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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背景 ]　职业紧张是职业人群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职业紧张与不良睡眠质量相关。
睡眠质量问题可增加乳腺癌、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等疾病的发生风险。铁路工务系统
职工长期以轮班的方式工作，容易产生睡眠质量问题。

[ 目的 ]　了解职业紧张和轮班对铁路工务系统职工睡眠质量的影响，为保护和促进铁路工务
系统职工的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 方法 ]　于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4 月期间，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福州铁路局符合纳
入标准的铁路工务系统职工 642 人，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工作内容问卷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量表对铁路工务系统职工的职业紧张状况和睡眠质量状况进行评价，其中工作内容问卷
包括工作要求、自主程度和社会支持 3 个部分，当工作要求与自主程度得分的比值 >1 时判
定为职业紧张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包含 7 个子项目，总分为 21 分，得分越高，睡眠质
量越差，得分 >7 分时表示存在睡眠质量问题。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
并将职业紧张和轮班作为 2 个交互项，调整混杂因素，评价职业紧张和轮班相乘交互作用对
铁路工务系统职工睡眠质量的影响。

[ 结果 ]　共回收有效问卷 627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 97.7%。男性职工 592 人，占 94.42% ；职业
紧张职工 263 人，占 41.95% ；夜班职工 229 人，占 36.52%。不同工龄、学历、吸烟和锻炼情
况组的职工睡眠质量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职业紧张组职工睡眠质量得分较无
职业紧张组职工得分高（t=-2.433，P < 0.05）；与白班组职工相比，夜班组职工睡眠质量得分
高（t=-7.921，P < 0.05）。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影响铁路工务系统职工睡眠质量的因素主要
为轮班，其中夜班作业为危险因素（OR=3.878，95% CI ：2.394~6.282）。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
示，与无职业紧张 + 白班组职工相比，职业紧张 + 夜班组职工发生睡眠质量问题的风险最高

（OR=4.883，95% CI ：2.305~10.341）。

[ 结论 ]　夜班是铁路工务系统职工睡眠质量的危险因素，并且夜班和职业紧张同时存在时对
职工睡眠质量的危害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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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Occupational stress is an important health risk factor in occupational population, 
and is linked to poor sleep quality. Sleep disorder is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risks of breast 
cancer, cardiovascular disease, diabetes, and so on. Having long shift work, permanent way 
system employees are prone to have sleep quality problems.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shift work on sleep 
quality of permanent way system workers, and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rotecting and 
promoting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18 to April 2019,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to select 642 permanent way system employees of Fuzhou Railway Administration who met the 
inclusion criteria. The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sleep quality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evalua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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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 (JCQ) and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scale respectively. The JCQ contained job demand, job 
control, and social support; the score ratio of job demand to job control (D/C) > 1 indicated occupational stress. The PSQI scale contained 
seven components, providing an overall score of 21; higher scores was associated with worse sleep quality, and score > 7 indicated sleep 
quality problem.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leep quality, and the effect of the interaction of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shift work on sleep quality was also analyzed after adjusting for relevant confounding factors.

[Results] A total of 627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and the valid return rate was 97.7%. There were 592 male workers (94.42%), 
263 workers with occupational stress (41.95%), and 229 night shift workers (36.52%). The PSQI scores differed among the subjects 
of different age, education, smoking, and exercise groups (P < 0.05). The score of sleep quality was higher in the occupational stress 
group than in the non-occupational stress group (t=-2.433, P < 0.05), and higher in the night shift workers than in the day shift 
workers (t=-7.921, P < 0.05).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found that night shift was a risk factor affecting the sleep quality of 
permanent way system workers (OR=3.878, 95% CI: 2.394-6.282). The interaction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workers 
without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with day shift, the workers with occupational stress and with night shift had a higher risk of having sleep 
quality problems (OR=4.883, 95% CI: 2.305-10.341). 

[Conclusion] Night shift is a risk factor affecting the sleep quality of workers of railway public works system, and the co-exposure to night 
shift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is more harmful.

Keywords: railway worker; occupational stress; shift work; sleep quality; interaction effect

职业紧张是指在某种职业条件下，因客观需求
与个人适应能力之间的失衡所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压
力［1］。国内外研究发现职业紧张是睡眠质量的危险因
素，并且随着职业紧张程度的增加，睡眠质量越差［2］。
随着近年来我国铁路发展进入高速化时代，作业环
境、作业方式、操作技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铁路职
工要承受多方面的职业应激，因此铁路系统职工社会
心理紧张和健康状况应受到关注［3］。

夜班工作广泛存在于医疗卫生、交通运输以及
公共服务等行业中。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凌晨
0:00—5:00 的工作为夜班作业［4］。研究表明，长期的
夜班作业可以扰乱 24 h 昼夜节律，增加代谢紊乱的风
险，与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睡眠质量问题等有着密
切的关系［5-7］。铁路工务系统职工是一线作业工人，
主要负责轨道线路维修和改造，其工作面临长期野外
作业，工作时间紧，作息制度不规律，工作时间不固
定，长时间昼夜颠倒等问题，容易对铁路工务系统职
工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8］。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职业紧张与睡眠质量之间
关系的研究较多，但对铁路工务系统职工这一特殊职
业人群，以及职业紧张与轮班作业间交互作用对铁路
工务系统职工睡眠质量影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
究选取铁路工务系统职工探讨职业紧张和轮班间交
互作用对该人群睡眠质量的影响，为保护和促进铁路
工务系统职工的身心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18 年 12 月 —2019

年 4 月从福州铁路局铁路工务系统职工中抽取 878 名
职工，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职工 236 名，共收集到符
合标准的研究对象共 642 名。剔除问卷中项目填写不
全的调查问卷 15 份，共获取有效问卷 627 份，问卷的
有效回收率 97.7%。纳入标准 ：在岗一年以上，知情
同意并愿意参加研究者。排除标准 ：已被诊断为原发
性失眠、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神经精神疾病
或具有家族遗传史的研究对象。本研究经福建医科大
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伦理审批编号 ：［2019］福医
伦理审字第（25）号，所有被调查对象均签订知情同
意书。
1.2   一般人口学资料

采用问卷调查个人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工龄、
学历、婚姻、吸烟、饮酒（经常喝 ：每月 >4 次，每次酒
精摄入量大于一个标准杯 ；偶尔喝 ：每月 1~4 次，每
次酒精摄入量大于一个标准杯 ；不喝 ：>6 个月未饮
酒 ；根据 WHO 规定，一个标准杯中含 10 g 纯酒精）和
锻炼状况。
1.3   轮班情况调查

采用问卷调查职工的轮班情况。夜班作业者 ：每
天工作时间为 0—5 点，且每月夜班作业 20 d 及以上 ；
白班作业者 ：当日 22 点前下班，且每月日班作业 20 d

及以上。
1.4   职业紧张状况调查

工作内容问卷（Job Content Questionnaire，JCQ）是
Karasek 等［9］以工作要求 - 自主（Job Demands-Control，
JDC）模式为基础研发的问卷，认为职业紧张源于工作
要求与个人自主能力之间的不平衡。目前 JCQ 在职业
紧张研究领域被广泛应用，中文版 JCQ 由国内学者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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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等编译而成，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10］。
JCQ 模式包含工作要求、自主程度、社会支持 3 个

部分，分别对应条目 1~5、6~14 和 15~22，共 22 个条
目，每条目分值为 1~4 分。依据 JDC 理论，以工作要求
与自主程度得分的比值（记为 D/C）来评价职业紧张，
如果 D/C>1，则提示高要求 - 低自主，即职业紧张，反
之则为低要求 - 高自主［11］。本次调查中量表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0.834。
1.5   睡眠质量调查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量表是 Buysse 等［12］于 1989 年编制的睡
眠质量自评量表，因其简单易行且与多导睡眠脑电图
测试结果有较高的相关性，已成为国内外研究和精神
科临床筛查睡眠质量问题的常用量表［13］。中文版 PSQI

量表由国内学者刘贤臣等编译而成，具有较高的信度
和效度，可以用于评价研究对象睡眠质量状况［12］。

PSQI 量表由 19 个自评和 5 个他评条目（不参与计
分）组成，记分项目分别是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质量问题、催眠药物的使
用、日间功能障碍 7 个子项目。每个项目按 0~3 等级
记分，各项目累计得分为 PSQI 量表总分，总分范围为
0~21，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按照中国标准，
睡眠质量问题的得分临界值为 7，即得分 >7 分时存在
睡眠质量问题［14］。本次调查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792。
1.6   质量控制

在调查之前对每位调查员进行培训，明确调查的
目的和意义，了解调查设计的原则和方法，统一指标
的含义及填写要求。为了提高调查的真实性及应答
率，本调查将 JCQ 和 PSQI 量表合并为一份问卷在现场
集中调查。对收回的问卷当日进行复查，对填写随意
或缺失值 >5% 的问卷在数据无法补全的情况下予以
剔除。
1.7   统计学分析

通过 EpiData 3.1 录入问卷数据，运用 SPSS 17.0 软
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使用频数及百分比进行统
计描述，计量资料采用 x±s 表示并进行 t 检验和多因素
方差分析，多个均数比较用 LSD-t 检验。应用多因素非
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铁路工务系统职工睡眠质量的影
响因素。交互作用分析中将职业紧张和轮班作为 2 个
交互项，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调整关键的人口学特
征变量，以模型纳入乘积项的方法来评价相乘交互作

用，模型 P < 0.05 则提示存在相乘交互作用，OR>1 及其
95% CI 的下限 >1 则提示职业紧张和轮班对睡眠质量存
在正向相乘交互作用［15-16］。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本研究调查了福州铁路局工务系统职工 627 人，
其中性别以男性为主，共 592 人（占 94.42%）；工龄 <11

年组 354 人（占 56.46%）；具有大专学历的人数为 326

人（占 51.99%）。其他情况见表 1。
2.2   不同职业紧张组及不同轮班组职工睡眠质量得
分情况

研究对象中，263 人有职业紧张（占 41.95%），夜
班职工 229 人（占 36.52%）。不同职业紧张组中，职业
紧张组睡眠质量得分（9.27±4.79）高于无职业紧张组

（8.32±4.76），P < 0.05。不同轮班组中，夜班组睡眠质
量得分（10.77±4.45）高于白班组（7.67±4.60），P < 0.05。
见表 1。

表 1   铁路工务系统职工基本情况及睡眠质量得分
Table 1   Basic situation and sleep quality score among 

permanent way system workers

组别
Group

人数（构成比 /%）
Number

（Proportion/%）

睡眠质量得分
Sleep quality 

score
t/F P

性别（Sex） 0.557 0.950

男（Male） 592（94.42） 8.74±4.77

女（Female） 35（5.58） 7.07±4.57

工龄（年）（Job tenure/years） 2.268 0.001

<11 354（56.46） 9.04±4.72△

11~20 85（13.56） 9.55±4.82△▽

21~30 139（22.17） 7.73±4.83

>30 49（7.81） 7.64±4.69

学历 （Education level） 2.199 0.001

中专（高中）及以下
High school，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and below

256（40.83） 8.22±4.85*

大专（College） 326（51.99） 9.09±4.71

本科及以上
Bachelor and above

45（7.18） 8.55±4.77

婚姻（Marital status） 0.808 0.717

未婚（Single） 199（31.74） 8.69±4.74

已婚（Married） 405（64.59） 8.67±4.87

离异（Divorced） 23（3.67） 10.27±3.52

吸烟 / 支 ·d-1

Smoking/cigarettes·d-1 1.587 0.044

不吸烟（Non-smoking） 296（47.21） 8.26±4.47▽

≤ 10 98（15.63） 8.68±5.11

11~20 141（22.49） 8.85±4.31

>20 92（14.67） 10.57±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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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Group

人数（构成比 /%）
Number

（Proportion/%）

睡眠质量得分
Sleep quality 

score
t/F P

饮酒（Drinking） 1.143 0.295

经常喝（Frequently） 68（10.85） 8.78±6.02

偶尔喝（Occasionally） 397（63.32） 8.59±4.60

不喝（Never） 162（25.84） 8.93±4.78

锻炼（Exercise） 1.801 0.014

从不参加（Never） 79（12.60） 9.25±4.56*

偶尔参加（Occasionally） 382（60.93） 8.47±4.67

每周 1~2 次
1-2 times per week

91（14.51） 8.98±5.42

每周至少 3 次
3 times and above per week

75（11.96） 8.75±5.19

职业紧张（Occupational stress） -2.433 0.015

无（No） 364（58.05） 8.32±4.76

有（Yes） 263（41.95） 9.27±4.79

轮班（Shift work） -7.921 <0.001

白班（Day shift） 398（63.48） 7.67±4.60

夜班（Night shift） 229（36.52） 10.77±4.45

［注］* ：与第二组相比，P < 0.05 ；△ ：与第三组相比，P < 0.05 ；▽ ：与
第四组相比，P < 0.05。

［Note］*: Compared with the second group, P < 0.05;△ : Compared with the 

third group, P < 0.05; ▽ : Compared with the fourth group, P < 0.05.

2.3   睡眠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是否具有睡眠质量问题为应变量，将职业紧张、

轮班、工龄、学历、吸烟、锻炼等因素作为自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显示，夜班是影响睡眠质量的主要
危险因素，OR（95% CI）为 3.878（2.394~6.282）。见表 2。

表 2   铁路工务系统职工睡眠质量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leep 

quality among permanent way system workers

变量（Variable） b χ² OR（95%CI） P

职业紧张（Occupational stress） 0.167 0.68 1.182（0.793~1.760） 0.411

轮班（Shift work） 1.355 35.42 3.878（2.394~6.282） < 0.001

工龄（Job tenure） 0.226 3.47 1.254（0.989~1.589） 0.062

学历（Education level） 0.152 0.55 1.164（0.779~1.740） 0.457

吸烟（Smoking） -0.134 3.03 0.875（0.751~1.019） 0.085

锻炼（Exercise） -0.075 0.36 0.928（0.727~1.185） 0.549

［注］变量赋值 ：无睡眠质量问题 =0，有睡眠质量问题 =1 ；无职业紧
张 =0，有职业紧张 =1 ；白班 =0，夜班 =1 ；工龄 <11 年 =0，11~20

年 =1，21~30 年 =2，>30 年 =3 ；中专（高中）及以下 =0，大专 =1，本
科及以上=2 ；不吸烟=0，≤10支 ·d-1=1，11~20支 ·d-1=2，>20支 ·d-1=3 ；
从不参加锻炼 =0，偶尔参加 =1，每周 1~2 次 =2，每周至少 3 次 =3。

［Note］Variable assignment: no sleep quality problem=0, with sleep 

quality problem=1; no occupational stress=0, with occupational 

stress=1; day shift=0, night shift=1; job tenure <11 years =0, 11-

20 years=1, 21-30 years=2, >30 years=3; high school,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and below=0, college=1, bachelor and above=2; 

no smoking=0, smoking≤10 cigarettes·d-1=1, 11-20 cigarettes·d-1=2, 

>20 cigarettes·d-1=3 ; never exercise=0, occasionally=1, 1-2 times a 

week=2, at least 3 times a week=3.

2.4   轮班与职业紧张交互作用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与白班 + 无职业紧张组相比，夜班 + 职业紧张

组 职 工 存 在 睡 眠 质 量 问 题 的 风 险 最 高（OR=4.883，
95% CI ：2.305~10.341），其次为夜班 + 无职业紧张组

（OR=3.703，95% CI ：2.024~6.776），但白班 + 职业紧张组
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没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表 3   轮班与职业紧张交互作用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hift work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on sleep quality

组别
Group

睡眠质量问题
Sleep quality problems

OR（95% CI）a

例数
Number 

检出率 /%
Detection ratio

白班（Day shift）+A 137 58.1 1.000

夜班（Night shift）+A 103 80.5 3.703（2.024~6.776）*

白班（Day shift）+B 106 65.4 1.158（0.741~1.810）
夜班（Night shift）+B 86 85.1 4.883（2.305~10.341）*

［注］* ：P < 0.05 ；a ：调整了工龄、学历、吸烟和锻炼等混杂因素。A、
B 分别指无、有职业紧张。

［Note］*: P  <0.05; a: Job tenure, education, smoking, and exercise 

are adjusted as confounders. A and B mean without and with 

occupational stress, respectively.

3   讨论
睡眠是人一生中耗时最多的活动，它调节人体生

物节律，解除人体疲劳，保持内外环境平衡，是维持
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项重要生理活动。睡眠不仅具有
维持个体生存的功能，还有促进生长发育、异化学习、
形成记忆、调节情绪等一系列功能［17］。国内外研究表
明，睡眠质量问题往往是心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
抑郁症等多种慢性疾病的早期表现，而且长期的睡眠
质量问题会导致人群的生理、心理健康受损［18］。

本次研究显示夜班是影响铁路工务系统职工睡眠
质量的重要危险因素，与谷桂珍等［3］研究者对于铁路
司机的调查结果一致，可能是因为长期夜班工作可以扰
乱 24 h 昼夜节律，从而影响铁路职工的睡眠质量［19-20］。

本次研究发现铁路工务系统职工职业紧张者睡
眠质量较差，这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21-22］，原
因可能是过度的工作负荷超过机体的调节能力而出
现机体代偿功能失衡，改变睡眠 - 觉醒节律，从而影
响睡眠质量［23］。铁路工务系统职工的工作特殊，任务
重，职业压力大，可导致其在饮食、锻炼、作息等不
规律［24］。本研究显示，吸烟、缺乏锻炼等不良行为生
活方式可能会影响铁路工务系统职工的睡眠质量，与
Dugas 等［25］研究结果相似。烟草中含有尼古丁，可以
刺激基底前脑胆碱能神经元来促进觉醒，使睡眠质量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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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此外，工龄 11~20 年的铁路工务系统职工睡眠
质量较差，这与刘锐等［26］的研究结果相似，可能是这
个年龄段的职工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工作压力和生活
压力较大所导致的。

本研究表明夜班是影响职工睡眠质量的主要危
险因素，这与张生奎等［4］和 Yong 等［27］的研究结果一
致，且有学者研究发现，在不同轮班对睡眠质量的影
响中，固定夜班职工的发生睡眠质量问题的风险最大，
这可能与长期的夜间轮班引起睡眠不足、睡眠潜伏期
变长、睡眠质量下降等问题有关［28-29］。夜班工作最直
接、最早期的影响便是破坏人体正常的昼夜节律，睡
眠质量因此受到严重影响［4，30］。本研究发现职业紧张
单独存在时对睡眠质量没有影响，与陶宁等［31］的研究
结果不同，可能是因为长期的夜班工作中，灯光暴露
造成的昼夜节律紊乱对睡眠质量的影响较职业紧张更
为明显，从而掩盖了职业紧张对睡眠质量的影响［32］。
有学者研究发现，长期以夜班的方式工作，容易发生
职业紧张，进一步提示夜班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更加明
显［33］。也可能是因为白班作业减轻了职业紧张对睡眠
质量的影响，这与白班作业可以增加职业紧张应对资
源有关，但有关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34］。

交互作用分析的相乘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公共
卫生领域中，即两个及以上危险因素互相影响、共同
作用于疾病时，疾病的发生率会发生相应改变，其结
果是各危险因素独立作用之积［35］。本研究中职业紧
张和夜班的交互作用是影响职工睡眠质量的重要危
险因素，可能与轮班作业可以增加职工职业紧张有
关，且有研究发现，夜班频率越高越容易发生职业紧
张，在夜班职工中存在职业紧张可以进一步加重睡眠
质量问题的发生，形成新的恶性循环［36-39］。

本研究分析职业紧张和轮班交互作用对铁路工
务系统职工睡眠质量的影响，为降低职业紧张、调整
轮班形式，提高铁路工务系统职工睡眠质量提供一定
的理论依据。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
是横断面研究，无法确认各个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
使得研究结论的价值受到一定限制。同时本次调查的
样本量偏小，研究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今后
应进一步增大样本含量进行前瞻性研究，进一步明确
职业紧张和轮班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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