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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监狱警察的心理健康状况。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贵

港市狱警 50 名，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对其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测评。结果 SCL － 90 中的躯体化、人际关

系、抑郁和焦虑 4 个因子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结论 贵港监狱警察的心理健康状

况相对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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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ental health of prison police in Guigang． Methods 43 prison police of Guigang prison
were assessed with Sympton Checklist( SCL － 90) ． Ｒesults Factor scores of somatiz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 depression，anxiety was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norm( P ＜ 0． 01) ． Conclusion The prison police＇s mental health in Guigang is relatvely poor，much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prison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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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关注。监狱警察长期面对高风险、高强度、

高负荷的工作，与一般人群相比，监狱警察的心理压

力更大，可能比常人更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近年来，

国内关于公安干警的心理健康状况有不少研究报

道［1 － 2］，但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监狱警察心

理健康状况的研究鲜见报道。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现

况调查方法对广西贵港市监狱警察的心理健康状况

进行调查，了解其心理健康水平，为其心理健康服务

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于 2014 年 6 月 － 7

月抽取贵港市狱警 50 名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0 份，收回有效问卷 43 份。男性 35 名，女性 8 名;

年龄 25 ～ 55 岁，平均年龄( 32． 0 ± 6． 8) 岁，警龄 2 ～
32 年，平均警龄( 11． 0 ± 4． 8) 年。
1． 2 方法 由研究者在所在监狱的礼堂内集中发

放问卷，警察根据问卷指导语独立答卷，当场收回。

包括自编基本情况调查表，内容有姓名、年龄、性别、

警龄、婚 否、学 历 等 一 般 情 况 和 症 状 自 评 量 表

( Symptom Checklist 90，SCL － 90 ) ［3］。测试时间不

超过 20 分钟，

1． 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11． 0 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采用 t 检验，P ＜ 0． 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狱警 SCL － 90 中的躯体化、人际关系、抑郁和

焦虑 4 个因子得分均高于中国成年人常模［4］，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见表 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贵港市监狱警察的躯体化、人
际关系、抑郁和焦虑水平高于中国成年人平均水平;

这与张淼等［5］的研究结果显示躯体化、强迫、敌对 3

个因子得分高于全国常模不尽相同。考虑可能与以

下因素有关:①狱警上班绝对不允许携带手机等通

信设备，不能与外界电话联系，工作环境中几道大门

紧锁，相对较封闭，社会接触相对较少，心情可能受

到压抑。②狱警的工作对象可能是有心理扭曲及人

格障碍的服刑犯，这可能促使其产生负性情绪，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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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狱警 SCL － 90 测评结果与中国成年人常模比较( x— ± s，分)

组别
SCL － 90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 抑郁 焦虑

狱警( n = 43) 1． 88 ± 0． 61 1． 90 ± 0． 62 2． 26 ± 0． 71 2． 18 ± 0． 63 1． 95 ± 0． 59

中国成年人常模

( n = 47354)
1． 48 ± 0． 54 1． 83 ± 0． 64 1． 79 ± 0． 65 1． 70 ± 0． 65 1． 55 ± 0． 55

t 4． 855 0． 717 4． 739 4． 840 4． 767

P ＜ 0． 01 ＞ 0． 05 ＜ 0． 01 ＜ 0． 01 ＜ 0． 01

组别
SCL － 90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狱警( n = 43) 1． 62 ± 0． 47 1． 38 ± 0． 49 1． 67 ± 0． 54 1． 50 ± 0． 53

中国成年人常模

( n = 47354)
1． 64 ± 0． 63 1． 40 ± 0． 50 1． 69 ± 0． 62 1． 53 ± 0． 56

t 0． 208 0． 262 0． 211 0． 351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处于灰色心理地带，可能造成其人际交往能力下降

和自卑心理。③狱警工作要求高，决不允许出现任

何差错、事故，决不允许犯人越狱等异常情况发生，

导致工作强度大，精神高度紧张，睡眠、饮食缺乏规

律，每天强迫自己高度警惕，时刻处于一种应激状

态，长时间处于“时时有风险，处处有危机”的状态

之下，可能会导致烦躁、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产生。

④狱警的躯体不适可能是长期的工作压力转化而

来，心理健康和工作压力互为因果，工作压力对心理

健康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又进一

步加重工作压力，造成恶性循环。

本研究可能存在样本量较少且没有对影响心理

健康水平的年龄、警龄、性别等做多因素分析的局

限，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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