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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　探讨火车司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方法　以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某铁路局某机务段所有在岗的火
车正司机 280人为调查对象 ,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 职业紧张量表 (OSI)和精神症状自评量表 (SCL-90)进行

调查。结果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α入 =0.05, α出 =0.10), 影响火车司机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有职业紧张 、

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情况。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情况对躯体化 、 强迫 、 人际关系敏感 、 抑郁 、 焦虑 、 恐怖 、 精神病性

7个因子有影响 , 来源于家庭与工作的职业紧张对 SCL-90的 9个因子均有影响 , 来源于经历与成就的职业紧张对人际

关系敏感 、 抑郁 、 敌对 、 恐怖 、 精神病性 5个因子有影响 , 来源于人际关系的职业紧张对焦虑 、 偏执 2个因子有影

响 , 来源于管理角度的职业紧张对强迫因子有影响 , 来源于职务特征的职业紧张对焦虑因子有影响。结论　职业紧

张 、 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情况是火车司机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针对影响因素和心理卫生问题 , 对火车司机采取

综合措施进行心理干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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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sToexplorethepsychologicalhealthstatusanditsinfluentialfactorsintrainmen.MethodsQuestion-

airesofOSIandSCL-90 wereusedinaclustersamplingsurveytoevaluatethegeneralconditions, occupationalstressandpsy-

chologicalhealthin280 trainmenofacertainrailwayadministrationbureau.ResultsThemultivariantgradualregressiveanalysis

(αin=0.05, αout=0.10)showedthattheprimaryinfluentialfactorsofpscychologicalhealthinlocomotivetrainmenwereoccu-

pationalstress, physicalexerciseandentertainmentactivity;physicalexerciseandentertainmentactivityhadinfluenceonsoma-

tization, compulsion, sensitivesocialrelationship, depression, anxiety, terrorandpsychosis.Theoccupationalstressfrom

familyandjobhadinfluenceon9factorsofSCL-90, theoccupationalstressfromexperienceandachievementhadinfluenceon

sensitivesocialrelationship, depression, hostility, terrorandpsychosis, theoccupationalstressorsfromsocialrelationhadin-

fluenceonanxietyandbigotry, occupationalstressfrommanagerialroleshadinfluenceoncompulsion, whileoccupationalstress

fromdutycharacteristichadinfluenceonanxiety.ConclusionsOccupationalstress, physicalexerciseandentertainmentactivity

weretheprimaryinfluentialfactorsonpsychologicalhealthoftrainmen, anditisimportanttotakecomprehensivemeasuresto

carethepsychologicalhealthintrain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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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的转变 , 人们越来越关心社

会 、心理因素对健康的影响
[ 1 ～ 4]

。本研究通过对火车

司机的调查 , 以了解其一般情况 、职业紧张和心理健

康状况 , 探讨职业紧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 提出减少

职业紧张 , 预防心理疾患的综合措施 , 为安全部门改

善管理提供依据 。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某铁路局某机务段所有在

岗的火车正司机 280人为研究对象。排除调查前 6个

月内受过重大精神或躯体创伤者。本次研究共发放问

卷 280份 , 实际回收合格有效问卷 266份 , 有效率

为 95%。

1.2　调查表

1.2.1　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龄 、 工龄 、 现

岗位工龄 、 每次连续乘务时间 、岗位 、执乘人数 、 文

化程度 、婚姻状况 、 吸烟与饮酒史 、 家庭收入 、居住

面积 、 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情况。

1.2.2　职业紧张量表　采用职业紧张量表 (OSI)

中的职业紧张来源部分
[ 5]
对火车司机的职业紧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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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调查 。该量表由 6个方面内容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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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庭与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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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精神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 6]
　SCL-90包

括躯体化 、 强迫 、 人际关系敏感 、 抑郁 、 焦虑 、 敌

对 、恐怖 、 偏执 、精神病性 9个方面的因子 ,共计 90

个项目 ,每项均采用 5级评分(从 1 ～ 5级)。 SCL-90

总分及 9个因子分越高 ,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1.3　调查方法

在火车司机集中进行健康检查时 , 由经过培训的

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前 , 要求调查员首先说明

调查目的 、 意义 、填表方法及标准。调查过程中严格

进行质量控制 , 采用匿名自填问卷 , 强调问卷的保密

性 , 每次被统一调查的人数不超过 10人 , 做到调查

对象独立完成问卷 , 答完后调查员一一检查是否有漏

填或错填 , 纠正后再收回等多种措施 , 确保各种信息

资料真实 、 可靠 。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1.5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应用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寻找火车司机心理健康影响因

素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情况见表 1。
表 1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说明

变量 赋值说明

年龄 (岁) 实际值

工龄 (年) 实际值

现岗位工龄 (年) 实际值

每次连续乘务时间(h) 实际值

岗位 客车 =1, 货车 =2

执乘人数 单人 =1, 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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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4

吸烟 (支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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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50=4

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 <800=1, 800～ =2, ≥15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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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特征 实际得分

管理角色 实际得分

人际关系 实际得分

经历与成就 实际得分

组织结构与气氛 实际得分

家庭与工作 实际得分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有效样本中客车火车司机 114人 , 普通货车火车

司机 94人 , 单执乘货车火车司机 58人。其平均年龄

(37.8±5.2)岁 , 年龄范围为 25 ～ 53岁;平均工龄

(18.7±5.5)年 , 工龄范围为 5 ～ 36年;平均现岗

位工龄为 (7.9±5.6)年 , 现岗位工龄范围为 1 ～ 21

年;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占 11.65%, 高中及中技占

78.57%, 大专及以上占 9.78%;婚姻状况已婚占

98.87%, 未婚占 0.75%, 离婚占 0.38%, 其他为 0;

吸烟者占 75.56%, 饮酒者占 67.29%;家庭人均月

收入少于 800元者占 60.90%, 800 ～ 1 500元者占

38.35%, 1 500元及以上者占 0.75%;人均居住面积

小于 20m
2
者占 60.15%, 20 ～ 40m

2
者占 34.21%,

40m
2
及以上者占 5.64%;从不参加体育锻炼和娱乐

活动的占 17.29%, 偶尔参加的占 53.68%, 经常参

加的占 29.03%。

2.2　影响因素分析

以 SCL-90的 9个因子分为应变量 , 以职业紧张

因素的 6个分项目得分 、年龄 、工龄等 18个因素为

自变量 , 建立火车司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 (α入 =0.05, α出 =0.10), 结果见表 2。
表 2　影响 SCL-90的 9个因子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α入

=0.05, α出 =0.10)

SCL-90因子

(应变量)
引入的自变量

偏回归

系数
标准误

标准偏回

归系数
t值 P值

躯体化 家庭与工作 0.182 0.037 0.285 4.932 <0.001

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 -2.212 0.656 -0.195 -3.372 0.001

强迫 管理角色 0.148 0.036 0.258 4.139 <0.001

家庭与工作 0.089 0.035 0.160 2.574 0.011

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 -1.642 0.553 -0.166 -2.971 0.003

饮酒 -0.692 0.322 -0.121 -2.152 0.032

家庭人均月收入 -1.317 0.630 -0.117 -2.091 0.037

人际关

系敏感

经历与成就 0.179 0.040 0.288 4.492 <0.001

家庭与工作 0.078 0.032 0.157 2.440 0.015

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 -1.258 0.496 -0.143 -2.539 0.012

抑郁 家庭与工作 0.143 0.046 0.200 3.111 0.002

经历与成就 0.170 0.058 0.189 2.945 0.004

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 -3.429 0.813 -0.237 -4.217 <0.001

焦虑 家庭与工作 0.130 0.032 0.259 4.074 <0.001

人际关系 0.087 0.040 0.146 2.171 0.031

职务特征 0.083 0.045 0.113 1.840 0.067

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 -1.263 0.504 -0.141 -2.504 0.013

敌对 经历与成就 0.069 0.028 0.165 2.461 0.015

家庭与工作 0.063 0.022 0.190 2.837 0.005

年龄 -0.079 0.038 -0.121 -2.067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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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SCL-90因子

(应变量)
引入的自变量

偏回归

系数
标准误

标准偏回

归系数
t值 P值

恐怖 家庭与工作 0.042 0.015 0.185 2.775 0.006

经历与成就 0.048 0.019 0.168 2.528 0.012

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 -0.522 0.236 -0.129 -2.216 0.028

偏执 人际关系 0.061 0.019 0.201 3.153 0.002

家庭与工作 0.088 0.023 0.243 3.819 <0.001

工龄 -0.174 0.042 -0.306 -4.136 <0.001

现岗位工龄 0.098 0.039 0.188 2.534 0.012

精神病性 经历与成就 0.106 0.033 0.206 3.225 0.001

家庭与工作 0.102 0.026 0.246 3.858 <0.001

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 -1.246 0.410 -0.170 -3.037 0.003

3　讨论

近年来 , 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日益得到职业

卫生工作者的关注。有研究证明 , 作业环境和劳动过

程中的社会心理紧张因素可影响职业人群的心理健

康 。许多学者采用精神症状自评量表 (SCL-90)对火

车司机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价。结果显示 , 火车司

机存在的主要心理问题为躯体化和强迫症状 , 其次为

人际关系 、 抑郁 、焦虑 、敌对 、 精神症性等
[ 7 ～ 9]

。对

铁路调度员的研究表明 , 工作时间需求和决定自由度

对身心抱怨 、焦虑症和白天疲劳等心理性紧张反应存

在着明显的影响 , 时间需求越大 , 心理性紧张反应越

大
[ 1]
。空中乘务员的焦虑 、 恐怖 、 偏执和精神病性得

分高于国内常模 , 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工作压力 、 身体

状况 、 自责和幻想的消极应付方式 、 情绪不稳定的人

格特征等
[ 10]
。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 , 影响火车司机心理健康的主

要因素有来源于家庭与工作 、 经历与成就 、 人际关系

的职业紧张以及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的情况。体育锻

炼和娱乐活动的情况对躯体化 、 强迫 、 人际关系敏

感 、抑郁 、 焦虑 、 恐怖 、 精神病性 7个因子有影响 ,

参加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的次数与相关的因子分均呈

负相关 , 参加体育锻炼和娱乐活动的次数越多 , 与之

相关的因子分越低。来源于家庭与工作的职业紧张对

SCL-90的 9个因子均有影响 , 来源于经历与成就的职

业紧张对人际关系敏感 、 抑郁 、 敌对 、 恐怖 、 精神病

性 5个因子有影响 , 来源于人际关系的职业紧张

对焦虑 、偏执 2个因子有影响 ,来源于管理角色的职

业紧张对强迫因子有影响 , 来源于职务特征的职业紧

张对焦虑因子有影响。职业紧张项目分与相关的因子

分均呈正相关 , 随着职业紧张项目分的增高 , 与之相

关的因子分也增高 。提示来源于家庭与工作 、经历与

成就 、人际关系的职业紧张是影响火车司机心理健康

的主要职业紧张因素。

针对上述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和心理卫生问题 , 对

火车司机采取综合措施进行心理干预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 , 要定期对火车司机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 定期开

展心理咨询服务 , 针对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火车司机

实施相应的心理治疗 ,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心理保健措

施。要加强医疗保健措施 ,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 分批

疗养 、旅游 ,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 缓解疲劳紧

张情绪。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职能 , 关心火车司机

的家庭 、 经济 、生活等问题 , 给予其支持 、 尊重和理

解。同时要增加管理者与火车司机 、 火车司机相互之

间沟通的机会 , 让其有一种参与感和归属感 , 体会到

职工之家的温暖。要加强劳动保护 , 改善作业环境条

件 , 合理安排出乘和休息时间 , 缓解疲劳的发生。要

加强技术培训和安全教育 , 提高火车司机的岗位技能

和安全意识 , 确保铁路行车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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