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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机车司机的主要任务是驾驶列车机车、保证列车运行

安全 ,他们在确保广大旅客生命健康和国家财产安全方面承担

着直接责任。通过对机车司机这一特殊职业群体的应激源因

素进行分析研究 ,可以了解掌握他们的主要社会应激源及其对

心理健康的影响 ,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完善管理、提高员工心理

健康水平 ,促进铁路运输安全。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2003年 7月 ,对全国 165个国家铁路机务段 [ 1 ]按照 2002

年安全生产绩效指标的高低 ,分为前 27%、后 27%和中间 46%

三组 ,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其中的 33个 ;在 33个机务

段中对司机进行随机取样 ,以问卷法获得有效样本 1465个。

33个机务段占国铁机务段总数的 20% ,涉及黑龙江、辽宁、河

北、北京、山东、江苏、福建、河南、湖北、江西、重庆、甘肃等 12

个省市。1465个样本全部为男性 ,年龄跨度 20～60岁。

二、方法

1.自编社会应激事件调查量表 :运用克隆巴赫 (Cronbach)

alpha系数法对使用该量表调查的 3946个样本进行了信度检

验 ,结果为 0. 98,表明该量表的信度非常高 ,且具有稳定的内部

一致性。该量表包括 89个应激事件 ,分五级评分 : 0 =从未发

生 , 1 =轻度 , 2 =中度 , 3 =重度 , 4 =极度。

2.心理健康水平测量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 SCL290) [ 2 ]。企

业员工资料见文献 [ 3 ]。

三、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1. 5forW indows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一、两组应激源评分比较

按社会应激事件调查量表应激源 9因素 ,对机车司机与企

业员工两个群体的测评结果分别进行了比较 ,结果见表 1。

表 1 铁路机车司机与企业员工应激源评分比较 (分 , x ±s )

群体 职业发展 住房问题 工作特征 社会环境 人际关系

企业员工 0. 75 ±0. 69 1. 18 ±1. 11 1. 01 ±0. 88 1. 61 ±0. 98 0. 26 ±0. 38

机车司机 1. 22 ±0. 80 2. 01 ±1. 34 2. 23 ±1. 05 2. 00 ±0. 95 0. 38 ±0. 48

群体 经济收入 子女问题 组织气氛 夫妻关系

企业员工 1. 20 ±0. 88 1. 02 ±1. 00 0. 62 ±0. 62 0. 14 ±0. 37

机车司机 1. 82 ±1. 05 1. 29 ±1. 23 0. 97 ±0. 80 0. 20 ±0. 42

二、回归分析

以 SCL290总分为因变量 ,各变量组按下列步骤加入 :第 1

步 ,人口统计变量等控制变量同时进入 ;第 2步 ,应激源 9个因

素同时进入。以 SCL290总分为因变量 ,铁路机车司机变量回

归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铁路机车司机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B P值 Beta

控制变量

驾驶机型 10. 40 < 0. 01 0. 09

婚姻状况 8. 83 < 0. 01 0. 09

工作任务 5. 39 < 0. 05 0. 06

经济收入 - 2. 04 < 0. 01 - 0. 07

应激源因素

职业发展 17. 10 < 0. 01 0. 23

组织气氛 10. 38 < 0. 01 0. 14

夫妻关系 19. 33 < 0. 01 0. 14

工作特征 7. 11 < 0. 01 0. 13

住房问题 5. 37 < 0. 01 0. 12

人际关系 13. 42 < 0. 01 0. 11

经济收入 1. 95 > 0. 05 0. 03

子女问题 1. 69 > 0. 05 0. 03

社会环境 - 4. 62 < 0. 05 - 0. 07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 ,铁路机车司机的应激源 9因素的值均显

著高于企业员工值 ,两个群体的应激源 9因素的均值差异有显

著性 ,工作特征这一应激源因素的差异尤为显著。说明机车司

机的工作责任、工作时间、劳动强度等工作压力比一般企业员

工大 ,需要引起铁路部门的密切关注。控制变量中驾驶机型、

婚姻状况、工作任务和经济收入等变量对心理健康影响显著 ,

表明工作和生活状况与机车司机的心理健康之间关系密切 ;应

激源因素变量中职业发展、组织气氛、夫妻关系、工作特征、住

房问题和人际关系等变量对心理健康影响显著。应激源因素

的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Beta)越大 ,表明该因素对心理健康的影

响越大。通过比较标准化偏回归系数大小 ,应激源因素对机车

司机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 :职业发展、组

织气氛、夫妻关系、工作特征、住房问题和人际关系。职业发展

排在影响司机心理健康诸因素的首位 ,表明随着企业生产力水

平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发展 ,加之国有企业实施的结构调整、

减员分流等改革措施 ,使司机认识到自己要想留在岗位上、要

想适应工作的要求 ,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工作技能 ,这

种压力是潜在的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社会环境因

素的偏回归系数为负值这一结果 ,显示了铁路系统在经济社会

环境中相对独立的特征。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还表明 ,机车司机

的应激源主要来自工作和生活两个方面。工作特征和职业发

展对机车司机的心理健康影响程度排在诸因素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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