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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motional state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the present study surveyed 
102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via three different scales: work tension, anxiety, and fea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work tension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was significantly sensitive 
to the factors of age and educational level; eyesigh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their anxiety level; the 
anxiety level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was highly greater than that of national norm; 
their work tension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their fears were relatively good. Effective 
intervention 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emotional state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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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情绪状态，本文采用三份量表(工作紧张、焦虑自评和恐惧程度)分别测量了

102名电力高处作业人员在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上的表现，并探讨了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可显著影响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程度，视力可显著影响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

焦虑水平；电力高处作业人员较全国常模的焦虑水平更高；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程度与焦虑水

平存在显著正相关；他们的恐惧程度相对良好。文章在结果基础上提出提升电力高处作业人员情绪状态

的有效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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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竞争力超强的时代，社会注重的是效率与品质，因此，各组织部门均需自律主动的员工，需要他

们具有较高的工作激情与忘我的敬业精神，去充分激发组织部门的活力，而这所有的一切须建立在员工

正确心态的基础上。社会发展带来的各种思潮相互撞击，思想领域的矛盾和斗争错综复杂，如负面信息

杂、情绪释放难、规章制度严、工作压力大、消费水平高等，都交错影响着员工在工作中的情绪，成为

制约组织部门效率的重要因素。研究显示，若个体在工作中缺乏认同感和成就感，不但易引起工作耗竭，

致使生产效率低下，产品与服务的品质下降，也能危害其身心健康(吴金贵，唐传喜，钮春瑾，庄祖嘉，

2011)。高工作紧张与低社会支持均是危害职业人员绩效的重要因素(吴金贵，唐传喜，卢国良，2017)。
个体体会到的工作要求、工作付出与回报不平衡、社会支持低、工作氛围差、工作环境缺乏公正性，可

导致抑郁等不良情绪反应(Theorell et al., 2015)。焦虑和恐惧均是人的本能情绪，当一个个体处于心理压

力状态或受到刺激时，均可能体会到焦虑和恐惧。正常的焦虑和恐惧能够帮助个体面对突发事件，长期

不良的焦虑和恐惧则会影响其心理健康。焦虑是一种处于扩散状态的不安，恐惧与焦虑的最大不同在于，

恐惧是针对特定危险的反应，焦虑则是非特定的、模糊的和无对象的(张慧，黄剑波，2017)。电力高处作

业人员的工作性质具有高危性，他们的情绪状态是否良好，关乎到能否高效投入学习、生活和工作中。

为此，本研究拟采用国际上权威的测量工具，调查电力高处作业人员在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上的

表现，以系统全面地测评该群体的情绪状态，并在不同人口统计变量间做比较，以便于为相关部门提升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情绪状态提供有效干预措施。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抽取 102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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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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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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工具 

2.2.1. 工作紧张量表(Work Tension Scale) 
由豪斯和里佐编制(阳志平等，2004)。该量表主要描述个体在工作中感受到的与紧张有关的心理和身

体症状。包括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导致夜晚无法入睡以及不断出现于脑海中的紧张程度。该量表共 7 个题

目，被调查者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这些题目描述的内容是否正确地描述了自己。即，根据判断结果记录

自己的反应，认为对(符合自己)的标记为 2 分，错(不符合自己)的标记为 1 分。该量表得分为所有项目的

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说明工作越紧张。其信度为 0.71。 

2.2.2.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由 Zung 于 1971 年编制(戴晓阳，2010)。该量表共 20 个项目，主要用于评定被调查者焦虑的主观感

受，也能较准确地反映有焦虑倾向的精神病患者的主观感受。项目中有“##”者为反向评分题。主要评定

依据为项目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共分 4 级：没有或很少时间；小部分时间；相当多时间；绝大部

分或全部时间。正向评分题，依次评为 1、2、3、4 分。反向评分题则依次评分为 4、3、2、1。在自评

者评定结束后，将 20 个项目的得分相加，得分越高说明焦虑水平越高。该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78。 

2.2.3. 恐惧程度测量 
该量表采用古特曼形式，强调项目的单维性，按难度或数量的连续体排成序列，表示接受项目所拥

有的“特征量”。因此，能通过高级项目一定能通过低级项目，反之，不能通过低级项目则肯定不能通过

高级项目。该量表用于测量恐惧的程度，共 9 个题目，要求被调查者从中选出最符合自己情况的一个项

目，被调查者被告知只能选一项、但不能不选，如果没有完全符合自己的项目，就选最接近自己感受的

一个项目。该测量的得分是所选项目的分数，即选第几个项目就得几分。运用本研究数据进行计算的结

果显示，该量表的信度为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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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way 
ANOVA)。 

3. 结果 

3.1. 人口统计变量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的影响 

不同性别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见表 1。t 检验结果显示，工作紧张、

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s > .05)。 
不同年龄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见表 2。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工作

紧张得分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年龄对工作紧张得分的影响显著(p < .05)。事后检验结果显示，20~25 岁

与 26~30 岁、31~35 岁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得分的差异达到边缘显著(ps < .1)，其他年龄群体间

的得分差异不显著(ps > .05)。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对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的影响均不显著

(ps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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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on the scores (M + SD) of work tension, anxiety and fear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表 1. 性别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得分(M ± SD)的影响 

 男 
(n = 70) 

女 
(n = 32) 

t 
 

工作紧张 1.18 ± .25 1.28 ± .25 −1.24 

焦虑 1.60 ± .28 1.66 ± .37 .70 

恐惧 1.91 ± 1.54 2.37 ± 1.92 −.92 

 
Table 2. The influence of age on the scores (M + SD) of work tension, anxiety and fear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表 2. 年龄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得分(M ± SD)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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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紧张 1.12 ± .17 1.24 ± .25 1.32 ± .28 1.71 ± .40 1.00 ± .00 4.74** 

焦虑 1.64 ± .26 1.58 ± .39 1.62 ± .21 1.92 ± .81 1.56 ± .18 .57 

恐惧 2.37 ± 1.85 2.17 ± 1.77 1.90 ± 1.64 1.00 ± .00 1.40 ± .89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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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身高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见表 3。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工作

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三个变量的得分均不存在显著的身高差异(ps > .05)。 
不同体重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见表 4。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体重对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的影响均不显著(ps > .05)。 
不同工龄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见表 5。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工龄对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的影响均不显著(ps > .05)。 
不同受教育程度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见表 6。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对工作紧张得分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的得分差异显著(p < .05)。事后检验结果显示，

初中及以下学历电力高处作业人员与高中或中专学历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得分差异达到边缘显

著(p < .1)、高中或中专学历电力高处作业人员与大专学历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得分差异达到边

缘显著(p < .1)、大专学历电力高处作业人员与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得

分差异显著(p < .05)、本科与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得分差异显著(p < .05)。单

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焦虑的影响达到边缘显著(p < .1)；受教育程度对恐惧得分的影响

不显著(p > .05)。 
不同视力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见表 7。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工作

紧张、焦虑和恐惧程度得分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工作紧张和恐惧得分均不存在显著的视力差异(ps > .05)；
视力可显著影响焦虑水平(p < .05)，表现为近视程度越高焦虑水平越高。 

3.2.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焦虑水平得分与全国常模的比较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焦虑水平得分与全国常模的比较见表 8。运用 t 检验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焦虑

得分与全国常模进行比较的结果显示，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焦虑得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 < .05)。 

3.3.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与恐惧的相关关系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与恐惧得分的相关系数及显著性见表 9。由表可知，电力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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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height on the scores (M + SD) of work tension, anxiety and fear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表 3. 身高(cm)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得分(M ± SD)的影响 

 ≤155 (n = 4) 156 - 160 (n = 14) 161 - 165 (n = 24) 166 - 170 (n = 20) 171 - 180 (n = 40) F 
 

工作紧张 1.42 ± .40 1.20 ± .23 1.32 ± .32 1.14 ± .15 1.17 ± .25 1.12 

焦虑 1.87 ± .10 1.47 ± .17 1.72 ± .48 1.70 ± .28 1.54 ± .20 1.58 

恐惧 1.00 ± .00 1.57 ± .97 2.00 ± 1.85 2.30 ± 1.88 2.25 ± 1.74 .45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weight on the scores (M + SD) of work tension, anxiety and fear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表 4. 体重(kg)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得分(M ± SD)的影响 

 40 - 50 
(n = 8) 

51 - 60 
(n = 42) 

61 - 70 
(n = 22) 

71 - 80 
(n = 26) 

81 - 90 
(n = 4) 

F 
 

工作紧张 1.39 ± .24 1.23 ± .27 1.15 ± .21 1.19 ± .29 1.21 ± .30 .61 

焦虑 1.60 ± .33 1.68 ± .33 1.52 ± .24 1.59 ± .36 1.70 ± .00 .50 

恐惧 1.75 ± 1.50 2.42 ± 2.08 2.27 ± 1.34 1.53 ± 1.19 1.00 ± .00 .85 

 
Table 5. The influence of working years on the scores (M + SD) of work tension, anxiety and fear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表 5. 工龄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得分(M ± SD)的影响 

 ≤1年 
(n = 6) 

1-3 年 
(n = 30) 

3-5 年 
(n = 22) 

5-10 年 
(n = 18) 

≥10年 
(n = 26) 

F 
 

工作紧张 1.04 ± .08 1.14 ± .21 1.27 ± .30 1.22 ± .25 1.29 ± .28 1.04 

焦虑 1.70 ± .27 1.69 ± .28 1.58 ± .27 1.52 ± .27 1.62 ± .30 .50 

恐惧 1.00 ± .00 2.60 ± 1.84 2.63 ± 2.01 1.67 ± 1.41 1.46 ± 1.19 1.65 

 
Table 6. The influence of educational level on the scores (M + SD) of work tension, anxiety and fear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表 6. 受教育程度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得分(M  ± SD)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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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紧张 1.50 ± .70 1.00 ± .00 1.10 ± .13 1.22 ± .24 1.45 ± .29 2.83* 

焦虑 2.12 ± .53 1.45 ± .00 1.60 ± .26 1.57 ± .29 1.80 ± .37 2.1+ 

恐惧 2.00 ± 1.41 1.00 ± .00 1.85 ± 1.65 2.17 ± 1.75 2.20 ± 1.78 .18 

 
Table 7. The influence of eyesight on the scores (M + SD) of work tension, anxiety and fear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
tude 
表 7. 视力(D)对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和恐惧得分(M ± SD)的影响 

 
0 

(n = 30) 
≤−3 

(n = 28) 
≥−3 且≤−5 

(n = 32) 
≥−5 且≤−8 

(n = 10) 
≥−8 

(n = 2) 
F 

工作紧张 1.25 ± .34 1.16 ± .16 1.17 ± .20 1.40 ± .36 1.14 ± .00 .94 

焦虑 1.58 ± .33 1.56 ± .16 1.56 ± .28 2.02 ± .28 2.10 ± .00 3.46* 

恐惧 1.67 ± 1.45 2.28 ± 1.89 2.06 ± 1.76 2.80 ± 1.48 1.00 ± .0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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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 Comparison of the anxiety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with national norm (M ± SE) 
表 8.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焦虑与全国常模(M ± SE)的比较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 全国常模 t 

焦虑 32.35 ± .88 29.78 ± .46 2.86* 

 
Table 9.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and significance of work tension, anxiety and fear of power workers at high altitude 
表 9. 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焦虑与恐惧的相关系数及显著性 

 工作紧张 焦虑 恐惧 

工作紧张 1   

焦虑 .721*** 1  

恐惧 .070 .028 1 

 
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与焦虑呈极其显著的正相关(p < .001)，但二者与恐惧程度的相关均不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发现，年龄可显著影响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程度。结果显示，20~25 岁电力高处作

业人员明显较 26~30 岁和 31~35 岁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得分低，≥41 岁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

作紧张得分则最低，说明年龄可影响工作紧张得分，但并不是年龄越高越感到工作紧张。该结果可能与

不同年龄群体的身体健康状况存在差异所致，Wang 等人发现，职业人群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工作紧张的感

受性会产生明显影响，身体状况差的个体对工作紧张不敏感，其原因可能是该类人群接受了自身健康状

况差的事实；身体健康状况好的个体则相反(Wang, Patten, Currie, Sareen, & Schmitz, 2012)。受教育程度也

可影响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表现为受教育程度最低和最高者体会到的工作紧张程度最高，可

能原因是这两组群体在总体中所占比例均较低，从而过多地关注自身与他人的不同，导致他们过多地计

较自己是否能在工作中与多数他人有所不同。由于持续工作紧张的危害性极高(吴金贵，唐传喜，卢国良，

2017)，为此，相关部门一方面可帮助受教育程度最低和最高者适当安排工作计划，留出小段“真空时间”，

另一方面可帮助两组人群在学习和工作之余，多从事娱乐活动，以缓解紧张情绪。 
统计结果显示，电力高处作业人员较全国常模的焦虑水平更高，这可能是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作业

性质具有高危性使得他们的工作压力相对较高所致；结果还显示，近视程度越高焦虑水平越高，这可能

与电力高处作业对视力的要求较高所致。为此，日常工作中一方面要鼓励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特别是高近

视者)接纳自己，并努力提高其自身认知水平，培养积极向上的思维模式，改掉不良的行为和生活习惯，

更好地适应社会，恢复和谐心态，情感得到净化；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较好的沟通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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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对挫折的容忍度。本研究还发现，工作紧张与焦虑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说明电力高处作业人员感受的工作紧张程度越高，其焦虑水平越高。鉴于此，日常工作中需同时兼顾工

作紧张和焦虑两个角度，不能割裂地看待上述两类情绪。 

5. 结论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可显著影响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程度，视力可显著影响该类群体的焦虑

水平；电力高处作业人员较全国常模的焦虑水平更高；电力高处作业人员的工作紧张程度与焦虑水平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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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正相关；他们的恐惧程度相对较好。日常工作中要同时从工作紧张和焦虑两方面采取针对性的心理

保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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