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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了解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焦虑情绪与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及精神疾病态度关系,为进一步开

展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精神卫生服务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对 690
名济南市历城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及居委会管理人员和网格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焦虑自评量表、
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问卷、精神疾病有关态度问卷。 结果 　 焦虑情绪的检出率为 31. 8%,轻度焦虑情绪

152 人(22. 7%),中度焦虑情绪 51 人(7. 6%),重度焦虑情绪 10 人(1. 5%);精神卫生知识总知晓率为
 

75. 84%;
焦虑情绪评分与精神卫生知识问卷得分成负相关( r= -0. 404,P<0. 05),焦虑情绪评分还与疾病态度相关问题评

分有关(P<0. 05);其中知晓率与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及职业有关,精神疾病相关态度得分与年龄有关( r =
-0. 131,P<0. 05)。 结论　 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焦虑情绪检出率较高,精神卫生知识总知晓率略高于我国精神卫

生规划(2015—2020)中对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 70%的要求,但仍存在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和歧视现象,
应进一步减少歧视,提高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相关知识知晓率及及其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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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xiety
 

and
 

awareness
 

rate
 

of
 

mental
 

health
 

knowl-
edge

 

and
 

mental
 

illness
 

attitude
 

of
 

grassroot
 

administrative
 

staff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developing
 

the
 

construct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system
 

for
 

grassroot
 

administrative
 

staff. Meth-
ods　 690

 

subdistrict
 

office
 

workers,neighborhood
 

committee
 

managers
 

and
 

grid
 

workers
 

in
 

Licheng
 

District,Jinan
 

were
 

investigated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he
 

survey
 

tools
 

included
 

self
 

rating
 

anxiety
 

scale,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and
 

mental
 

illness
 

related
 

attitude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nxiety
 

was
 

31. 8%,152
 

patients
 

with
 

mild
 

anxiety
 

(22. 7%),51
 

patients
 

with
 

moderate
 

anxiety
 

(7. 6%)
 

and
 

10
 

patients
 

with
 

severe
 

anxiety
 

(1. 5%) . The
 

overall
 

awareness
 

of
 

rate
 

of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is
 

75. 84%. The
 

score
 

of
 

anxiety
 

was
 

negative-
ly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 r = -0. 404,P<0. 01),and
 

the
 

score
 

of
 

anxiety
 

was
 

also
 

correlated
 

with
 

the
 

score
 

of
 

disease
 

attitude
 

related
 

problems
 

(P<0. 05);the
 

awareness
 

rate
 

was
 

related
 

to
 

age,
educational

 

level,marital
 

status
 

and
 

occupation, and
 

the
 

mental
 

illness
 

related
 

attitude
 

score
 

was
 

related
 

to
 

age ( r =
-0. 131,P< 0. 05) .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anxiety
 

among
 

grassroot
 

administrative
 

staff
 

is
 

high,and
 

the
 

total
 

awareness
 

rate
 

of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requirement
 

of
 

70%
 

awareness
 

rate
 

of
 

general
 

popu-
lation

 

in
 

China's
 

mental
 

health
 

Program
 

(2015-2020) . However,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mental
 

illness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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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which
 

should
 

be
 

further
 

reduced
 

and
 

the
 

knowledge
 

awareness
 

rate
 

and
 

mental
 

health
 

level
 

of
 

basic
 

administrative
 

staff
 

sh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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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障碍作为精神科常见的慢性复发性疾病,
严重影响个体心理健康。 据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

病学调查显示,焦虑障碍患病率为 4. 98%[1] 。 山

东省 2015 年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18 岁及

以上人群的焦虑障碍发病率为 1. 68%[2] 。 虽然焦

虑、抑郁等精神障碍能够被有效治疗及预防,但我

国现在仍面临着精神疾病识别率低、治疗率低、复
发率高的困境[3] 。 究其原因,个体的心理健康状

况是影响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水平的危险因素,心理

健康状况越差,知晓水平越低[4] 。 对精神疾病的

认识和理解影响着人们就诊态度及行为,精神卫生

知识的缺乏使人们不能及时识别自身症状,对精神

疾病歧视的态度使人们讳疾忌医,从而延误病情,
甚至会造成自杀等严重后果。 本研究通过探讨基

层行政管理人员焦虑情绪与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

及精神相关疾病态度的关系,为针对性地开展精神

卫生宣传教育、减少歧视以及进一步开展社会心理

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于 2020 年 10 月在济南市历城区采用方便抽

样法,对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及居委会管理人员和

网格员发放无记名问卷。 共发放问卷 690 份,排除

一般资料及量表填写不全的,回收有效问卷 670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 10%。 其中男性 284 名

(42. 4%),女性 386 名(57. 6%);年龄 20 ~ 76 岁,
平均年龄(39. 09±9. 25)岁,18 ~ 44 岁者 491 名,占
比最高(73. 3%);学历为本科及以上 333 名,占比

最高(49. 7%);婚姻状况中已婚 / 再婚 591 名,占比

最高 ( 88. 2%); 职务为 其 他 457 人 占 比 最 高

(68. 2%)。
1. 2　 方法

1. 2. 1　 调查工具 　 1) 焦虑自评量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共有 20 个条目,采用 Likert-4
级评分,由没有或很少时间到绝大部分或全部时

间。 其中,第 5、9、13、17、19 条目采用 4 ~ 1 反向计

分方式,余 15 个条目采取 1 ~ 4 正向评分[5] 。 所有

条目得分相加为粗分,粗分乘以 1. 25 后取整数部

分为焦虑标准分。 焦虑标准分的分界值为 50 分,
轻度焦虑情绪分数范围是 50 ~ 59 分,中度焦虑情

绪为 60 ~ 69 分,重度焦虑情绪为 69 分以上[6] 。 本

研究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 77。 2)精神卫生知

识与心理保健知识问卷[7] 。 主要内容为心理健康

常识、精神卫生知识及世界精神卫生相关纪念日

等。 该问卷共 20 个条目,有是和否两个选项,其中

第 2、4、6、9、10、13、14 条目选择是计 1 分,选否不

计分,余 13 项条目相反。 所有条目得分相加越高,
对精神卫生相关知识越了解。 总体知晓率= [个体

正确回答的所有条目之和 / (样本总数
 

×
 

条目总

数)] × 100%。 本研究该量表 Cronbach ' s
 

α 为

0. 66。 3)精神疾病有关态度问卷[8] 。 用于评定大

众对精神疾病及患者的态度。 共 12 个条目,每题

有完全同意、基本同意、不好说、基本不同意、完全

不同意 5 个选项,按照 1 ~ 5 级计分。 其中,第 1、2、
3、4、8、10 题反向计分。 总分越高,对精神疾病及

病人的态度越正面积极。 每个条目选项还可分为

3 种态度,正性态度≥4
 

分,中立态度 = 3
 

分,负性

态度≤2
 

分。 本研究该量表 Cronbach's
 

α 为 0. 71。
1. 2. 2　 调查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采
用自填方式完成所有问卷,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工

作人员向调查对象解释本次调查目的,征得知情同

意后发放问卷,在安静、不受他人影响的环境下完

成问卷后当场回收。
1. 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数资

料以例数、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定
量资料采用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对
有关连续变量资料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 以 P<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焦虑情绪的发生率
 

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焦虑量表评分标准分最高

值为 85,最低值为 25,平均分为( 43. 62 ± 11. 30)
分。 670 名被调查者中焦虑标准分≥50 有 213 人,
焦虑情绪的发生率为 31. 8%,其中轻度焦虑情绪

152 人(22. 7%),中度焦虑情绪 51 人(7. 6%),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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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焦虑情绪 10 人(1. 5%)。 其中男性及女性的焦

虑情绪发生率分别为 28. 2%和 34. 5%。 不同婚姻

状况、文化程度及职务之间焦虑情绪发生率不同。
见表 1。

表 1　 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与焦虑情绪的分布情况

项目 总人数
(n / %)

焦虑情绪
(例 / %) χ2 P

性别

　 　 男
　 　 女

284 / 42. 4
386 / 57. 6

80 / 28. 2
133 / 34. 5 2. 982 0. 084

年龄段 / 岁

　 　 18~ 491 / 73. 3 160 / 32. 6

　 　 45~ 162 / 24. 2 49 / 30. 2 0. 857 0. 652

　 　 60~ 17 / 2. 5 4 / 23. 5

婚姻状况

　 　 已婚 / 再婚 591 / 88. 2 195 / 33. 0

　 　 单身 / 未婚 / 同居 61 / 9. 1 8 / 13. 1 14. 895 0. 001

　 　 离婚 / 丧偶等 18 / 2. 7 10 / 55. 6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3 / 0. 4 1 / 33. 3

　 　 初中 34 / 5. 1 11 / 32. 4

　 　 高中 / 职校 / 中专 132 / 19. 7 52 / 39. 4 19. 464 0. 001

　 　 大专 168 / 25. 1 69 / 41. 1

　 　 本科及以上 333 / 49. 7 80 / 24. 0

职业

　 　 处级及以上 13 / 1. 9 3 / 23. 1

　 　 科级 200 / 29. 9 79 / 39. 5 7. 996 0. 018

　 　 其他 457 / 68. 2 131 / 28. 7

2. 2　 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
 

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精神卫生知识平均分为

(15. 17±2. 79)分,总知晓率为 75. 84%。 其中对心

理健康基本知识的了解知晓率相对较高(第
 

1、3、
5、11、16 题),均高达 90%以上。 但对精神疾病相

关知识的了解较为缺乏(第 2、4、6、9 题),能够把

精神疾病和思想问题区分开的仅为 30. 60%。 世

界精神卫生日的知晓率为 78. 2%,但关于世界自

杀预防日以及睡眠日的总知晓率低于其他条目。
见表 2。
2. 3　 焦虑与疾病态度和精神卫生知晓率的关系

  

35. 1%的基层工作人员对精神疾病持负面态

度,37. 1%持中立态度,27. 8%持正性态度。 对疾

病的 3 种态度焦虑评分进行非参数方差分析,第
5、6、7、10、11 及 12 条目的 3 种态度之间焦虑标准

分不同(P<0. 05),见表 3。 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

焦虑情绪与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有关,有焦虑情绪

的工作人员知晓率为 68. 0%,低于正常人( χ2 =
207. 760,P<0. 05)。 相关分析显示,焦虑评分与其

总知晓率评分呈负相关( r= -0. 404,P<0. 05)。

表 2　 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情况

条目
回答正确

总人数

知晓率

/ %

1 心理健康为健康的一个组成部分 666 99. 4
2 精神疾病就是思想上出了问题 205 30. 6
3 很多人都可能有心理问题,但自己可能意识不到 613 91. 5
4 精神疾病都是因为受到了刺激 329 49. 1

5 心理健康的主要内容包括智力正常,情绪稳定,心情愉

快,人际关系融洽适应能力良好等

635 94. 8

6 绝大多数精神疾病是治不好的 437 65. 2

7 怀疑有心理问题或精神问题就要去找心理医生或精神科

医生看病

575 85. 8

8 几乎任何年龄阶段的人都有可能出现心理问题 602 89. 9
9 精神疾病和心理问题是没有办法预防的 466 69. 6
10 即使确诊为严重精神障碍,例如精神分裂症,吃一段时

间药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长期不间断地服药

488 72. 8

11 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良好的人际关系与健康的生活习

惯有助于我们保持心理健康

635 94. 8

12 家族中有精神疾病的人,会出现心理问题与精神疾病的

可能性比一般人大

576 85. 9

13 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不会影响学习成绩 578 86. 3

14 中老年出现心理问题与精神疾病的可能性很小 514 76. 7

15 有些人的性格不好,就比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 551 82. 2

16 心理压力大或者遇到重大的事件(如亲人去世),就容易

诱发心理问题和精神障碍

623 92. 9

17 你知道或者听说过世界精神卫生日吗? 524 78. 2

18 你知道或者听说过国际禁毒日吗? 562 83. 9

19 你知道或者听说过世界自杀预防日吗? 206 30. 8

20 你知道或者听说过世界睡眠日吗? 377 56. 3

2. 4　 不同特征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精神卫生知识知

晓水平以及疾病相关态度评分
 

不同年龄段、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之间的

知晓率不同(P<0. 05)。
 

年龄段为 18 岁 ~ 、婚姻状

况为已婚 / 未婚、文化程度在本科及以上、职务为处

级及以上知晓率最高,年龄 60 岁~ 、婚姻状况为离

婚 / 丧偶等、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精神卫生知识

知晓率最低。 在不同年龄段之间精神疾病有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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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得分不同(P<0. 05),见表 4。 相关分析显示,知 晓率与年龄呈负相关( r= -0. 131,P<0. 05)。

表 3　 精神疾病有关态度评分及与焦虑情绪(分,x±s)

项目
负性态度 中立态度 正性态度

例 / % 焦虑评分 例 / % 焦虑评分 例 / % 焦虑评分
H 值 P

1 愿意和患过精神疾病的人交朋友 211 / 31. 5 42. 64±10. 78 317 / 47. 3 44. 74±11. 73 142 / 21. 2 42. 59±10. 92 4. 597 0. 100
2 住过精神病院的人和普通人智力差不多 159 / 23. 7 43. 55±11. 46 262 / 39. 1 43. 79±11. 33 249 / 37. 2 43. 49±11. 22 0. 144 0. 931
3 患过精神疾病的人和普通人一样值得信任 179 / 26. 7 44. 48±12. 30 281 / 41. 9 43. 66±10. 82 210 / 31. 3 42. 85±11. 06 1. 164 0. 599
4 完全康复的精神病患者可以担任公立学校教师 331 / 49. 4 43. 20±10. 86 197 / 29. 4 43. 83±11. 25 142 / 21. 2 44. 31±12. 38 0. 859 0. 651
5 到精神病院看病是个人失败的标志 75 / 11. 2 48. 47±10. 67 236 / 35. 2 44. 52±10. 52 359 / 53. 6 42. 02±11. 60 26. 727 <0. 001
6 不会请已康复的精神疾病患者看惯自己的小孩 400 / 59. 7 42. 80±11. 40 148 / 22. 1 44. 20±11. 52 122 / 18. 2 45. 63±10. 48 8. 451 0. 015
7 不太看得起住过精神病院的人 191 / 28. 6 43. 79±11. 57 271 / 40. 4 44. 58±11. 02 208 / 31. 0 42. 22±11. 34 6. 138 0. 046
8 单位会聘任一个完全康复的精神病患者 216 / 32. 2 44. 20±10. 94 296 / 44. 2 43. 76±11. 48 158 / 23. 6 42. 58±11. 46 2. 317 0. 314
9 单位不会考虑接受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工作申请 303 / 45. 2 42. 72±11. 46 232 / 34. 6 44. 70±11. 13 135 / 20. 1 43. 80±11. 17 5. 666 0. 059
10 大多数人会像对待其他人一样对待精神病患者 121 / 18. 1 45. 77±11. 87 253 / 37. 8 44. 21±10. 73 296 / 44. 1 42. 24±11. 40 10. 154 0. 006
11 年轻女性不会和患过精神疾病的人约会 379 / 56. 6 42. 10±11. 16 203 / 30. 3 44. 76±11. 31 88 / 13. 2 47. 57±10. 75 24. 431 <0. 001
12 知道住过精神病院就不会把他的意见当真 261 / 39. 0 41. 82±10. 93 279 / 41. 6 43. 90±10. 92 130 / 19. 4 46. 63±12. 21 16. 517 <0. 001
总计 235 / 35. 1 - 249 / 37. 1 - 186 / 27. 8 - - -

表 4　 不同特征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

以及疾病相关态度评分的比较

项目
知晓率

/ %
χ2 P

态度得分

( x±s)
t / F 值 P

性别

　 男

　 女

75. 85
75. 83 0. 000 0. 983

34. 74±6. 48
34. 66±5. 95 0. 033 0. 856

年龄 / 岁
　 18~ 76. 33 34. 90±6. 09
　 45~ 75. 12 10. 850 <0. 001 33. 73±6. 42 4. 489 0. 010
　 60~ 69. 12 37. 82±4. 63
婚姻状况

　 已婚 / 再婚 75. 80 34. 61±6. 03
　 单身 / 未婚 / 同居 77. 95 10. 327 0. 006 35. 92±7. 53 1. 844 0. 159
　 离婚 / 丧偶等 69. 72 33. 11±5. 3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56. 67 37. 33±1. 53
　 初中 71. 18 35. 59±5. 67
　 高中 / 职校 / 中专 71. 06 108. 471 <0. 001 35. 02±5. 18 0. 497 0. 738
　 大专 73. 72 34. 55±6. 30
　 本科及以上 79. 44 34. 52±6. 55
职业

　 处级及以上 81. 92 32. 69±5. 11
　 科级 74. 95 7. 200 0. 027 34. 01±5. 97 2. 702 0. 068
　 其他 76. 05 35. 05±6. 27

3　 讨论

基层 行 政 管 理 人 员 焦 虑 情 绪 检 出 率 为
31. 8%,与 Shi 等[9] 研究结果相近,说明焦虑情绪

已成为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心理问题的重要表现。

基层行政管理人员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而且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工作压力较前增长,更容易

产生焦虑情绪。 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精神卫生总知

晓率为 75. 84%,与我国天水市、福建、上海及通州

等地对普通人群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10-13] 。 在知

晓率有关问题中,关于精神疾病概念及世界精神卫

生相关纪念日的知晓率仍然很低。 关于疾病态度

27. 8%的基层工作人员对精神疾病持正性态度,
35. 1%持负面态度,说明不少工作人员对精神疾病

仍抱有一定程度的偏见和歧视,在疾病态度相关问

题中,与患精神疾病的人交友约会及精神疾病患者

参加工作等问题评分较低,偏见和歧视尤为严重。
本研究显示对到精神病院看病认为是个人失

败者和不能接受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精神患者

的人,其焦虑评分较高,但是,对雇佣精神疾病患者

看管小孩、女性与精神患者约会及正确对待精神患

者意见持正性态度的人群,其焦虑评分也明显偏

高。 说明具有焦虑情绪的人,在对待精神疾病的态

度方面,既有积极正性态度也有负性歧视的一面,
表现一种纠结冲突的特点。 焦虑情绪与精神卫生

知识知晓率有关,个体心理健康状况越差,知晓水

平越低。 处于焦虑情绪的工作人员可因为对精神

知识了解甚少,讳疾忌医,导致就诊率及治疗率低

下,造成沉重的家庭及社会负担。 因此,有关精神

卫生知识的普及和健康教育任重道远。 不同婚姻

状况、文化程度及职务的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焦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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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发生率不同。 离婚及丧偶的群体缺乏伴侣支持,
在情绪不好时没有宣泄途径,常导致情绪积压[14] 。
不同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及职务精神卫生知

识知晓率不同。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在该类知识

上的需求程度不高,尤其 60 岁以上老年人由于对

新事物新知识的接受度大不如从前,较少主动学习

新知识[15] 。 文化程度在本科及以上知晓率最高,
与徐大利等[16]对海外旅居人员研究结果相同。 高

学历者对知识敏感度高,习惯于通过网络、书籍、讲
座多渠道获取知识,另外,高学历人群压力较大,社
会应激源多,更容易患心理疾病,因此获取精神卫

生知识的主观性较强[17] 。
综上所述,应重视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心理健

康,对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力度仍需加大加深,对精

神疾病的态度还有待改善。 可采用专业精神科医

师开展线上讲座等方式对重点人群进行精神卫生

相关知识的有效宣传及普及,增加精神疾病患者与

大众的接触程度和联系程度,改善人们对精神疾病

和患者的歧视态度,营造对精神疾病患者更加包容

及友善的环境。
本研究的不足在于研究样本通过方便抽样法

在同一城区获得,存在选择偏倚和抽样误差,样本

代表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资料不能确定焦虑情绪

检出率和相关因素的时间先后,不能进行因果推

论。 未来可以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研究以进一步深

入探索。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申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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