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6·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2008年12月第7卷第6期Chin J Muir Organ Dis Elderly Dec 2008 Vol 7 No 6

·短篇论著·

北京地区职业紧张与冠心病的关系

杨俊娟 张翔徐伟仙 赵一鸣 高炜 霍勇

冠心病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控制冠心病的危险

因素可以有效地预防冠心病的发生及改善冠心病的预后。职

业紧张作为一个潜在的冠心病危险冈素已引起越来越多的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1~3]。本研究旨在探讨在我国职业人群

中，工作要求与冠心病发病之间的关系，以期改善人们的生

活和工作方式，提高生活质量，降低冠心病等心脑血管病的

发生率。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与分组 入选在2006—2007年因疑诊冠心

病住院的患者，并行冠脉造影检查，年龄≤70岁，有职业史

且工龄≥5年的患者共388例，年龄33～70岁，平均(55．5±

8．5)岁。冠心病组276例，男232例，女44例；对照组112

例，男61例，女51例。

1．2评价职业紧张的方法本研究采用国际标准的《工作

内容问卷》中工作要求模块评价工作要求n]，要求患者在指

导下使用问卷进行评分。工作要求模块包括5个问题：(1)

我的工作要求我做事情做得很快；(2)我的工作要求我很努

力；(3)我不会被要求加班；(4)我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工作f

(5)别人要求我去做相互抵触的事情，我可以不做。其中前

2个问题，正向的回答(即肯定的回答)反映工作要求高；后3

个问题，负向的回答(即否定的回答)反映工作要求高。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l3．0软件进行t检验、r检

验和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

2 结 果

冠心病组与对照组比较，在年龄、高血压患者、高脂血症

患者、冠心病家族史者、肥胖者(体重指数男性>25kg／m2，

女性：>24kg／m2)等比例方面没有显著差异(P>O．05)。男

性患者、糖尿病患者和有吸烟史者比例在冠心病组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显著性(P<O．01)。

根据工作要求问卷得分，采用1．ogistic回归方程进行多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仅混杂年龄和性别因素条件时，OR

(Odds ratio)：1．940，95％CI：1．323～2．847(P<O．001)；在

混杂年龄、性别、吸烟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家

族史因素以后，oR：2．020，95％CI：1．349～3．026(P一

0．001)。结果显示高工作要求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

对于工作要求模块内的5个问题进行单独分析。。我的

工作要求我做事情做得很快”问题及“我的工作要求我很努

力”问题的正向回答对冠心病的OR>1，是冠心病的危险

因素；“我不会被要求加班”问题及。我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工

作”问题的正向回答．OR<1，对冠心病为保护性因素(表

1)。

表1 工作要求模块内5个问题的正向回答对冠心病

影响的独立分析

问卷问题 OR 95％CI P值

我的工作要求我做事

情做得很快

我的工作要求我很努力

我不会被要求加班

我有足够的时间完成

工作

别人要求我去做相互抵

触的事情，我可以不做

1．639 1．129～2．380<O．0l

2．411 1．505～3．863<O．001

0．557 0．357～O．871=0．01

0．662 1．406～5．438>0．05

0．561 0．353～O．871<O．05

3讨论

职业紧张是指当职业要求与劳动者的能力，资源或需求

不满足时，发生的有害的生理与心理反应。对职业紧张的评

价有多种模式，其中工作要求指劳动者实现工作成果所承受

的压力大小，高工作要求可以引起职业紧张，国外已有很多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高工作要求增加冠心病的发病率和死亡

率[“”。职业紧张促进冠心病发生的机制非常复杂，目前尚

不完全明确。

本研究选取疑诊冠心病住院的患者，以冠脉造影为金标

准，结果显示高工作要求是冠心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与国外

多数的研究结果一致。国外某些研究结果显示，在混杂冠心

病传统危险因素后，职业紧张对冠心病的作用减弱，OR降

低，提示职业紧张对于冠心病的影响可能部分通过影响其他

传统的危险因素实现【I】。而本研究在混杂了传统危险因素

后仍具有统计学意义，且OR较前略增高，这可能与本研究

对象的选择有关。本研究对照组本身具有较高的冠心病危

险因素水平，可能本身就有较高的焦虑或抑郁情绪。他们并

不能代表完全健康人群的平均职业紧张情况，而是高于普通

人群的，因此以这组患者进行对照，有可能低估了高工作要

求对于冠心病的影响。另外，分别把工作要求模块中5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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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冠心病关系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工作特点具有要

求做事情很快、要求工作很努力、加班、不能不去做互相抵触

的事情都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在北京地区职业紧张与冠心病发

病相关，但是本研究在人群和研究样本量上尚有不足，方法

较单一。目前对于职业紧张与冠心病的研究，在我国进行的

较少，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尚需开展相关研究，进一步明

确职业紧张与冠心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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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患者多了一种治疗的有效手段，并可减轻其痛苦。但是，

老年患者采用DES植入术后，出血性并发症发生率较非老

年组显著增加，出血部位包括上消化道6例、腹股沟不同程

度血肿9例、腹膜后出血1例等。其原因可能与老年人反应

慢，易外伤，且止血、凝血功能差，血管脆性大、以及长期口服

抗血小板粘聚药物等因素有关。与经股动脉介入也有关，笔

者近来所进行的PCI，由于绝大多数经桡动脉途径，血肿和

迷走反射发生率显著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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