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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名火车司机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Analysis on psychological health status in 266 train 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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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抽取某铁路局的火车司机 280
人为调查对象，用精神症状自评量表 ( SCL-90 ) 进行调查。
结果火车司机的 SCL-90 总分高于国内常模 ( P ＜ 0. 05) ; 火车

司机的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敌对、精神病性心理的

得分均高于国内常模 ( P ＜ 0. 05 ) 。客车司机仅焦虑心理一项

得分高于货车司机 ( P ＜ 0. 05) 。单值乘货车司机的 SCL-90 总

分及强迫、抑郁、恐怖、精神病性心理的得分高于双值乘货

车司机 ( P ＜ 0. 05) 。不同乘务工龄组间的 SCL-90 总分及躯体

化、抑郁、偏执心理的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提示火车司机存在多种心理问题，岗位和乘务工龄对

其心理健康状况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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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司机作为特殊的职业人群，其心理健康状况对铁路

运输安全至关重要。本文采用精神症状自评量表 ( SCL-90 ) ，

对某铁路局的 266 名火车司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

旨在为保证铁路行车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选择某机务段在岗的火车正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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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不合格

问卷。共收回合格有效问卷 266 份，应答率为 95%。有效样

本中客车司机 114 人，双值乘货车司机 94 人，单值乘货车司

机 58 人，年龄 25 ～ 53 岁，平均年龄 ( 37. 75 ± 5. 18) 岁，乘

务工龄 5 ～ 36 年，平均工龄 ( 18. 66 ± 5. 47) 年; 文化程度初

中及以下占 11. 70%，高中及中等技工学校占 78. 60%，大专

及以上占 9. 7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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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火车司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前，首先说明调查目的、意

义、填表方法及标准，由被调查者自行填写，然后调查员当

场一一核对。
1. 3 调查内容

采用精神症状自评量表 ( SCL-90) ［1］
对火车司机的心理健

康状况进行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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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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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该

量表的各个症状信度系数均在 0. 77 ～ 0. 90 之间
［2］) 。

1. 4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SPSS10. 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用单样本 t 检

验比较火车司机与国内常模、不同岗位火车司机之间的心理

健康状况差异; 用方差分析来比较不同工龄组的火车司机心

理健康状况差异，然后再用 SNK 法进行多重比较。
2 结果

2. 1 SCL-90 评分与国内常模的比较

火车司机的 SCL-90 总分高于国内常模，两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火车司机的躯体化、强迫、抑郁、
焦虑、敌对、精神病性心理的得分均高于国内常模，两组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详见表 1。
表 1 火车司机 SCL-90 评分与国内常模的比较 ( x ± s)

指 标 火车司机 常 模 t 值 P 值

SCL-90
总分

141. 77 ± 39. 87 129. 96 ± 38. 76 4. 832 ＜ 0. 001

躯体化 1. 66 ± 0. 54 1. 37 ± 0. 48 8. 596 ＜ 0. 001

强迫 1. 77 ± 0. 57 1. 62 ± 0. 58 4. 247 ＜ 0. 001

人际关系 1. 63 ± 0. 56 1. 65 ± 0. 51 － 0. 520 0. 603

抑郁 1. 58 ± 0. 56 1. 50 ± 0. 59 2. 541 0. 012

焦虑 1. 53 ± 0. 52 1. 39 ± 0. 43 4. 496 ＜ 0. 001

敌对 1. 66 ± 0. 57 1. 48 ± 0. 56 5. 152 ＜ 0. 001

恐怖 1. 24 ± 0. 33 1. 23 ± 0. 41 0. 520 0. 603

偏执 1. 49 ± 0. 52 1. 43 ± 0. 57 1. 884 0. 061

精神病性 1. 40 ± 0. 42 1. 29 ± 0. 42 4. 125 ＜ 0. 001

注: 常模组资料来源于量表协作组对全国 13 个地区1 388名正常

成人的 SCL-90 分析结果。

2. 2 不同岗位组间 SCL-90 评分结果比较

客车司机仅焦虑心理一项得分高于货车司机，两组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客车司机与货车司机的

SCL-90 总分及其他因子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单值乘货车司机的 SCL-90 总分及强迫、抑郁、恐怖、
精神病性心理的得分高于双值乘货车司机，两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详见表 2、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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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客车司机与货车司机 SCL-90 评分比较 ( x ± s)

指 标
客车司机
( n = 114)

货车司机
( n = 152) t 值 P 值

SCL-90
总分

143. 04 ± 40. 87 140. 82 ± 39. 22 1. 187 0. 277

躯体化 1. 64 ± 0. 57 1. 67 ± 0. 53 1. 412 0. 236
强迫 1. 78 ± 0. 57 1. 76 ± 0. 57 0. 001 0. 990
人际关系 1. 68 ± 0. 57 1. 60 ± 0. 56 0. 190 0. 663
抑郁 1. 63 ± 0. 59 1. 56 ± 0. 55 1. 856 0. 174
焦虑 1. 56 ± 0. 57 1. 51 ± 0. 47 4. 343 0. 038
敌对 1. 67 ± 0. 56 1. 65 ± 0. 57 0. 022 0. 883
恐怖 1. 26 ± 0. 37 1. 23 ± 0. 31 2. 994 0. 085
偏执 1. 50 ± 0. 50 1. 48 ± 0. 53 0. 311 0. 577
精神病性 1. 40 ± 0. 41 1. 40 ± 0. 43 0. 096 0. 757

表 3 单值乘与双值乘货车司机 SCL-90 评分比较 ( x ± s)

指 标
单值乘司机

( n = 58)
双值乘司机

( n = 94) t 值 P 值

SCL-90
总分

147. 57 ± 45. 76 136. 66 ± 34. 18 3. 928 0. 049

躯体化 1. 71 ± 0. 58 1. 65 ± 0. 50 2. 203 0. 140
强迫 1. 79 ± 0. 63 1. 74 ± 0. 52 4. 457 0. 036
人际关系 1. 66 ± 0. 64 1. 56 ± 0. 50 2. 981 0. 086
抑郁 1. 68 ± 0. 66 1. 48 ± 0. 45 4. 979 0. 027
焦虑 1. 58 ± 0. 54 1. 47 ± 0. 43 1. 868 0. 174
敌对 1. 75 ± 0. 66 1. 59 ± 0. 51 3. 673 0. 057
恐怖 1. 28 ± 0. 36 1. 20 ± 0. 26 6. 300 0. 013
偏执 1. 55 ± 0. 56 1. 43 ± 0. 52 1. 691 0. 195
精神病性 1. 48 ± 0. 51 1. 34 ± 0. 37 9. 525 0. 002

2. 3 不同乘务工龄组间 SCL-90 评分结果比较

不同乘务工龄组间的 SCL-90 总分及躯体化、抑郁、偏执

心理的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其它因子

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详见表 4。
表 4 不同乘务工龄组间 SCL-9 评分比较 ( x ± s)

指 标
≤15 年
( n = 76)

16 ～ 20 年
( n = 94)

＞ 20 年
( n = 96) F 值 P 值

SCL-90 总分 139. 82 ± 37. 32 150. 07 ± 44. 55 135. 20 ± 35. 75# 3. 499 0. 032
躯体化 1. 57 ± 0. 43 1. 77 ± 0. 60* 1. 61 ± 0. 55# 3. 738 0. 025
强迫 1. 74 ± 0. 54 1. 83 ± 0. 60 1. 72 ± 0. 57 0. 934 0. 394
人际关系 1. 62 ± 0. 59 1. 72 ± 0. 60 1. 54 ± 0. 49 2. 635 0. 074
抑郁 1. 55 ± 0. 52 1. 72 ± 0. 62* 1. 48 ± 0. 52# 4. 602 0. 011
焦虑 1. 48 ± 0. 46 1. 63 ± 0. 60 1. 47 ± 0. 46 2. 469 0. 087
敌对 1. 68 ± 0. 52 1. 74 ± 0. 64 1. 56 ± 0. 51 2. 627 0. 074
恐怖 1. 24 ± 0. 33 1. 28 ± 0. 37 1. 20 ± 0. 29 1. 291 0. 277
偏执 1. 53 ± 0. 52 1. 60 ± 0. 58 1. 35 ± 0. 42* # 6. 259 0. 002
精神病性 1. 39 ± 0. 44 1. 47 ± 0. 46 1. 33 ± 0. 35 2. 436 0. 089

注: 经 SNK 检验，与≤15 年组比较，* P ＜ 0. 05; 与 16 ～ 20 年组比较，#P ＜ 0. 05。

3 讨论

随着铁路的跨越式发展，火车司机的心理压力日益增加。
有研究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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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性等
［3 ～5］。

曾发生过事故的火车司机存在的抑郁、躯体化、偏执、敌对、
人际关系等心理问题比较明显

［6］。货车司机的心理健康状况低

于常模，其年龄变化曲线与常模不同，不同地区之间也存在差

异，躯体化、精神病性是其突出的心理问题
［7］。

本次研究表明，火车司机的 SCL-90 总分及大多数因子分

均高于国内常模，提示其心理健康水平较低，主要表现为躯

体化症状和敌对心理，其次为强迫、抑郁、焦虑和精神病性

心理，提示火车司机存在有多种心理问题，与文献报道相一

致
［3，4］。这可能是由于火车司机的职业特殊，其作业环境、作

业特征和轮班制度不同于一般人群。火车司机在行车过程中，

精神高度集中，脑力消耗很大，容易产生疲劳。再加上乘务

时间较长，休息时间短，且由于公寓的休息环境不佳等因素

的影响，致使疲劳难以缓解，容易造成疲劳蓄积，久而久之

会影响火车司机的心理健康。
对不同岗位火车司机的 SCL-90 评定结果分析发现: 客车

司机仅焦虑心理一项得分高于货车司机。单值乘货车司机的

SCL-90 总分及强迫、抑郁、恐怖、精神病性心理的得分高于

双值乘货车司机。提示岗位对火车司机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影

响。客车司机对于速度控制和准点控制的要求非常严格，工

作强度和精神压力较大，所以容易出现焦虑情绪。近年来，

铁路部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单司机值乘制度改革

是一项重要举措。货车司机长期肩负繁重的货运任务，具有

工作内容单调、出乘时间较长、工作时间不确定、长期离家、
与外界人员沟通交流少等工作特点，容易导致心理活动紊乱。
由于作业模式的转变，双值乘变单值乘，不仅使工作内容单

调、与外界人员沟通交流少的特点更加明显，而且进一步加

大了工作紧张度、工作强度以及风险和压力，致使单值乘货

车司机长期处于职业应激状态，疲劳感增强，更容易导致心

理健康水平下降。
从不同乘务工龄的火车司机的心理状况评价看，不同乘

务工龄组间的 SCL-90 总分及躯体化、抑郁、偏执心理的得分

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两两比较发现，乘务工

龄 ＞ 20 年组与 16 ～ 20 年组比较，SCL-90 总分及躯体化、抑

郁、偏执心理的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乘务工龄 ＞ 20
年组与≤15 年组的比较，偏执心理的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乘务工龄 16 ～ 20 年组与≤15 年组的比较，躯体化、抑郁

心理的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火车司机的心理卫

生状况与乘务工龄有一定关系。同时发现，16 ～ 20 年组的

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分较高， ＞ 20 年组的较低。这可能与其

行车线路、每日或每次出乘时间等因素有关， ＞ 20 年组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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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司机因年龄较大，安排的行车线路较短 ( 该组行车线路最

短者占 18. 8%，其他两组分别为 1. 3% 和 6. 4% ) 、每日或每

次出乘时间较短 ( 该组出乘时间均值为 8. 3 h /d，其他两组分

别为 10. 9 和 10. 5 h /d) 。因此，行车线路和每次连续出乘时

间可能是火车司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4 建议

( 1) 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定期对不同岗位、不同乘务工

龄的火车司机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定期开展心理卫生咨询服

务，针对可能存在心理问题的火车司机实施相应的心理干预，

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心理保健措施。若条件允许，可开通心理

咨询热线，及时解决火车司机存在的心理问题。 ( 2) 合理安

排出乘和休息时间。在作交路安排时，最关键的是不要把上

一次乘务中的影响带到下一次乘务中。交路安排应力求使整

体的连续出乘时间实现最佳化，还应考虑为消除疲劳、调整

心理状态而获取充分的休息时间或疗养时间。 ( 3) 加强医疗

保健措施，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定期分批轮休疗养，开展丰

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缓解紧张情绪，使其以饱满的热情和良

好的心理状态投入到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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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单细胞凝胶电泳试验 ( 彗星试验) 和染色体

畸变试验技术，按累积浓度、8 h 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 8 h-
TWA) 及工龄分组，对 86 名二甲基甲酰胺作业女工和 33 名

餐饮业青年女工进行对照研究。结果显示，接触二甲基甲酰

胺的青年女工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率和彗星细胞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 ( P ＜ 0. 01 或 P ＜ 0. 05 ) ，发生率随着二甲基甲

酰胺接触工龄、接触 8 h-TWA 浓度和累积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呈剂量-反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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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凝胶电泳试验

中图分类号: R99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 － 221X( 2012) 02 － 0135 － 03

二甲基甲酰胺 ( N，N-dimethylformamide，DMF) 是一种

重要化工原料，也是一种性能优良的有机溶剂，在合成纤维、
人造革、有机合成、无机化工、农药、石油、医药工业等行

业的应用十分广泛。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DMF 使用量和接

触人数不断增加，常有中毒病例发生
［1 ～ 3］，DMF 毒性和职业

危害也日益受到重视。本文应用单细胞凝胶电泳试验 ( 彗星

试验) 和染色体畸变试验研究二甲基甲酰胺对青年女工外周

血淋巴细胞遗传物质的损伤。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二甲基甲酰胺接触组 86 人，均为青年女性，选自 2 家人

造皮革企业的湿式涂台、湿式收卷、配料等岗位，年龄 18 ～
39 岁，平均 ( 26. 3 ± 3. 2 ) 岁; 工龄 1 ～ 9 年，平均 ( 3. 1 ±
1. 8) 年。接触组女工二甲基甲酰胺接触水平按以下 3 种方法

计算: ( 1) 按累积接触二甲基甲酰胺浓度分 3 组，即将从事

二甲基甲酰胺作业各年接触二甲基甲酰胺平均浓度 × 二甲基

甲酰胺作业工龄的总和作为女工接触二甲基甲酰胺的总量

( ＜ 100 mg /m3
组，100 ～ 200 mg /m3

组， ＞ 200 mg /m3
组 ) 。

( 2) 按作业场所二甲基甲酰胺的时间加权平均浓度 ( 8 h-
TWA) 分 3 组 ( ＜ 20 mg /m3

组，20 ～ 40 mg /m3
组， ＞ 40 mg /

m3
组) 。 ( 3) 按接触二甲基甲酰胺作业工龄分 3 组 ( ＜ 2 年

组，2 ～ 5 年组， ＞ 5 年组) 。另选同一地区，无毒物接触史在

我中心健康体检的餐饮业青年女工 33 名为对照组，年龄 18 ～
36 岁，平均 ( 25. 4 ± 3. 3) 岁; 工龄 1 ～ 10 年，平均 ( 3. 2 ±
1. 7) 年。各组人员无原发性疾病，1 年内无接触 X 射线史，

·531·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2012 年 4 月第 25 卷第 2 期 Chinese J Ind Med April 2012，Vol． 25 No．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