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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高校学报编辑职业倦怠、

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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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了解安徽省高校学报编辑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和
心理健康的特点，探讨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因子的

预测作用，采用社会支持量表、职业倦怠量表和９０项症状量表
对安徽省高校学报编辑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进行问

卷调查。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各因子都不同程度影

响编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增加社会支持，减少职业倦怠可

提高编辑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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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静玲等［１］认为，健康的心理是编辑保持理性、

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的前提，心理素质的优化可有效

改善编辑的心理健康状况。职业倦怠之所以引起关

注，乃因它对服务行业人员生理和心理健康的负面影

响。不同职业所致的职业倦怠会对不同人群产生负性

影响。如陈瑞敏［２］对南京市移动公司１１３名员工职业
倦怠的研究中发现，职业倦怠各维度与症状自评量表

总分都存在显著正相关，而症状自评量表中部分因子

与职业倦怠总分也存在显著正相关。刘晓明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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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国高校科技期刊研究会科技期刊学研究计划资助课题
（ＧＢＪＸＢ１２２２）
通信作者

图片时，很多作者丢失或者不方便查看原始实验数据

而无法重新绘图，在原先图片上直接修改导致图片分

辨率下降。针对此现象，编辑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在投稿初期要求作者提交原始图片以及矢量图，并在

初审时提醒作者保留好画图数据。一方面，鉴于编辑

的提醒，部分作者便有了保存数据结果的意识；另一方

面，利用作者提供的有效矢量图，修图员可以很方便地

完成大部分的图片修改问题，从而避免了因为细小的

问题导致编辑向作者多次发送修改意见。

３　结束语

　　站在论文作者的立场，在编辑过程中给予作者更
多的理解，并将解释升华为唤醒，帮助作者正视自己的

经验和能力，建立其对编辑的信任，从而促进其自我分

析、自我感悟、自我认知和自我成长。编辑在走近作

者、想作者之所想的同时，还需要站在编辑的立场，尽

可能地让作者走入“编辑的世界”，并为作者提供更多

的服务。只有编辑与作者加强联系与合作，才能编辑

出好的论文和好的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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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学教师职业倦怠的研究中发现，中小学教师的

职业倦怠与其心理健康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

其中职业倦怠的３个维度与心理健康的９个因子间均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于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都进行过研究。早在１９６７年，心理学家
Ｈｏｌｍｅｓ等［４］发现相同的压力状况却对不同个体产生

不同的影响，相比而言，有较多家人或朋友支持的人比

有较少支持的人有着更强的心理承受能力。石艳

等［５］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分、主观支持

分与９０项症状量表（ＳＣＬ９０）总分呈显著负相关。
近年来见有研究编辑心理健康状况的文章［６７］；

但探讨编辑群体职业倦怠、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

的文献较少，且已有的研究多以经验总结形式出现，缺

少数据支持。本文综合了职业倦怠和社会支持２方面
对高校学报编辑心理健康的影响，以期能用职业倦怠

和社会支持的不同维度去预测心理健康，为高校学报

编辑心理健康的改善提供更加科学的理论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对安徽省部分高
校学报编辑进行问卷调查。共调查５０所高校，发放问
卷１１０份，收回１０１份，回收率９１．８％。有效问卷９２
份，有效率９１．１％。其中男性５３名，女性３９名。
１．２　调查工具

１）职业倦怠问卷（ＭＢＩＧＳ）。采用李超平等［８］

２００３年制定的自评量表（中文修订版），包括１５个条
目，分为３个维度：情绪衰竭、玩世不恭、成就感低落。
量表为７级评分，其中条目１～９为正向计分题，１０～
１５为反向计分题。情绪耗竭和玩世不恭得分越高，表
示职业倦怠程度越重，成就感低落反向计分越高，表示

倦怠程度越重。该量表３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
别为０．８８、０．８３及０．８０，符合测量学要求。
２）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ＳＲＳ）。采用肖水源［９］的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共有１０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主
观支持、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３个维度，３个维度之和

即为社会支持的总分，评分越高说明被试者得到的社

会支持越多，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３）ＳＣＬ９０［１０］。由 Ｄｅｒｏｇａｔｉｓ于１９７５年编制，是进
行心理健康状况普查时实用、简便的量表，包含９个症
状因子，分别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１～５级评分。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样本均数间比较采
用ｔ检验，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及心理健康的相关性采
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逐步
回归法。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总分的
比较　结果显示：女性编辑ＳＣＬ９０总分高于男性编辑
（Ｐ＜０．０５），女性编辑职业倦怠总分显著高于男性编
辑（Ｐ＜０．０１），女性编辑社会支持总分低于男性编辑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不同性别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和
心理健康总分比较（珋ｘ±ｓ）

性别 ｎ ＳＣＬ９０总分 职业倦怠总分 社会支持总分

男性 ５３ １２７．８９±２５．５５ ２１．１１±１１．８８ ４６．１５±７．２０

女性 ３９ １３９．２８±２５．２３ ２８．７７±１２．３２ ４３．２３±５．９８

ｔ — ２．１２５ ３．００７ ２．０６３

Ｐ —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２．２　职业倦怠、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２．２．１　职业倦怠各维度与ＳＣＬ９０各因子评分的相关
分析　结果显示：情绪衰竭与ＳＣＬ９０各因子评分均呈
显著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１）；玩世不恭与躯体化因子、
强迫症状因子、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抑郁因子、敌对因

子评分均呈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５～Ｐ＜０．０１）；除偏执
因子和精神病性因子外，成就感低落与ＳＣＬ９０其余各
因子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职业倦怠各维度与ＳＣＬ９０各因子评分的相关分析（ｒ值）（ｎ＝９２）
职业倦怠

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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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衰竭 ０．４３２ ０．３１０ ０．３４７ ０．３６７ ０．２９７ ０．３５９ ０．２７８ ０．４０６ ０．３０１

玩世不恭 ０．３６５ ０．２１２ ０．２７９ ０．３５３ ０．１６６ ０．２３９ ０．１６１ ０．１７８ ０．１８４
成就感低落 ０．４１３ ０．４９３ ０．４０７ ０．４３４ ０．３８９ ０．３１８ ０．４００ ０．１８６ ０．１３５

　注：代表Ｐ＜０．０１，代表Ｐ＜０．０５。

２２２　社会支持各维度与ＳＣＬ９０各因子评分的相关
分析　结果显示：主观支持与强迫症状因子、抑郁因子
和焦虑因子均呈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５）；除偏执因子

外，客观支持与 ＳＣＬ９０其余因子均呈负相关关系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支持利用度与 ＳＣＬ９０各因子
均呈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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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社会支持各维度与ＳＣＬ９０各因子的相关分析（ｎ＝９２；ｒ值）

社会支持

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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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观支持 －０．１７３ －０．２３６ －０．１６１ －０．２２０ －０．２２６ －０．１７８ －０．１５８ －０．０２４ －０．０６２
客观支持 ０．２５１ －０．２５４ －０．２８３ －０．２９１ －０．２４８ －０．２２５ －０．２７３ －０．１６ －０．２２５

支持利用度 －０．３２３ －０．３４２ －０．３７２ －０．３９４ －０．２９１ －０．２１４ －０．２４７ －０．２５４ －０．２８５

　注：代表Ｐ＜０．０１，代表Ｐ＜０．０５。

２．３　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对心理健康因子的预测作用
　将安徽省高校学报编辑心理健康各因子评分与成人
常模评分做比较，发现躯体化因子评分高于常模

（１．４７±０．３８，１．３７±０．４８，ｔ＝２．５３，Ｐ＜０．０５），人际关系
敏感因子评分显著低于常模评分（１．５１±０．４２，１．６５±
０．５１，ｔ＝３．０９，Ｐ＜０．０１），精神病性因子评分显著高于
常模评分（１．４０±０．２７，１．２９±０．４２，ｔ＝３．８７，Ｐ＜００１）；
因此，本研究有针对性地将与常模相比有差异的３个因
子（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性）分别作为因变量，

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各维度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

分析，深入讨论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预测作用。

２３１　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各维度对躯体化因子的预
测作用　以躯体化因子为因变量，以社会支持及职业倦
怠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情绪衰竭和成就感低落进入回归方程，提示情绪衰竭和

成就感低落对ＳＣＬ９０的躯体化因子均有预测作用（Ｐ＜
０．０１），解释了躯体化因子总变异量的２７３％，见表４。

表４　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各维度对躯体化因子的预测作用

因子项目
回归系数

Ｂ
标准误

Ｅｓ
标准回归

系数β
ｔ Ｐ

常量 １３．２９２ ０．８５７ － １５．５１５ ＜０．０１
情绪衰竭 ０．３０５ ０．０８６ ０．３３７ ３．５４９ ＜０．０１
成就感低落 ０．１８３ ０．０５６ ０．３０９ ３．２５２ ＜０．０５

　注：ｒ＝０．５２３，Ｒ２＝０．２７３，Ｆ＝１６．７４，Ｐ＜０．０１。

２．３．２　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各维度对人际关系敏感
因子的预测作用　以人际关系敏感因子为因变量，以
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成就感低落、支持利用度和情绪

衰竭进入回归方程，提示成就感低落、支持利用度和情

绪衰竭对 ＳＣＬ９０的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均有预测作用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解释了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总变
异量的２５．９％，见表５。

表５　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各维度对人际关系敏感因子的
预测作用

因子项目 Ｂ Ｅｓ β ｔ Ｐ

常量 １４．９７３ ２．２４５ — ６．６６８ ＜０．０１
成就感低落 ０．１３２ ０．０５０ ０．２６８ ２．６５５ ＜０．０１
支持利用度 －０．４８７ ０．２２６ －０．２１７ －２．１５４ ＜０．０５
情绪衰竭 ０．１５１ ０．０７４ ０．２００ ２．０３０ ＜０．０５

　注：ｒ＝０．５０９，Ｒ２＝０．２５９，Ｆ＝１０．２７，Ｐ＜０．０１。

２．３．３　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各维度对精神病性因子
的预测作用　以精神病性因子为因变量，以社会支持
和职业倦怠各维度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情绪衰竭和支持利用度进入回归方程，提示

情绪衰竭和支持利用度对 ＳＣＬ９０的精神病性因子均
有预测作用（Ｐ＜０．０５），解释了精神病性因子总变异
量的１３．２％，见表６。

表６　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各维度对精神病性因子的
预测作用

因子项目 Ｂ Ｅｓ β ｔ Ｐ

常量 １５．９１５ １．５７９ — １０．０８２ ＜０．０１
情绪衰竭 ０．１３０ ０．０５７ ０．２３７ ２．２９３ ＜０．０５
支持利用度 －０．３５０ ０．１６９ －０．２１７ ２．０６９ ＜０．０５

　注：ｒ＝０．３６４，Ｒ２＝０．１３２，Ｆ＝６．７８，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不同性别编辑量表得分的特点　流行病学调
查［１１１２］显示，女性的焦虑和情绪障碍显著高于男性，

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压抑，容易导致女性各种心理问题

的发生，出现躯体化、恐怖、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

等症状。本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在 ＳＣＬ９０总分、职业
倦怠总分上高于男性编辑，而在社会支持总分上却低

于男性编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见女性编辑心理

健康状况较男性差，职业倦怠较男性高，而社会支持却

较男性低。这可能因为女性承担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

责任，既要照顾家庭，又要顾及工作，事业与家庭的双

重压力使其自然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很多女性编

辑常因工作、学习、家庭不能兼顾而身心疲惫，引发焦

虑等［１３］；因此，要给予女性编辑更多的社会支持，关心

和照顾她们，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

３．２　社会支持、职业倦怠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３．２．１　社会支持各维度同心理健康各因子的相关性
　社会支持的定义可以分为３类：社会情境影响、知觉
到的支持和行动化的支持。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个

体身心健康的发展，反之则会损害个体的身心健

康［１４］。本文结果显示：主观支持与强迫症状因子、抑

郁因子和焦虑因子均呈负相关；除偏执因子外，客观支

持与 ＳＣＬ９０其余因子均呈负相关；支持利用度与
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均呈负相关，而且支持利用度与心理健

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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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各因子相关度最高。可见在社会支持各维度中，支

持利用度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最大，能充分利用支持，寻

求帮助的人才能排解困难，拥有健康的身心。

３．２．２　职业倦怠各因子与心理健康各因子的相关性
　职业倦怠是个体在工作重压下产生的身心疲劳与耗
竭的状态，主要由情绪衰竭、去人格化、个人成就感降

低这３个维度构成。编辑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据
报道［１５］，编辑、记者职业倦怠发生率达 ３８．３％，可见
职业倦怠在编辑行业相当普遍。本文结果显示：情绪

衰竭与ＳＣＬ９０各因子评分均呈显著正相关；玩世不恭
与躯体化因子、强迫症状因子、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抑

郁因子、敌对因子评分均呈正相关；除偏执因子和精神

病性因子外，成就感低落与ＳＣＬ９０其余各因子均呈显
著正相关。在众多的研究中，情绪衰竭与玩世不恭与

心理健康各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成

就感低落因子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却有相反的结论［１６］。

本研究得出正相关的结论，与陈瑞敏［２］、刘晓明等［３］

的结论相一致，其原因可能与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以及外在因素不同有关。

３．３　职业倦怠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　
本研究选择安徽省高校学报编辑与成人常模相比有差

异的３个因子（躯体化、人际关系敏感、精神病性）分
别作为因变量，深入讨论职业倦怠和社会支持对心理

健康的预测作用。结果显示，情绪衰竭和成就感低落

对ＳＣＬ９０的躯体化因子均有预测作用，解释了躯体化
因子总变异量的２７．３％。情绪衰竭和成就感低落越
高，躯体化症状越严重，可能因为情绪衰竭的个体没有

热情和活力，情感资源被消耗一空，感情处在极度疲劳

的状态，而同时工作成就感也随之下降，在工作中无任

何幸福感，这一系列情感上的疲劳直接决定了身体上

的疲劳，导致躯体化症状的出现。

成就感低落、支持利用度和情绪衰竭对ＳＣＬ９０的
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均有预测作用，解释了人际关系敏

感因子总变异量的２５．９％。成就感低落和情绪衰竭
越高，支持利用度越低，人际关系敏感症状越严重；可

能因为情绪衰竭和成就感低落发生在编辑人员身上，

无形中使编辑人员的情感状况比身边人差，在人际交

往中再不善于寻求帮助，不善于充分利用家人和朋友

给予的支持，无形中导致双方感情失去协调，使被试者

在人际交往中产生一定的自卑感和消极期待感受等。

情绪衰竭和支持利用度对 ＳＣＬ９０的精神病性因
子均有预测作用，解释了精神病性因子总变异量的

１３．２％。情绪衰竭越高，支持利用度越低，被试者的精
神病性症状越严重。可见情绪衰竭这一职业倦怠因子

和支持利用度对精神病性因子的影响较大，情感的消

耗和疲劳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只有在情感

上保持一定的斗志，才能在工作中处于优势，同时支持

利用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

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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