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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信访工作者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为信访工作者心理健康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于 2021 年 4 月—6 月,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和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 352 名在职信

访工作者进行调查研究。 结果 信访工作者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为 25. 6%。 信访工作者 SCL-90 总均分、躯体

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 1,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信访工

作者的 SCL-90 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 2,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睡眠质量问题检出率为 11. 9%,且有睡眠质量问题组的信访工作者心理问题阳性

检出率高于无睡眠质量问题组( χ2 = 33. 087,P<0. 05)。 PSQI 总分和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障碍、
睡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等 6 个因子与 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均呈正相关(P<0. 05)。 除一般人口学特征中的文

化程度和工作年限是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外,睡眠质量中的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碍是心理健康状况的 2 个危

险因素[β= 1. 35,OR(95%CI)= 3. 844(2. 09~ 7. 06);β = 1. 67,OR(95%CI)= 5. 316(2. 95 ~ 9. 60)]。 结论 济南

市信访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存在一定问题,且与睡眠质量相关,睡眠障碍及日间功能障碍的问题越严重,信访工

作者的心理健康状况相应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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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lee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petition
 

worker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future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Methods A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352
 

petition
 

workers
 

using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 PSQI )
 

and
 

the
 

Symptom
 

Checklist-90
 

( SCL-90 ).
Results The

 

positive
 

detection
 

rate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ong
 

petition
 

workers
 

was
 

25. 6%. The
 

overall
 

scores
 

and
 

scores
 

for
 

somatization,compulsion,depression,anxiety,terror,paranoia,and
 

psychosis
 

were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norms
 

one,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 05).
 

Compared
 

to
 

the
 

national
 

norms
 

two,Petition
 

workers
 

also
 

had
 

higher
 

scores
 

on
 

factors
 

such
 

as
 

somatization,obsession-compulsion,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depression,anxiety,phobic
 

anxie-
ty,paranoid

 

ideation,and
 

psychoticism,and
 

thes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 05). The
 

detection
 

rate
 

of
 

sleep
 

quality
 

problems
 

was
 

11. 9%,and
 

the
 

mental
 

health
 

positive
 

rate
 

of
 

petition
 

workers
 

with
 

sleep
 

quality
 

problems
 

was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sleep
 

quality
 

problems
 

( χ2 = 33. 087,P< 0. 05).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v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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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PSQI
 

total
 

score
 

and
 

six
 

sleep
 

factors
 

(sleep
 

quality,sleep
 

latency,sleep
 

duration,sleep
 

dis-
orders,sleep

 

medications,and
 

daytime
 

dysfunction)
 

and
 

SCL-90
 

total
 

score
 

as
 

well
 

as
 

its
 

factors
 

(P<0. 05). Logistic
 

re-
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besides
 

educational
 

level
 

and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sleep
 

disorders
 

and
 

daytime
 

dys-
function

 

in
 

sleep
 

quality
 

were
 

two
 

risk
 

factors
 

for
 

psychological
 

health
 

[β= 1. 35,OR(95%CI) = 3. 844(2. 09 ~ 7. 06);
β= 1. 67,OR(95%CI)= 5. 316(2. 95~ 9. 60)]. Conclusion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mental
 

health
 

of
 

petition
 

workers
 

in
 

Jinan
 

city
 

which
 

is
 

related
 

to
 

sleep
 

quality. The
 

more
 

severe
 

the
 

sleep
 

disorders
 

and
 

daytime
 

dysfunction,the
 

worse
 

the
 

mental
 

health
 

of
 

the
 

petition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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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访工作是连接人民群众和党之间的纽带及

桥梁。 从事该工作的信访工作者责无旁贷地承担

起联系群众的重任。 信访工作者作为社会稳定的

守护者和民众权益的维护者,承受着巨大心理压

力,其身心健康直接关系到信访工作能否顺利展

开。 睡眠是健康的核心,改善睡眠是改善心理健康

的优先选择[1-2] 。 睡眠质量及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

已经广泛受到大家关注,但对信访工作者这一群体

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信访工作者心

理健康状况和睡眠质量,探究两者之间关系,为相

关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制定出更具针对性的干

预措施,进而改善信访工作者的睡眠质量及心理健

康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于 2021 年 4 月—6 月在济南市及其下辖各区

的信访局进行整群随机抽样,以在职信访工作者为

调查对象。 调查前,课题组专家对参与调查人员进

行统一培训,统一调查方法和填表说明。 争得调查

对象知情同意后由调查人员负责实施完成并收回

发放问卷,调查人员负责向调查对象解释说明。 调

查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并及时检查填写完整

性。 本研究已通过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伦理委员

会批准([2022](研)伦审第[70]号)。
1. 2　 研究方法

1. 2. 1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
90) 　 采用 SCL-90 测量信访工作者心理健康状

况[3] 。 该量表分为 10 个维度由 90 个条目组成,10
个维度分别是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
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及精神病性及其他。 题目

均为 1 ~ 5 分的五级评分制,1 ~ 5 分由低到高分别

对应“无”“轻”“中等” “偏重” “严重”程度。 量表

总分为 90 个条目的和,且得分越高代表心理健康

状况越差,将总分大于 160 分者筛选为心理异常。

本研究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 98,信度较好。
1. 2. 2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4] 　 该量表共 19 个自评条目,
包含了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睡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共 7 个因子,
采用 0、1、2、3 的 4 级评分方式,总分为 0 ~ 21 分,
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将 PSQI 总分大于 7 分者

筛选为有睡眠质量问题。 本研究该量表的 Cron-
bach′s

 

α 为 0. 83,信度较好。
1. 3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6. 0 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及统计分

析。 定量资料,检验为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时,采用

x±s 进行统计描述,单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 t 检验。
定性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 心理

健康和睡眠质量的相关分析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

关分析。 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睡眠质量

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检验水准 α = 0. 05。

2　 结果

2. 1　 一般资料

共发放问卷 37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52 份,有
效率 95. 14%。 其中参与本次调查的 352 名在职信

访工作者男性 250 人,女性 102 人;年龄为 24 ~ 61
岁,平均( 44. 14 ± 8. 81) 岁;未婚 36 人,已婚 316
人;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学历 20 人,大专 44
人,本科 232 人,硕士及以上 56 人;工作年限小于

5 年 140 人,6 ~ 10 年 66 人,大于 10 年 146 人。
2. 2　 信访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

352 名在职信访工作者中有 90 名的 SCL-90
总分>160 分,检出率为 25. 6%;济南地区信访工作

者 SCL-90 总均分、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
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 1[5] (P<
0. 05)。 除敌对因子无统计学意义外(P> 0. 05),
济南地区信访工作者其余各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

常模 2[6](P<0. 0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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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济南地区信访工作者 SCL-90
与全国常模的比较(分,x±s)

项目
济南地区

信访工作者

全国常模 1
(1986 年)

t P
全国常模 2
(2018 年)

t P

SCL-90 总均分 1. 54±0. 47 1. 44±0. 43 4. 003 <0. 001 - - -
躯体化 1. 54±0. 54 1. 37±0. 48 5. 869 <0. 001 1. 37±0. 46 5. 869 <0. 001
强迫 1. 82±0. 60 1. 62±0. 58 6. 451 <0. 001 1. 66±0. 58 5. 192 <0. 001
人际关系敏感 1. 60±0. 56 1. 65±0. 61 -1. 634 0. 103 1. 51±0. 55 3. 097 0. 002
抑郁 1. 56±0. 55 1. 50±0. 59 2. 062 0. 040 1. 45±0. 53 3. 777 <0. 001
焦虑 1. 52±0. 53 1. 39±0. 43 4. 575 <0. 001 1. 40±0. 48 4. 223 <0. 001
敌对 1. 51±0. 54 1. 46±0. 55 1. 790 0. 074 1. 48±0. 57 1. 089 0. 277
恐怖 1. 29±0. 42 1. 23±0. 41 2. 829 0. 005 1. 23±0. 39 2. 829 0. 005
偏执 1. 49±0. 54 1. 43±0. 57 1. 997 0. 047 1. 41±0. 50 2. 698 0. 007
精神病性 1. 41±0. 46 1. 29±0. 42 4. 678 <0. 001 1. 34±0. 44 2. 652 0. 008

2. 3　 352 名信访工作者睡眠质量状况

310 人(88. 1%)睡眠质量正常,42 人(11. 9%)
的睡眠质量有问题,主要表现在睡眠质量、睡眠障

碍及入睡时间 3 方面。 见表 2。

表 2　 PSQI 各因子得分情况(n = 352)

因子
各因子得分[n(%)]

0 1 2 3

睡眠质量 90(25. 6) 206(58. 5) 42(11. 9) 14(4. 0)
入睡时间 126(35. 8) 168(47. 7) 46(13. 1) 12(3. 4)
睡眠时间 254(72. 2) 82(23. 3) 12(3. 4) 4(1. 1)
睡眠效率 286(81. 3) 50(14. 2) 10(2. 8) 6(1. 7)
睡眠障碍 82(23. 3) 222(63. 1) 44(12. 5) 4(1. 1)
睡眠药物 334(94. 9) 10(2. 8) 6(1. 7) 2(0. 6)
日间功能障碍 160(45. 5) 166(47. 2) 24(6. 8) 2(0. 6)

2. 4　 信访工作者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有睡眠质量问题的信访工作者心理健康问题

检出 率 ( 61. 9%) 高 于 无 睡 眠 质 量 问 题 组

(20. 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3。
PSQI 总分与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

障碍、睡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 6 个因子和 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均呈正相关(P<0. 05),见表 4。
2. 5　 心理状况的影响因素

以心理健康作为因变量,采用逐步法进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PSQI 总分、PSQI7 个因子分及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工作年限作为自

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纳入水准 0. 05, 剔除水准

0. 10,最后一步中 Hosmer-Lemeshow 为 0. 385 >
0. 05,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较好,此次预测总

符合率为 81. 3%。 一般人口学资料中的文化程

度、从业年限为 6 ~ 10 年和 PSQI 中的睡眠障碍、日

表 3　 不同睡眠质量组信访工作者

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n(%)]

项目 n
心理

正常

心理

异常
χ2 P

无睡眠质量问题组 310 246(79. 4) 64(20. 6) 33. 087 <0. 001
有睡眠质量问题组 42 16(38. 1) 26(61. 9)

表 4　 信访工作者睡眠质量

与其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性( r)

SCL-90
睡眠

质量

入睡

时间

睡眠

时间

睡眠

效率

睡眠

障碍

睡眠

药物

日间功

能障碍

PSQI
总分

总分 0. 41∗ 0. 25∗ 0. 20∗ -0. 02
 

0. 41∗ 0. 19∗ 0. 46∗ 0. 42∗

躯体化 0. 41∗ 0. 28∗ 0. 20∗ -0. 01
 

0. 43∗ 0. 20∗ 0. 43∗ 0. 44∗

强迫 0. 35∗ 0. 23∗ 0. 19∗ 0. 00
 

0. 40∗ 0. 13∗ 0. 42∗ 0. 39∗

人际敏感 0. 40∗ 0. 21∗ 0. 20∗ 0. 00
 

0. 36∗ 0. 18∗ 0. 40∗ 0. 39∗

抑郁 0. 37∗ 0. 22∗ 0. 21∗ 0. 01
 

0. 35∗ 0. 26∗ 0. 38∗ 0. 37∗

焦虑 0. 37∗ 0. 21∗ 0. 20∗ -0. 07
 

0. 41∗ 0. 16∗ 0. 41∗ 0. 40∗

敌对 0. 37∗ 0. 17∗ 0. 12∗ 0. 01
 

0. 40∗ 0. 19∗ 0. 42∗ 0. 36∗

恐怖 0. 25∗ 0. 15∗ 0. 17∗ -0. 02
 

0. 25∗ 0. 16∗ 0. 27∗ 0. 26∗

偏执 0. 37∗ 0. 19∗ 0. 22∗ -0. 01
 

0. 33∗ 0. 17∗ 0. 41∗ 0. 38∗

精神病性 0. 39∗ 0. 23∗ 0. 15∗ -0. 03
 

0. 41∗ 0. 17∗ 0. 43∗ 0. 40∗

注:∗P<0. 05。

间功能障碍 4 个变量进入方程(P<0. 05)。 学历为

本科及本科以上的信访工作者发生心理健康问题

的概率分别是学历为本科以下的 0. 297、0. 187 倍。
工作从业年限为 6 ~ 10 年的信访工作者发生心理

健康问题的概率为从业年限 5 年及以下的 2. 91
倍。 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碍是心理健康状况的

危险因素,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碍程度高的工作

者心理健康状况差。 见表 5。
 

表 5　 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参照 β 标准误
Wald

 

χ2 值
OR 值 95%CI P

常量 - -2. 95 0. 49 35. 66 0. 053 - -
本科 本科以下 -1. 21 0. 40 9. 40 0. 297 0. 14~ 0. 65 0. 002
本科以上 本科以下 -1. 68 0. 55 9. 20 0. 187 0. 06~ 0. 55 0. 002
从业 6~ 10 年 从业 5 年及以下 1. 07 0. 41 6. 94 2. 910 1. 31~ 6. 44 0. 008
从业 10 年以上 从业 5 年及以下 0. 01 0. 35 0. 001 1. 009 0. 51~ 1. 98 0. 980
睡眠障碍 - 1. 35 0. 31 18. 82 3. 844 2. 09~ 7. 06 <0. 001
日间功能障碍 - 1. 67 0. 30 30. 75 5. 316 2. 95~ 9. 60 <0. 001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352 名信访工作者中存在心

理健康问题的占 25. 6%,其 SCL-90 总均分、躯体

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因子得

分均高于全国常模 1,除敌对因子外,其余各因子

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 2,说明信访工作者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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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于全国正常水平,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这与

以往研究大致相同[7] ,提示多数信访工作者在这

些方面的问题较为突出。 由于信访工作的特殊性,
作为传达民意的渠道需要长期面对大量上访群众,
置身于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线上,信访工作者在当下

信访制度、工作环境及工作负荷等影响下导致心理

承受超载,长此以往且未加以疏导最终出现焦虑、
抑郁、躯体不适等一系列心理问题[8] 。

信访工作者存在睡眠质量问题的占 11. 9%,
其中主观睡眠质量、睡眠障碍及入睡时间在睡眠质

量问题中较为突出,这与公务员群体研究结果接

近[9](17. 9%)。 睡眠质量与不同劳动者职业紧张

有关,较高水平的职业紧张易引起睡眠质量问

题[9] 。 睡眠问题与心理健康问题有内在联系,睡
眠不足会导致一系列心理问题的发生,主观睡眠质

量的缺乏是导致抑郁症的最大因素[10] 。 本研究发

现有睡眠问题组的心理健康阳性检出率高于无睡

眠问题组的,睡眠质量问题中多数因子与心理健康

状况及其各因子均显著正相关,因此,改善睡眠状

况对心理健康的改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碍是信访工作者产生

心理健康问题的独立危险因素。 文化程度是心理

健康问题的保护因素,工作年限是心理健康问题的

危险因素。 可能是因为高学历者通过更多选拔及

考验有着更强的心理承受力,掌握更多心理健康知

识及技能,当面对心理健康问题时有更多的解决方

式[11] 。 而中等年资的工作者可能一是承担更重的

工作应酬压力,二是面临着抚养家庭的压力,而压

力对心理健康水平尤其是抑郁、焦虑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12] 。 普遍认知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

密切的双向关系,但有研究认为睡眠对心理健康的

影响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8] 。 因此,可以加

强对信访工作者睡眠及心理健康方面的宣教,及时

发现问题并提供必要的心理干预和支持,对保障信

访工作者心理健康起到积极意义。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样本量较小,

仅局限于济南地区,代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二是

作为横断面调查研究,无法反映信访工作者心理健

康问题的发展;三是问卷为自评问卷,可能存在记

忆偏差,且未能纳入同期人群进行对比,需要进一

步比较研究,以更好了解信访工作者心理健康状

况。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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