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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人类的本能，是美好的。但在中国，性教

育极度匮乏，性无知现象和性道德防线决堤现象并

存。在性问题上，有人性冷淡，有人性泛滥，有人性

焦虑，有人对性感到羞怯，等等。中国人的性心理健

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世界卫生组织对性心理健康所下的定义是：通

过丰富和完善的人格、人际交往和爱情方式，达到性

行为在肉体、感情、理智和社会诸方面的圆满和协

调。认为性心理健康必须具备以下4个条件：一是个

人的身心应有所属，有较明显的反差。如果阴阳莫

辨，就难以实施健全的性行为与获得美满的爱情。

二是个人有良好的性适应，包括自我性适应与异性

适应，即对自己的性征、性欲能够悦纳，与异性能

很好相处。三是对待两性一视同仁，不应人为地制造

分裂、歧视或偏见。对曾因种种历史原因形成的一切

与科学相悖的性愚昧、性偏见及种种谬误有清醒的认

识，理解并追求性文明。四是能够自然地高质量地享

受性生活。

性心理健康状况的测量，是一个复杂的课题。

艾森克编制的性心理健康量表从11个方面标识人们的

表现，是比较成熟的问卷。

前人对性心理的研究大多以大学生为研究对

象，对职业男性的研究极少，分析原因可能是因为

职业男性的取样较大学生来说比较难。而职业男性

是社会最重要的细胞，他们的状况就是我国男人的

最真实情况。以他们为研究对象要比从大学生推论

他们更为直接。本文就是直接以职业男性为研究

对象。出于取样难度的考虑，本研究限定在深圳地

区，深圳地区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作为中国人的代表

性还是比较强的。

对象与方法

一、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来自深圳市的109名男性，年龄在20~52
岁之间，均已参加工作。他们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真

诚作答，数据可靠。其中，未婚的有25人，已婚男人

有84人；脑力劳动者56人，体力劳动者5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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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查工具

（一）艾森克性心理健康量表

性心理健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本文选用《艾

森克性心理健康量表》测量个体的性心理健康水平。

该量表从性宽容度、性满意度、神经症性反应、嗜欲

性、色情性、性羞怯、性拘谨、性厌恶、性兴奋、躯

体性、攻击性11个方面表示个体的心理状况。

（二）工作压力量表

工作压力量表，选用台湾交通大学编制的《工

作压力量表》，共32题，全部项目采用正向计分。

三、调查方法

由研究者将问卷发放至调查对象手中, 并向被调

查者详细说明具体填写要求。当场收回问卷, 对有漏

项的问卷要求进行补填, 不合格问卷废弃, 确保调查结

果的真实、可靠性。

四、统计分析

将原始数据用SPSS13.0 软件包录入并进行分

析。分别采用皮尔逊相关分析等。

结    果

一、深圳职业男性性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艾森克性心理健康量表》从11个方面测试个

体的性心理健康状况，总分无意义，因此需要从11
个因子看性心理健康状况。对11个因子进行描述分

析，见表1。

表1    各因子的均值及标准差

因子 均值 标准差

性宽容度 8.15 2.17
性满意度 7.64 1.87
神经症性反应 4.81 2.67
嗜欲性 5.39 2.39
色情性 4.82 1.94
性羞性 1.89 1.18
性拘谨 2.44 1.19
性厌恶 2.83 1.30
性兴奋 4.26 1.37
躯体性 6.11 1.39
攻击性 1.87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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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该量表仍没有常模，所以无法比较深

圳市职业男性性心理健康状况在群体中的位置。11个
因子的得分情况，可以供以后的研究者参考比较。

二、不同群体职业男性性心理健康状况差异比较

（一）不同年龄职业男性性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将年龄与性心理健康状况的11个因子做相关分

析，全部不显著。

再将20~29岁归为“20岁~年龄组”，30~39岁归

为“30岁~年龄组”，40~52岁归为“40岁~年龄组”

（只有一人在50岁以上，所以直接归为40岁~年龄组

来考虑），再对年龄组和11个因子做相关分析，亦全

部不显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调查只涵盖20~52
岁的男性。不排除60岁左右的男性和其他组是可能有

显著差异的，只是深圳是一个年轻化的城市，在本次

调查的随机取样中，未能涵盖60岁左右的男性，这是

调查的一个缺憾。

可以得出结论，20~52岁之间的不同年龄职业男

性心理健康状况差异不显著。

（二）不同职业男性性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根据个体的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可以将其分

为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将职业类型与11个性心

理健康因子做相关分析发现，职业类型除了与色情性

因子呈显著负相关外，与其他因子均相关不显著。职

业类型（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与色情性因子的

相关为 r = -0.229，P =0.017，即脑力劳动者的色情性

更高，更喜欢看色情作品，或至少对色情的东西有相

当的容忍度。脑力劳动者更常采取一种最直截了当的

和赤裸裸的态度对待色情作品，包括看其他人性活

动，以及目前争论最多的有关色情电影和电视节目。

这与通常的常识一致。

（三）已婚和未婚职业男性性心理健康状况比较

对婚姻状况与性心理健康状况的11个因子做相关

分析，均不显著。可以认为已婚与未婚职业男性性心

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以往，已婚人士和未婚人

士的最大差别是有没有稳定的性伴侣，甚至有没有过

性生活史；但是现在，随着社会的变迁，是否已婚已

经不能作为“是否有稳定的性伴侣”的参照了，婚前

性行为已经非常普遍。已婚和未婚男性的心理健康状

况没有显著差异，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20岁以上的未

婚男性多已有婚前性行为。

三、工作压力与性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分析

对工作压力和性心理健康的11个因子进行相关分

析，见表2。

由表2可知，工作压力和性满意度呈显著负相

关；和神经症性反应、性羞怯、性拘谨、攻击性呈显

著的正相关。

性满意程度表示一个人对其目前性生活满意与

否。高分者表明他们的性生活是相当满意的，低分者

则不甚满意。性生活的满足自然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

件令人向往的事情。由分析结果可以粗略地看到工作

压力越大的人，性的满意度越低。

神经症性反应得分高的人，明显地为他们的性

生活所苦恼，他们自觉很难控制自己的冲动，或难易

恰当表达出来，他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感到

烦恼不安。他们为有关性方面的问题而担忧，为此，

他们的性功能变得更糟。工作压力越大，神经症性反

应的程度越大。

性羞怯表现在：高分者和异性在一起或谈到有

关性的问题时就感到紧张不安和不自然，甚至有时出

现对性的恐惧，在不得已情况下才勉强接受性活动。

工作压力越大，性羞怯的反应程度越高。

性拘谨表现在：高分者即使对温柔委婉的性表

示都畏缩退却，对性生活连想都不愿意想，更不要说

尽情享受。工作压力越大，性拘谨的程度越大。

攻击性性行为表现在：强调性关系中的敌意成

分，即要压倒对方和尽可能地羞辱对方。否认在性关

系中存在上述的想法或情感是无济于事的。有些人比

其他人表现的更为严重，得分高者明显地表现出较多

的敌意和攻击性的冲动。工作压力越大，攻击性性行

为出现的概率越大。

讨    论

性心理是成年人心理结构的重要部分。性心理

健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本文所引用的《艾森克性心

表2    工作压力与性心理健康11个因子的相关系数表

心理健康因子 工作压力

性宽容度 -0.159
性满意度 -0.229*

神经症性反应 0.336**

嗜欲性 0.144
色情性 0.158
性羞怯 0.282**

性拘谨 0.238*

性厌恶 0.134
性兴奋 -0.120
躯体性 0.045
攻击性 0.292**

      *为0.01＜P＜0.05；**为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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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健康量表》有11个因子，分别为：性宽容度、性满

意度、神经症性反应、嗜欲性、色情性、性羞怯、性

拘谨、性厌恶、性兴奋、躯体性、攻击性。在社会上

打拼的人们，工作占据其个人精力的很大部分。工作

压力对性心理健康有怎样的影响，本文进行了探究，

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一、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的职业男性性心

理健康状况无显著差异

本次的调查对象年龄从20~52岁不等，不同年龄

层的男性在性心理健康的11个方面均没有显著差异，

可能表示性心理健康状况是一个不随年龄而变化的课

题，或者20~52岁之间的男性的性接触、性资源等差

异不大。已婚和未婚男性的性满意度、性拘谨、性兴

奋等没有显著差异，可能表示结婚不是改变男性性心

理健康状况的有效渠道。

二、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更喜欢看色情作

品，或对色情的东西有更高的容忍度

脑力劳动者通常有更高的知识水平，有更多的

渠道接触色情作品，也以更开放的态度面对色情表演

等，这与常识一致。

三、工作压力对男性性满意度有负向的影响

工作压力对男性性满意度有负向的影响，达到

了显著水平。即男性的工作压力越大，其性满意度越

低。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

越来越大，这对于中国人的性满意度是个坏消息。这

个结论对于个体有非常大的意义。在婚姻中的夫妻，

应该重视工作压力这个隐形杀手，懂得释放压力，适

当做工作和生活上的减法，引导自己轻松面对工作和

生活，从而获得更好的性满意度。

四、工作压力对男性神经症性反映有正向的影响

工作压力越大，人们的神经症性反应也越明

显。在性方面有神经症性反应的人，明显地为性生活

所苦恼，他们自觉很难控制自己的冲动，或难以恰当

的表达出来；很容易为自己的思想或行为感到烦恼不

安；为有关性方面的问题而担忧，为此，他们的性功

能变得更糟。适当减轻工作压力，生活豁达从容些，

神经症性反应也会降低。人的心理是一个连贯体，压

力是健康的杀手。

五、工作压力对男性性羞怯有正向的影响

工作压力越大的人，其性羞怯的表现也越明

显。性羞怯得分高的人和异性在一起或谈到有关性的

问题时就感到紧张不安或不自然，甚至有时出现对性

的恐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性生活。即工

作压力越大，其性方面的反应越不自然。

六、工作压力对男性性拘谨有正向的影响

工作压力越大的人，其性拘谨的表现越强烈。

性拘谨的人即使对温柔委婉的性都表示畏缩退却，对

性生活连想都不愿意想，更不要说尽情享受。工作压

力的“健康杀手”本性可见一斑。

七、工作压力对男性性攻击性有正向的影响

工作压力越大的人，其性方面的攻击性也越明

显。这可能是因为其内心的压抑感较强烈，所以在性

行为时，比较容易寻求宣泄，容易表现出攻击性的性

行为。在生活压力日益增大的今天，性攻击行为不时

见诸报端。这也是非常有启示的，工作压力应该作为

公众话题来重视，它影响着人们性心理健康的诸多方

面。

总之，工作压力越大，男性性方面的满意度越

低，神经症性反应、性羞怯和性拘谨越明显，攻击性

就越高。所以，要关注男性工作压力，营造更健康的

男性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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