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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某综合医院亚健康状态员工的身心症状特点，为亚健康状态的干预提供相关依据。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亚健

康状态躯体症状自评量表（SC—SHs—Q）对北京某综合医院205例亚健康状态员工进行测评和身心症状分析。结果：该综合医院亚健康状态员工

的心理症状主要以躯体化症状形式表现出来，如疲劳、睡眠障碍和疼痛等。SCL-90中躯体化因子评分性别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年龄组间比

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SC—SHs—Q中50岁以上年龄组的睡眠因子分明显高于50岁以下各年龄组（P〈0．01）；30-39岁和40—49岁年龄组的疲劳

因子分高于20—29岁组（P〈0．05）。SCL-90中情绪问题表现为敌对、焦虑与抑郁；行为问题表现为强迫和人际关系障碍。其中，护士组情绪问

题评分高于其他职业组（P〈0．05）。与1986年全国常模值比较，除人际关系障碍外，亚健康组各项分值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值（P〈0．01）。

各因子排序比较，躯体化因子在亚健康组位于首位，在全国常模组则排在第7位。人际关系障碍在常模组排名第1，在亚健康组则排名第5位。两

组抑郁、焦虑、敌对、强迫因子排序相同或相似。结论：躯体化症状是综合医院亚健康状态员工的主要症状。因此．亚健康状态干预中应注重改

善躯体化症状。以提高亚健康状态者的生存质量和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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