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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ntal healt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overall health and safety of power height workers. In 
the present study, 102 height workers were investigated via the “symptom checklist 90”.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except for the interpersonal sensitive dimension, other dimensions had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eight workers’ and the national norm; there was an obvious 
gender difference in hostility dimension; the dimension of obsessive-compulsive symptom dif-
fered significantly among people with different working years; the influence of eyesight on mental 
health was obvious. The abov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height workers is rel-
atively well; however, we should adopt mental health care 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
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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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健康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整体健康以及作业安全有着重要意义。本文通过采用《90项症状清单》对

102名电力高处作业人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除人际敏感维度外，电力高处作业人员与全国常模在其

他所有维度上的差异均不显著；敌意维度存在明显性别差异，强迫症状维度在不同工龄人员间的差异明

显，视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明显。说明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好，但仍需从不同人口

变量角度采取针对性的心理保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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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WHO)关于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乃是一种在身体上、精神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

的适应力，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和衰弱的状态，而且还要促进精神愉快和社会功能完好”，这就是人

们所指的身心健康。可见，一个个体在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四方面都健全，

才是完全健康的人。心理健康作为 20 世纪中叶以来由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所决定的以一种全新的、多

元的角度看待健康的产物，它的出现反映了唯物主义心身统一的哲学观在健康观念上的确立[1]。心理健

康一般指个体较少体验到抑郁、不愉快等负性情绪，可以自我控制某些行为，能够从社会支持系统中寻

找帮助，进而有效地进行问题解决，体验到幸福感[2] [3]。 
心理健康程度关乎到人们能否高效投入学习、生活和工作中。为此，研究者们已开展了针对不同群

体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如大学生、公务员、飞行员、公安机关警察和农民工等[4] [5] 
[6] [7] [8]。与上述群体相比，作为一类特殊群体的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同样值得关注，因

为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作业性质具有高危性，他们的工作压力相对较高。为此，本研究拟采用国际上权

威的测量工具《90 项症状清单》，以系统全面地测评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在不同人口

统计变量间做比较，以便于为相关部门为该类群体的心理健康保健工作提供对策性建议。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 102 名电力登高作业员工(简称电力高处作业人员)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70 名、女性 32
名；在年龄方面，20~25 岁的有 32 名、26~30 岁的有 34 名、31~35 岁的有 22 名、36~40 岁的有 4 名、≥41
岁的有 10 名；在身高方面，≤155 cm 的有 4 名、156~160 cm 的有 14 名、161~165 cm 的有 24 名、166~170 
cm 的有 20 名、171~180 cm 的有 40 名；在体重方面，40~50 kg 的有 8 名、51~60 kg 的有 42 名、61~70 kg
的有 22 名、71~80 kg 的有 26 名、81~90 kg 的有 4 名；在工龄方面，≤1 年的有 6 名、1~3 年的有 30 名、

3~5 年的有 22 名、5~10 年的有 18 名、≥10 年的有 26 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初中及以下的有 4 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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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中专的有 2 名、大专程度有 28 名、本科的有 58 名、研究生及以上的有 10 名；在视力方面，正常的

有 30 名、≤−3D 的有 28 名、≥−3D 且≤−5D 的有 32 名、≥−5D 且≤−8D 的有 10 名、≥−8D 的有 2 名。 

2.2. 《90 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list90, SCL-90) [9] [10] 

由德若伽提斯(Derogatis)在 1973 年编制，测验适用对象为 16 岁以上。主要用来测量心理健康状况。

共有 90 个题目，包含有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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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个题目在不同维度的归属见表 1。该量表可用来进行心理健康状

况诊断，也可做精神病学研究。可用于他评，也可用于自评。该量表采用 10 个维度分别反映 10 方面的

心理症状，这 10 个维度是：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意、恐怖、妄想、精神病性及其

它。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84；10 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 0.882、0.906、0.892、0.922、
0.904、0.769、0.854、0.827、0.861、0.807。 

该量表的每一个项目均采取李克特(Likert) 5 点量表进行测量：每一个项目均采用 5 级评分制，即 1~5
级评分，分别记 1、2、3、4 和 5 分。其中，无：自觉并无该项问题(症状)，记 1 分；很轻：自觉有该项

症状，但对受检者并无实际影响或影响轻微，记 2 分；中度：自觉有该项症状，对受检者有一定影响，

记 3 分；偏重：自觉常有该项症状，对受检者有相当程度的影响，记 4 分；严重：自觉该症状的频度和

强度都十分严重，对受检者的影响严重，记 5 分。这里所指的“影响”，包括症状所致的痛苦和烦恼，

也包括症状造成的心理社会功能损害。“轻”“中”“重”无具体定义，由自评者自己去体验。 

2.3.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录入与分析，统计方法包含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3. 结果 

3.1.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与 SCL-90 常模的比较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 SCL-90 各维度得分与全国常模的比较见表 2。由于其它维度没有常模，此处仅列

出 9 个维度。运用 t 检验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在 SCL-90 各维度的得分与全国常模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

两类群体在除人际敏感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外(p < 0.05)，其他维度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说明电

力高处作业人员的人际敏感程度相对较低。 
 

Table 1. SCL-90 dimensions and the subject of each containing the number 
表 1. SCL-90 的维度及各自包含的题目编号 

维度 所属维度的题目编号 

躯体化 1、4、12、27、40、42、48、49、52、53、56、58 

强迫 3、9、10、28、38、45、46、51、55、65 

人际敏感 6、21、34、36、37、41、61、69、73 

抑郁 5、14、15、20、22、26、29、30、31、32、54、71、79 

焦虑 2、17、23、33、39、57、72、78、80、86 

敌意 11、24、63、67、74、81 

恐怖 13、25、47、50、70、75、82 

妄想 8、18、43、68、76、83 

精神病性 7、16、35、62、77、84、85、87、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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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口统计变量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 SCL-90 得分的影响 

本部分分别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在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工龄、受教育程度和视力方面的差异

做出比较分析。不同性别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比较见表 3。运用 t 检验对不同

性别电力高处作业人员在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的得分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除敌意维度外，SCL-90 总

分及其他所有维度的得分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s > 0.05)，说明两类群体间的 SCL-90 总分及其他维

度得分差异不显著。敌意维度得分表现为女性显著高于男性(p < 0.05)。 
不同年龄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比较见表 4。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电力高

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在不同年龄群体间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总分及所有维度得分在

不同年龄群体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 
不同身高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比较见表 5。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电力高 

 
Table 2. Comparison of SCL-90 dimensions and the national norm (M ± SD) 
表 2. SCL-90 各维度与全国常模(M ± SD)的比较 

维度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 全国常模 t 

躯体化 1.31 ± 0.35 1.34 ± 0.45 −0.66 

强迫 1.81 ± 0.55 1.69 ± 0.61 1.54 

人际敏感 1.61 ± 0.50 1.76 ± 0.67 −2.12* 

抑郁 1.49 ± 0.46 1.57 ± 0.61 −1.26 

焦虑 1.47 ± 0.40 1.42 ± 0.43 0.95 

敌意 1.40 ± 0.43 1.50 ± 0.57 −1.57 

恐怖 1.26 ± 0.32 1.33 ± 0.47 −1.47 

妄想 1.45 ± 0.42 1.52 ± 0.60 −1.16 

精神病性 1.38 ± 0.41 1.36 ± 0.47 0.32 

注：***p < 0.001，**p < 0.01，* p < 0.05，+ p < 0.1。文后同。 
 

Table 3. The effect of gender on SCL-90 score and its dimension score (M ± SD) 
表 3. 性别对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M ± SD)的影响 

维度 男(N = 70) 女(N = 32) t 

躯体化 1.30 ± 0.34 1.32 ± 0.37 −0.21 

强迫症状 1.77 ± 0.46 1.89 ± 0.73 −0.72 

人际敏感 1.57 ± 0.43 1.68 ± 0.63 −0.74 

抑郁 1.42 ± 0.37 1.62 ± 0.59 −1.45 

焦虑 1.42 ± 0.36 1.58 ± 0.50 −1.27 

敌意 1.32 ± 0.31 1.58 ± 0.58 −2.05* 

恐怖 1.24 ± 0.29 1.31 ± 0.38 −0.73 

妄想 1.39 ± 0.37 1.58 ± 0.49 −1.52 

精神病性 1.32 ± 0.35 1.48 ± 0.51 −1.28 

其它 1.44 ± 0.45 1.59 ± 0.52 −1.10 

总分 1.42 ± 0.32 1.56 ± 0.50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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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Influence of age on SCL-90 score and its dimension score (M ± SD) 
表 4. 年龄对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M ± SD)的影响 

维度 20~25 岁(N = 32) 26~30 岁(N = 34) 31~35 岁(N = 22) 36~40 岁(N = 4) ≥41 岁(N = 10) F 

躯体化 1.29 ± 0.28 1.31 ± 0.38 1.25 ± 0.31 1.20 ± 0.94 1.30 ± 0.20 1.31 

强迫症状 1.98 ± 0.45 1.80 ± 0.65 1.80 ± 0.55 1.09 ± 0.00 1.22 ± 0.18 1.96 

人际敏感 1.73 ± 0.43 1.58 ± 0.65 1.52 ± 0.41 1.94 ± 0.07 1.35 ± 0.28 0.86 

抑郁 1.54 ± 0.39 1.48 ± 0.62 1.50 ± 0.37 1.61 ± 0.10 1.23 ± 0.19 0.49 

焦虑 1.52 ± 0.42 1.54 ± 0.48 1.33 ± 0.30 1.75 ± 0.35 1.28 ± 0.21 1.00 

敌意 1.43 ± 0.35 1.42 ± 0.58 1.46 ± 0.33 1.58 ± 0.11 1.03 ± 0.07 1.16 

恐怖 1.32 ± 0.27 1.28 ± 0.41 1.24 ± 0.29 1.00 ± 0.00 1.14 ± 0.24 0.64 

妄想 1.41 ± 0.37 1.52 ± 0.55 1.53 ± 0.32 1.58 ± 0.11 1.06 ± 0.91 1.38 

精神病性 1.45 ± 0.38 1.38 ± 0.51 1.32 ± 0.37 1.65 ± 0.07 1.12 ± 0.13 0.86 

其它 1.51 ± 0.44 1.54 ± 0.52 1.35 ± 0.42 2.21 ± 0.50 1.22 ± 0.21 2.00 

总分 1.52 ± 0.33 1.48 ± 0.50 1.43 ± 0.32 1.72 ± 0.23 1.19 ± 0.15 0.94 

 
Table 5. The effect of height (unit: cm) on SCL-90 score and its dimension score (M ± SD) 
表 5. 身高(单位：cm)对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M ± SD)的影响 

维度 ≤155 (N = 4) 156~160 (N = 14) 161~165 (N = 24) 166~170 (N = 20) 171~180 (N = 40) F 

躯体化 1.50 ± 0.35 1.14 ± 0.20 1.41 ± 0.52 1.36 ± 0.30 1.25 ± 0.28 1.01 

强迫症状 2.35 ± 1.20 1.52 ± 0.30 1.74 ± 0.73 2.04 ± 0.37 1.78 ± 0.48 1.46 

人际敏感 2.11 ± 0.47 1.41 ± 0.37 1.61 ± 0.64 1.75 ± 0.47 1.55 ± 0.46 1.03 

抑郁 1.96 ± 0.38 1.30 ± 0.23 1.58 ± 0.65 1.61 ± 0.29 1.38 ± 0.42 1.41 

焦虑 1.85 ± 0.35 1.27 ± 0.22 1.56 ± 0.52 1.56 ± 0.53 1.47 ± 0.27 1.27 

敌意 2.08 ± 0.11 1.19 ± 0.20 1.54 ± 0.62 1.43 ± 0.37 1.31 ± 0.31 2.45+ 

恐怖 1.71 ± 0.40 1.08 ± 0.07 1.28 ± 0.38 1.37 ± 0.33 1.21 ± 0.29 2.01+ 

妄想 1.91 ± 0.35 1.33 ± 0.28 1.51 ± 0.55 1.48 ± 0.35 1.39 ± 0.41 0.90 

精神病性 1.75 ± 0.63 1.27 ± 0.30 1.41 ± 0.51 1.47 ± 0.40 1.31 ± 0.37 0.75 

其它 2.14 ± 0.40 1.26 ± 0.30 1.58 ± 0.58 1.52 ± 0.30 1.42 ± 0.49 1.63 

总分 1.92 ± 0.48 1.28 ± 0.19 1.52 ± 0.52 1.56 ± 0.33 1.40 ± 0.33 1.50 

 
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除敌意和恐怖维度外，总分及其他所有维

度的得分在不同身高群体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s > 0.05)。身高对敌意维度得分的影响表现为身高 ≤ 155 cm
与身高更高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得分差异显著(ps < 0.05)或边缘显著(ps < 0.1)。身高对恐怖维度的影响表

现为身高 ≤ 155 cm 与 156~160 cm 和 171~180 cm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得分差异显著(ps < 0.05)、与

161~165 cm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得分差异边缘显著(p < 0.1)。身高为 156~160 cm 和 166~170 cm 电力高

处作业人员的恐怖维度得分差异显著(p < 0.05)。 
不同体重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比较见表 6。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电力高

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的得分在不同体重群体间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体重对 SCL-90 总分

及其维度得分的影响不显著(ps > 0.05)。 
不同工龄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比较见表 7。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电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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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Influence of body weight (unit: kg) on SCL-90 score and its dimension score (M ± SD) 
表 6. 体重(单位: kg)对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M ± SD)的影响 

维度 40~50 (N = 8) 51~60 (N = 42) 61~70 (N = 22) 71~80 (N = 26) 81~90 (N = 4) F 

躯体化 1.37 ± 0.35 1.33 ± 0.36 1.28 ± 0.36 1.28 ± 0.39 1.08 ± 0.35 0.27 

强迫症状 1.77 ± 0.96 2.00 ± 0.57 1.72 ± 0.49 1.65 ± 0.39 1.35 ± 0.35 1.31 

人际敏感 1.55 ± 0.63 1.71 ± 0.53 1.58 ± 0.57 1.48 ± 0.41 1.50 ± 0.07 0.46 

抑郁 1.42 ± 0.54 1.65 ± 0.52 1.34 ± 0.42 1.40 ± 0.32 1.19 ± 0.27 1.26 

焦虑 1.47 ± 0.45 1.59 ± 0.50 1.45 ± 0.32 1.34 ± 0.27 1.20 ± 0.14 0.97 

敌意 1.41 ± 0.51 1.58 ± 0.48 1.24 ± 0.33 1.26 ± 0.32 1.25 ± 0.35 1.83 

恐怖 1.28 ± 0.48 1.33 ± 0.34 1.28 ± 0.39 1.12 ± 0.14 1.28 ± 0.40 0.88 

妄想 1.58 ± 0.48 1.56 ± 0.46 1.42 ± 0.47 1.28 ± 0.25 1.25 ± 0.35 1.11 

精神病性 1.37 ± 0.55 1.49 ± 0.46 1.31 ± 0.40 1.29 ± 0.27 1.05 ± 0.07 0.93 

其它 1.53 ± 0.61 1.56 ± 0.51 1.44 ± 0.41 1.42 ± 0.48 1.28 ± 0.40 0.29 

总分 1.48 ± 0.53 1.58 ± 0.42 1.41 ± 0.38 1.36 ± 0.27 1.23 ± 0.20 0.94 

 
Table 7. Effect of length of service on SCL-90 score and its dimension score (M ± SD) 
表 7. 工龄对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M ± SD)的影响 

维度 ≤1 年(N = 6) 1~3 年(N = 30) 3~5 年(N = 22) 5~10 年(N = 18) ≥10 年(N = 26) F 

躯体化 1.11 ± 0.19 1.38 ± 0.34 1.24 ± 0.43 1.29 ± 0.43 1.31 ± 0.27 .51 

强迫症状 1.53 ± 0.49 2.14 ± 0.46 1.50 ± 0.38 1.84 ± 0.69 1.72 ± 0.55 2.73* 

人际敏感 1.29 ± 0.51 1.84 ± 0.42 1.46 ± 0.48 1.53 ± 0.71 1.58 ± 0.40 1.43 

抑郁 1.20 ± 0.29 1.67 ± 0.50 1.30 ± 0.30 1.44 ± 0.50 1.53 ± 0.47 1.43 

焦虑 1.16 ± 0.21 1.67 ± 0.43 1.35 ± 0.33 1.50 ± 0.42 1.40 ± 0.39 1.77 

敌意 1.05 ± 0.09 1.57 ± 0.40 1.21 ± 0.33 1.44 ± 0.46 1.42 ± 0.49 1.77 

恐怖 1.19 ± 0.21 1.38 ± 0.32 1.11. ± 0.15 1.33 ± 0.46 1.21 ± 0. 31 1.29 

妄想 1.11 ± 0.19 1.60 ± 0.49 1.30 ± 0.31 1.55±54. 1.41 ± 0.31 1.50 

精神病性 1.10 ± 0.17 1.57 ± 0.45 1.24 ± 0.26 1.40 ± 0.55 1.31 ± 0.34 1.62 

其它 1.14 ± 0.14 1.60 ± 0.48 1.51 ± 0.47 1.53 ± 0.57 1.38 ± 0.44 .78 

总分 1.20 ± 0.26 1.64 ± 0.38 1.32 ± 0.29 1.48 ± 0.51 1.43 ± 0.35 1.60 

 

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在不同工龄群体间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除强迫症状维度外，工

龄对 SCL-90 总分及其他各维度得分的影响不显著(ps > 0.05)。在强迫症状维度上，工龄 ≤ 1 年电力高处

作业人员和 3~5 年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得分均较 1~3 年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得分低，差异程度达到边缘

显著(ps < 0.1)。 
不同受教育程度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比较见表 8。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在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间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受教育程

度对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的影响不显著(ps > 0.05)。 
不同视力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的比较见表 9。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电力

高处作业人员的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在不同视力群体间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视力对 SCL-90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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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Influence of education level on SCL-90 score and its dimension score (M ± SD) 
表 8. 受教育程度对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M ± SD)的影响 

维度 初中及以下 
(N = 4) 

高中或中专 
(N = 2) 

大专 
(N = 28) 

本科 
(N = 58) 

研究生及以上 
(N = 10) F 

躯体化 1.79 ± 1.00 1.50 ± 0.00 1.26 ± 0.22 1.25 ± 0.32 1.48 ± 0.47 1.58 

强迫症状 1.55 ± 0.49 1.40 ± 0.00 1.90 ± 0.50 1.71 ± 0.51 2.28 ± 0.82 1.48 

人际敏感 1.66 ± 0.47 1.77 ± 0.00 1.66 ± 0.41 1.52 ± 0.53 1.88 ± 0.64 0.61 

抑郁 1.53 ± 0.21 1.46 ± 0.00 1.53 ± 0.39 1.42 ± 0.45 1.72 ± 0.76 0.50 

焦虑 1.50 ± 0.70 1.60 ± 0.00 1.46 ± 0.39 1.43 ± 0.39 1.72 ± 0.54 0.54 

敌意 1.33 ± 0.47 1.00 ± 0.00 1.39 ± 0.36 1.38 ± 0.43 1.66 ± 0.64 0.70 

恐怖 1.07 ± 0.10 1.57 ± 0.00 1.26 ± 0.29 1.23 ± 0.31 1.42 ± 0.52 0.76 

妄想 1.33 ± 0.23 1.16 ± 0.00 1.42 ± 0.39 1.41 ± 0.38 1.80 ± 0.72 1.05 

精神病性 1.45 ± 0.35 1.30 ± 0.00 1.39 ± 0.37 1.30 ± 0.38 1.74 ± 0.65 1.23 

其它 1.92 ± 0.91 1.57 ± 0.00 1.46 ± 0.47 1.41 ± 0.42 1.77 ± 0. 62 1.05 

总分 1.53 ± 0.50 1.44 ± 0.00 1.48 ± 0.33 1.41 ± 0.37 1.75 ± 0.62 0.83 

 
Table 9. Influence of visual acuity (D) on SCL-90 score and its dimension score (M ± SD) 
表 9. 视力(D)对 SCL-90 总分及其维度得分(M ± SD)的影响 

维度 0 (N = 30) ≤−3 (N = 28) ≥−3 且≤−5 (N = 32) ≥−5 且≤−8 (N = 10) ≥−8 (N = 2) F 

躯体化 1.25 ± 0.37 1.24 ± 0.26 1.26 ± 0.27 1.70 ± 0.51 1.75 ± 0.00 2.45+ 

强迫症状 1.54 ± 0.39 1.71 ± 0.48 1.86 ± 0.52 2.54 ± 0.67 2.50 ± 0.00 4.52** 

人际敏感 1.51 ± 0.38 1.39 ± 0.36 1.63 ± 0.47 2.26 ± 0.76 2.33 ± 0.00 4.26** 

抑郁 1.33 ± 0.26 1.42 ± 0.40 1.43 ± 0.38 2.20 ± 0.72 2.00 ± 0.00 5.06** 

焦虑 1.38 ± 0.29 1.30 ± 0.22 1.48 ± 0.35 1.98 ± 0.62 2.60 ± 0.00 6.76*** 

敌意 1.24 ± 0.29 1.25 ± 0.22 1.44 ± 0.39 2.07 ± 0.66 2.00 ± 0.00 6.32*** 

恐怖 1.16 ± 0.20 1.13 ± 0.16 1.27 ± 0.28 1.74 ± 0.51 2.00 ± 0.00 7.62*** 

妄想 1.27 ± 0.17 1.47 ± 0.32 1.38 ± 0.39 2.00 ± 0.75 2.17 ± 0.00 4.67** 

精神病性 1.31 ± 0.27 1.24 ± 0.28 1.31 ± 0.34 2.00 ± 0.64 2.00 ± 0.00 6.23*** 

其它 1.37 ± 0.41 1.41 ± 0.48 1.47 ± 0.37 2.05 ± 0.66 1.85 ± 0.00 2.56+ 

总分 1.34 ± 0.25 1.36 ± 0.26 1.46 ± 0.33 2.05 ± 0.61 2.14 ± 0.00 5.96** 

 
及其维度得分的影响显著(ps < 0.05)。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电力高处作业人员与全国常模在除人际敏感维度外的其他所有维度的差异均不显著，

说明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好。与全国常模相比，电力高处作业人员在人际敏感维度

的得分较低，说明该群体的人际敏感性较弱。换言之，电力高处作业人员可能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

的相互关系，在人群中感到不自在，与人相处时有着较强的戒备、怀疑和嫉妒心理，在人际关系上存在

着种种困惑，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导致上述差异的可能原因是该类群体经常从事高处作业从而减弱了他

们与别人接触的机会，因此，为提升该类群体的人际敏感程度，可多鼓励他们逐渐养成在集体中自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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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并评价他人的习惯。 
人口统计变量比较显示，女性较男性电力高处作业人员在敌意维度的得分更高。基于此，在日常生

活中，一方面要多帮助女性电力高处作业人员消除偏见，不带着有色眼镜曲解他人的态度，不要不分青

红皂白地认为他人的言谈举止都有敌意，凡事要多从正面去理解，凡事要平心气和地加以处理；另一方

面要帮助他们形成热情待人的态度，因为只有热情待人、悦纳他人，才能热情待己、接纳自己，并逐渐

习惯和适应这种交际方式，使敌对情绪渐趋淡化。工龄 1~3 年较其它工龄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强迫症状

得分高，应该鼓励他们多参加集体活动及文体活动，多培养生活中的爱好，以建立新的兴奋点去抑制病

态的兴奋点；注意心理卫生，努力学习对付各种压力的积极方法和技巧，增强自信，不回避困难，培养

敢于承受艰苦和挫折的心理品质。视力影响分析显示，高近视被试在较多维度的症状得分均较高，这可

能与高处作业对视力的要求较高所致，为此，要增加他们的沟通渠道，提供社会支持，以降低他们的工

作压力，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并提供专业心理咨询和治疗，以帮助他们了解自己个性中与社会不相适

应的特质，增强对挫折的容忍度。 

5. 结论 

除人际敏感维度外，电力高处作业人员与全国常模在其他所有维度的差异不显著；敌意维度存在明

显性别差异，强迫症状维度在不同工龄间的差异明显，视力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明显。说明电力高处作业

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好，但仍需从不同人口变量角度采取针对性的心理保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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