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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交通警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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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作为特殊职业群体，承受着多方面的压力，对心理

健康易产生不良影响。近期调查显示，天津市约有18．8％的

警察存在职业紧张因素水平和紧张反应程度偏高⋯。而交

通警察(交警)由于同时暴露于多种职业有害因素，身心损伤

严重，2009年天津市交警体检结果显示，高血压、冠心病、高

脂血症等常见疾病的检出率超过40％。本研究运用症状自

评量表(SCL一90)测量天津市交警的心理健康状况。“。

1．对象与方法：选取天津市全体交警共4232人作为研

究对象．最终取得有效问卷3433人，其中男性3322人，女性

111人，年龄22～60(平均41．0±9．6)岁。测量工具采用

SCL一90、个人资料及个体健康问卷等。SCL一90由10个项目

共90个题目组成，严重度从“1”(无症状)到“5”(极严重)分

为5级，本次测试为实名制填写，要求评定者对量表的每一

项根据自己近l周的实际情况作出独立的评定，个人资料及

个体健康问卷包括姓名、年龄、性别、警种、工作单位、生活习

惯、健康状况、职业紧张程度等，作为辅助参考资料。2009年

4—7月对全体交警按支队分批测试，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工

作者按照统一标准分发问卷、讲解指导语，测试结束后统一

回收问卷和题卡，并使用读卡器录入结果，剔除漏填、错填问

卷。将有效数据输入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t检

验、方差分析(ANOVA、Post Hoc Tests)进行检验。

2．结果：

(1)SCL一90阳性筛选：按全国常模结果，总分超过160

分或阳性项目数超过43项，或任一因子分超过2分，可考虑

筛选阳性b。根据该标准，3433名交警中共有24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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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筛选阳r#，其巾男性2335人，女性77人一根据统计，

交警不良心理症状主要包括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等．在

单个项目分的统计巾，单项分≥2的项口(即表示受检者“有

症状”)及单项分≥3的项口(即表示有筛选意义，需进一步检

查)在各因子中所占比例见表1、

(2)各症状岗子的性别和年龄比较：强迫、抑郁、敌对、偏

执4个凶子男性显著高于女性(P<0．05)，躯体化、人际关系

敏感、焦虑、精神病性、其他(主要反t映饮食及睡眠情况)5个

因子男性显著高于女性(P<O．01)，恐怖岗子男女问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此外，量表的阳性项r]数、总均分，男性显著

高于女性(P<0．01)，阳性项口均分的性别问筹异尤统计学

意义，

各年龄组因子分比较，躯体化、其他阳性项目均分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总均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他项目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年龄组因子分

的组问比较：20岁组与30岁组的躯体化、』￡他、阳性项目均分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岁组～40岁绀的躯体化、

强迫、抑郁、焦虑、敌对、精神病性、其他、阳性项目数、阳性项

目均分、总均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岁组与50

岁组的躯体化、其他、阳性项目均分、总均分的差异有统汁学

意义(P<0．05)；30岁组与40岁组的躯体化、其他、阳性项目

均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0岁组与50岁组的躯

体化、恐怖、其他、阳性项目均分的差异有统汁学意义(P<

0．05)；40岁组与50岁组各项日的差异尤统计学意义(表2)。

(3)与全国成人常模比较。4。：全市交警SCL一90量表各凶

子得分与全国成人常模相比，躯体化、焦虑、敌对、恐怖、精神

病性凶子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P<0 001)，人际关系敏感iN

子分显著低于全同常模(P<O．001)，强迫、抑郁、偏执闲子与

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量表的总均分和阳性项日数及

阳性项目均分与全㈢常模比较差异有统汁学意义(P<

0．001)：

3．讨论：分析发现天津市交警心理不适检f乜率较高，约

占总体的70％，其中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的发生率最高，

40～49岁的男性交警心理健康状况最差。躯体化、焦虑、敌

对、恐怖、精神病性等因子得分高于普通职业群体，其中躯体

症状如各种疼痛和躯体不适与交警长期暴露在不良的环境

中超负荷工作有重要相关。交警在执法过程巾需要按照严

格的标准和程序判断、处理突发事故，做好与群众的沟通工

作，接受群众监督和自我监督。一次执法的失误可能对社

会、他人和自身都造成不良影响，此类压力的聚积可能是造

成交警焦虑、敌对、恐怖、精神病性因子移著高于其他职业人

群的霞要因素：针对交警特殊的职业和心理特点，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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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灭津市3433名交警SCL一90量表各圜子中≥2和≥3的项目人数及百分比(％)

表2天津市3433名交警SCL一90量表各因子分的年龄组问比较(孑±s)

注：各年龄组两两比较(“20～29岁组与30～39岁组、6 20～29岁组与40～49岁组、‘20～29岁
组与50～60组、“30～39岁组与40～49岁组、”30～39岁组与50～60岁组)尹<O．05或P<0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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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在外部环境上积极改善其执法

环境，在内部心理建设方面，传授交

警沟通交流、舒解压力、有效放松的

方法，提高群体心理保健意识和自

我调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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