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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探讨职业紧张对火车司机血清中皮质醇浓度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某铁路局的火车

司机 208人为调查对象 , 使用职业紧张因素量表 (OSI)中的职业紧张来源部分对其职业紧张状况进行调查 , 采用放

射免疫法分析血清中皮质醇浓度。结果　火车司机血清中皮质醇的浓度为 (447.48 ±148.72)ng/ml, 95%的可信区

间为 427.15～ 467.81ng/ml。单因素分析发现 , 客车司机与货车司机血清中皮质醇浓度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以每次连续乘务时间分组 , 组间血清中皮质醇浓度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以年龄 、 现岗位工

龄和文化程度等因素分组 , 各组间血清中皮质醇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以年龄 、 工龄等非职业紧

张因素和构成职业紧张因素的 6个因子得分共计 17个因素为自变量 ,以血清中皮质醇浓度为应变量进行多因素逐步回

归分析(α入 =0.05, α出 =0.10)得知 ,影响血清中皮质醇浓度的主要因素是来源于经历与成就的职业紧张因素 、岗位变量

以及吸烟量。结论　职业紧张对火车司机皮质醇分泌可能有影响 ,货车司机血清中皮质醇浓度高于客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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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ofoccupationalstressonserum cortisollevelinengine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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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exploretheeffectsofoccupationalstressonserumcortisollevelinenginedrivers.Methods　

208enginedriversinacertainrailwaybureauwereinvestigatedusingoccupationalstressquestionaires(OSI).Meanwhile,

bloodsamplesweretakeninmorningforcortisolleveldetectionbyradio-immune-assay.Results　Theserumcortisollevelofen-

ginedriverswas(447.48±148.72)ng/ml, andthe95% confidenceinterval(CI)was427.15 ～ 467.81ng/ml, thefreight

enginedrivershadhigherlevelofserumcortisolthanthatofpassengerenginedrivers(P<0.05), andthosewithlongerwork-

ingtimealsohadhigherserumcortisollevel(P<0.05), butwhichdidntrelatedtoage, presentpost-servicelengthandedu-

cation, etc..Stepwiseregressionanalysis(αin=0.05, αout=0.10)showedthattheprimaryimpactfactorsonserumcortisol

levelwereoccupationalstressesfromexperience＆achievement, workingpostandsmoking.Conclusion　Occupationalstress

mighthavesomeeffectonserumcortisollevelofenginedrivers, andthelevelofserumcortisolinfreightenginedriverswashigh-

erthanthatofpassengertrain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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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司机是铁路运输行业的重点人群 , 随着铁路

的跨越式发展 , 其职业紧张程度和心理上的压力日益

增加。有研究报道 , 职业紧张对职业人群内分泌系统

功能有影响
[ 1 ～ 4]

。本研究对火车司机的职业紧张状况

进行调查 , 同时检测其血清中皮质醇浓度 , 分析职业

紧张与皮质醇浓度的相关关系 , 旨在探讨职业紧张对

火车司机神经内分泌功能的影响 , 为保护其身体健康

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某铁路局的火车司机 220

人为调查对象 , 对其进行职业紧张问卷调查和血清中

皮质醇浓度的检测。问卷采用匿名方式回答 , 实际回

收合格有效问卷 208份 , 应答率为 94.55%。

1.2　方法

在火车司机退乘后 (休息日)对其进行问卷调

查和静脉血的采集。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 ,

要求调查员先说明目的 、 意义 、填表方法及标准。调

查表由被调查者自行填写 , 然后调查员当场一一核

对 。每次被统一调查的人员数不超过 10人 。

1.3　调查内容

1.3.1　一般情况调查　包括年龄 、 工龄 、 现岗位工

龄 、岗位 、 平均每次连续乘务时间 、 文化程度 、婚姻

状况 、 家庭收入 、居住面积 、 吸烟饮酒情况 、 业余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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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体育锻炼等 。各因素及其赋值情况见表 1。
表 1　调查因素与赋值

　　因素 赋值说明

年龄 (岁) 实测值

工龄 (年) 实测值

现岗位工龄 (年) 实测值

每次连续乘务时间 (h) 实测值

岗位 客车司机 =1, 货车司机 =2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1, 高中及中技 =2, 大专及
以上 =3

婚姻 未婚 =1, 已婚 =2, 离婚 =3, 其它 =4

吸烟 (支 /日)
不吸 =0, 1 ～ =1, 5～ =2, 10 ～ =3, 20
～ =4, 40～ =5

饮酒 (ml/周) 不饮 =0, <250=1, 250 ～ =2, 550～ =3,
1 750～ =4

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 <800=1, ≥ 800 =2

人均居住面积 (m2) <20=1, 20～ =2, ≥40=3

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 从不参加 =1,很少参加 =2,经常参加 =3

1.3.2　职业紧张因素调查　采用职业紧张因素量表

(OSI)中的职业紧张来源部分
[ 5]
对火车司机的职业

紧张状况进行调查 , 找出机车驾驶作业中存在的职业

紧张因素。该量表由 6个方面组成 , 即职务特征 、 管

理角色 、人际关系 、 经历与成就 、组织结构与气氛 、

工作与家庭 。每个方面由相应若干个问题组成 , 共有

61个问题 , 每个问题根据引起的紧张程度分别给予

“ 6、 5、 4、 3、 2、 1” 数量化 , 职业紧张程度评分以

及 6个方面的评分是以相应问题进行累加 , 得分越

高 , 表示职业紧张程度越高。

1.4　生化指标的检测

采集火车司机空腹静脉血 4 ～ 5 ml, 要求 12 h以

内禁食高脂食物 , 采集时间为上午 8:30 ～ 9:30。

采用放射免疫法分析血清中皮质醇浓度。放射免疫测

试试剂购于北京科美东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5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SPSS10.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以火

车司机的一般情况和职业紧张得分将研究对象分组 ,

采用 t检验或方差分析比较各组间血清中皮质醇浓度

的差异 。用逐步回归分析血清中皮质醇浓度的影响因

素 。

2　结果与分析

2.1　一般情况

本次研究的有效样本共 208个 , 其中客车司机

114人 、普通货车司机 94人。年龄 27 ～ 53岁 , 平均

(38.0 ±5.3)岁;工龄 6 ～ 36年 , 平均 (18.9 ±

5.5)年;现岗位工龄 1 ～ 21年 , 平均 (8.6 ±5.5)

年 。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占 12.50%, 高中及中技占

76.44%, 大专及以上占 11.06%。婚姻状况已婚占

98.50%, 未婚占 1.00%, 离婚占 0.50%。吸烟者占

75.00%, 饮酒者占 67.31%。家庭人均月收入 <800

元者占 59.62%, ≥800元者占 40.38%。人均居住

面积 <20m
2
者占 62.50%, 20 ～ 39m

2
者占 31.25%,

≥40m
2
者占 6.25%。从不参加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

的占 15.39%, 偶尔参加的占 64.42%, 经常参加的

占 20.19%。每次连续乘务时间 <8 h者占 32.21%,

8 ～ 9 h占 16.83%, 10 ～ 11 h占 30.29%, ≥12 h占

20.67%。

2.2　血清中皮质醇浓度的检测结果

血清中皮质醇浓度为 (447.48 ±148.72)ng/ml,

95%的可信区间为 427.15 ～ 467.81ng/ml。

2.3　影响血清中皮质醇浓度的单因素分析 (表 2)
表 2　单因素分析结果

因素 分组 n x±s F值 P值

岗位 客车司机 114 415.50±152.09
5.43 0.021

货车司机 94 486.26±135.47

每次连续乘 <8 67 415.04±158.22

务时间 (h) 8 ～ 9 35 408.52±157.87
4.315 0.006

10 ～ 11 63 466.59±126.70

≥12 43 501.74±138.92

年龄 (岁) <35 81 435.72±137.92

35 ～ 40 56 442.39±172.11 0.772 0.463

≥41 71 464.91±141.09

现岗位工龄 <6 74 457.52±160.17

(年) 6～ 10 66 435.49±140.40
1.056 0.369

11 ～ 15 42 470.17±143.53

≥16 26 412.69±142.79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26 482.59±148.76

高中及中技 159 443.03±144.82 0.836 0.435

大专及以上 23 438.57±175.11

吸烟 不吸烟 52 497.38±159.23
1.180 0.279

吸烟 156 430.84±141.71

体育锻炼和 从不参加 32 425.23±138.14

娱乐活动 很少参加 134 450.85±148.85
0.434 0.649

经常参加 42 453.68±166.70

职业紧张总分 <195 99 444.59±138.36
1.506 0.221

≥195 109 450.10±158.14

　职务特征 <35 98 436.57±147.27
0.003 0.956

≥35 110 457.19±150.01

　管理角色 <35 100 445.47±140.78
1.572 0.211

≥35 108 449.34±156.35

　人际关系 <30 93 459.37±152.84
0.764 0.383

≥30 115 437.86±145.27

　经历与成就 <30 107 433.68±150.76
0.016 0.900

≥30 101 462.10±145.85

　组织结构与 <35 113 443.91±156.61
1.819 0.179

　气氛 ≥35 95 451.72±139.48

　家庭与工作 <35 106 432.34±151.94
0.223 0.637

≥35 102 463.21±144.36

　　由表 2得知 , 客车与货车司机的血清中皮质醇浓

度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以每次连续乘务时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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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 组间血清中皮质醇浓度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以年龄 、现岗位工龄等因素分组 , 组间血清中皮

质醇浓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4　影响血清中皮质醇浓度的多因素分析

为了控制和考虑各因素之间的混杂影响 , 以年

龄 、工龄 、 现岗位工龄等非职业紧张因素和构成职业

紧张因素的 6个因子得分共计 17个因素为自变量 ,

以血清中皮质醇浓度为应变量进行多因素逐步回归分

析 (α入 =0.05, α出 =0.10)得知 , 影响血清中皮质

醇浓度的主要因素有来源于经历与成就的职业紧张因

素 、岗位变量以及吸烟量 , 其中来源于经历与成就的

职业紧张因素与皮质醇浓度呈正相关 , 吸烟量多少与

皮质醇浓度呈负相关 , 货车司机的皮质醇浓度高于客

车司机 。根据标准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可以判

定 , 岗位变量对皮质醇浓度的影响较大 , 其次为来源

于经历与成就的职业紧张因素和吸烟量。见表 3。
表 3　血清中皮质醇浓度的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

引入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偏回归系数 t值 P值

经历与成就 2.427 1.208 0.142 2.159 0.034

岗位　　　 70.763 20.177 0.237 3.507 0.001

吸烟　　　 -13.458 6.845 -0.137 -2.006 0.044

3　讨论

紧张可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系统对免疫功

能产生抑制作用 。紧张信息由中枢神经系统接受和整

合后传送到大脑基底部 (丘脑下部), 丘脑下部分泌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

激素刺激脑垂体产生并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 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又促进肾上腺皮质加强激素的合成和分

泌 , 特别是加强糖皮质激素———皮质醇的分泌
[ 1]

。

由于皮质醇的大量分泌 , 对免疫功能的多个环节产生

抑制作用。国外学者对职业紧张与皮质醇水平关系的

研究较多 , 发现职业紧张可导致皮质醇分泌增

加
[ 2, 3]

。国内文献报道 , 职业紧张对糖皮质激素 (皮

质醇)的浓度升高有一定影响
[ 1]

, 职业应激对行车

调度员糖皮质激素受体及免疫功能有影响
[ 4]

。

本次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 , 火车司机血清中的皮

质醇浓度与每次连续乘务时间 、 岗位(客 、货车司机)

有关。皮质醇浓度影响因素的逐步回归分析可见 , 来

源于经历与成就的职业紧张因素 、岗位以及吸烟变量

进入了回归方程 , 岗位变量对皮质醇浓度的影响较

大 , 来源于经历与成就的职业紧张因素和吸烟量的影

响较小 。提示职业紧张对火车司机皮质醇分泌可能有

影响 , 货车司机血清中的皮质醇浓度高于客车司机 。

在火车司机的职业紧张因素中 , 来源于经历与成

就的职业紧张因素多表现为裁员和下岗的压力 、没有

受到应有的重视 、晋升前景不清。这可能是由于随着

铁路运输业的飞速发展 , 铁路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改革

措施 , 列车提速和单司机执乘制度的改革 , 对火车司

机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 考核制度也越来越严

格 , 考核结果不仅与司机的经济利益挂钩 , 还会影响

到是否能继续上岗等实际问题 。这些无疑会增加其心

理压力 , 导致心理紧张 , 从而影响到皮质醇的分泌 。

本次研究仅得出来源于经历与成就的职业紧张因

素与皮质醇浓度的相关关系 , 其原因可能是本次研究

采用的职业紧张量表未能反映出火车司机职业紧张因

素的全貌和特殊性 , 也可能是职业紧张因素得分高低

不能很好地反映职业紧张程度 , 或是实验室测试时由

测量误差引起 , 这将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货车司机血清中皮质醇浓度比客车司机偏高的原因也

将是今后研究的内容之一 。此外 , 本研究还发现火车

司机血清中的皮质醇浓度与年龄 、现岗位工龄 、文化

程度等因素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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