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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了解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民的心理健康水平，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随机抽取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牧民276人为被试，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显

著低于常模水平，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民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不显著，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牧民的心理健康的年龄差异不显著，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民的婚姻差异不显著，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牧民的受教育程度差异不显著，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民的收入水平差异不显著，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牧民的畜牧劳动时间差异不显著。结论：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容

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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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herdsmen in Xilingol League, Inner Mongolia Au-
tonomous Region, 276 herdsmen in Xilingol League, Inner Mongolia were randomly selected by the 
Symptom Checklist (SCL-90)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
omous Region Xilingol League herdsmen’s mental health level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normal 
level,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Xilingol League herdsmen mental health gender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Xilingol League herdsmen’s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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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Inner Mongolia Xilingol League herdsmen marriage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of Inner Mongolia Xilingol League herdsmen 
education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Xilingol League herds-
men income level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Inner Mongolia Xilingol league herdsmen animal hus-
bandry labor time difference is not significant.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level of herdsmen in 
Xilingol League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s not optim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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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的《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

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提到要做好 2024 年及今后一个时期“三农三牧”工作，要坚持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的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

紧紧围绕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目标，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力引领，以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为底线，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

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牧民增收举措，加快推动内蒙古由农畜产品产量大

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确保农牧业生产连丰连稳、农村牧区和谐稳定，持续提升农牧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久久为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本研究旨在通过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进行系统地调查和分析，全面了解锡林郭勒盟牧民的心理健

康状况。对农牧民心理健康水平的现状进行研究，为新农村、新牧区的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期望通过科

学的评估，了解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识别主要的心理问题和风险因素，并探讨可能的干预和改善策略。 

2. 锡林郭勒盟牧民 

2.1. 锡林郭勒盟牧民的定义 

牧民，是指那些以放牧牲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他们通常居住在草原、山区等广阔的自然环境中，

以放牧牛、羊、马等牲畜为生。牧民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他们需要根据气候、

地形、季节等因素灵活调整放牧策略，以确保牲畜的健康和生长。 
牧民们通常具备丰富的畜牧经验和技能，能够很好地照顾牲畜，同时也具备较高的野外生存能力和

环保意识。作为特定地区的特殊职业群体，牧民对于保护当地的生态平衡和传承民族文化也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同时，牧民们也是当地文化的重要传承者，他们的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和信仰体系等都对当地

的文化特色有着深刻的影响。总之，牧民是一个与自然环境和文化传承紧密相连的职业群体，他们为当

地的畜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2. 锡林郭勒盟牧民心理健康的研究现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但是在边远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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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由于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其心理健康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关于牧民的

心理健康水平的调查研究比较少，在知网搜索出总体数量偏少。但是对牧民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状况及草

原政策的研究逐渐增多，可以通过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等影响因素来研究牧民的心理健康状况、牧民的

心理适应能力和幸福感与牧民的心理健康状况是息息相关的。比如，通过研究牧民的传统生计方式正在

或即将变迁的游牧民心理适应能力，(刘生琰，2013)认为牧民由牧区搬迁到定居点以后，一方面他们受到

城镇文化的辐射，另一方面又本身成长于牧区，拥有牧区的文化。这两种文化在定居点的牧民身上交汇、

融合，他们的文化往往表现出了双重性的特征，有些文化的冲突便导致了牧民的心理失衡，使文化变迁

中心理适应问题更加复杂。 
从牧民的生活条件来说，主要参考(吴群，张艾力，2014)的牧区贫困牧民的心理因素分析。吴群和张

艾力认为牧区发展呈现出了缓慢发展的态势，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整体贫困化趋势。究其原因，面对社

会转型，受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的牧民产生心理失衡及其带来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 
(袁力，2009)发现农民和牧民的幸福感水平有差异。在幸福感总分及各维度上，农民得分均高于牧民

得分。袁力认为，一是我国现行的农业政策上不适宜畜牧业，因此客观地制约了畜牧业的发展，影响了

牧民的增收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不同的生产方式促使农民、牧民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特征和价值取向，

农民认为草地就是荒地，可以开垦种田，而牧民认为草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是上天赐予他们的幸

福，由于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对冲，使得牧民们感觉无所适从，产生了较多的消极情感，正性情感逐

渐减少，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水平。三是由于过度地开垦和放牧，致使草原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一

向乐观、豁达、包容的牧民们感觉到了生存的压力，他们在身体状况、生活水平、子女教育等方面感觉

不如从前。幸福感会受到消极情感和真实的健康状况的影响，通过了解牧民的幸福感，深入研究对牧民

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因素，从而改善牧民的心理健康状况，提升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也能够推动牧区

心理健康服务的普及和发展，为牧区的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次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来对锡林郭勒盟牧民心理健康现状进行调查以及对其影响因

素进行系统分析，(刘媛媛，2018)为全面了解居民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促进居民身心健康以及为我

国居民心理健康相关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 276 名锡林郭勒盟地区的牧民作为被试。 

3.2. 研究工具 

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其作者是德若伽提斯(L. R. Derogatis)于 1975 年编制。该量表共

有 90 个项目，共 10 个因子，即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

精神病性和其他。从感觉、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反应心理健康

情况。中国版 SCL-90 同质信度为 0.97，各分量表的同质信度在 0.69 以上，重测信度大于 0.7，内容效应

和结构效应也较好。 

3.3. 研究过程 

随机选择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某地区，入户进行问卷调查，以家庭为单位，面对面发问卷。本

次调研共采用 3 种发放方式。第一，将症状自评量表 SCL-90 通过问卷星软件编制生成链接和二维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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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微信等社交软件进行发放；第二，走访附近村庄，对不识字的群体，主试一对一口述问题，根据对

方回答帮助对方在手机上选择答案，填写问卷；发放问卷前向被试说明问卷用处，打消被试顾虑，并向

被试解释指导语，引导被试规范作答。最后将收回的问卷进行数据分析。(金华等，1986)提到按全国常模

结果，SCL-90 测试总分超过 160 分，或阳性项目数超过 43 项，或任一因子分超过 2 分，可考虑筛选为

阳性。抽取 305 名锡林郭勒盟地区的牧民作为被试，最终收集到的可用问卷有 276 份，问卷回收率为

90.5%。 

4. 研究结果 

4.1. 锡林郭勒盟牧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全国常模对比 

为了检验锡林郭勒盟牧民心理健康与全国常模的差异，通过均值进行单样本 t 检验分析结果如表 1。 
由表 1 可知，除了人际关系敏感因子，锡林郭勒盟牧民在 SCL-90 各个因子均分都高于全国常模

(ps < 0.01)。人际关系敏感因子的得分与全国常模没有显著性差异。 
 
Table 1. Comparison of mental health levels of herders in Xilingol League with the national norm (M ± SD) 
表 1. 锡林郭勒盟牧民心理健康水平与全国常模比较(M ± SD) 

 锡林郭勒盟牧民 常模 t p 

躯体化 2.35 ± 0.99 1.37 ± 0.48 8.31 0.00 

强迫 2.36 ± 0.99 1.62 ± 0.58 2.72 0.00 

人际 2.35 ± 1.01 1.65 ± 0.61 1.43 0.15 

抑郁 2.36 ± 0.99 1.50 ± 0.59 4.56 0.00 

焦虑 2.36 ± 1.02 1.39 ± 0.43 8.85 0.00 

敌对 2.35 ± 0.99 1.48 ± 0.55 5.34 0.00 

恐怖 2.35 ± 1.00 1.23 ± 0.41 11.71 0.00 

偏执 2.34 ± 1.04 1.43 ± 0.57 5.51 0.00 

精神 2.34 ± 1.03 1.29 ± 0.42 10.11 0.00 

总体 2.35 ± 0.97 1.44 ± 0.43 8.24 0.00 

4.2. 锡林郭勒盟牧民心理健康的人口学变量差异检验 

锡林郭勒盟牧民心理健康水平在性别、年龄、婚姻状态、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劳动时间上的检

验不显著。 

4.3. 讨论 

4.3.1. 锡林郭勒盟牧民心理健康数据分析 
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十个因子的均值比较高，均大于 2。十个因子平均值均大于常模，总分阳性数据

116 份，占比 42.0%，说明锡林郭勒盟牧民心理健康水平不甚理想。 
躯体化阳性数据比例较高可能是因为牧民的劳动工作比较重，且年龄增加带来的身体机能退化使其

躯体化严重。强迫症状数据比例高可能是因为放牧、照顾牲畜等日常劳动往往具有重复性和单调性，这

可能导致牧民产生强迫性的思考或行为。此外，由于生活环境的限制，牧民可能缺乏多样化的娱乐活动，

这也可能增加强迫症状的倾向。人际关系敏感的数据高可能是牧区通常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牧民之间

可能存在一定的距离感，且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支持相对有限，这可能导致牧民在人际交往中缺乏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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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容易在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和敏感。抑郁，焦虑和其他因子的数据高可能使牧民常常面临艰苦的

工作环境，如恶劣的气候条件、长时间的户外劳作以及资源短缺等挑战，这些环境因素不仅对身体造成

负担，还可能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牧区的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经济来源不稳定，生活负担

较重，这些压力可能导致牧民感到焦虑和抑郁。因为敌对因子阳性率高极可能与牧民后从事的工作压力大、

人际不敏感有关。恐怖数据高可能因为由于牧区通常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牧民可能缺乏及时有效的社

会支持和援助。在面对突发事件或紧急情况时，他们可能感到无助和害怕，从而导致恐怖分数的上升。

而精神因子呈阳性则提醒我们，锡林郭勒盟牧民的心理健康情况不容乐观。 
综上所述，牧民十个因子的数据较高的原因可能涉及地域文化差异、工作生活环境独特性、社会支

持和资源匮乏以及心理压力和情绪状态等多个方面，为了改善牧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低的问题，需要从多

个角度入手，包括加强文化教育、提供社会支持和资源、改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关注牧民的心理健康

等方面。 

4.3.2. 锡林郭勒盟牧民心理健康相关因素特点分析 
数据显示牧民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全国正常人的平均水平。牧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总结有性

别、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婚姻状态、年龄、畜牧劳动时间等因素。 
从性别因素来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牧民，他们都生活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中，面临着相似的挑战

和压力，如气候变化、自然灾害、资源匮乏等。这些共同的生活环境和挑战可能使得他们在心理层面具

有相似的适应能力和应对策略，从而呈现出相似的心理健康水平。其次，社会文化和性别角色的变化也

会对男女牧民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多元化，牧区的性别角色观念可能逐渐发

生变化，男女在牧业生产、家庭决策等方面的角色可能更加平等。这种变化有助于减少性别歧视和刻板

印象，使男女牧民在心理健康方面享有更平等的待遇和机会。 
从受教育水平来说，牧民文化程度越低，牧民心理健康问题越严重，这与(黄炳花，2010)等人的重

庆市居民的研究结果一致。且各因子的平均值均大于 2，说明牧民的心理健康问题不甚理想。(张知光

等，2012)等认为文化层次较低的居民，缺乏心理健康知识，对心理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偏低，面对困难、

挫折等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有关。此外，文化层次较低的居民，拥有较低的社会支持，享受的社会资源

及福利较少，从而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且容易产生心理失衡等问题。并且目前的教育体系可能未能充

分考虑牧民的实际需求和生活环境，导致教育内容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需求不相关。在一些地区，

教育资源可能相对匮乏，牧民难以接受到高质量的教育，这也会影响他们受教育程度与心理健康之间的

关系。 
在收入水平上，与(郑红涛，张相乐，2015)提出的结果一致，收入越高，心理健康水平就越高。说明

牧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可能受到其经济收入的影响。(Chang, 2022)等提到牧户的生计资本受到牧民的教育、

年龄、社会交往、牲畜数量、收入和补贴等因素的影响。且牧民的经济收入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天气、市场价格、政策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牧民对未来的担忧和焦虑，增加心理压力。(樊永

升等，2018)认为如果收入水平波动较大或整体偏低，可能会导致牧民面临经济困难和压力，这可能对他

们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经济环境的稳定性也对牧民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如果经济环境不稳定，

如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或自然灾害导致的畜牧业损失，可能会增加牧民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对心理健

康产生不利影响。 
从劳动时间上看，首先，牧民的生活方式与劳动特点具有独特性。他们的劳动往往与自然环境、畜

牧业的季节性变化以及家庭生活的需求紧密相关。(吴群，张艾力，2014)提到的“逐水草而徙”这种劳

动方式使得他们的工作时间较为灵活，不完全受固定劳动时间的限制。因此，劳动时间的长短对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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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其次，牧民通常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韧性。他们长期生活在多变且资源有

限的自然环境中，培养了应对挑战和压力的能力。这种能力使得他们在面对劳动时间的变化时能够保

持相对稳定的心态，减少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但是牧民的日常工作往往涉及长时间的户外劳动，

如放牧、挤奶、照顾牲畜等。这种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不仅可能导致身体上的疲劳，还可能引发心理上

的压力和焦虑。长期下来，这种持续的身心负担可能对牧民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由于畜牧业劳动

的特殊性，牧民可能需要在不同季节和天气条件下进行工作，这可能导致他们的工作节奏与家庭生活产

生冲突。 
在年龄上，(孙配贞，黄明喜，2008)提到青年农民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重视。青年牧民的心理健康水

平大于青年农民，说明青年牧民的心理健康问题不甚理想。可能是年轻一代的牧民，往往面临着更高的

期望值和压力。他们可能希望在保留传统牧业的同时，引入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方法，以提高生产效率和

竞争力。然而，这种转型过程并非易事，可能遭遇资金、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的挑战，从而给他们带来心

理压力和焦虑。而(袁力，2009)认为老年牧民在年龄增长的过程中，随着自身心理机能的衰退和社会角色

的转变，他们会感受到更多的消极情绪，如孤独感、寂寞感、失落感，随之而来的还有身体状况的下降，

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也开始显现。并且老年牧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不如老年农民，刘国权，孙崇勇(2008a, 
2008b)认为农村生活水平低、营养不良，看病难等因素，使一些老年农民感到头痛、胸闷、腰酸、恶心等

身体不适这会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林萍等，2022)发现经济条件较差的老年人焦虑，抑郁情绪更甚。

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下降。 
锡林郭勒盟牧民的心理健康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涵盖了社会环境、经济条件、自然环境、

文化习俗以及个人因素等多个方面。 
社会环境方面，锡林郭勒盟作为一个以牧业为主导的地区，牧民的生活节奏往往受到牧业生产周期、

市场需求和政策调整的影响。比如(智荣等，2022)等提到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这个政策意味着禁

牧、休牧会直接降低牧民的收入水平，牧民的禁牧、休牧意愿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度与生态的恢复程

度，而生态补偿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牧民的收入水平及牧民的禁牧、休牧意愿这些外部因素可能导致

牧民面临经济压力、社会竞争和就业不确定性，进而对其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巩芳，韩青，2019)提到经济条件对牧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畜牧业作为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其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可能导致牧民产生焦虑、担忧和失落等情绪。目前畜牧业发展面临着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传统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已难以为继。特别是今年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加之旱灾、雪灾影响，草原退化、

沙化速度加快，牲畜饲养成本逐年增高，(樊永升等，2018)等认为在成本“底板”抬高与效益“顶板”下压

双重作用下，牧民收入增长普遍放缓。在此背景下，收入水平的稳定性和增长性也会影响牧民的心理状态。 
自然环境方面，锡林郭勒盟地处草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变化如气候变化、草场退化等可能对牧民的

生活和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例如，自然灾害可能导致牲畜死亡、草场减少，从而影响牧民的经济收

入和生活水平，进而影响其心理健康。 
文化习俗也是影响牧民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刘生琰，2013)认为传统的游牧文化和习俗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牧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活动，从而影响其心理发展和适应能力。个人因素如年龄、性别、

教育背景、性格特点等也会对牧民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例如，年轻牧民可能面临更多的就业压力和适

应挑战，而老年牧民则可能面临孤独和失落等问题。 
综上所述，锡林郭勒盟牧民的心理健康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为了维护和提高牧民的心理健康

水平，需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和策略。 

4.3.3. 结论 
锡林郭勒盟牧民 SCL-90 各个因子均分都高于全国常模，其心理健康状况不甚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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