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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期刊编辑亚健康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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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学报编辑部，广州５１０５１５）

　　摘　要：目的　了解科技期刊编辑的亚健康现状。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抽取１２００名科技期刊编辑进行现场调查。

回收问卷１１４９份，回收率为９５．７５％，排除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不满１年者、现患疾病者和资料缺漏２０％以上者的问卷，收回

有效问卷８９５份。结果　其中亚健康者７２９人，亚健康发生率为８１．５％。科技期刊编辑亚健康主要表现在记忆力差、活力减退、

疲劳、肩或腿麻木僵硬、注意力不集中。科技期刊编辑不同性别、文化程度、职务、每周工作时间、早餐、锻炼、睡眠、噪声、家人对工

作支持态度的亚健康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科技期刊编辑亚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卫生部门、期刊

和编辑自身都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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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社会的发展，医学模式由生物

医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亚健康问题日趋凸

显，已经成为２１世纪人类面对的重大问题。科技期刊编辑是

出版行业里职业性质较为特殊的一类，需要长期伏案工作，大

量阅读稿件，存在久坐不动，职业压力较大的现象。有研究显

示编辑职业的亚健康发生率高于非脑力劳动的职业［１］；《２０１０

中国城市健康状况大调查》之“十大健康透支行业数据”显示，

媒体业健康透支状况排名第５
［２］。近年来，关于医务人员、教

师、公务员等职业人群的亚健康大样本研究已陆续出现［３５］，而

关于科技期刊编辑这一类职业人群的亚健康缺少大样本研究。

本课题利用调查员所在编辑部的便利条件，通过全国各类科技

期刊学术会议，抽取１２００名科技期刊编辑为调查对象，进行

现场调查，旨在了解科技期刊编辑亚健康状况，为科技期刊编

辑亚健康状态的防治提供方向和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由于科技期刊编辑从业者分布散，故采取便

利抽样方法，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抽取１２００名科技

期刊编辑进行现场调查，回收问卷 １１４９ 份，回 收 率 为

９５．７５％，排除从事科技期刊编辑工作不满１年者、现患疾病者

和资料缺漏２０％以上者的问卷，有效问卷为８９５份。

１．２　调查工具　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１）自行设计一般

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学历、婚姻状况、每周工作

时间、吸烟、饮酒、早餐、锻炼、睡眠等问题。（２）亚健康的诊断

标准问卷，经过预调查和专家咨询后确定选择陈青山等［６］设计

的亚健康的诊断标准问卷。调查者对１８项自我诊断问题中进

行“是”与“否”的回答，如１８道问题全选择“否”为健康；如选择

“是”有１项或以上则为亚健康。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２录入数据，并进行双人

双机录入，经逻辑核查无误后导入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描述性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
２ 检验。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状况　８９５份有效调查问卷中，男４１８人，女４７７

人；２０～３０年龄组１２６人，＞３０～４０年龄组２６２人，＞４０～５０

年龄组２９０人，５０以上年龄组２１７人。

２．２　科技期刊编辑亚健康状态调查结果　实际调查的８９５人

中，健康者１６６人，占１８．５％；亚健康者７２９人，亚健康发生率

为８１．５％。科技期刊编辑亚健康症状分布，出现较多的症状

依次是记忆力差４２５人（４７．５％），活力减退４１１人（４５．９％），

疲劳４０１人（４４．８％），肩或腿麻木僵硬２９６人（３３．１％），注意

力不集中２７８人（３１．１％）；出现最少的症状是同事关系紧张

２８人（３．１％）。见表１。

２．３　不同人口学特征和工作、生活状态科技期刊编辑亚健康

０４６４ 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第４３卷第３４期



发生率比较　科技期刊编辑不同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

状况、文化程度、职务）和不同工作、生活状态（每周工作时间、

早餐、锻炼、睡眠、噪声、工作支持）亚健康发生率比较，不同年

龄和婚姻状况的亚健康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其余各项亚健康发生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科技期刊编辑亚健康症状表现情况（狀＝８９５）

序号 亚健康症状 是 否 症状发生率（％）

１ 疲劳 ４０１ ４９４ ４４．８

２ 头痛或头晕 １９３ ７０２ ２１．６

３ 耳鸣 １１３ ７８２ １２．６

４ 肩或腿麻木僵硬 ２９６ ５９９ ３３．１

５ 咽部有异物感 ２２６ ６６９ ２５．３

６ 心烦意乱 ２１７ ６７８ ２４．２

７ 孤独感 １１１ ７８４ １２．４

８ 注意力不集中 ２７８ ６１７ ３１．１

９ 焦虑 ２６７ ６２８ ２９．８

１０ 失眠多梦，休息不好 ２６８ ６２７ ２９．９

１１ 记忆力差 ４２５ ４７０ ４７．５

１２ 活力减退 ４１１ ４８４ ４５．９

１３ 对周围事物不感兴趣 ２００ ６９５ ２２．３

１４ 情绪差 １９５ ７００ ２１．８

１５ 工作觉得吃力 １５２ ７４３ １７．０

１６ 同事关系紧张 ２８ ８６７ ３．１

１７ 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 １９５ ７００ ２１．８

１８ 过去１个月曾经到医院看病 １４６ ７４９ １６．３

表２　　不同人口学特征和工作、生活状态科技期刊

　　　编辑亚健康发生率比较

项目 调查人数 亚健康人数
亚健康发生

率（％）
χ
２ 犘

性别

　男 ４１８ ３６８ ８８．０ ２２．５１７０．０００

　女 ４７７ ３６１ ７５．７

年龄（岁）

　＞２０～３０ １２６ １０５ ８３．３ ２．５１１ ０．４７３

　＞３０～４０ ２６２ ２０８ ７９．４

　＞４０～５０ ２９０ ２４３ ８３．８

　＞５０ ２１７ １７３ ７９．７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０１ ８４ ８３．２ １．８１０ ０．４０５

　已婚 ７７１ ６２４ ８０．９

　其他 ２３ ２１ ９１．３

文化程度

　大专或以下 ７４ ６３ ８５．１ １７．６５８０．００１

　本科 ３２１ ２７２ ８４．１

　硕士 ３２８ ２７３ ８３．２

　博士 １７２ １２１ ７０．３

续表２　　不同人口学特征和工作、生活状态科技期刊

　　　编辑亚健康发生率比较

项目 调查人数 亚健康人数
亚健康发生

率（％）
χ
２ 犘

职务

　主任、副主任 １７７ １５６ ８８．１ １１．９０００．０００

　主编、副主编 １０３ ８６ ８３．５

　编辑 ５４２ ４２７ ７８．８

　编务 ５５ ４８ ８７．３

　其他 １８ １２ ６６．７

每周工作时间（ｈ）

　＜３５ １８７ １４１ ７５．４ ８．６０３ ０．０１４

　３５～４０ ４０３ ３２６ ８０．９

　＞４０ ３０５ ２６２ ８５．９

噪声

　没有 ４１５ ３１１ ７４．９ ２３．６３７０．０００

　偶尔有 ３３７ ２８９ ８５．８

　经常有 １０８ ９９ ９１．７

　总是有 ３５ ３０ ８５．７

家庭成员对工作

支持态度

　很支持 ３１５ ２３８ ７５．６ １５．６３００．００１

　支持 ４６５ ３８６ ８３．０

　较支持 １１０ １００ ９０．９

　不支持 ５ ５ １００．０

早餐

　从不吃 ５ ５ １００．０ ８．８７７ ０．０３１

　偶尔吃 ５６ ４８ ８５．７

　经常吃 ２３４ ２０３ ８６．８

　每天吃 ６００ ４７３ ７８．８

锻炼

　５次以上／周 ６７ ３６ ５３．７ ７７．３７７０．０００

　３～４次／周 １６０ １１２ ７０．０

　１～２次／周 ２００ １５７ ７８．５

　偶尔 ３０６ ２７１ ８８．６

　几乎不 １６２ １５３ ９４．４

睡眠（ｈ）

　＜４ ２０ １７ ８５．０ ３１．４４６０．０００

　４～＜６ ４９ ４５ ９１．８

　６～＜８ ４９９ ４１８ ８３．８

　８～＜１０ ２６８ １９２ ７１．６

　≥１０ ５９ ５７ ９６．６

３　讨　　论

ＷＨＯ的一项全球人群亚健康调查显示，全球有７５．０％的

人处于亚健康状态［７］；我国亚健康人口总数已经超过７亿，占

全部人口的６０．０％～７０．０％
［８］。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科技期

刊编辑的亚健康发生率为８１．５％，高于全球亚健康发生率和

我国亚健康发生率。科技期刊编辑亚健康主要表现在记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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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活力减退、疲劳、肩或腿麻木僵硬、注意力不集中。可能原

因为编辑长期从事文字工作，长期伏案改稿、审稿、赶稿；常年

面对文字、符号、图表，工作内容相对枯燥单一；工作需要脑力

和注意力高度集中；久坐伏案缺乏运动，增加身体负荷，工作压

力大导致［９１０］。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科技期刊编辑亚健康状况研究显示，男

性科技期刊编辑的亚健康发生率８８．０％，女性科技期刊编辑

的亚健康发生率７５．７％，说明男性科技期刊编辑更易发生亚

健康，这与范欣欣［１１］对公务员进行的亚健康研究结果相似。

这可能是由于编辑工作要求细心严谨，大部分女性比大部分男

性更符合这样的工作要求，并且女性更善于倾述，利于排解压

力，获得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４０～５０岁年龄组的亚

健康发生率最高（８３．８％），有可能是因为这一年龄段的编辑大

多属于编辑部的中流砥柱，工作压力相对较大所致。已婚组别

的编辑亚健康发生率最低（８０．９％），可能是已婚编辑更容易向

伴侣倾述不良情绪，工作上更容易获得家庭支持从而减少了亚

健康的发生。调查表明随着文化程度的提升，亚健康的发生率

在降低，这可能是由于高学历者拥有更好的自我调节能力和自

我保健意识，这对健康的保持有促进作用［１２］，这与张庆祥

等［１３］进行的公务员亚健康状况调查的研究结果相似。研究提

示，主任、副主任这一类的编辑人员的亚健康发生率最高（８８．

１％），可能是主任和副主任属于期刊内部顶端的管理职位，要

统筹规划、驾驭全局，工作压力大，心理负担重，因而导致亚健

康状态的发生。

在对不同工作、生活方式的科技期刊编辑的亚健康状况研

究中显示每周工作时间超过４０ｈ组的编辑亚健康的发生率最

高（８５．９％），科技期刊编辑是科技出版队伍里的主力军，编辑

工作时间较长脑力劳动超负荷，尤其是青年编辑为了保质保量

完成工作，时常熬夜赶稿，排版校对，工作任务压力剧增。没有

噪声组的亚健康发生率最低（７４．９％），可能是因为编辑工作属

于高强度脑力工作范畴，需要安静的环境，但在编辑的工作环

境中，电脑、打印机、复印机这些办公设备会产生噪声，噪声容

易给人带来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损害［１４］。研究还显示随着家人

对编辑工作越支持，编辑发生亚健康发生率越小，可能是家人

支持有利于减小编辑工作的压力，有利于提高工作热情和效

率，有利于维护编辑人员的身心健康。本研究提示每天吃早餐

组的亚健康发生率最低；几乎不锻炼组的亚健康发生率最高；

拥有正常睡眠时间［１５］为６～＜８ｈ组亚健康发生率较低。这

说明拥有良好的早餐习惯、锻炼习惯、充足的睡眠时间都能够

保持是身体健康的充分保证。提示编辑部应合理安排编辑人

员的工作量，确保编辑的休息时间。

综上所述，科技期刊编辑亚健康发生率较高，症状较为明

显，问题较为突出。编辑的身心健康状态对编辑自身、期刊的

生存和发展、科技的繁荣进步都有很大的影响，不容忽视。因

此，卫生部门、期刊和编辑自身都应高度重视，加强在健康自我

保健方面的宣传和教育，结合实际从多方面入手防范亚健康状

态的发生，提高科技期刊编辑整体的健康水平。与此同时，编

辑自身也应摒弃不良的生活习惯，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养成良

好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效防范亚健康状态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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