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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业管理者心身健康状况研究

马文有①　裴　华②　张凤阁②　张　本①　陈　龙③　马新英①

【摘要】　目的　探讨煤炭企业管理者心身健康状况。方法　在开滦10 万人口的总样本中, 抽取比例为5◊ , 即 (10 万人×5◊ =

5000 人)为样本, 其中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法确定管理者样本 1146 人。以S CL - 90 症状自评量表、自编心身疾病调查表、一般心

理健康量表、一般心境量表 (又称简明心境量表)测查样本的心身状况。结果　管理者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是好的。但仍有

2. 74◊ 到26. 14◊ 的管理者存在心身症状, 存在较多心身症状的系统是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和五官系统。80◊ 左右的管理者心

理健康, 20◊ 的管理者存在焦虑、紧张、烦恼、沮丧、疲劳和压力感等心理问题。管理者总体上以正性情绪为主, 但也存在一些消

极情绪。结论　管理者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是好的, 但存在较多心身症状, 20◊ 的管理者存在心理问题。总体上以正性情绪

为主, 但也存在一些消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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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 lo re p sycho som atic health condit ion of coal adm in istra to rs. M ethods　 In 100000 to ta l samp les

of kailuan, the ex traction p ropo rt ion w as 5% (1000003 5% = 5000). W e decided 1146 adm in istra to r samp les by using layered

en tirety random m ethod. W e investigated p sycho som atic and m ental health condit ion of coal adm in istra to rs by using SCL - 90,

self edit p sycho som atic illness questionnaire, general healthy scale and general mood sta te scale. Results　Physical and m ental

health condit ion of coal adm in istra to rs w as en tirely fine, bu t 2. 74%～ 26. 142% of adm in istra to rs had p sycho som atic and m ental

symp tom s , and cardiovascu lar system , nervous system and five sense o rgans system existed m uch mo re p sycho som atic and

m ental symp tom s. N early 80% of coal adm in istra to r had m ental health, and 20% of coal adm in istra to r ex isted anx ious ,

nervous, vexatious, dep ression, w eariness and p ressure. T he adm in istra to rs disp layed generally po sit ive emo tion, bu t st ill

ex isted negative emo tion. Conclusion　T he physical and m ental health condit ion of coal adm in istra to rs w as en tirely fine, bu t

had p sycho som atic and m ental symp tom s. A bout 20% of coal adm in istra to rs ex isted p sycho logical p rob lem s. T he adm in istra to rs

disp layed generally po sit ive emo tion, bu t st ill ex isted negative emo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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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研究证实, 影响人们心理最重要的因素是客观环

境的变化[1 ], 随着改革开放相伴而来的国家政策的调整、利益

格局的改变、竞争的日益加剧、社会冲突的增多、工作和生活

节奏的不断加快以及社会某些不良环境的影响, 人们所承受

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 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心身健康问题、思想

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同时给企业管理带来许多新问题, 企业

面对把应激管理引入企业管理的问题, 然而, 这一课题至今没

有在具体企业的范围内进行过深入研究。我们在社会转型企

业不同职业 (岗位)群体主要社会应激源与心理健康研究子课

题中, 研究了煤碳企业管理者心身健康情况。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在开滦 10 万人口的总样本中　抽取比例为 5% ,

即 (10 万人×5% = 5000 人) ,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法确定管理

者样本为1146 人, 其中经理84 人, 中层管理者352 人, 一般管

理者 710 人。

1. 2　方　法

1. 2. 1　SCL - 90 症状自评量表[2 ]　记录 10 个因子分及总

分, 以此来评定近 2 周心理症状痛苦水平。本量表共 90 个项

目, 包括广泛的精神症状学内容, 从感觉、情感、思维、意识、行

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 均有涉及, 非常适合

对群体的测量。

1. 2. 2　自编心身疾病调查表　包括心身疾病 27 条; 心理疾

病12 条。评分方式为2 级 (0～ 1 级)。分别为没有: 过去和现在

没有心身疾病; 目前患有: 指过去患过, 但未治愈或目前正患

有。

1. 2. 3　一般心理健康量表[3 ]　此量表 12 个项目, 记录总均

分, 本调查的克隆巴赫系数 (C ronbach) alpha= 0. 80。量表采

用4 级评分制, 以此评定近1 个月来的心理健康状态。此量表

由高伯格 (Go ldberg, D. P. ) 于 1972 年研制成功, 为我国引

用。此量表询问人们在近期的感觉和心理状态, 包括焦虑、紧

张、应对能力等。该量表可以测量个人和群体的心理健康水

平, 对不同职业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加以比较, 广泛应用于职

业心理学研究和应用领域。

1. 2. 4　一般心境量表 (又称简明心境量表) [4 ]　此量表 30 个

项目, 按6 个维度计均分, 计分方式为5 级 (0～ 4 级)。分别为:

①紧张: 从不安到神经过敏; ②脾气: 从心烦到暴怒; ③活力:

从有活力到干劲十足; ④疲劳: 从精神不振到筋疲力尽; ⑤思

维: 从有能力到手足无措; ⑥消沉: 从自我价值感低落到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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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6 个因素, 除活力因素分数越高积极情绪越高, 即心境越积

极 (情感越高涨) 以外, 其他 5 个因素的分数越高, 情绪越消

极, 反映心境状况越差 (情感越低落)。用于了解人们1 周内的

心境变化和情绪状态。

1. 3　统计　描述性统计法。

2　结　果

2. 1　SCL - 90 症状分析　根据 SCL - 90 症状自评量表的 5

级评分 (0～ 4 级) , 0= 从无, 1= 轻度, 2= 中度, 3= 相当重, 4

= 严重。我们按照其因子平均分大于等于 1 为轻度暨以上症

状, 即存在阳性症状, 分析管理者的症状情况, 发现企业经理

的阳性百分比从3. 13% 到25% , 平均为11. 88%。企业中层管

理的阳性百分比从2. 74% 到20. 15% , 平均为12. 06%。一般管

理者的阳性百分比从5. 67% 到26. 14% , 平均为14. 73%。SCL

- 90 阳性症状率详见表 1。

表 1　SCL - 90 阳性症状率 (% )

企业经理 中层管理 一般管理

躯体化 16. 67 12. 69 16. 77

强迫症 25. 00 20. 15 26. 14

人际关系 9. 38 17. 66 17. 26

抑　郁 9. 38 12. 44 16. 89

焦　虑 8. 33 9. 20 11. 47

敌　对 13. 54 14. 18 17. 39

恐　怖 3. 13 2. 74 5. 67

偏　执 13. 54 13. 43 15. 04

精神病性 7. 29 5. 97 6. 91

其　他 12. 50 12. 19 13. 81

2. 2　管理者心身疾病和心理疾病目前平均患病率　企业经

理在心身疾病中, 心血管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以及眼耳疾病

患病率最高, 内分泌代谢疾病患病率最低; 中层管理在心身疾

病中, 心血管疾病和其他疾病以及眼耳疾病患病率最高, 内分

泌代谢疾病患病率最低; 一般管理者在心身疾病中, 眼耳疾病

和经系统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病率最高, 内分泌代谢疾病患

病率最低; 企业经理和中层管理及一般管理者在心理疾病中

均是神经症患病率最高, 精神疾病患病率最低, 详见表 2。

表 2　心身疾病和心理疾病目前平均患病率 (% )

企业经理 中层管理 一般管理

心血管系统 18. 8 28. 4 10. 9

呼吸系统 1. 0 5. 7 4. 2

消化系统 4. 2 6. 7 5. 1

内分泌代谢 9. 4 2. 7 2. 5

神经系统 9. 4 6. 2 8. 3

泌尿生殖系统 9. 4 8. 5 10. 1

眼和耳 21. 9 19. 9 18. 4

皮　肤 4. 2 9. 2 8. 8

其他疾病 10. 4 27. 4 9. 6

神经症 11. 5 13. 4 12. 2

精神病 2. 1 0. 2 0. 4

抑郁症 1. 0 1. 5 1. 7

酒　瘾 4. 2 4. 0 2. 3

其他心理疾病 0 0. 7 1. 6

2. 3　一般心理健康分析　根据此量表的 4 级评分 (1～ 4) , 1

= 比平时好一些ö一点也不, 2= 和平时一样ö和平时差不多, 3

= 比平时多一些ö比平时差一些, 4= 比平时多很多ö比平时差

很多。我们按照总分平均分小于等于2 分为心理健康; 平均分

大于 2 分为至少存在心理问题, 分析管理者的心理健康情况

如下: 虽然企业经理 84 人, 平均 1. 84 分; 中层管理 352 人, 平

均1. 81 分; 一般管理710 人, 平均1. 83 分。但是企业经理77.

08% 心理健康, 22. 92% 的人有心理问题; 中层管理79. 10% 的

人心理健康, 20. 90% 的人有心理问题, 一般管理77. 93% 的人

心理健康, 22. 07% 的人有心理问题, 详见表 3。

表 3　一般心理健康情况

企业经理 中层管理 一般管理

平均值 1. 84 1. 81 1. 83

人　数 84 352 710

心理健康者比例 (% ) 77. 08 79. 10 77. 93

心理问题者比例 (% ) 22. 92 20. 90 22. 07

2. 4　一般心境分析　我们按照活力为正性情绪, 消沉、紧张、

疲劳、思维、脾气 5 个因素为负性情绪, 分析不同管理者的心

境情况。将不同管理者每个维度的平均分值与全体管理者每

个维度的总体平均分值加以比较, 发现企业经理、中层管理、

一般管理者正性情绪高于均值, 负性情绪低于均值, 详见表4。

表 4　一般心境六因素均值

企业经理 中层管理 一般管理 总体均值

消　沉 0. 33 0. 45 0. 47 0. 45

紧　张 0. 50 0. 47 0. 51 0. 50

疲　劳 0. 74 0. 67 0. 69 0. 74

思　维 0. 80 0. 79 0. 80 0. 76

脾　气 0. 78 0. 73 0. 71 0. 78

负性情绪 0. 63 0. 62 0. 64 0. 65

活　力 1. 97 1. 91 1. 78 1. 57

3　讨　论

3. 1　SCL - 90 症状分析结果表明　在社会变革时期存在各

种客观压力的情况下, 该煤炭企业管理者身心健康状况总体

是好的。但在躯体和心理方面出现的阳性症状不能忽视, 仍有

2. 74% 到26. 142% 的管理者存在相关症状。三层次管理者存

在最多的症状是强迫症状, 此与管理者责任重大, 时常作决

策, 从而养成遇事多思、反复斟酌有关。此症状严重时可能犹

豫不决, 不能果断决策, 对工作产生消极影响。此症状轻微时

可使人考虑全面, 不草率行事, 对工作产生积极影响。企业经

理存在第 2 位的是躯体症状, 他们由于年龄、体质和劳累因素

可存在病理性和亚健康的躯体症状; 存在第 3 位的是敌对和

偏执症状, 这可能由于他们多年从事管理工作, 时常进行决

策, 面对他人对自己的不理解, 容易形成固执己见的思想 [5 ]。

3. 2　心身疾病和心理疾病分析　管理者存在较多症状的系

统是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和五官系统, 这些系统的功能状态

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而管理者心理压力较大, 存在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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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大学生个性和气质追踪调查

鲁　娟①　崔乔礼②△　李　健③

【摘要】　目的　追踪调查军医大学生的个性和气质。方法　应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和气质量表, 对某军医大学入校学员进行调

查, 3 年后 (实习前)再次对这些学员进行调查。结果　军医大学生随着年级的升高, N 分下降。情绪稳定性得到增强; 气质类型

构成比发生了变化 (P < 0. 05)。女学员的性格更外向, 护理学员的性格更外向、情绪更稳定。结论　军医大学生在校学习期间,

个性和气质都不稳定, 仍然是个性和气质的可塑期; 军校环境可能有利于学员的情绪稳定的提高。

【关键词】　军医大学生; 个性; 气质; 追踪调查

Con tinual Investigation of Personal ity and Blood of M il itary M edica l Un iversity Undergraduates. L u J uan, Cu i Q iaoli, L i

J ian. E d uca tion M in istry of S econd M ilitary M ed ica l U niversity , S hang ha i 200433, P. R. Ch 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personality and b lood ofM ilitary M edical U niversity U ndergraduates. M ethods　U sing

EPQ and B lood Q uestionnaire, the freshm en w ere tested and w ere tested again th ree years la ter (befo re exercita t ion). Results

　T he sco re of N w as low er w ith the increasing grades, that is, the emo tion w as mo re and mo re stab le and the b lood types of

the undergraduates w ere also changed (P < 0. 05). T he schoo lgirls w ere mo re ex travert; the nurse undergraduates w ere mo re

ex travert and had mo re stab le emo tion. Conclusion　Bo th the personality and b lood of the undergraduates are unstab le and the

period at campus is the p last ic period of the personality and b lood. T he circum stance of M ilitary U niversity m ay be usefu l to

the mo re stab le emo tion.

【Key words】　M ilitary m edical un iversity undergraduates; Personality; B lood; Continual invest igation

　　目前, 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

视, 相关的教育管理部门开展了广泛的研究。一般认为, 人的

个性是相对稳定的。也有学者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作了追

踪观察, 发现 3 年后 50% 的学生个性特点有变化, 学生的精神

健康状况有一定的改善[1 ]。军医大学生作为大学生中的一个

特殊群体, 在入校后, 受到军校系统的心理健康教育 [2 ]和自身

的锻炼, 个性和气质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本文尝试对此进行

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某军医大学全部新生 395 名。其中: 男学员 323

名, 女学员 72 名; 专业分布: 护理 25 名、军医 136 名、海医 55

名、药学55 名、麻醉29 名、卫生事业管理34 名和其他专业 (包

括中医、生物技术、精神卫生专业) 61 名, 平均年龄 18. 45 岁。

1. 2　研究步骤　新生入校后即进行测试。3 年后 (实习前)再

次对这些学员进行测试。回收有效问卷 379 份, 有效率为

96%。

1. 3　评定工具　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 ) 和气质量表。EPQ

有 88 个题目, 含 3 个维度 4 个分量表: 内外向性 (E 量表)、神

经质 (又称情绪性) (N 量表) 和精神质 (又称倔强、讲求实际)

(P 量表) , 此外还有效度量表, 测量受试者的掩饰、假托或自

身隐蔽, 或者测定其社会性朴实幼稚的水平 (L 量表)。气质量

的焦虑和紧张, 容易出现心身症状, 易患心身疾病 [6 ]。

3. 3　一般心理健康分析　虽然从总均分来看各管理群体心

理状况都在健康值以内, 但不平衡, 仍有20. 90%～ 22. 92% 的

管理者均值大于2, 他们表现有焦虑、紧张、烦恼、沮丧、疲劳和

压力感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80% 左右的管理者心理健康,

20% 的管理者存在心理问题, 这可能与起面对的社会环境和

工作压力有关。

3. 4　一般心境分析　三层管理者总体上以正性情绪为主, 说

明他们热情较高、工作态度较积极, 但由于也存在各方面的压

力, 当然存在一些消极情绪。

3. 5　因为本课题采用的是自评问卷　不同于临床诊断, 被调

查者的心身症状可能有主观上的夸大或缩小, 但是, 基本事实

是肯定的, 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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