公因子较适宜。
表 5　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不同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

变量 F1 F2 F3 F4 F5 公因子方差

W8_2 0.799 0.013 -0.010 0.089 0.029 0.647

W8_3 0.834 0.040 0.174 0.048 -0.016 0.730

W8_4 0.754 0.190 0.109 0.045 0.204 0.660

W8_5 0.412 0.444 0.407 0.004 -0.281 0.612

W8_6 0.264 0.043 0.733 0.073 0.086 0.622

W8_7 0.012 0.491 0.535 -0.077-0.026 0.534

W8_8 -0.013 0.106 0.780 0.164 0.149 0.669

W8_9 -0.017 0.476 0.051 0.569 -0.045 0.555

W8_10 0.331 0.767 -0.020 0.129 0.050 0.717

W8_11 -0.041 0.764 0.206 0.125 0.064 0.648

W8_12 0.163 0.035 0.131 0.875 0.049 0.813

W8_13 0.144 0.047 0.175 0.019 0.932 0.923

特征根 2.301 1.892 1.733 1.173 1.031

贡献率(%) 19.172 15.768 14.443 9.774 8.596

累计贡献率(%) 19.172 34.94 49.382 59.156 67.752

2.4　同质性信度检验

由表 6 可知 , 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64 , 除孤独维度外 , 其他维度的α系数均在 0.55

以上;从整体上讲 , 分量表的同质性较好。
表 6　社会功能分量表同质性检验的 Cronbachsα系数

量表/维度 　条　目 Cronbachsα系数

社会功能分量表 W8_2～ W8_13 0.764

社会适应 W8_2～ W8_5 0.743

社会支持 W8_6～ W8_8 0.586

人际关系 W8_10～ W8_11 0.636

孤独 W8_9～ W8_12 0.366

娱乐活动＊ W8_13 —

　　注:＊娱乐活动维度仅有 W8_13条目 , 故无法计算 Cronbachsα系

数。

3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 (WHO)认为:“健康不仅仅是没

有疾病和不虚弱 , 而是在躯体 、心理和社会适应几方

面都处于完好状态 (well-being)[ 9] 。随着现代工作与

生活节奏的加快 、社会关系的网络复杂化和紧张事件

的增加 , “世界正在变成充满紧张的世界”[ 10] , 社会

心理因素已成为影响职业人群健康和工作能力的重要

因素之一 。

此次研究结果表明 , 从整体上看 , 社会功能分量

表结构与理论构想较为吻合 , 分量表的同质性较好

(Cronbachsα系数=0.764), 13个条目均具有鉴别力

(P<0.001), 分量表总分与各维度得分之间相关性

较高 (P <0.01), 说明社会功能分量表能够用于反

映社会功能状况 。从社会功能维度及其条目看 , 社会

功能分量表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 主要表现在:在社会

适应维度中 , 条目W8_5不太稳定 , 理由是:(1)条

目W8_5在 F1 、 F 2 、 F3 上的因子负荷较接近 , 但在

F2 上的负荷相对较大 , 只是从专业角度看 , 似乎归

入 F1 公因子较合理; (2)同质性信度检验结果表

明 , 若将条目W8_5剔除 , 社会适应维度的信度将会

增加 (Cronbachsα系数=7.685);(3)条目W8_5在

量表中的答题得分呈现负偏态分布 , 主要集中在高分

一侧;(4)与同一维度其他条目相比 , 条目W8_5与

社会适应维度的相关性最低 (r=0.645)。条目W8_9

并未按预期构想归入社会支持维度 , 而是与条目W8_

12共同归为 F4 公因子 , 尽管二者均具有鉴别力 , 但

此维度的同质性较差 (Cronbachsα系数=0.366), 可

靠性低 , 故需对条目作进一步修订与考察。

此外 , 根据现场调查情况发现 , 部分研究对象

(特别是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体力劳动者)对条目

W8_12的理解有一定困难;条目W8_13的填写式答案

格式设置的效果不太理想 , 容易发生漏填或错填 。

(下转第 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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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因型有关[ 11 ,12] 。总之慢性苯中毒的发生是多基

因联合作用的结果。

本次调查显示工人的防护措施 、接苯工龄与慢性

苯中毒发生相关有显著性 , 车间空气苯浓度及接苯总

浓度与慢性苯中毒间相关无显著性 。推测接触组实际

进入机体内的苯浓度可能低于慢性苯中毒组 。此外接

触苯工龄越长 , 在苯慢性侵入的刺激下 , 肝脏中的

CYP2E 1保持着相对较高活性状态 , 滞留在骨髓中的

苯代谢产物 , 不能及时地进入 Ⅱ相代谢酶系统解毒 ,

将转变为危害性更大的苯醌 , 破坏蛋白质 、 DNA 等

细胞大分子 , 引起造血系统功能受抑制 , 严重的可导

致再生障碍性贫血甚至发生白血病 。本次调查未发现

饮酒 、吸烟与 CYP2E1的各基因型对慢性苯中毒的发

生有联系 。

综上所述 , 慢性苯中毒的发生是基因-环境暴露

等多种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避免易感人群从事苯作

业 , 进一步改善工作环境 , 降低空气苯浓度 , 增加个

人的有效防护措施 , 是预防和杜绝职业性苯中毒发生

的重要措施。对于毒物代谢酶 CYP2E1基因多态性在

慢性苯中毒发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以及工作环境 、

最低接苯阈限值 、接苯工龄 、性别差异和生活方式等多

种因素与慢性苯中毒发生的关系仍需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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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 , WAI-R量表的社会功能分量表已能够较好

地反映社会功能状况 , 在扩大使用后将不断作进一步

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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