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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次出國發表的海報論文是以健康簡易量表收集國內 74 位社區計程車司機的身心

狀況，進行資料分析，發現約四成的計程車司機有輕度至重度的情緒困擾，其中有

54%自覺有輕度至重度的情緒憂鬱、50%自覺睡眠困難，13%有輕度至嚴重的自殺意

念，顯示計程車司機普遍存在憂鬱情緒及睡眠障礙的問題。 

據資料，近四成的計程車司機每天開車時間約 10 小時，其中至少一半開車時數超過

10 小時，遠超過一般勞動者的體能限制。計程車現代最便捷的交通工具，計程車司機

的健康問題除了影響個人也維繫著民眾的生命安全，而此群勞動者因工作形態特殊不

易定點觀察，故很少被注意，基於健康促進的概念，引發筆者想要探討的動機，試著

以此族群做為研究的對象，期待能將結果提供相關單位參考，謀求改善對策。 

 

目的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台灣計程車司機的情緒狀態及睡眠品質狀況，及與上述問題

相關的因素，期能瞭解影響計程車司機情緒及睡眠的相關因素並提出改善的建議。此

次的發表就是交流調查結果，藉由國際海報展發表有關計程車司機的身心狀況，讓計

程車司機能覺察個人健康問題並能建立正向的健康促進行為，如減少菸酒檳榔及提神

物質的使用，讓衛生單位及車行本身也能重視司機們的健康問題，主動提供減壓的相

關訊息，結合社區或衛生單位定期舉辦舒壓活動，協助規劃相關的心理健康促進計

劃，建立社會網絡提供情緒支持，於政策面方面宜建立完善的作業工時規範，以達足

夠休息改善憂鬱情緒及睡眠品質，促進計程車司機身心健康。 

 

過程： 

   筆者於工作之餘於學校在職進修，學習過程與學校教授討論，於課堂中聚焦行成主

題，尋求多方管道積極接觸計程車司機職場主管，使其了解員工健康的重要性，接受

員工健康調查的計畫。 

    配合學校實習與台灣大車隊聯繫說明進行研究的目的，取得正式同意的回應，前

往台灣大車隊桃園分公司實習，進行問卷調查及觀察，於收集資料過程了解計程車司

機的工作型態及影響情緒及睡眠品質的相關問題，傾聽工作點滴及生活型態及對於健

康維護的信念，尋找影響其身心健康的脈絡，將資料分析投稿，獲得通過發表，對於

個人來說頗大的鼓勵，也激勵自己將朝此主題繼續努力。這次在香港參展也看到不同

的健康照護及創新研究專題，口頭報告的內容精采，見證了護理專業的蓬勃發展，在

醫院的老人照護也有頗為專業的照護模式，是一次非常好的交流學習。 

 
心得與建議： 

   憂鬱情緒會影響睡眠的品質，睡眠品質的好壞所影響的層面廣泛，如使人精神不

好、疲勞、注意力不集中、反應變慢，影響工作效率甚至造成車禍意外正常的睡眠是

維持健康及情緒的重要因素，每日睡眠時間少於 6小時或是睡眠時數足夠但醒來仍覺

得疲備不堪，即代表睡眠品質不佳，慢性疾病的發生風險也較高。睡眠品質不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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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喝酒、抽菸、嚼檳榔、憂鬱狀態及慢性病的發生風險都比睡眠正常者來的較高。 

以此概念去推想目前的社會工作型態有許多的勞動者都是非正常班的工作型態，超長

工時也很普遍，其健康問題應受到重視及改善，因長期工作疲勞及體能負荷造成的健

康受損及職業危害將造成醫療成本的耗損，也嚴重衝擊個人的生活品質， 

透過這次的學習及發表，了解到情緒困擾及睡眠障礙是計程車司機常見健康問

題，願後續的研究能著重於計程車司機的健康促進，建構身心關懷計劃，從社會網絡

提供情緒支持，推廣早期預防概念，避免慢性病及職業傷害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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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會議行程表 

 
 

邀請函 

張倩倫老師： 

香港護理學院定於2015年12月3日至6日在香港康得思酒店(前香港旺角朗豪酒店) 舉

行“2015年兩岸四地護理高峰論壇暨學術研討會”。 

是次會議採納國際護士協會2015主題：「世界公民，全球護理」。學院希望透過會

議讓同業對世界各地的衛生發展加深瞭解、拓展視野及提升護理服務質素，同時讓

各同業藉此機會分享交流護理經驗和心得。 

護理高峰論壇詳情如下： 

日期：2015年12月3日抵港 

2015年12月4日全日論壇(需於早上08:00 報到) 

2015年12月5日上午參觀醫院/ 學院/ 社區中心 

(約08:00-13:00於香港康得思酒店集散， 

來往參觀場地交通由大會安排) 

2015年12月6日撤離 

論壇地點：香港康得思酒店 

香港九龍旺角上海街555號 

香港護理學院 

會長顧慧賢謹啟 

2015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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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海報摘要 

 

計程車司機憂鬱情緒及睡眠品質現況探討 

張倩倫 1  台灣衛生福利部桃園療養院護理長、台灣長庚科技大學健康照護研究所碩士生 

張煜敏 2 台灣長庚科技大學健康照護研究所碩士生 

 

【緒論】 

本研究於探討計程車司機的人口屬性、憂鬱情緒及睡眠品質狀況。有 54%自覺有情緒

憂鬱、50%自覺睡眠困難，13%有輕度至嚴重的自殺意念，顯示研究對象普遍存在憂

鬱情緒及睡眠障礙的困擾。 

【文獻回顧】 

2015年臺灣計程車數共 87,660部，司機平均 54歲，每週營業 6.6天，每日工作

平均 10-12小時。常使用菸、酒、檳榔等提神物質緩解疲勞，然此類物質又會紊亂正

常的睡眠，睡眠品質為憂鬱情緒及慢性病的重要預測因子。 

26.1%計程車司機經常感到憂鬱、27.9%經常感到焦慮、15.9%有自殺念頭。因單

獨作業特性，缺乏穩定人際互動，易產生憂鬱而影響睡眠。正常睡眠是維持健康的重

要因素，每日睡眠低於 6小時或是睡眠時數足夠但仍覺得疲憊，即代表睡眠品質不佳

(李虹瑩，2010）。 

【研究方法】 

以 74位計程車司機為對象，採李明濱(2003)發展之簡式健康量表(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 BSRS)為工具。以 SPSS統計軟體 18.0版本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 

 研究對象平均 50歲，已婚及男性居多。平均薪資 2至 4萬，執業年資 12.36

年，每日開車時數 10.47小時。44.6%每日睡眠不足 7小時，1.4%經常失眠。14.9%為

輕度情緒困擾，10.8%為中度情緒困擾，1.4%為重度情緒困擾。其中以自覺「覺得容

易苦惱或動怒」、「感覺憂鬱、心情低落」及「睡眠困難」最多。針對研究對象的情緒

困擾部份，進行卡方分析後發現，情緒困擾與否與高血壓病史（x2=9.489, p=.050）、吸

菸行為（x2=20.029, p=.010）、胸悶（x2=23.152, p<.001）及胃痛（x2=10.885, p=.028）

有顯著相關，研究結果與文獻雷同，其憂鬱情緒、睡眠品質與身體疾病間具有密切關

聯性。 

【結論】 

計程車司機超長工時嚴重，體能過荷引起憂鬱情緒及睡眠障礙普遍，健康狀況需

積極管理。 

【建議】 

提供計程車司機健康行為知識，舉辦舒壓活動，建構身心關懷計劃，落實勞動基

準法規範，實施健康管理，避免慢性病及職業傷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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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計程車司機、憂鬱情緒、睡眠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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