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睡眠质量在职业人群工作压力和心理健康
之间的中介作用
刘梦婷， 宁丽， 高晓燕

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摘要 ：

[背景]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职业人群面临的工作压力日益增加，其对睡眠质量和
心理健康的影响值得关注。

[目的] 探讨睡眠质量在职业人群工作压力与其心理健康状况间的中介效应，为提高职业人
群心理健康状况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新疆乌鲁木齐市职业人群 2000 人。将职业人群按照职业类
型分为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付出-回报失衡量表（ERI）、匹兹堡睡眠质
量指数（PSQI）、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表（SCL-90）进行问卷调查。对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工作压
力水平、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程度进行比较，分析各指标间的相关性。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
析职业人群工作压力、睡眠质量及心理健康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睡眠质量的中介效应。

[结果] 回收调查问卷 1979 份，回收率为 99%，其中脑力劳动者 1 500 人（75.8%），体力劳动者
479 人（24.2%）。工作压力、心理健康、睡眠质量指标两两对比，均存在线性相关关系。脑力、
体力劳动者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睡眠质量量表得分呈正相关（r=0.32、0.31，P < 0.01；r=0.25、
0.25，P < 0.01），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r=0.47、0.56，P < 0.01）。修正后的结构方程模
型显示：脑力、体力劳动者工作压力对睡眠质量的影响系数为 0.56、0.46（P < 0.001），睡眠质
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系数为 0.52、0.80（P < 0.001），睡眠质量能够中介工作压力对脑力、体力
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影响，中介效应值为 0.29、0.37。

[结论] 职业人群工作压力和心理健康以睡眠质量为中介变量，应采取措施降低工作压力，提
高睡眠质量，维持心理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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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ffect of sleep qualit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among occupational population   LIU Mengting, NING Li, GAO Xiaoy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830054, China)
Abstract:

[Backgrou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occupational
groups  are  facing  increasing  work  pressure,  and  its  impact  on  slee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deserves attention.

[Objective] To explore potential mediating role of sleep quality between work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among occupational workers,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improving their
mental health status.

[Methods] Cluster  sampling  was  used  to  select  2000  workers  in  Urumqi,  Xinjiang  Uygur  Au-
tonomous Region. They were divided into mental and physical worker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occupational types,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using General Information Survey
Forms, Effort Reward Imbalance scale (ERI),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and Symptom
Check  List-90  (SCL-90).  Work  stress  level,  slee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were  assessed  and
compared  between  mental  and  physical  worker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work  stress,  slee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workers,
and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leep quality.

[Results] A total of 1979 survey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 response rate of 99%, in-
cluding 1500 (75.8%) mental workers and 479 (24.2%) physical workers. Linear correlations were
confirmed between work stress, mental health, and sleep quality. The correlations of work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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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ental health and sleep quality scale scores were positive for both mental and physical workers (r=0.32, 0.31, P < 0.01; r=0.25, 0.25,
P < 0.01), and sleep quality was als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mental health (r=0.47, 0.56, P < 0.01) . The final modifi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coefficients of work stress on sleep quality for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workers were 0.56 and 0.46 (P < 0.001) re-
spectively, and the coefficients of sleep quality on mental health were 0.52 and 0.80 (P < 0.001) respectively. Sleep quality mediated the
impact of work stress on mental health of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workers, with mediating effect values of 0.29 and 0.37 respectively.
The adaptability of bo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is less than 3.

[Conclusion] Occupational population's work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may be mediated by sleep quality, and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reduce work stress and improve slee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Keywords: sleep quality; work stress; mental health; occupational population; mediating effect

  

随着我国步入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各行业竞争激
烈，导致职业人群的工作压力不断上升。虽然职业紧
张不会造成明确的职业病，但是以非特异性方式影响
机体，长期作用会对人体心理健康产生有害影 �响[1]。国
外一项研究表明，职业紧张使得自身调节能力受到影
响，导致机体功能失衡，出现失眠或嗜睡等睡眠问题，

从而导致睡眠质量下降[2]。睡眠是维持生理健康、心
理健康的重要生理过程，良好的睡眠质量有利于机体
恢复和调整、增强新陈代谢、提高免疫力、集中注意
力、改善记忆力以及缓解紧张、不安等情绪[3]。睡眠问
题造成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心
理障碍[4]。鉴于此，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对脑力和体力
劳动者进行问卷调查，以睡眠质量作为中介变量，深
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及机制，以帮助该人群维持良
好的心理健康状态。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选择第
一大类和第二大类职业人群作为目标总体；选取新
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一家公立医院大型体检中心
为调查地点，整群抽取在该体检中心进行集中体检
的 8 家大型企事业单位职工 2 000 名。将职工按照
职业类型分为脑力和体力劳动者，对其进行问卷调
查，脑力劳动者以大脑神经活动为主，体力劳动者
则以肌肉活动为主。纳入标准：①年龄在 20~60 岁；
②工龄≥1 年的在职人员；③所有纳入的调查对象
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本次调查。本研究获得了新疆
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审批号：XJYKDXR2023
0510013）。
 1.2   研究方法
 1.2.1   基线资料收集　调查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
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称、工龄、婚姻状况
（已婚含再婚，未婚为从未结婚、其他含离异或丧偶）、

月收入、吸烟（累计吸烟数量≥100 支，且在调查开始
前 30 d 内仍在吸烟的人定义为吸烟者，反之为不吸烟
者[5]）和饮酒（近 1 年每周至少饮酒 1 次定义为饮酒者，

反之为不饮酒者[6]）等。
 1.2.2   睡眠质量调查　采用 Buyee 等 [7]于 1989 年编
制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来评价睡眠质量情况。该量表由
19 个自评和 5 个他评条目（不参与计分）组成，分别
是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催眠药物的使用、日间功能障碍 7 个子
项目。每个条目按 0~3 等级记分，累计得分为 PSQI 总分，

总分范围为 0~21 分。根据中国对于此问卷总分的
判定标准，  PSQI 总分  > 7 即界定为存在睡眠质量问
题。PSQI 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23。
 1.2.3   付出回报失衡量表调查　采用 Siegrist 等[8]根据
付出-回报失衡模式而制定出的自填式付出-回报失衡
问卷 ERI（Effort-Reward Imbalance, ERI），该问卷共包括
付出、回报和过度投入 3 个维度，共 23 个条目，其中
前 17 个条目为 5 级计分，后 6 个条目为 4 级计分。付
出-回报失衡指数计算方法：对每个条目予以相同的
权重，其指标 ERI=（11/6）×（付出/回报）。ERI > 1 是高工
作压力；ERI≤1 是低工作压力。ERI 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40。
 1.2.4   SCL-90（Symptom Check List-90）量表　由 Dero-
gatis 等[9–10]于 1973 年编制的 SCL-90 是目前使用最广
泛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筛查量表。该量表共有
90 题，分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
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 (反映睡眠
及饮食情况)10 个因子，每个条目均采用 1~5 级评分
法，总分越高，心理症状越严重。总分超过 160 分或阳
性项目数�（得分≥2 分）超过 43 项或任一因子分超过
2 分，考虑心理症状筛查阳性。SCL-90 量表在本研究中
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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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问卷调查质量控制
在进行问卷调查前对调查员进行专业的培训，

调查员统一导语采取面对面、一对一的调查询问方
式收集信息，在调查时尽可能获得被调查者的配合，

对于不配合调查的研究者经咨询后原因为担心隐私
泄露、调查时间过长等。集中发放问卷，当场填写回
收。剔除填写内容不足 80%的问卷，填写内容超过
80%，但不足 100%的问卷，若缺失非关键数据数量少，

则进行缺失值填补；若缺失关键数据数量多并可能
影响结果准确性的予以删除。最后将合格的调查问
卷予以编号。
 1.4   统计学分析

x ± s χϤ

χϤ/df

采用 IBM SPSS 2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 ）描述，计数资料以 n（%）表示，用 检
验进行统计分析；使用偏相关分析工作压力、睡眠
质量、SCL-90 量表得分之间的相关性；选用多重逐步
回归分析工作压力、睡眠质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用 AMOS 24.0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根据 Boot-
strap 检验方法，抽取 5 000 次，验证睡眠质量在职业
人群工作压力和心理健康状况间的中介效应。选用
卡方自由度比（ ）、拟合优度指数（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标准化拟合指数 （normalized  fit  index,
NFI）、比较适配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增加
拟合值数（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和渐进残差均方
和平方根（rootmean square errorofapproximation, RM-
SEA）等多种拟合指标评价模型的配适度。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 2 000 份，回收 1 979 份，回收
率为 99%，其中脑力劳动者 1 500 人（75.8%），体力劳
动者 479 人（24.2%）。不同性别、民族、文化程度的脑
力劳动者工作压力状况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不同民族、婚姻状况、月收入、吸烟的脑力
劳动者睡眠质量状况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不同性别、吸烟的脑力劳动者心理健康状
况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性别的体
力劳动者工作压力状况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不同吸烟状况的体力劳动者睡眠质量与心
理健康状况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
表 1。

 

表 1   脑力、体力劳动者工作压力、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状况一般人口学特征
Table 1    Gener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work stress, slee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mental and manual workers

 

项目
总人数n=1979（%） ERI>1 PSQI>7 心理症状阳性

脑力（n=1 500） 体力（n=479） 脑力 体力 脑力 体力 脑力 体力
性别
　男 576(38.4) 201(42.0) 278(18.5) 151(31.5) 205(13.7) 77(16.1) 240(16.0) 99(20.7)

　女 924(61.6) 278(58.0) 394(26.3) 174(36.3) 321(21.4) 87(18.2) 332(22.1) 116(24.2)

　χ2 4.54 8.40 0.11 2.55 4.95 2.67

　P 0.03 <0.01  0.74 0.11 0.03 0.10

年龄/岁
　<30 473(31.5) 177(37.0) 210(14.0) 121(25.3) 171(11.4) 52(10.9) 189(12.6) 76(15.9)

　30~ 669(44.6) 199(41.5) 314(20.9) 137(28.6) 232(15.5) 76(15.9) 254(16.9) 99(20.7)

　≥40 358(23.9) 103(21.5) 148(9.9) 67(14.0) 123(8.2） 36(7.5) 129(8.6) 40(8.4)

　χ2 3.00 0.48 0.37 3.26 1.34 3.40

　P 0.22 0.79 0.83 0.20 0.51 0.16

民族
　汉族 1 233(82.2) 400(83.5) 551(36.7) 275(57.4) 413(27.5) 135(28.2) 460(30.7） 174(36.3)

　其他民族 267(17.8) 79(16.5) 121(8.1) 50(10.4) 113(7.5) 29(6.1) 112(7.5) 41(8.6)

　χ2 0.85 0.90 7.51 0.26 2.003 1.88

　P 0.04 0.34 0.01 0.61 0.16 0.17

婚姻状况
　已婚 478(31.9) 176(36.7) 227(15.1) 120(25.1) 187(12.5) 60(12.5) 199(13.3) 81(16.9)

　未婚 1 002(66.8) 296(61.8) 437(27.1) 201(42.0) 330(22.0) 10(2.1) 363(24.2) 128(26.7)

　其他 20(1.3) 7(1.5) 12(0.8) 8(0.5) 11(0.7) 9(0.6) 10(0.7) 10(0.7)

　χ2 2.16 0.38 6.32 1.66 5.22 5.13

　P 0.34 0.83 0.04 0.44 0.07 0.08

职称
　无 474(31.6) 237(49.5) 211(14.1) 156(32.6) 164(10.9） 77(16.1) 194(12.9) 9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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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脑力、体力劳动者工作压力、睡眠质量、心理
健康状况评分

脑力、体力劳动者在付出、ERI 指数、躯体化、强
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
神病性、心理健康总分，睡眠效率维度分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2.3   脑力、体力劳动者工作压力、睡眠质量与心理
健康状况的关系

脑力、体力劳动者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睡眠质
量量表得分呈正相关（r=0.32、0.31，P < 0.01；r=0.25、
0.25，P < 0.01），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呈正相关（r=0.47，
P < 0.01；r=0.56，P < 0.01）。见表 3。
 2.4   睡眠质量在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

运用 IBM SPSS 27.0 的逐步回归法对睡眠质量在

χϤ/df
χϤ/df

工作压力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见表 4。运
用 AMOS 24.0 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见图 1。脑力、
体力劳动者初始模型的整体拟合指数大部分满足基
本要求 GFI、NFI、CFI、IFI，但 、RMSEA 大于标准值，

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在初始模型上增加残差之间的
相关路径后，模型各项拟合指标值均有所改善，RM-
SEA 值为 0.03、0.06， 为 2.46、2.7，说明修正模型
的拟合指标达到适配标准，模型拟合良好。具体见表 5。
从路径图得出，工作压力与睡眠质量、睡眠质量与心
理健康之间存在直接效应（P < 0.05），脑力、体力劳动
者以睡眠质量为中介的间接效应分别为 0.29、0.37
（P < 0.05）。故此可认为，模型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表明工作压力会通过睡眠质量影响其心理健康，睡眠
质量的中介效应显著。

续表 1

项目
总人数n=1979（%） ERI>1 PSQI>7 心理症状阳性

脑力（n=1 500） 体力（n=479） 脑力 体力 脑力 体力 脑力 体力

　初级 388(25.9) 110(23.0) 173（11.5) 77(16.1) 152(10.1） 40(8.4) 151(10.1) 50(10.4)

　中级 471(31.4) 96(20.0) 201(13.4) 69(14.1) 154(10.3） 33(6.9) 171(11.4) 50(10.4)

　高级 167(11.1) 36(7.5) 87(5.8) 23(4.8) 56(3.7) 14(2.9) 56(3.7) 21(4.4)

　χ2 4.48 1.65 4.26 0.89 3.84 7.27

　P 0.21 0.65 0.24 0.83 0.28 0.06

文化程度
　大中专及以下 144(9.6) 157(32.8) 91(6.1) 57(11.9) 87(5.8) 99(20.7) 53(3.5) 75(15.7)

　本科及以上 1 356(90.4) 322(67.2) 737(49.1) 97(20.3) 887(59.1) 216(45.1) 519(34.6) 140(29.2)

　χ2 4.12 1.85 1.43 0.76 0.12 0.79

　P 0.04 0.17 0.23 0.38 0.73 0.38

工龄/年
　<5 338(22.5) 132(27.6) 152(10.1) 89(18.6) 120(8.0) 36(7.5) 142(9.5) 56(11.7)

　5~ 392(26.1) 111(23.2) 169(11.3) 73(15.2) 137(9.1) 40(8.4) 139(9.3) 51(10.6)

　10~ 323(21.5) 107(22.3) 148(9.9) 76(15.9) 106(7.1) 37(7.7) 124(8.3) 54(11.3)

　≥15 447(29.8) 129(26.9) 203（13.5) 87(18.2) 163(10.9) 51(10.6) 167(11.1) 54(11.3)

　χ2 0.66 0.74 1.13 4.61 3.47 2.20

　P 0.88 0.86 0.77 0.20 0.33 0.53

月收入/元
　<3 000 41(2.7) 25(5.2) 12(0.8) 17(3.5) 14(0.9) 13(2.7) 14(0.9) 12(2.5)

　3 000~ 577(38.5） 194(40.5) 262(17.5) 133(27.8) 226(15.1) 70(14.6) 237(15.8) 98(20.5)

　≥5 000 882(58.8） 260(54.3) 398(26.5） 175(36.5) 286(19.1) 81(16.9) 321(21.4) 105(21.9)

　χ2 4.12 0.08 6.98 4.90 3.52 4.71

　P 0.13 0.96 0.03 0.09 0.17 0.09

吸烟
　否 1 238(82.5) 378(78.9) 541(36.1) 73(15.2) 416(27.7) 48(10.0) 456(30.4) 55(11.5）

　是 262(17.5) 101(21.1) 131(8.7) 252(52.6) 110(7.3) 116(24.2) 116(7.7) 160(33.4)

　χ2 3.47 1.15 6.67 10.04 5.08 4.74

　P 0.06 0.28 0.01 <0.01 0.02 0.03

饮酒
　否 967(64.5) 176(36.7) 425(28.3) 122(25.5) 329(21.9) 63(13.2) 364(24.3) 88(18.4)

　是 533(35.5) 303(63.3) 247(16.5) 203(42.4) 197(13.1) 101(21.1) 208(13.9) 127(26.5)

　χ2 0.79 0.28 1.30 0.30 0.28 2.94

　P 0.37 0.60 0.25 0.58 0.60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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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脑力、体力劳动者工作压力、睡眠质量、心理健康状况
各维度评分

Table 2    Dimensional scores of work stress, sleep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mental and manual workers

 

维度 脑力劳动者（n=1 500） 体力劳动者（n=479） Z P

ERI

　付出 17.77±4.62 20.17±4.62   −9.68  <0.01

　回报 33.11±3.99 32.81±4.03   −1.66  0.1

　过度投入 14.26±2.42 14.37±2.27   −1.38  0.17

　ERI指数 0.99±0.28 1.14±0.29 −10.13  <0.01

SCL-90

　躯体化 23.03±6.83 24.10±7.78   −2.21  0.03

　强迫症状 18.14±5.36 19.11±5.90   −3.26  <0.01

　人际敏感 17.22±6.62 18.00±6.95   −2.258 0.02

　抑郁 23.74±7.90 25.08±8.46   −3.132 <0.01

　焦虑 17.71±5.99 18.48±6.13   −2.877 <0.01

　敌对 11.21±3.66 11.73±3.81   −2.981 <0.01

　恐怖 12.60±4.27 13.36±4.95   −2.359 0.02

　偏执 9.44±3.55 10.19±4.09   −3.554 <0.01

　精神病性 16.08±6.47 17.16±7.23   −2.356 0.02

　其他 12.15±5.43 12.82±5.98   −1.613 0.11

　总分 161.32±50.74 170.03±55.89   −2.792 <0.01

PSQI

　主观睡眠质量 1.22±0.73 1.30±0.75   −1.854 0.06

　入睡时间 1.13±0.93 1.16±0.89   −0.983 0.33

　睡眠时间 0.88±0.67 0.81±0.66   −1.911 0.06

　睡眠效率 0.42±0.77 0.31±0.68   −3.039 <0.01

　睡眠障碍 1.09±0.59 1.13±0.63   −1.027 0.30

　日间功能障碍 1.72±0.93 1.75±0.95   −0.874 0.38

　总分 6.46±3.01 6.46±2.92   −0.224 0.82

 

表 3   脑力、体力劳动者工作压力、心理健康、睡眠质量偏相
关性分析

Table 3    Partial correlations between work stress, mental health,
and sleep quality among mental and manual workers

 

分组 指标 工作压力 心理健康 睡眠质量

脑力 工作压力 1.00

心理健康 0.32 1.00

睡眠质量 0.31 0.47 1.00

体力 工作压力 1.00

心理健康 0.25 1.00

睡眠质量 0.25 0.56 1.00

 

表 4   脑力、体力劳动者睡眠质量、工作压力、心理健康状况
逐步回归结果

Table 4    Stepwise regression on sleep quality, work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of mental and manual workers

 

变量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b
t P VIF

b Sb

脑力 工作压力 0.157 0.024 0.161   6.543 <0.01 1.038

睡眠质量 0.301 0.025 0.295 12.034 <0.01 1.038

R2 0.131

调整R2 0.130

F 113.108    

D-W值 1.973

体力 工作压力 0.096 0.045 0.090   2.148   0.032 1.025

睡眠质量 0.425 0.044 0.405   9.657 <0.001 1.025

R2 0.184

调整R2 0.180

F 53.534  

D-W值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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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图中数值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P 值均<0.001，e1~e15 为残差项。

图 1   脑力、体力劳动者睡眠质量在工作压力、心理健康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Figure 1   A model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leep qu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in mental and manu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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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讨论
本研究对乌鲁木齐市职业人群工作压力、睡眠质

量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调查，同时对工作压力影响
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探索，发现睡眠质量能够
中介工作压力对脑力、体力劳动者心理健康的影响，

中介效应值为 0.29、0.37。
健康包括身体健康、情绪健康、社会健康、心理

健康和文化健康[11]。良好的睡眠对于维持人类的身心
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既往研究发现，睡眠时间短质量
差易引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同时与高血压、糖尿
病、血脂异常等慢性病相关[12]。本次调查研究显示月
收入越高越容易发生睡眠问题，高收入人群通常从事
繁重、高风险和高压力的工作，并承受着更多的社会
期望和家庭压力，这些压力使职业人群日常难以放松
心情，导致睡眠质量差。不同吸烟情况在职业人群睡
眠质量、心理健康状况分布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这可能是由于吸烟可以刺激大脑释放多巴胺等神经
递质，引起神经兴奋，影响睡眠质量，但是兴奋作用只
是暂时的，最终尼古丁可能通过改变神经化学系统影
响抑郁或焦虑的发生发展，将导致更严重的焦虑、抑
郁等心理问题[13]。职业人群中高工作压力的女性多于
男性，这与王娟[14]的研究结果不同，这可能是由于现
代女性在工作、子女、父母和家庭间寻求平衡，承担多
重角色导致她们承受较大压力[15]。职业人群的不同年
龄、工龄在工作压力、睡眠质量、心理健康分布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之前的研究结果不同，可能是
因为个体差异、行业的压力管理支持系统和企业对员
工心理健康及工作生活平衡的重视程度不同，影响了
研究群体工作压力、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

偏相关结果显示，工作压力、睡眠质量与心理健
康均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这一结论与刘艳、林燕怀
等[16–17]报告一致。为进一步考察睡眠质量在职业人群
工作压力和心理健康状态间的中介作用提供了依据。
本研究成功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修正后的模型效果
良好，模型显示脑力、体力劳动者工作压力对睡眠质
量的影响系数为 0.56、0.46，睡眠质量对心理健康的

影响系数为 0.52、0.80。工作压力通过睡眠质量间接
影响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的原因可能是睡眠质量不佳
会与焦虑、急躁、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有着一定联
系。神经生物学相关研究表明，5-羟色胺水平下降与
失眠、焦虑和抑郁等睡眠和情绪问题相关。而焦虑、
抑郁等精神心理症状也常继发于睡眠问题之后[14]。心
理问题的产生则会产生一系列的负性健康结局，比如
生命质量的降低、自杀意念等[18]。《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提出心理健康促进行动，要求做到
减缓失眠、焦虑和抑郁等的上升趋势，倡导每天有 7~
8 h 睡眠时间[19]。充足的睡眠不仅能提高工作和学习
效率、增强免疫力，还能维持机体功能处于良好状
态[20]。因此，采取措施改善职业人群睡眠质量，延长睡
眠时间，有助于改心理健康状况。

职业人群的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维度存在差异
主要源于工作性质和环境的不同。脑力劳动者因长时
间集中精神处理复杂信息，导致大脑过度疲劳，面临
睡眠中断等睡眠障碍和较差的主观睡眠质量问题，心
理容易出现焦虑、强迫症状、偏执等问题。体力劳动
者虽因身体疲劳容易入睡，但环境恶劣、工作时间不
规律和身体疼痛可能导致睡眠障碍和日间功能障碍，

心理易出现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和敌对等问题。
本研究同样存在一些局限性：（1）本研究方法为

横断面研究，无法反映职业人群工作压力、睡眠质量
的变化而导致心理健康状态的变化，建议后续研究采
用时间纵向追踪方法，动态观察三者之间关系，更明
确其因果关系。（2）本研究为整群抽样，由于抽样方法
的特性，可能会存在选择性偏倚。（3）样本覆盖面仅限
于乌鲁木齐地区，结果外推需要谨慎。

综上所述，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必须引起重
视，工作压力通过睡眠质量间接影响心理健康。为缓
解职业人群工作压力和预防不良的心理健康状态，建
议相关单位通过调整工作任务培养其抗压能力；开展
睡眠保健知识宣传教育；制定合理运动计划，运动会
让人产生一定的疲劳感，加速入睡[21]

，还能降低不良
情绪的发生风险，改善睡眠情况，减少睡眠障碍[22]；卫
生服务部门设立心理辅导咨询站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防止潜在的生命质量下降。
志谢：衷心感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四五“高等

学校特色学科-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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