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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果!黄志刚!罗
!

皓!梁海荣!唐焕文!黄金洁!黎姿茵!杜进林&

"广东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东莞
<(?:::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东莞市外来农民工的亚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亚健康状态的预防提供依据%方法
!

(:!<

年
B

月至

(:!@

年
B

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东莞市
!:

个镇"区#抽取
>;:

名外来农民工!采用亚健康评定量表"

O/%OR!A:

#进行

问卷调查!比较不同人口特征外来农民工
O/%OR!A:

转化得分!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

回收有效问卷
>!B

份!有效回收率为
H>A:?3

%其中
;B?

名处于亚健康状态!亚健康现患率为
B!A@3

%外来农民工的生理亚健康"

*O

#$心理亚健康

"

%O

#$社会亚健康"

OO

#子量表及亚健康总量表"

=O

#得分分别为"

>:A(<b!(A(<

#$"

@;A(!b!?AB?

#$"

@(A(!b!?AB>

#和"

@@A!!b

!!A!<

#分%不同家庭人均收入及不同居住情况外来农民工
*O

子量表得分!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及居

住情况外来农民工
%O

子量表得分!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及居住情况外来农民工
OO

子量表得分不同"

&

#

:A:<

#&不同文化程度$

家庭人均月收入及居住情况外来农民工
=O

得分不同"

&

#

:A:<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与居住情况是外来农民

工
=O

得分的影响因素"

&

#

:A:<

#%结论
!

东莞市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状态严重!影响因素为文化程度与居住情况%

"关键词#

!

亚健康状态&外来工&影响因素&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

!

J!H<A;

"文献标识码#

!

1

"文章编号#

!

!@>!WB?;B

"

(:!>

#

(HW;!!@W:<

E)0+,6-

*

(6-3)3)6'+,;8F'+(16',6(6;,34:-

*

/()653/G+/,-)H3)

**

;()&-6

9

%

3/-J-

+

-4

&

7-*!

+

()/

+

*!

+

&

3-47*4

&

3/*!

+

7*/<4!

+

&

I*!

+

7-*!O;!

&

7-*!

+

1/!

P

/;

&

3/(/

B

/!

&

#-1/!6/!

&

!

,A)4464

:

&-86/A7;*6=)

&

5-*!

+

@4!

+

";@/A*6F!/G;<2/=

B

&

#4!

++

-*!

&

5-*!

+

@4!

+

<(?:::

&

$)/!*

"

!!

$

=8,6/(26

%

!

>8

?

+26-0+

!

=,8G\S6Q8

#

5QSQ7S

C

DS\5-SG2S5GU8GE-VSG28G

#

E52Q,D6,E6V0W7S5-Q76Q5QV6,EQ7S'8

#

D5GQ9,D"SD68G

],G

##

V5GI8Q

[

&

8G,DUSDQ,

C

D,\8US628SGQ8E82

C

DSESDSG2S6E,D

C

DS\SGQ8G

#

6V0W7S5-Q76Q5QV6A@+6'37,

!

M68G

#

Q7S6QD5Q8E8SUD5GU,'

65'

C

-8G

#

'SQ7,U

&

>;:'8

#

D5GQ9,D"SD6ED,'QSGQ,9G6

!

U86SQD82Q6

"

8G],G

##

V5G28Q

[

ED,'1V

#

V6Q(:!<Q,1V

#

V6Q(:!@9SDSDS2DV8W

QSU8GQ7866QVU

[

A=7S6V0W7S5-Q7'S56VDS'SGQ625-S\SD68,G!A:

!

O/%OR!A:

"

9565

CC

-8SUQ,S\5-V5QSQ7S6V0W7S5-Q76Q5QV6,E'8W

#

D5GQ9,D"SD6A=7SO/%OR!A:62,DS69SDS2,'

C

5DSU5',G

#

'8

#

D5GQ9,D"SD698Q7U8EESDSGQUS',

#

D5

C

782275D52QSD86Q826

&

5GUQ7S

'V-Q8\5D85QS-8GS5DDS

#

DS668,G5G5-

[

686956VQ8-8FSUQ,Sa

C

-,DSQ7S8GE-VSG28G

#

E52Q,D6AA+,;16,

!

1Q,Q5-,E>!B\5-8U

^

VS6Q8,GG58DS6

9SDS2,--S2QSU

&

5GUQ7SSEES2Q8\SDS2,\SD

[

D5QS956H>A:?3A=7S6V0W7S5-Q76Q5QV6956USQS2QSU8G;B?'8

#

D5GQ9,D"SD6

&

5GUQ7S

C

DS\5-SG2SD5QS,E6V0W7S5-Q76Q5QV6956B!A@3A=7S'8

#

D5GQ9,D"SD6c6V0625-S62,DS6,E

C

7

[

6825-6V0W7S5-Q7

!

*O

"&

'SGQ5-6V0W

7S5-Q7

!

%O

"&

6,285-6V0W7S5-Q7

!

OO

"

5GUQ,Q5-625-S

!

=O

"

9SDS

!

>:A(<b!(A(<

"&!

@;A(!b!?AB?

"&!

@(A(!b!?AB>

"

5GU

!

@@A!!b

!!A!<

"&

DS6

C

S2Q8\S-

[

A=7S*O625-S62,DS65',G

#

'8

#

D5GQ9,D"SD698Q7U8EESDSGQ',GQ7-

[

7,V6S7,-U8G2,'S6

C

SD25

C

8Q5

&

5GUU8EESDSGQ

8G7508Q68QV5Q8,G6

)

Q7S%O625-S62,DS65',G

#

'8

#

D5GQ9,D"SD698Q7U8EESDSGQ5

#

S6

&

SUV25Q8,G6

&

'5D8Q5-6Q5QV6

&

',GQ7-

[

7,V6S7,-U8GW

2,'S6

C

SD25

C

8Q5

&

5GU8G7508Q68QV5Q8,G6

)

Q7SOO625-S62,DS65',G

#

'8

#

D5GQ9,D"SD698Q7U8EESDSGQ

#

SGUSD6

&

SUV25Q8,G6

&

5GU8G7508Q

68QV5Q8,G6

)

5GU=O62,DS6',G

#

'8

#

D5GQ9,D"SD698Q7U8EESDSGQSUV25Q8,G6

&

',GQ7-

[

7,V6S7,-U8G2,'S6

C

SD25

C

8Q5

&

5GU8G7508Q68QV5W

Q8,G69SDS6Q5Q86Q825--

[

68

#

G8E825GQU8EESDSGQ

!

&

#

:A:<

"

A=7S'V-Q8\5D85QS-8GS5DDS

#

DS668,G5G5-

[

68667,9SUQ75QSUV25Q8,G65GU8GW

7508Q68QV5Q8,G69SDSQ7S8GE-VSG28G

#

E52Q,D6E,D=O62,DS

!

&

#

:A:<

"

A&3)21;,-3)

!

=7S6V0W7S5-Q76Q5QV6,E'8

#

D5GQ9,D"SD68G

],G

##

V5GI8Q

[

866SD8,V6

&

5GUQ7S8GE-VSG28G

#

E52Q,D65DSSUV25Q8,G65GU8G7508Q68QV5Q8,G6A

$

B+

9

53/7,

%

!

6V0W7S5-Q76Q5QV6

)

'8

#

D5GQ9,D"SD6

)

8GE-VSG28G

#

E52Q,D6

)

'V-Q8

C

-S-8GS5DDS

#

DS668,G5G5-

[

686

!!

亚健康状态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健康低质状态&

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与生活&若处理得当可恢复到健

康状态&若不及时干预则可能进一步发展为疾病$

!W(

%

*亚健康

在经济发达(社会竞争激烈的城市和地区普遍存在&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其现患率在
!>AB3

!

@:A<3

&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

究的热点之一$

(W;

%

*目前&亚健康相关研究多侧重于脑力劳动

者$

<W>

%

&而有关农民工亚健康状况的研究较为少见*东莞市长

期以来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呈现.倒挂/现象*

(:!<

年&全市

户籍人口
!H<A:!

万人&外来暂住人口为
@?:A;

万人&占总人口

的
><3

以上$

B

%

*外来人口中有不少是外来农民工&城市生活

的快节奏和激烈的竞争使外来农民工承受更高的劳动强度和

生活负担&导致身心过度疲劳&使得正值青壮年的他们健康状

况每况愈下$

@W>

&

H

%

*本研究以东莞市外来农民工为调查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进行现况调查&分析外来农民工亚

健康状态现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善其健康状态&以及进一步

确定亚健康状况的干预措施与健康促进策略提供参考依据*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H

期

%

基金项目'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1(:!;;@B

")广东医科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H

")湛江市非资助科技攻关计划项目

!

(:!>$:!(??

")广东医科大学科研基金重点培育项目!

d(:!@::H

"*

!

作者简介'刘雨果!

!HB?Y

"&实验师&硕士&主要从事预防医学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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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亚健康评定量表结构

量表 维度 条目分布

生理亚健康!

*O

" 身体症状!

*!

"

!

(

(

(

?

器官功能!

*(

"

;

(

<

(

@

(

>

(

B

(

H

身体运动功能!

*?

"

!:

(

!!

(

!(

精力!

*;

"

!?

(

!;

心理亚健康!

%O

" 正向情绪!

%!

"

!@

(

!>

(

!B

(

!H

心理症状!

%(

"

(:

(

(!

(

((

(

(?

(

(;

(

(<

认知功能!

%?

"

(@

(

(>

社会亚健康!

OO

" 社会适应!

O!

"

(H

(

?:

(

?!

(

?(

社会资源与社会支持!

O(

"

??

(

?;

(

?<

(

?@

(

?>

亚健康总量表!

=O

" 生理(心理(社会亚健康总体评价指标及亚健康总体评价指标
!<

(

(B

(

?B

(

?H

#

!

资料与方法

#A#

!

调查对象
!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东莞市外来农民工*纳入

标准'!

!

"在东莞市企业从业满
?

个月及以上的异地农业户籍

人口)!

(

"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

"精神状态良好&意识清楚*

排除标准'!

!

"严重心(肝(肾等疾病患者)!

(

"户籍在东莞市的

常住居民*

#A!

!

方法

#A!A#

!

调查工具
!

选用许军等$

!:

%研制的亚健康评定量表

!

O/%OR!A:

"&经大样本人群测试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效度$

!!

%

*该问卷涉及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
?

个方面&由
H

个

维度(

?H

个条目组成!表
!

"*

O/%OR!A:

的计分方法参考文

献$

H

%&本研究采用转化分进行分析&将各项目的原始得分用公

式转换为百分制得分&维度转化分
X

!维度原始得分
Y

维度理

论最低分"#!维度理论最高分
Y

维度理论最低分"

e!::

*

#A!A!

!

调查方案
!

根据东莞市各镇经济状况!好(中(差"及企

业规模!大(中(小"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于
(:!<

年
B

月至

(:!@

年
B

月抽取东莞市
!:

个镇!区"

!:

家企业在职外来农民

工
>;:

人*现场调查采用面对面问卷调查&由统一培训的调查

员对被调查者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当场回收后进行逻辑性筛

选&剔除完成率低于
B:3

(填写质量不高的问卷*

#A!A"

!

亚健康状态界定
!

=O

得分接近正态分布&故按
=O

得

分采用正态分布法确定分界点$

!:

%

'得分大于
HN2

!

>>A(@

分"

判为健康)介于
HN:L<2

到
Hb2

间!

>!A@B

!

>>A(@

分"判为轻

度亚健康)介于
HY:L<2

到
HN:L<2

间!

@:A<;

!

>!A@B

分"判为

中度亚健康)介于
HY2

到
HY:L<2

间!

<<A!!

!

@:A<;

分"判为

重度亚健康)小于
HY2

!

<<A!!

分"判为疾病*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K

C

8U5Q5?A:(

建立数据库&双人录入

数据&比对核查后采用
O*OO(:A:

进行统计分析*满足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以
Hb2

表示&比较采用
=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

析)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

回归分析&多分类变量进行哑变量化*检验水准
%

X:A:<

&以

&

#

:A:<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A#

!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基本情况
!

本次调查发出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B

份&有效回收率为
H>A:?3

*调查对象

人口学基本情况见表
(

*男女性别比为
:AB>f!A::

)平均

!

(>A@Hb>A?(

"岁)未婚者占
<:A@3

!

?@?

#

>!B

")文化程度以初

中及以下为主&占
@!AB3

!

;;;

#

>!B

")个人月收入
(<::

元及以

上者占
>BA!3

!

<@!

#

>!B

")家庭人均月收入
(<::

元以下者占

;:AB3

!

(H?

#

>!B

")日 均 工 作 时 间
B

!

!:7

者 占
<HA?3

!

;(@

#

>!B

")与家人同住者占
;(AB3

!

?:>

#

>!B

"*

表
(

!!

调查对象人口学基本情况%

!X>!B

&

因素 分组
!

构成比!

3

"

性别 男
??< ;@A>

女
?B? <?A?

年龄
#

(<

岁
(>B ?BA>

(<

!#

?<

岁
?:! ;!AH

'

?<

岁
!?H !HA;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 @!AB

中专#高中及以上
(>; ?BA(

家庭人均月收入
#

(<::

元
(H? ;:AB

(<::

!#

<:::

元
(>@ ?BA;

<:::

!

><::

元
!;H (:AB

本人月均收入
#

(<::

元
!<> (!AH

(<::

!#

<:::

元
?(! ;;A>

<:::

!

><::

元
(;: ??A;

婚姻状况 单身
?@? <:A@

已婚
?<< ;HA;

日均工作时间
B

!

!:7 ;(@ <HA?

$

!:7 (H( ;:A>

居住情况 与家人同住
?:> ;(AB

与朋友同住
!@( ((A@

独居
(;H ?;A>

!A!

!

东莞市外来农民工亚健康检出情况
!

东莞市外来农民工

亚健康检出率为
@>A?3

!

;B?

#

>!B

"&其中重度亚健康的检出率

为
!?A:3

!

H?

#

>!B

")疾病检出率为
!>A<3

!

!(@

#

>!B

"&见表
?

*

排除
!(@

例确诊患者&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现患率为
B!A@3

!

;B?

#

<H(

"*

!A"

!

东莞市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状况影响因素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H

期



表
?

!!

东莞市外来农民工亚健康检出情况

健康状况 检出例数!

!

" 检出率!

3

"

疾病
!(@ !>A<

亚健康

!

重度亚健康
H? !?A:

!

中度亚健康
(>; ?BA(

!

轻度亚健康
!!@ !@A(

健康
!:H !<A(

合计
>!B !::A:

!A"A#

!

O/%OR!A:

各维度得分情况
!

?

个子量表中&

*O

得

分最高$!

>:A(<b!(A(<

"分%&其次为
%O

得分$!

@;A(!b

!?AB?

"分%&

OO

得分最低$!

@(A(!b!?AB>

"分%&

=O

得分为

!

@@A!!b!!A!<

"分*

H

个维度中&身体运动功能!

*?

"得分最

高&认知功能!

%?

"得分最低&其余各维度得分见表
;

*

!A"A!

!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农民工
O/%OR!A:

各维度转

化得分
!

女性农民工
OO

得分高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A:<

")不同年龄组农民工
%O

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A:<

"&

'

?<

岁者得分最高)已婚农民工
%O

得分高

于单身农民工&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A:<

")中专#高中及以

上组
%O

(

OO

及
=O

得分高于初中及以下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

:A:<

")不同日均工作时间组和本人月均收入组农民

工
*O

(

%O

(

OO

(

=O

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A:<

")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组
*O

(

%O

和
=O

得分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A:<

"&高家庭收入者得分高于低家庭收

入者)不同居住情况
=O

(

*O

(

%O

(

OO

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

:A:<

"&与家人同住组各项得分高于其他组别&

见表
<

*

表
;

!!

东莞市外来农民工
O/%OR!A:

各维度转化得分

维度 转化分!

Hb2

&分" 排序

*! <@A<Bb!<A>: B

*( @BA>>b!<ABH ;

*? B>A:Bb!@A@! !

*; @HAHHb(;A(? (

%! @:A>:b(:A:H @

%( @HAH@b!<A>: ?

%? <;A::b!@A>( H

O! @<A;Hb!<A;? <

O( <HA;Bb!<A>; >

表
<

!!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农民工
O/%OR!A:

各维度转化得分%

Hb2

(分&

项目 分组
! *O %O OO =O

性别 男
??< >:AH?b!(A?! @;A:>b!?A@; @:AH;b!;A;? @@A::b!!A?(

女
?B? @HA@>b!(A!H @;A?;b!;A:: @?A?(b!?A(H @@A(!b!!A:(

= !A?>> Y:A(@> Y(A?:@ Y:A(;;

& :A!@H :A>BH :A:(! :AB:>

年龄
#

(<

岁
(>B >:A;>b!!A(? @(AB;b!?A!B @!A@:b!?A;; @<A<>b!!A:?

(<

!#

?<

岁
?:! >:A!>b!(A>( @;A;?b!;A:! @(A?!b!;AB; @@A!Bb!!A>;

'

?<

岁
!?H >:A::b!(A@@ @@A;Hb!?A@> @?A(!b!(A<? @>A:<b!!A!>

C :A:B: ?A(H> :A@?@ :AB!H

& :AH(? :A:?B :A<?: :A;;!

婚姻状况 单身
?@? >:A?Hb!!A?H @(A>>b!?A<H @!A;:b!?A>( @<A;@b!?A>(

已婚
?<< >:A!(b!?A:H @<A@Hb!?AH; @?A:;b!;A:: @?A:;b!;A::

= :A?:: Y(AB;< Y!A<>H Y!A<>B

& :A>@; :A::< :A!!< :A!!<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 @HA>:b!(A<> @?A??b!;A;: @!A(<b!?AHH @<A?;b!!A;(

中专#高中及以上
(>; >!A!<b!!A>H @<A(;b!(AB@ @?A>>b!?A<@ @>A?>b!:A@:

= Y!A<<H Y(A!B> Y(A?>: Y(A?><

& :A!!H :A:(< :A:!B :A:!B

日均工作时间
B

!

!:7 ;(@ >:AH:b!(A:H @;A<(b!?AB? @(A>:b!?AH> @@A@:b!!A(B

$

!:7 (H( @HA?!b!(A;; @?A>>b!?AB; @!A;Hb!?A>( @<A;:b!:AH;

= !A>:B :A>!? !A!;B !A;(!

& :A:H: :A;>@ :A(<! :A!<?

本人月均收入
#

(<::

元
!<> >:AH(b!(A>< @?A::b!@A(; @!A@Hb!<A<@ @<AB?b!(A;@

(<::

!

<:::

元
?(! >:A!(b!(A?( @;A?>b!?A(@ @(A(<b!?A(H @@A!(b!:AH(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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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农民工
O/%OR!A:

各维度转化得分%

Hb2

(分&

项目 分组
! *O %O OO =O

<:::

!

><::

元
(;: @HA?!bBA@;< @>A!(bHA>? @?AB!b!;A<B @>A!;bBA?B

!

(

!A(B< (AH(: :A<<( :A>?H

& :A<(@ :A(?( :A><H :A@H!

家庭人均月收入
#

(<::

元
(H? @BA;<b!(A?? @(A?Hb!?A;H @:A>!b!?A@! @;A?>b!!A:H

(<::

!#

<:::

元
(>@ >!A(<b!!AB? @;A(<b!?AH! @(AHHb!?A<! @@A>(b!:A><

<:::

!

><::

元
!;H >!A@;b!(A<H @>A<?b!?A>; @?A;@b!;AB> @BA!?b!!A@?

C ;AHH: @AB!: (A@H; @A?:H

& :A::> :A::! :A:@B :A::(

居住情况 与家人同住
?:> >!ABHb!(A;> @>A(Bb!?A@B @;A(?b!?AB? @BA??b!!A:H

与朋友同住
!@( @HAH<b!!A!B @?A><b!?A(( @?A@>b!(A?> @@A(!b!:A(:

独居
(;H @BA;;b!(A;< @:A>;b!?A<B <BA>>b!;A(; @?A?!b!!A(?

C <A<B; !@A!!> !(A!>H !;A;H(

& :A::; :A::: :A::: :A:::

!A"A"

!

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状况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

回归分析
!

分别以农民工的
=O

(

*O

(

%O

及
OO

得分为因变量&

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及居住情

况为自变量&其中居住情况以独居为参照进行哑变量化&进行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及居住情况对农民工

=O

及
%O

得分&居住情况对
*O

得分&性别(文化程度及居住情

况对
OO

得分有影响!

&

#

:A:<

"&见表
@

*

表
@

!!

东莞市农民工亚健康得分影响因素的

!!!

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应变量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化回归系数
= &

=O

截距
@:A<HB !A?(H Y ;<A<B!:A:::

文化程度
(A:(; :AB;@ :A:BB (A?H!:A:!>

家人同住
<A:!! :AH?! :A((( <A?B;:A:::

朋友同住
(A<@! !A!!: :A:H@ (A?:>:A:(!

*O

截距
>@A;B? ;A;;> Y !>A(:!:A:::

家人同住
;A(!H !A!?< :A!>: ?A>!B:A:::

朋友同住
(A<;! !A!!? :A:H: (A(B?:A:((

%O

截距
<?A>H: ;AH;B Y !:AB>!:A:::

文化程度
(A<>? !A:B> :A:H: (A?@>:A:!B

家人同住
<AH?H !A(@? :A(!? ;A>:(:A:::

朋友同住
(AB:? !A?BH :A:B< (A:!>:A:;;

OO

截距
<?A:;? ;AHB; Y !:A@;(:A:::

性别
(A;;: !A:;> :A:BB (A??::A:(:

文化程度
(AB(! !A:H< :A:HH (A<><:A:!:

家人同住
<A:<! !A(>( :A!B: ?AH>::A:::

朋友同住
;A;(H !A?HH :A!?; ?A!@<:A::(

"

!

讨
!!

论

!!

亚健康的发生主要与劳累(精神压力过大(不良的生活习

惯及生活环境有关$

!(

%

*农民工工作压力大&生活和工作节奏

快(环境差&收入低&长期处于加班劳作状态&其身心疲劳却又

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增加了发生亚健康状态的概率*刘艳艳

等$

?

%报道&深圳私营企业外来工人的亚健康现患率为
@(A!3

*

而本次调查发现&东莞市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现患率高达

B!A@3

&提示亚健康在外来工这一弱势人群中情况严重&关注

外来工的亚健康状况刻不容缓*

本研究结果显示&东莞农民工
*O

得分最高&其次为
%O

得

分&

OO

得分最低&但
*O

(

%O

(

OO

和
=O

得分均低于广东省居民

得分$

!?

%

*究其原因可能是东莞市地处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

区&外来农民工是社会弱势群体&就业于低薪(高危行业&虽然

他们大多是中青年人&身体素质相对较好&但生活(身份(地位

处于社会分层结构最下层&融入城市生活困难&面临企业拖欠

工资(职业健康安全保障不足等问题)此外&外来农民工正处于

交友(恋爱和结婚的黄金期&但由于上班时间长(接触面窄(工

资收入低(工作条件差等原因而没有时间交友&缺乏有效的交

流与沟通&最终导致农民工存在生理(心理(社会等问题$

>

%

*

在农民工生理亚健康的
;

个维度中&身体症状维度得分最

低&这有可能是农民工所处的工作环境不佳造成的*心理亚健

康的
?

个维度为正向情绪(心理症状和认知功能&其得分均较

低&原因可能是农民工择业压力大&工作强度高&长此以往导致

情绪管理(思考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受到遏制&引起心理亚健康

的发生*社会健康的两个维度&即社会适应及社会资源与支持

得分均较低&这反映新生代农民工人际圈狭小&受到排挤和孤

立时寻求帮助和可以依靠的人不多&因此较难适应新的城市工

作环境*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东莞市农民工亚健康状态
=O

及

%O

得分主要受文化程度及居住情况影响)

*O

得分受居住情

况影响)

OO

得分受性别(文化程度及居住情况的影响*文化程

度往往通过影响居民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经济条件(社会地位

和人际交往等多方面对亚健康产生影响&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

工通常有较强的健康保健意识和较好的社会人际沟通能力&同

时也能更方便地获取健康保健知识&采取健康行为方式&理性

地处理生活或工作中的压力)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健康保

健意识较差&人际沟通能力较差&不能理性处理生活与工作中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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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容易产生心理亚健康与社会亚健康问题*此外&居住

方式也是影响亚健康的主要因素&与独居相比较&与家人同住

和与朋友同住的农民工其健康状况较好&说明和谐而融洽的家

庭氛围及朋友间的沟通交流有利于身心健康*家庭成员在工

作(社交等方面引发的焦虑(紧张情绪&会通过家庭支持或朋友

支持的方式发泄*独居的农民工在亚健康量表各项得分均最

低&这可能与独居者获得的社会支持和关怀较少&缺乏人际交

往及沟通&易出现孤独感(寂寞感甚至抑郁&容易产生生理(心

理(社会等问题有关*此外&农民工往往长时间加班工作&身体

超负荷运转&需要大量的能量供应机体&与同家人同住及与朋

友同住的农民工相比较&单独居住的农民工往往饮食不规律&

饮食结构不合理&不能保障机体正常代谢所需的营养物质&不

能及时补充身体长时间负荷所需的大量能量&从而加重了机体

的负担&更容易导致亚健康状态的发生*

东莞市外来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对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

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相关部门应结合各企业的实际情况

适当减轻外来农民工的工作负担&及时疏导外来农民工的心理

问题&为他们提供适当的休息和放松场所*此外&在外来农民

工中应积极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教育&提倡健康生活方式&促使

外来农民工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外来农民工个体也应积极调

节自身的身体和心理素质&改正不良的饮食习惯&积极预防亚

健康状态及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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