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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分析心理亚健康人群流行病学特点及相关中医体质类型和情绪特征&方法
!

本研究采取

方便抽样!以门诊体检的亚健康人群为调查对象!利用)个人身心健康调查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利用
;

V

#!J.

HJ'&%

软件建立数据库!用
=9==$/&%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心理亚健康主要集中在
'E

岁及以下的年轻人

群!所占比例较高达到
-0&$%D

!女性
'/E

例"

)'&%%D

$!大专以上学历
E)1

例"

(1&0%D

$!经济状况一般人群
0-E

例"

-/&)%D

$&心理亚健康人群在中医体质辨识分类上!偏颇体质
'/0

例"

)1&/ED

$!明显高于躯体亚健康人群

"

!

$

%&%E

$!且偏颇质以气虚质%阳虚质%气郁质为主&在情绪特征方面!心理亚健康人群主要表现为焦虑%抑

郁%强迫和恐惧!该
0

项情绪问题与躯体亚健康人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E

$(而在敌对%偏执%人际

关系敏感等情绪问题上!与躯体亚健康人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E

$&结论
!

心理亚健康干预需要重

点关注学历较高%经济一般的年轻女性发生的情绪问题!并注重中医对气虚质%阳虚质的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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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亚健康是一种持续*消极的心理状态#严重 影响身心潜能的充分发挥#甚至会导致自杀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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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记载-忧伤肺*怒伤肝*思伤脾*喜伤心*恐

伤肾.)心理亚健康发生的重要原因是情志问题#七

情太过和七情不已都会引起身体的不适#七情太过是

突然出现的强烈七情反应#如暴怒*狂喜*大恐*骤惊*

过悲等&

1

'

)本研究利用+个人身心健康调查量表,

&

'

'

调查分析心理亚健康人群的流行病学特点及相关中

医体质类型和情绪特征#为进一步了解心理亚健康人

群的心理特征和早期干预提供依据和参考)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调查对象选择
1%$EY1%$)

年重庆

市中医院门诊就诊的亚健康人群)纳入标准!根据

+亚健康中医临床指南,标准诊断为亚健康状态(年龄

$/

"

)%

岁)本研究采取方便抽样#利用+个人身心健

康调查量表,调查心理亚健康人群流行病学特点及中

医体质类型和情绪特征)最终完成
$%1E

例有效亚健

康调查问卷#其中诊断为心理亚健康
)$$

例#心理亚

健康发生率为
E(&)%D

)

>&?

!

方法
!

采用广州中医药大学所制的+个人身心

健康调查量表,#内容主要包括症状自评量表$

=X5.

(%

%*亚健康状态量表*抑郁自评量表$

=6=

%*中医体质

量表及中医证候表)

=X5.(%

采用
$%

个因子分别反

映
$%

个方面的心理症状#涉及强迫*抑郁*焦虑*敌

对*恐惧*偏执*人际关系敏感等情绪问题)亚健康状

态量表用于亚健康状态判断和分型)亚健康分型依

据对应的躯体*心理*社会适应方面的条目均分比较#

均分最高的则判定属于该方面的亚健康类型)计算

公式!分型均分
]

分型所有条目的得分之和"分型条

目数)中医体质类型分为平和质与偏颇质两大类#其

中偏颇质包括痰湿质*湿热质*阳虚质*气郁质*特禀

质*气虚质*血瘀质*阴虚质#并对躯体和心理亚健康

人群的中医体质类型分布情况进行比较)整个调查

过程由经过培训调查员向被调查者发放已编号的+个

体身心健康调查量表,#所有问卷均为独立填写#调查

员当场核对无漏填*错填后收回#对无能力填写者则

由调查员询问填写)

>&@

!

统计学处理
!

利用
;

V

#!JHJ'&%

建立数据库#对

核查后的+个体身心健康调查量表,进行数据录入)

为了确保数据质量#数据录入时设置逻辑检查*数值

范围限制)采用
=9==$/&%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满足正态分布采用
KZ;

进行统计学

描述#否则采用
7

$

!

1E

#

!

-E

%表示(组间比较满足正态

分布采用
O

检验或方差分析#否则采用非参数检验)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1 检验)检验水

准
!

]%&%E

#以
!

$

%&%E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一般资料
!

心理亚健康人群一般资料包括年

龄*性别*学历*经济状况等)$

$

%年龄!平均$

1(&/0Z

(&E-

%岁#最小
$(

岁#最大
E(

岁(其中
'E

岁及以下

0E'

例$

-0&$D

%#

%

'E

"$

E%

岁
(1

例$

$E&$D

%#

E%

岁

及以 上
))

例 $

$%&/D

%)$

1

%性 别!男
11)

例

$

'-&%D

%#女
'/E

例$

)'&%D

%($

'

%学历层次!大专以

上学历
E)1

例$

(1&0D

%#高中$中专%学历
')

例

$

E&(D

%#初中及以下
$%

例$

$&)D

%)$

0

%经济状况!

经济条件较好者$家庭人均年收入大于或等于
0

万

元%

$%E

例$

$-&0D

%#经济一般者$家庭人均年收入大

于或等于
1

"$

0

万元%

0-E

例$

-/&)D

%#经济紧张者

$家庭人均年收入小于
1

万元%

'$

例$

E&%D

%)

?&?

!

中医体质分类
!

心理亚健康人群平和质
11-

例

$

'-&$ED

%#偏颇体质
'/0

例$

)1&/ED

%(躯体亚健康

人群 平 和 质
)/

例 $

)'&EED

%#偏 颇 体 质
'(

例

$

')&0ED

%)心理和躯体亚健康人群中医体质类型

$平和质与偏颇质%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

1)&1$

#

!

$

%&%$

%)在心理亚健康人群中偏颇体质较

多#以气虚质*阳虚质*气郁质为主(在躯体亚健康人

群中平和质较多#偏颇质以阳虚质*气虚质*阴虚质为

主#见表
$

)

表
$

!!

中医体质类型在心理亚健康和躯体亚

!!!

健康人群分布情况"

*

%

D

&#

中医体质类型 心理亚健康 躯体亚健康

平和质
$%1

$

$)&)(

%

!

'%

$

1/&%'

%

痰湿质
)%

$

(&/'

%

!

0

$

'&-)

%

湿热质
1%

$

'&-1

%

!

E

$

0&)-

%

阳虚质
$1-

$

1%&-/

%

!

1/

$

1)&$)

%

气郁质
-1

$

$$&/$

%

!

0

$

'&-)

%

特禀质
10

$

'&(1

%

!

E

$

0&)-

%

血瘀质
1/

$

0&E/

%

!

'

$

1&/0

%

气虚质
$')

$

11&'1

%

!

$E

$

$0&%-

%

阴虚质
01

$

)&()

%

!

$'

$

$1&$1

%

?&@

!

情绪问题
!

心理亚健康人群出现强迫症状
$E%

例$

10&E0D

%#躯体亚健康人群出现
/

例$

-&0/D

%#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E&0)

#

!

$

%&%$

%)心理亚

健康人群出现抑郁
$'1

例$

1$&)%D

%#躯体亚健康人

群出现
0

例$

'&-'D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

$-&(E

#

!

$

%&%$

%)心理亚健康人群出现焦虑
$/1

例

$

1(&-(D

%#躯体亚健康人群
$-

例$

$E&/(D

%#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

#

!]%&%%'

%)心理亚健康

人群出现敌对情绪
--

例$

$$&)1D

%#躯体亚健康人群

)

例$

E&)$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

]'&00

#

!]%&%)0

%)心理亚健 康人 群出现恐 惧
$1-

例

$

1%&-(D

%#躯体亚健康人群
'

例$

1&/%D

%#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1

]$(&/)

#

!

$

%&%$

%)心理亚健康人

群出现偏执
)%

例$

(&/1D

%#躯体亚健康人群
E

例

$

0&)-D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1

]1&('

#

!]

%&%/-

%)心理亚健康人群出现人际关系敏感
$1)

例

$

1%&)1D

%#躯体亚健康人群
0

例$

$'&%/D

%#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1

]'&1(

#

!]%&%)(

%#见表
1

)

0)'$

重庆医学
1%$/

年
0

月第
0-

卷第
$%

期



表
1

!!

心理亚健康和躯体亚健康人群情绪问题

!!!

发生情况比较"

*

%

D

&#

情绪问题
心理亚健康

$

*])$$

%

躯体亚健康

$

*]$%-

%

"

1

!

强迫
$E&0)

$

%&%$

!

有
$E%

$

10&E0

%

/

$

-&0/

%

!

无
0)$

$

-E&0)

%

((

$

(1&E1

%

抑郁
$-&(E

$

%&%$

!

有
$'1

$

1$&)%

%

0

$

'&-'

%

!

无
0-(

$

-/&0%

%

((

$

(1&E'

%

焦虑
/&-/ %&%%'

!

有
$/1

$

1(&-(

%

$-

$

$E&/(

%

!

无
01(

$

-%&1$

%

(%

$

/0&$$

%

敌对
'&00 %&%)0

!

有
-$

$

$$&)1

%

)

$

E&)$

%

!

无
E0%

$

//&'/

%

$%$

$

(0&'(

%

恐惧
$(&/)

$

%&%$

!

有
$1-

$

1%&-(

%

'

$

1&/%

%

!

无
0/0

$

-(&1$

%

$%0

$

(-&1%

%

偏执
1&(' %&%/-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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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健康是
1$

世纪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

问题#亚健康发生率为
1%D

"

-ED

&

0

'

)亚健康常分为

躯体亚健康*心理亚健康和社会适应亚健康
'

种类

型#其中以心理亚健康最为常见)本次调查发现心理

亚健康占
E(&)%D

)国内相关文献报道心理亚健康类

型所占比例为
E-D

左右&

E.-

'

)

本研究发现心理亚健康主要集中在
'E

岁及以下

的年轻人群#所占比例较高达到
-0&$D

(在性别方面#

女性更容易发生心理亚健康#所占比例达到
)'&%D

(

在学历层次方面#心理亚健康人群集中在大专以上学

历
E)1

例$

(1&0D

%(在经济状况方面#主要集中在经

济一般的人群
0-E

例$

-/&)D

%)据此得出#心理亚健

康人群主要集中在学历层次较高和经济状况一般的

年轻女性群体#其原因可能在于女性的心理承受能力

较男性更敏感*脆弱#同时由于经济状况一般#身心压

力较大等所致)

本研究发现#心理亚健康人群中偏颇体质
'/0

例

$

)1&/ED

%#且以气虚质*阳虚质*气郁质为主)中医

认为心理亚健康人群多忧思*抑郁#思虑过度则伤脾#

脾虚气血生化不足易表现为气虚质#气虚过度则伤阳

出现畏寒恶风*精神倦怠等阳虚质表现(此外抑郁则

气行不畅#长期情志不畅*气机郁滞形成忧郁脆弱*敏

感多疑而表现为气郁质&

/

'

)在情绪特征方面#主要表

现为焦虑*抑郁*强迫和恐惧#该
0

项情绪问题与躯体

亚健康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而在敌对*偏执*人

际关系敏感等情绪问题上#与躯体亚健康人群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相关学者认为亚健康与心理因素

关系密切#是一种身心密切相关的心理失衡状态&

(

'

#

因此心理亚健康的情绪特征更加具有倾向性)国外

研究认为心理亚健康与精神疲劳*亚综合征抑郁*阈

下强迫障碍*慢性疲劳综合征等具有密切联系#主要

表现为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孤独自卑*忧郁苦闷

等&

$%

'

)周旭等&

$$

'认为心理亚健康可能会首先引发生

理亚健康症状#进而发展为疾病)唐尉杰等&

$1

'提出心

理亚健康经常被疏忽#应及时纠正#否则极易发生精

神疾病#甚至引发器质性病变)改善心理亚健康状

态#中医调治强调从整体观念出发#使阴阳平衡#脏腑

气血失调恢复正常#除药物治疗外#食疗*针灸*推拿

按摩*调畅情志及中医的一系列养生方法均有利于焦

虑*抑郁等心理状态的恢复&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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