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报告&

!!

UR$

&

!"167H7

'

b

1$::%1!H-!B56251'"!51"!1"'H

东莞市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杜进林!罗
!

皓!高羽亭!黄志刚!梁海荣!黄金洁!黎姿茵!刘雨果'

"广东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东莞
3'6"""

#

!!

!摘要$

!

目的
!

探讨东莞外来农民工亚健康影响因素$方法
!

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抽取
-2"

名外来农民工!采用亚健康评定

量表调查!

OR

]

$:T$X

回归分析影响因素$结果
!

单因素分析显示婚姻%日均工作时间%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情况%饮酒%早餐%营养

状况%熬夜%居住条件满意度%久坐伏案操作及经历负性事件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3

#$

OR

]

$:T$X

回归分析(日均工作时间%熬夜

及经历负性事件是亚健康状态发生的危险因素!

SL

"

7344<

#分别为
!17-!

"

!1'!!

!

61'"3

#%

'1!56

"

!16-5

!

61237

#和
'1!63

"

!1636

!

616H7

#!早餐与营养状况是亚健康状态发生的保护因素!

SL

"

7344<

#分别为
"1-"H

"

"13'H

!

"172-

#!

"165H

"

"1'67

!

"1H'3

#$结论
!

不良生活习惯及经历负性事件影响外来农民工健康$

!关键词$

!

危险因素'

OR

]

$:T$X

模型'农民工'亚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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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农民工对于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

外来农民工生活负担重%劳动强度大%心理压力高!容易导致亚

健康)

!B'

*

"为改善外来农民工的健康状况!本研究以东莞外来

农民工为调查对象!探索影响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状态的社会因

素!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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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个月及以上的异地农业户籍

人口(#

'

$调查对象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

6

$精神状态良好!意

识清楚"排除标准&#

!

$严重心%肝%肾疾病患者(#

'

$户籍在东

莞市常住居民"

!1"

!

方法
!

研究采用以适合我国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念的亚健

康评定量表#

+&C+_!1"

$为调查工具)

6

*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

抽样方法抽取东莞市外来农民工共
-2"

人!由统一培训过的调

查员对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亚健康状态界定采用

正态分布法确定分界点)

2

*

"按总得分划分研究对象的健康状

态!

#

--1'H

分为健康%

#

-!1H5

!"

--1'H

分为轻度亚健康%

#

H"132

!"

-!1H5

分为中度亚健康%

#

331!!

!"

H"132

分为重

度亚健康%

"

331!!

分为疾病"

!1$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P

@

$U?T?61"'

建立数据库并双人录

入!用
+)++'"1"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频数或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OR

]

$:T$X

逐步回归

分析!以
$

$

"1"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东莞市外来农民工亚健康检出情况
!

东莞市外来农民工

疾病检出率
!-134

#

!'H

'

-!5

$"剔除疾病患者
!'H

例后!亚健

康状态检出率
5!1H4

#

256

'

37'

$!其中!重度亚健康检出率为

!31-4

#

76

'

37'

$!中度亚健康检出率
2H164

#

'-2

'

37'

$!轻度

亚健康检出率
!71H4

#

!!H

'

37'

$"

"1"

!

影响农民工亚健康状态的单因素分析
!

不同婚姻状况%

日均工作时间%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情况%饮酒%早餐%营养状

况%熬夜%居住条件满意度%久坐伏案操作及经历负性事件差异

7-

重庆医学
'"!5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

0'"!22H5

$(广东医科大学科研基金重点培育项目#

['"!H""7

$(广东医科大学博士启动项目#

*'"!-"2!

$(

广东医科大学教育教学改革课题#

QL!6"22

$"

!

作者简介&杜进林#

!7-Ha

$!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慢性病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研究"

!

'

!

通

信作者(

PB#?$A

&

Z

M

]

MR"H"!

'

!H61XR#

"



均有统计学意义#

$

$

"1"3

$!见表
!

"

"1$

!

亚健康状态影响因素的二分类
OR

]

$:T$X

回归分析
!

剔除

!'H

例患有疾病农民工!将
37'

名农民工亚健康分为亚健康和

健康
'

级"以健康状态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

的婚姻状况%日均工作时间%家庭人均月收入%居住情况%饮酒%

早餐%营养状况%熬夜%居住条件满意度%久坐伏案操作及是否

经历负性事件等
!!

个变量为自变量!对其重新赋值!见表
'

"

应用
OR

]

$:T$X

逐步回归分析筛选影响农民工亚健康状态主要

因素!结果表明!日均工作时间长%熬夜及经历负性事件为东莞

市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状态的危险因素!吃早餐及营养状况好为

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状态的保护性因素!见表
6

"

表
!

!!

东莞市不同特征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状态检出情况

分组
%

健康

#

%

$

亚健康#

%

$

重度 中度 轻度 合计

亚健康检

出率#

4

$

!

'

$

性别
"1!5! "1H-!

!

男
'-- 27 2H !'6 37 ''5 5'16

!

女
6!3 H" 2- !3! 3- '33 5!1"

年龄#岁$

317H5 "1"3!

!$

'3 '62 6' 6H !'H 2" '"' 5H16

!%

'3

!$

63 '22 3! 2" 77 32 !76 -71!

!%

63 !!2 'H !- 27 '' 55 --1'

文化程度
"1!'3 "1-'6

!

初中及以下
633 H- H! !3H -! '55 5!1!

!

中专'高中及

以上
'6- 2' 6' !!5 23 !73 5'16

婚姻状况
215!H "1"'5

!

未婚
6"H 2H H" !22 3H 'H" 531"

!

已婚
'5H H6 66 !6" H" ''6 -51"

日均工作时间#

;

$

71!H' "1""'

!%

5

!$

!" 636 -7 32 !32 HH '-2 --1H

!%

!" '67 6" 67 !'" 3" '"7 5-12

本人月均收入#元$

"1!5" "1H-'

!$

'3"" !62 '6 '" H6 '5 !!! 5'15

!%

'3"" 235 5H -6 '!! 55 6-' 5!1'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H1627 "1"2'

!$

'3"" '32 2- 6H !'3 2H '"- 5!13

!%

'3""

!$

3"""

'!H 6! 23 7H 22 !53 531H

!%

3""" !'' 6! !' 36 'H 7! -21H

居住情况
715"H "1""-

!

与家人同住
'H5 H2 6" !!2 H" '"2 -H1!

!

与朋友同住
!65 '" '' H7 '- !!5 5313

!

独居
!5H '3 2! 7! '7 !H! 5H1H

吸烟
61-H- "1"3'

!

从不
23' 7! -! '"H 52 6H! -717

!

吸烟
!2" !5 '' H5 6' !'' 5-1!

饮酒
31!-5 "1"'6

!

从不
'6! 36 '' !"7 2- !-5 --1!

续表
!

!!

东莞市不同特征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状态检出情况

分组
%

健康

#

%

$

亚健康#

%

$

重度 中度 轻度 合计

亚健康检

出率#

4

$

!

'

$

!

饮酒
6H! 3H -! !H3 H7 6"3 5213

早餐
'H166!"1"""

!

有时吃
!7' '" 26 7H 66 !-' 571H

!

经常吃
!22 !5 '7 -2 '6 !'H 5-13

!

每天吃
'3H -! '! !"2 H" !53 -'16

营养状况
6"1"52"1"""

!

一般
6!2 6' -2 !H2 22 '5' 5715

!

良好
'-5 -- !7 !!" -' '"! -'16

睡眠时间#

;

$

!1555 "1!H7

!%

H

!$

5 '53 2H 3' !67 25 '67 5617

!%

5 6"- H6 2! !63 H5 '22 -713

熬夜
'"1-'-"1"""

!

极少
'"7 37 '3 -5 2- !3" -!15

!

熬夜
656 3" H5 !7H H7 666 5H17

体育锻炼
"1!'2 "1-'2

!

极少
6'2 35 33 !3' 37 'HH 5'1!

!

锻炼
'H5 3! 65 !'' 3- '!- 5!1"

居住条件满意

度
H1!3- "1"!6

!

一般
!"7 !! '- 3H !3 75 5717

!

不满意
256 75 HH '!5 !"! 653 -71-

久坐伏案操作
!!1-H5"1""5

!

从不
H- '' !" '2 !! 23 361H

!

很少
'!! 6" 65 !"H 6- !5! -!16

!

有时
!-' 6! '6 -7 67 !2! HH15

!

经常
!2' 'H '' H3 '7 !!H H51H

经历负性事件
!212'7"1"""

!

无
'56 -" '5 !6' 36 '!6 -316

!

有
6"7 67 H3 !2' H6 '-" 5-12

表
'

!!

因变量及
!6

项自变量赋值表

变量 赋值

健康状况
"I

健康(

!I

亚健康

婚姻状况
!I

单身(

'I

已婚

日均工作时间
!I5

!$

!";

'

U

(

'I

%

!";

'

U

家庭人均月收入
!I

$

'3""

元(

'I

%

'3""

!$

3"""

元(

6I

%

3"""

元

居住情况
!I

与家人同住(

'I

与朋友同住(

6I

独居

饮酒
!I

从不(

'I

饮酒

早餐
!I

有时吃(

'I

经常吃(

6I

每天吃

营养状况
!I

一般(

'I

良好

熬夜
!I

极少(

'I

熬夜

居住条件满意度
!I

一般(

'I

不满意

久坐伏案操作
!I

从不(

'I

很少(

6I

有时(

2I

经常

是否经历负性事件
!I

否(

'I

有

"5

重庆医学
'"!5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表
6

!!

东莞农民工亚健康影响因素的
OR

]

$:T$X

!!!

逐步回归分析

自变量
偏回归

系数
标准误统计量

$ SL

7344<

下限 上限

日均工作时间
"1H-5 "1'25-12H-"1""H!17-! !1'!! 61'"3

早餐
a"1625"1!3"312"6"1"'""1-"H "13'H "172-

营养状况
a"173!"1'23!31"H-"1""""165H "1'67 "1H'3

熬夜
"1-5! "1'63!!1"33"1""!'1!56 !16-5 61237

经历负性事件
"1-37 "1'66!"1H'H"1""!'1!63 !1636 616H7

截距
"1236 !1'73"1!''"1-'-!13-6 a a

!!

a

&无数据

$

!

讨
!!

论

!!

目前研究认为亚健康状态具有双向转化特点!既可回归健

康!又可进展为疾病)

3B5

*

!若能够找出影响外来农民工亚健康发

生的影响因素!对其开展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将促使亚健康

状态逆转"

本研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日均工作时间长于
!";

%经常熬

夜及经历负性事件为东莞市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状态发生的危

险因素!吃早餐及营养状况好为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状态的保护

性因素!此结果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

3B-

*

"睡眠不足或睡眠丧

失都可能产生精神疲劳及影响脑的正常功能)

7

*

!保持充足的睡

眠时间!不仅可以消除机体的疲劳!使人体产生新活力!还与机

体免疫力的提高%抵抗疾病能力的增强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来

农民工日均工作时间
!";

及以上者的亚健康检出率高达

5-124

!经常熬夜农民工亚健康状态检出率达
5H174

!提示日

均工作时间过长及经常熬夜农民工应作为亚健康预防的重点

人群!加强干预!企业应考虑调整工人工作安排!适当减少加班

时间%减轻工人负担"此外!经历负性事件往往使个体产生心

理不安%意志消沉%焦虑等负面情绪!增加个体心理压力%危害

个体身心健康发展!长期受负面情绪的不良影响!容易导致多

种疾病的发生"东莞市外来农民工中有负性事件经历者的亚

健康检出率高于无负性事件经历者达
!'1!4

!提示有负性事

件经历者亦应作为亚健康干预的重点人群"按时早餐能够保

障机体全天正常代谢所需的能量和营养!长期不吃早餐会引起

多种营养不足甚至营养缺乏症"外来农民工中每天吃早餐者

的亚健康状态检出率为
-'164

!有时吃早餐者亚健康状态检

出率为
571H4

!提示按时吃早餐!在身体症状%精力%社会适应

方面以及亚健康总体情况上都好于不规律吃早餐的农民工"

营养状况往往与多种慢性疾病有密切关系!营养状况一般者亚

健康状态检出率
57154

!较营养状况良好者的亚健康状态检

出率高约
!-134

!提示应高度重视外来农民工营养改善情况!

有关部门应采取有力的措施!不断改善外来农民工营养健康状

况!从而遏制亚健康状态!防治疾病发生"

综上所述!针对东莞市外来农民工亚健康特征及分布特

点!提出以下干预措施"#

!

$有关部门应定期以讲座%网络%知

识竞答等方式开展健康宣教(#

'

$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安

排工人的工作时间!建立体育和娱乐区供员工放松!成立心理

咨询室!及时疏导外来农民工的心理压力(#

6

$外来农民工个体

也应积极改善机体营养状况!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和作息时

间!形成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减少亚健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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