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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长沙市公交车司机心理健康水平与心理资本、应对方式的关系，了解公交车司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
素，为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提供理论支持。方法　 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 ８ 月，选取 ２２０ 名长沙市公交车司机和 １ ２１８ 名
长沙市社区人群，通过现场调查的方式，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 － ９０）、心理资本问卷（ＰＣＱ）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ＴＣＳＱ）进
行施测。结果　 ①长沙市公交车司机 ＳＣＬ － ９０ 总均分高于社区人群和常模（Ｐ ＜ ０． ０１），尤其躯体化、强迫症状、敌对、精神病
性（Ｐ ＜ ０． ０１）和偏执（Ｐ ＜ ０． ０５）评分高于社区人群和常模；②公交车司机的积极应对方式（ＰＣ）评分高于社区人群和全国常模
（Ｐ ＜ ０． ０５），ＰＣＱ中自我效能和韧性评分均高于社区人群（Ｐ均 ＜ ０． ０５），且其 ＰＣ 评分与 ＰＣＱ 中 ４ 个维度评分呈正相关（ｒ ＝
０． ２３７ ～ ０． ４０９，Ｐ ＜ ０． ０１），与 ＳＣＬ － ９０ 中 ９ 个因子评分呈负相关（ｒ ＝ － ０． ４０２ ～ － ０． ３１９，Ｐ ＜ ０． ０１）；③心理资本中的“希望”
（β ＝ － ０． ３２０，ｔ ＝ － ２． ０４９，Ｒ２ ＝ ０． ２９４，Ｐ ＜ ０． ０５）和积极应对方式（β ＝ － ０． ２９９，ｔ ＝ － １． ６６９，Ｒ２ ＝ ０． ２９４，Ｐ ＜ ０． ０１）对心理健康
水平有正向预测作用。结论　 公交车司机是身心疾病的高危群体，改善这一群体的心理资本和积极应对方式，有利于提高其
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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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专项资助课题（ＸＪＫ０１１ＱＸＬ００３）

　 　 心理资本即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
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１］。国内外学者基本上都是

围绕心理资本的内涵、影响因素和作用等展开研

究［２ － ４］。有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与薪酬、工作满意度

等呈正相关，与工作倦怠和离职意愿呈负相关［５ － ６］。

应对理论认为，人们对刺激不同的认知判断以及由

此产生的应对策略和行为方式，将会影响个体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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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健康。心理健康的个体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特质

应对方式，而有心理障碍的个体则倾向于采取消极

的特质应对方式［７］。公交车司机这一职业的人群

需要面对很多负性应激事件，其职业压力越大，越容

易采取消极应对方式［８］。甚至军队驾驶员的特质

应对方式也较一般人群消极［９］。心理健康并不仅

仅是指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更是要去主动获取积

极的心态，这与心理资本概念的出发点是一样的。

过去针对心理健康研究最多的仍然是学生群体［１０］，

对公交车司机的研究相当少，大部分都是基于某个

特定地区调查［１１］，结果显示公交车司机的躯体化、

焦虑、强迫等多个因子评分显著高于国内常模，尤其

是躯体化症状［１２ － １４］。目前关于心理资本、应对方式

和心理健康的研究基本上集中于特殊人群及老年人

上［１５ － １６］，尚无以公交车司机群体为对象进行的研

究。本研究探讨长沙市公交车司机的心理资本、应

对方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旨在进一步了解并

改善公交车司机的身心健康。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以长沙市三家公交公司的公交车司机和两个社
区的社区人群为研究对象，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 ８ 月通
过便利取样，对不明白的问题现场解释，承诺对被试

的个人信息保密，所有被试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在

公交车司机中共发放问卷 ２８０ 份，回收 ２４１ 份，其中
有效问卷 ２２０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７８． ６％。其中
男性 ２１６ 人（９８． ２％）；女性 ４ 人（１． ８％）；年龄 ２１ ～
５３ 岁，平均（３８． ２５ ± ７． ７３）岁；受教育程度：初中及
以下 ９０ 人（４０． ９％），高中或大专 １１５ 人（５２． ２％），
大专以上 １５ 人（６． ８％）；未婚 ３４ 人（１５． ５％），已婚
１６８ 人（７６． ４％），离异 １８ 人（８． ２％）。同期在长沙
市天心区书院路社区和高新区麓景社区共发放问卷

１ ５００ 份，回收 １ ３６９ 份，其中有效问卷１ ２１８份，有效
问卷回收率为８１． ２％。其中男性７１９人（５９． ０％），女
性 ４９９ 人（４１． ０％）；年龄 ２９ ～ ６４ 岁，平均年龄
（４１． ５５ ± １１． ９３）岁；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８４ 人
（７． ０％），高中或大专 ８５９ 人（７０． ５％），大专以上
２７５ 人（２２． ６％）；未婚 ３３７ 人（２７． ７％），已婚 ７９２ 人
（６５． ０％），离异 ８９ 人（７． ３％）。

１． ２　 研究工具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ｙｍｐｔｏｍ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９０，
ＳＣＬ －９０）、心理资本问卷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ＰＣＱ）和特质应对方式问卷（Ｔｒａｉｔ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ＴＣＳＱ）分别评定公交车
司机和社区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资本水平和

应对方式。受试者在安静的房间独立完成问卷，每次

评定过程中由 ２位研究者在旁指导。受试者完成后由
研究者复查，以免漏填或误填。测验耗时约 ４５ ｍｉｎ。

１． ２． １　 ＳＣＬ － ９０

采用 Ｄｅｒｏｇａｔｉｓ编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王征
宇翻译的 ＳＣＬ －９０［１７］进行评定。该量表共 ９０ 个项
目，分为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

恐惧、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共 １０ 个因子，评分≥２
分的项目数量为阳性项目数，总症状指数以总均分

表示，即总评分除以 ９０，在每个因子上评分越高，表
明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反之亦然。以 ＳＣＬ － ９０ 因
子评分 ＞ ２ 分作为心理健康问题阳性检出指标，
ＳＣＬ －９０任意一因子评分 ＞３分或总评分 ＞１８０ 分且 ３
项因子评分 ＞２． ５为中重度心理障碍指标。量表同质
性信度为 ０． ９７，各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 ＞０． ６９，重测信
度 ＞ ０． ７，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也较好。

１． ２． ２　 ＰＣＱ

采用 Ｌｕｔｈａｎｓ等编制、李超平修订的 ＰＣＱ［１８］评
定公交车司机心理资本，该量表分为自我效能、希

望、韧性和乐观 ４ 个维度，每个维度 ６ 个项目，均采
用李科特 ６ 点评分方式。４ 个维度评分之和即为
ＰＣＱ 总评分，评分越高表示心理资本水平越高。
ＰＣＱ整体心理资本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 ０． ８９４，各维度的信度系数为 ０． ７２ ～ ０． ７９。

１． ２． ３　 ＴＣＳＱ

ＴＣＳＱ由姜乾金等［７］编制，包括积极应对方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ｐｉｎｇ，ＰＣ）和消极应对方式（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ｐｉｎｇ，ＮＣ）两个维度，每个维度各 １０ 个项目。评
分从完全否定到完全肯定采用 １ ～ ５ 分 ５ 级计分。
该量表整体内部一致性系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ｓ α ＝ ０． ７５３，
各维度的信度系数为 ０． ６９ ～ ０． ７５。

１． 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录入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公
交车司机与常模、社区人群的 ＳＣＬ － ９０、ＰＣＱ 和
ＴＣＳＱ评分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
分析；公交车司机的 ＳＣＬ － ９０、ＰＣＱ 和 ＴＣＳＱ 评分之
间的关系使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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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　 　 果

２． １　 ＳＣＬ － ９０ 评分比较

　 　 长沙市公交车司机 ＳＣＬ －９０总均分为（１．５４ ±０．４５）
分，阳性项目数为（３６．２３ ±２２． ２９）个。检出存在心理问

题的被试 ２０ 人，检出率为９． １％，其中存在中重度心
理障碍 １４人，检出率为 ６． ４％。公交车司机 ＳＣＬ －９０
中的躯体化、强迫症状、敌对、偏执、精神病性和总均

分均高于社区人群和国内常模，阳性项目数多于社区

人群和国内常模［１７］（Ｐ均 ＜０． ０１）。见表 １。

表 １　 公交车司机、全国常模和社区人群 ＳＣＬ － ９０ 评分比较（ｘ— ± ｓ）

组　 　 别
ＳＣＬ － ９０ 评分

总均分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全国常模（ｎ ＝ １ ３８８） １． ４４ ± ０． ４３ １． ３７ ± ０． ４８ １． ６２ ± ０． ５８ １． ６５ ± ０． ６１ １． ５０ ± ０． ５９ １． ３９ ± ０． ４３

社区人群（ｎ ＝ １ ２１８） １． ４３ ± ０． ５５ １． ４０ ± ０． ５１ １． ５９ ± ０． ４９ １． ６６ ± ０． ５９ １． ４８ ± ０． ６３ １． ３７ ± ０． ６２

公交车司机（ｎ ＝ ２２０） １． ５４ ± ０． ４５ １． ５７ ± ０． ５１ １． ７９ ± ０． ５６ １． ６５ ± ０． ５８ １． ５４ ± ０． ５２ １． ４６ ± ０． ４８

Ｆ ４． ８１４ １５． １９７ １２． ２０６ ０． ０９５ ０． ８２８ ２． ０９１

Ｐ ０． ００８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９１５ ０． ４３７ ０． ３２４

组　 　 别
ＳＣＬ － ９０ 评分

敌对 恐惧 偏执 精神病性 阳性项目数

全国常模（ｎ ＝ １ ３８８） １． ４６ ± ０． ５５ １． ２３ ± ０． ４１ １． ４３ ± ０． ５７ １． ２９ ± ０． ４２ ２４． ９２ ± １８． ４１

社区人群（ｎ ＝ １ ２１８） １． ４４ ± ０． ４４ １． ２２ ± ０． ４４ １． ４５ ± ０． ６０ １． ２６ ± ０． ５７ ２６． ３５ ± ２０． ３３

公交车司机（ｎ ＝ ２２０） １． ６５ ± ０． ６４ １． ２８ ± ０． ４０ １． ５６ ± ０． ５４ １． ４４ ± ０． ４８ ３６． ２３ ± ２２． ２９

Ｆ １５． ３１２ １． ３６６ ４． ７６０ １１． ９８１ ３０． ４２８

Ｐ ＜ ０． ０１ ０． ２５５ ０． ００９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注：ＳＣＬ － ９０，症状自评量表

２． ２　 ＴＣＳＱ评分比较

公交车司机 ＴＣＳＱ中 ＮＣ 评分与社区人群和全
国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均 ＞ ０． ０５），但其
ＰＣ评分高于社区人群和全国常模（Ｐ 均 ＜ ０． ０５）。
见表 ２。

表 ２　 公交车司机与全国常模、社区人群 ＴＣＳＱ评分比较（ｘ— ± ｓ，分）

组　 　 别
ＴＣＳＱ评分

ＰＣ ＮＣ

全国常模（ｎ ＝ １ ３０５） ２１． ２５ ± ７． １４ ３０． ２６ ± ８． ７４

社区人群（ｎ ＝ １ ２１８） ２１． ６３ ± ８． ４３ ３１． ０８ ± ８． ５２

公交车司机（ｎ ＝ ２２０） ２２． ６９ ± ８． ２７ ３０． ９８ ± ８． ６２

Ｆ ３． ３４８ ２． ９８４

Ｐ ０． ０３５ ０． ０５２

注：ＴＣＳＱ，特质应对方式问卷；ＰＣ，积极应对方式；ＮＣ，消极应对方式

２． ３　 ＰＣＱ评分比较

心理资本总均分和 ４ 个因子的理论均值为
３． ５０ 分［１８］，公交车司机和社区人群的自我效能、希

望、韧性、乐观评分均高于理论均值（Ｐ 均 ＜ ０． ０１）；

公交车司机的自我效能和韧性因子评分均高于社区

人群（Ｐ均 ＜ ０． ０５）。见表 ３。

２． ４　 相关分析

长沙市公交车司机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

因素与心理健康、心理资本和应对方式相关性均不

显著（Ｐ 均 ＞ ０． ０５），因此不纳入进一步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对 ＰＣＱ、ＴＣＳＱ和 ＳＣＬ － ９０ 各维度
评分进行相关分析显示，积极应对方式与 ＰＣＱ 的自
我效能（ｒ ＝ ０． ２３７，Ｐ ＜ ０． ０１）、希望（ｒ ＝ ０． ４０９，
Ｐ ＜０． ０１）、韧性（ｒ ＝０． ２８２，Ｐ ＜０． ０１）、乐观（ｒ ＝０． ２５２，
Ｐ ＜ ０． ０１）４ 个维度均呈正相关，而与 ＳＣＬ － ９０ 中的
躯体化（ｒ ＝ － ０． ３６２，Ｐ ＜ ０． ０１）、强迫（ｒ ＝ － ０． ３１９，
Ｐ ＜ ０． ０１）、人际关系（ｒ ＝ － ０． ３５４，Ｐ ＜ ０． ０１）、抑郁
（ｒ ＝ － ０． ３６１，Ｐ ＜ ０． ０１）、焦虑（ｒ ＝ － ０． ４０２，
Ｐ ＜ ０． ０１）、敌对（ｒ ＝ － ０． ３５１，Ｐ ＜ ０． ０１）、恐惧（ｒ ＝
－０． ３５８，Ｐ ＜ ０． ０１）、偏执（ｒ ＝ － ０． ３４０，Ｐ ＜ ０． ０１）、
精神病性（ｒ ＝ － ０． ３４７，Ｐ ＜ ０． ０１）这 ９个因子均呈负
相关；消极应对方式则相反（ｒ ＝ － ０． ４８０ ～ － ０． ２５５，
Ｐ ＜ ０． ０１；ｒ ＝ ０． ２７８ ～ ０． ４４４，Ｐ ＜ ０． ０１）。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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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公交车司机与社区人群 ＰＣＱ评分比较（ｘ— ± ｓ，分）

组　 　 别
ＰＣＱ评分

自我效能 希望 韧性 乐观 总均分

社区人群（ｎ ＝ １ ２１８） ４． ０３ ± ０． ７３ ４． １３ ± ０． ６９ ４． ０８ ± ０． ６５ ４． ０６ ± ０． ６１ ４． ０８ ± ０． ６０

公交车司机（ｎ ＝ ２２０） ４． １８ ± ０． ８３ ４． ０９ ± ０． ７９ ４． ２０ ± ０． ８０ ４． １５ ± ０． ８３ ４． １５ ± ０． ６７

ｔ ２． ３３８ ０． ６５９ ２． ０７６ １． ６３１ １． ３３１

Ｐ ０． ０２０ ０． ５１０ ０． ０３８ ０． １０３ ０． １８４

注：ＰＣＱ，心理资本问卷

表 ４　 长沙市公交车司机的心理健康、心理资本和应对方式的相关矩阵（ｎ ＝ ２２０）

项　 　 目
积极

应对

消极

应对

自我

效能
希望 韧性 乐观 躯体化

强迫

症状

人际

关系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惧 偏执

精神

病性

积极应对 １ － － － － － － － － － － － － － －

消极应对 － ０． ６６９ａ １ － － － － － － － － － － － － －

自我效能 ０． ２３７ａ － ０． ２６９ａ １ － － － － － － － － － － － －

希望 ０． ４０９ａ － ０． ４８０ａ ０． ５８４ａ １ － － － － － － － － － － －

韧性 ０． ２８２ａ － ０． ３４８ａ ０． ６２６ａ ０． ５７９ａ １ － － － － － － － － － －

乐观 ０． ２５２ａ － ０． ２５５ａ ０． ４６９ａ ０． ５８３ａ ０． ５８２ａ １ － － － － － － － － －

躯体化 － ０． ３６２ａ ０． ３３５ａ － ０． １４８ － ０． ２０２ｂ － ０． １９８ｂ － ０． １８６ １ － － － － － － － －

强迫症状 － ０． ３１９ａ ０． ３７２ａ － ０． ０７２ － ０． ２３２ｂ － ０． １８５ｂ － ０． １５６ ０． ７２５ａ １ － － － － － － －

人际关系 － ０． ３５４ａ ０． ３３６ａ － ０． １３７ － ０． ２４１ａ － ０． １２６ － ０． １６７ ０． ７０７ａ ０． ７５５ａ １ － － － － － －

抑郁 － ０． ３６１ａ ０． ３４３ａ － ０． ０４８ － ０． ２６１ａ － ０． ０４９ － ０． １３２ ０． ６９１ａ ０． ７７０ａ ０． ８５２ａ １ － － － － －

焦虑 － ０． ４０２ａ ０． ４４４ａ － ０． １０９ － ０． ２５５ａ － ０． ２３８ａ － ０． １８３ｂ ０． ７４３ａ ０． ７９１ａ ０． ７７５ａ ０． ７６６ａ １ － － － －

敌对 － ０． ３５１ａ ０． ３２１ａ － ０． ０９２ － ０． ２５７ａ － ０． ２０３ｂ － ０． １７８ｂ ０． ７４７ａ ０． ７３５ａ ０． ８００ａ ０． ８２６ａ ０． ７７２ａ １ － － －

恐惧 － ０． ３５８ａ ０． ２９７ａ － ０． ２１４ｂ － ０． ２５８ａ － ０． ２６８ａ － ０． ２５９ａ ０． ６６７ａ ０． ６４９ａ ０． ７６３ａ ０． ７１７ａ ０． ７７９ａ ０． ７１９ａ １ － －

偏执 － ０． ３４０ａ ０． ３４２ａ － ０． １２７ － ０． ３２０ａ － ０． ２１４ｂ － ０． ２４５ａ ０． ６９３ａ ０． ７１０ａ ０． ７９５ａ ０． ７９３ａ ０． ７７２ａ ０． ８３１ａ ０． ６８１ａ １ －

精神病性 － ０． ３４７ａ ０． ２７８ａ － ０． １２１ － ０． ２０９ｂ － ０． １０６ － ０． １４１ ０． ７０４ａ ０． ６９８ａ ０． ７４６ａ ０． ７８７ａ ０． ７４５ａ ０． ７１２ａ ０． ６６２ａ ０． ８２４ａ １

注：ａＰ ＜ ０． ０１，ｂＰ ＜ ０． ０５

２． ５　 回归分析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以 ＰＣＱ 和 ＴＣＳＱ 各因子
评分为自变量、ＳＣＬ － ９０ 总均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心理资本和应对方式对心理健

康的 预 测 作 用，结 果 显 示，ＰＣＱ 中 的“希 望”

（β ＝ －０．３２０，ｔ ＝ － ２． ０４９，Ｒ２ ＝０．２９４，Ｐ ＜ ０． ０５）和
ＴＣＳＱ中的“积极应对方式”（β ＝ －０． ２９９，ｔ ＝ － １． ６６９，
Ｒ２ ＝ ０． ２９４，Ｐ ＜ ０． ０１）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对
心理健康有正向预测作用。回归方程为：心理健康预

测值 ＝４． ８８５ ＋（－０． ８８１）×希望 ＋（－１． ５１９）×积极
应对，而且其可联合解释变异量的 ２９． ４％。见表 ５。

表 ５　 心理资本和应对方式各维度对心理健康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　 　 量 偏回归系数 ＳＥ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ｔ Ｐ

常数项 ４． ８８５ ０． ３５７ － １０． ０３８ ＜０． ０１

自我效能 ０． １２５ ０． ０９２ ０． ２２１ １． ３６０ ０． １７８

希望 －０． ８８１ ０． ０８８ －０． ３２０ －２． ０４９ ０． ０３５

韧性 －０． ０９５ ０． １０６ －０． １６０ －０． ８９８ ０． ３７２

乐观 －０． ０６９ ０． １１１ －０． １０３ －０． ６１９ ０． ５３８

积极应对 －１． ５１９ ０． ００５ －０． ２９９ －１． ６６９ ０． ００８

消极应对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５ ０． １０３ ０． ６０８ ０．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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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长沙市公交车司机相较于社区正

常群体心理健康水平更低，主要表现为强迫、敌对、偏

执和躯体化，提示该群体出现心身疾病的可能性更大，

这与李梦倩等［１４］对南昌市公交车司机的调查结果接

近。可能与公交车司机的工作环境有密切关系，如行

车安全责任大、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长期久

坐、生活作息无规律、强迫体位等职业压力，加之乘客

的抱怨和投诉、易与乘客发生纠纷等也会产生社会心

理压力。在应对方式上，公交车司机普遍认为自己在

面对应激事件时，更倾向于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这说

明公交车司机这一职业，需要他们在工作中具备一定

抗挫折和正面思考的能力，这对于他们维持这份工作、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更有益。因此，在未来的心理咨

询和干预工作中，应有意识地培养公交车司机的积极

应对能力。在心理资本方面，长沙市公交车司机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相对于社区人群具有更好的自我效能

和韧性。究其原因可能是：①公交车司机的薪资待遇
提高了，２０１５年长沙市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
均工资为 ５ ６０５． ５ 元［１９］，而公交车司机的平均月薪则

为 ５ ９４８元，略高于全市平均工资；②长沙市公交车司
机大多数都来自本地或者周边县市，饮食文化上没有

隔阂，社会支持系统较为健全。尽管如此，长沙市公

交车司机的躯体化症状仍然较突出，阳性项目数远远

多于正常人群，这与以往研究结果较一致［１２］。

心理健康、心理资本和应对方式三方面紧密联

系、互相影响，尤其是心理资本中的希望和积极应对

方式，对公交车司机的心理健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

一结果部分验证了以往相关研究结论，即希望是预

防心理危机和维护心理健康的潜在心理资本［２０］。

参与本次调查的公交车司机平均年龄 ３８ 岁，７６． ４％
的被试已成家，他们中多数为聘用制，虽然工资待遇

近年来有所提高，但其职业流动性依然较大。因此，

如何改善城市公交公司的管理制度，让从事这一职

业的人员更有安全感，对职业更有“希望”，是未来

相关部门需要更加重视的方向。

本研究取样有限，结果能否概括到其他城市，即

外部信度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未来还应进一步探讨

不同的年龄层次、婚姻状况、收入和受教育水平等因

素与公交车司机心理健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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