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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背景 

葵涌醫院、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及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醫、社、

福」攜手合作，一向關注葵青區身心健康服務的發展。為了進一步推動區內居民

關注身心健康，我們已於 2016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進行葵青區居民身心健康調

查，以了解居民的身心狀況，有助我們提供更多配合居民需要的服務。同時於

2016 年 8 月舉行發佈會，公布調查結果，讓居民對身心健康有更多的關注。  

 

II) 取樣方法及模式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及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的訪問員，在 2016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分別在青衣區及葵涌區居民主要聚集地點，用問卷以街頭訪問的

形式，，收集區內居民對自己身心健康狀況的主觀感覺。是次調查並沒有採用嚴

謹的隨機抽樣，主要由訪問員邀請，居民自願作答，並且問卷只訪問居於葵涌及

青衣區居民，不包括其中的流動人口，所以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區內居民的身心健

康狀況。 

 

III) 調查結果 

1) 對象分佈 

居住區域 

  人數 百分比 

葵涌 716 62.3 

青衣 434 37.7 

總計 1150 100.0 

 

 

716
62.3%

434
37.7%

居住區域

葵涌

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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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訪者背景資料 

i) 性別 

受訪對象性別相約，女性受訪者稍多(佔 56.4%) 

495

(43.3%)

649
(56.4%)

男 女

性別

n = 1144 

ii) 年齡 

受訪對象年齡組群以 15-24 及 65 歲或以上居多。 

374

(32.7%)

126

(11.0%) 97
(8.4%)

122

(10.6%)

139

(12.1%)

284

(24.7%)

15-24歲 25-34歲 2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或以上

年齡

n=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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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教育程度 

受訪者以中學程度居多 

320

27.8%)

571

(49.7%)

107

(9.3%)

120
(10.4%)

小學或以下 中學 專上 大學或以上

教育程度

n = 1118 

iv) 職業狀況 

受訪者以學生居多 

215

(19.0%)

97

(8.6%)

165

(14.6%)

287

(25.4%)

334

(29.6%)

31

(2.7%)

全職 兼職 家庭主婦 退休人士 學生 待業

職業狀況

 

n=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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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婚姻狀況 

受訪者以單身及已婚/同居人士為主 

525
(46.5%)

514
(44.7%)

27
(2.3%)

64

(5.6%)

單身 已婚/同居 離婚/分居 喪偶

婚姻狀況

n=1130 

3) 身心健康指數(WHO5) 分析 

是次調查中，其中一個用來測度身心健康狀況的是世界衛生組織的五項身心健康

指標(WHO-FIVE)，這是一個生活質量的調查問卷，評估受訪者對自己生活情況

的主觀看法，比較著重於精神上的感受。當中主要詢問受訪者在過去兩星期裡對

五項身心狀況的主觀感受，以最接近的感覺狀態為準，數字越大表明受訪者的身

心越健康。問題詳見如下： 

 

 

過去兩星期裡： 

所
有
時
間 

大
部
分
時
間 

超
過
一
半
時
間 

少
於
一
半 

時
間 

有
時
候 

從
未
有
過 

1. 我感到快樂、心情舒暢 5 4 3 2 1 0 

2. 我感覺寧靜和放鬆 5 4 3 2 1 0 

3. 我感覺充滿活力、精力充沛 5 4 3 2 1 0 

4. 我睡醒時感到清新、得到了足夠休息 5 4 3 2 1 0 

5. 我每天生活充滿了有趣的事情 5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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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過去兩星期裡，我感到快樂、心情舒暢

 

人數 百分比

從未有過 16 1.4

有時候 61 5.3

少於一半時間 136 11.8

超過一半時間 319 27.7

大部份時間 502 43.7

所有時間 116 10.1

Total 1150 100

1.4%
5.3%

11.8%

27.7%

43.7%

10.1%

  

最多受訪者回應「大部份時間」感到快樂、心情舒暢(43.7%)，而感到少於一半

時間及更少的，合共佔 18.5%，對比其他四條題目，由從未有過到少於一半時間

合共的百分比屬較少的一條。 

  

ii) 過去兩星期裡，我感覺寧靜和放鬆 

 

人數 百分比

從未有過 23 2

有時候 69 6

少於一半時間 180 15.7

超過一半時間 339 29.5

大部份時間 431 37.5

所有時間 106 9.2

Total 1148 100

missing = 2

2%
6%

15.7%

29.5%

37.5%

9.2%

 

佔大多數的受訪者選擇「大部份時間」感到寧靜和放鬆(37.5%)，而低位的百分

比(即少於一半及以下)，合共有 23.7%，五條題目中屬第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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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過去兩星期裡，我感覺充滿活力、精力充沛 

人數 百分比

從未有過 14 1.2

有時候 89 7.8

少於一半時間 214 18.8

超過一半時間 364 31.9

大部份時間 344 30.1

所有時間 116 10.2

Total 1141 100

missing = 9

1.2%

7.8%

18.8%

31.9%
30.1%

10.2%

 

大部份選擇「超過一半時間」感到充滿活力及精力充沛，並且屬於低位的百分比

(即少於一半及以下)，共 27.8%，五條題目中屬第二高！ 

 iv) 過去兩星期裡，我睡醒時感到清新、得到了足夠休息

人數 百分比

從未有過 36 3.1

有時候 105 9.2

少於一半時

間
222 19.4

超過一半時
間

326 28.5

大部份時間 352 30.8

所有時間 103 9

Total 1144 100

missing = 6

3.1%

9.2%

19.4%

28.5%
30.8%

9%

 

雖大多數受訪者感到「大部份時間」得到充足休息，可是共有 31.7%受訪者感

到自己「少於一半時間」或更少的時間得到足夠休息，是五條中低位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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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我每天生活充滿了有趣的事情 

人數 百分比

從未有過 38 3.3

有時候 121 10.6

少於一半時間 203 17.7

超過一半時間 362 31.6

大部份時間 328 28.6

所有時間 94 8.2

Total 1146 100

missing = 4

3.3%

10.6%

17.7%

31.6%
28.6%

8.2%

 

對於自己是否感到＂我每天生活充滿了有趣的事情＂這一題，受訪者多數選擇

「超過一半時間」，可是也不少受訪者感到「少於一半時間」及更少時間感到生

活有趣(31.6%)，五條題目中屬第二高。 

                                                                                                                                                                                                                                                                                  

小結 

縱觀五條題目，均是對身心健康狀況的正面描述，若少於一半時間感到，便需留

意，而當中以「沒有足夠休息」及「少感到生活有趣」情況最值得注意。而感到

心情舒暢及快樂則是較理想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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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身心健康指數(WHO FIVE) 整體表現 

 

 

人數 百分比 

WHO 5(13 以下) 

值得關注精神健康 
271 23.9 

WHO 5(13 分或以上) 

生活質素相對理想 
865 76.1 

總計 1136 100.0 

Missing = 14 
  

271

24%

865

76%

WHO FIVE 整體表現

值得關注精神健康 WHO FIVE 52分以上

 

n=1136 

 

WHO FIVE 是一個世界衛生組織的五項身心健康指標，反映受訪者對自己生活狀

況的主觀看法。問卷包含五條題目，初始分數為五條題目數值之總和，因此範圍

由 0 至 25。0 代表可能最差的生活質量，25 代表可能最好的生活質量，而分數

若總和少於 13 分，則受訪者的身心健康值得關注。是次調查中，發現葵青區居

民有 24%精神健康值得關注。 

 

身心健康指數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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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精神緊張影響生活範圍 分析 

第６題問題：＂請問過去兩星期，你有否試過因為精神緊張或情緒問題而影

響生活？如有，以下哪方面曾受影響？（可選多項）＂，共有 4 個生活範圍

選擇及表示沒有任何範圍受影響，合共 5 個選項。分佈如下：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工作／學業 363 31.6 

日常生活 194 16.9 

社交生活 143 12.4 

家庭關係 178 15.5 

沒有 151 13.1 

n=1150 

 

363

31.6%

194

16.9% 143

12.4%

178

15.5% 151

13.1%

工作／學業 日常生活 社交生活 家庭關係 沒有

受精神緊張影響生活範圍

 

 

518 (45.0%)

445 (38.7%)

141 (12.3%)

33 (2.9%)

13 (1.1%)

沒有選任何一項

選1項

選2項

選3項

選4項

受影響生活範圍數目

 

受訪者中，最多表示在工作/學業方面受影響，而多數人表示 1 項或沒有任何一

項生活範圍受影響，情況不算太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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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令精神緊張原因分析 

第７題問題：＂現時有什麼原因令你精神緊張或有情緒問題？＂共有 13 個選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學業問題 304 26.4 

自己健康問題 240 20.9 

工作壓力 215 18.7 

與家人關係 187 16.3 

財政問題 118 16.3 

朋輩關係 96 8.1 

居住環境問題 84 7.3 

教養子女問題 82 7.1 

親友健康問題 81 7.0 

感情關係 58 5.0 

與同事的關係 33 2.9 

其他 31 2.7 

電子遊戲／網上社交關係 27 2.3 

  n=1150 

 

27 (2.3%)

31 (2.7%)

33 (2.9%)

58 (5.0%)

81 (7.0%)

82 (7.1%)

84 (7.3%)

96 (8.1%)

118 (16.3%)

187 (16.3%)

215 (18.7%)

240 (20.9%)

304 (26.4%)

電子遊戲／網上社交關係

其他

與同事的關係

感情關係

親友健康問題

教養子女問題

居住環境問題

朋輩關係

財政問題

與家人關係

工作壓力

自己健康問題

學業問題

令精神緊張原因

令精神緊張原因

 

 n=1150 

 



12 
 

 

選擇令精神緊張原因數目 

 

令受訪者感到精神緊張的原因中，頭三項最多受訪者選擇的是：1) 學業問題；

2) 自己健康問題；3) 工作壓力，結果與受影響生活範圍一致。而受訪者平均選

出 1.41 項緊張的原因，最多受訪者只選 1 項緊張原因。這可理解為少於半數人

同時受到 2 項或以上的原因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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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可以舒緩壓力的方法分析 

 第 8 題問題：＂如果感到有壓力，你會如何舒緩自己的情緒？＂共有 17 個

選項，分析如下：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聽歌／唱歌／繪畫／閱讀 397 34.5 

看電視／電影／聽收音機 395 34.3 

做運動／散步／瑜伽 395 34.3 

睡覺 245 21.3 

與朋友傾訴 223 19.4 

上互聯網  179 15.6 

吃喝 169 14.7 

行街／購物 168 14.6 

玩電子遊戲 141 12.3 

與家人傾訴 141 12.3 

信仰活動（例如祈禱、念經） 104 9.0 

不理會 104 9.0 

去旅行 90 7.8 

喝酒 47 4.1 

其他 45 3.9 

尋求專業人士／社區支援 44 3.8 

吸煙 27 2.3 



14 
 

27 (2.3%)

44 (3.8%)

45 (3.9%)

47 (4.1%)

90 (7.8%)

104 (9.0%)

104 (9.0%)

141(12.3%)

141(12.3%)

168(14.6%)

169(14.7%)

179(15.6%)

223(19.4%)

245(21.3%)

395(34.3%)

395(34.3%)

397 (34.5%)

吸煙

尋求專業人士／社區支援

其他

喝酒

去旅行

信仰活動（例如祈禱、念經）

不理會

玩電子遊戲

與家人傾訴

行街／購物

吃喝

上互聯網

與朋友傾訴

睡覺

看電視／電影／聽收音機

做運動／散步／瑜伽

聽歌／唱歌／繪畫／閱讀

 

97

287

326

197

115

41

50

10

16

4

3

1

1

1

1

沒有選任何一項

選1項

選2項

選3項

選4項

選5項

選6項

選7項

選8項

選9項

選10項

選11項

選12項

選13項

選15項

可舒緩壓力的方法數目

 

舒緩壓力，頭三項最多受訪者選擇的舒緩方法為：1) 聽歌/唱歌/閱讀/繪畫；2) 運

動/散步/瑜伽；3) 看電視/電影/聽收音機。而多數受訪者都可指出兩個舒壓方法，

而平均數為 2.4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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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困難時可支持自己的人分析 

第 9 題問題：＂在過去兩星期裡，如遇到困難時，你會找哪些人支持(撐)你？＂

主要有 5 個選項，而在家人方面，我們會再深入了解是哪一類家人，其分佈如下：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1)家人 626 54.5 

  伴侶 243 21.1 

  家中長者 100 8.7 

  兄弟姐妹 190 16.5 

  子女 141 12.3 

2)工作伙伴 50 4.3 

3)朋友 599 52.1 

4)同學 174 15.1 

5)師長 62 5.4 

6)其他 71 6.2 

71 (6.2%)

62 (5.4%)

174 (15.1%)

599 (52.1%)

50 (4.3%)

141 (12.3%)

190 (16.5%)

100 (8.7%)

243(21.1%)

626(54.5%)

其他

師長

同學

朋友

工作伙伴

子女

兄弟姐妹

家中長者

伴侶

家人

受訪者支持系統

 

受訪者中以家人為主要支持系統(54.5%)，當中最多人選擇從伴侶中得到支持多，

其次是朋友(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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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8.9%)

614 (53.4%)

312 (27.1%)

100 (8.7%)

18 (1.6%)

4 (0.3%)

沒有選擇任何一項

選擇1個

選擇2個

選擇3個

選擇4個

選擇5個

受訪者感到支持自己的人

 

多數人只選一項(53.4%)，但值得留意是有 102 人(8.9%)未有表示沒有感到任何

人支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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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正向心理特質分析 

你認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擁有以下的特質?共有六個選項，分佈如下：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正向思維 663 42.3 

全心投入 404 35.1 

正向人際關係 566 49.2 

意義 363 31.6 

成就 299 26.0 

其他 11 1.0 

   

11 (1.0%)

299 (26.0%)

363 (31.6%)

404 (35.1%)

566 (49.2%)

663(57.7%)

其他

成就

意義

全心投入

正向人際關係

正向思維

正向心理質素

最多受訪者認同自己擁有正向思維的心理質素，我們在問卷中對正向思維的闡述

是：樂觀和正面思想。 

 



18 
 

30 (2.6%)

539 (46.9%)

251 (21.8%)

153 (13.3%)

80 (7.0%)

96 (8.3%)

1 (0.1%)

選擇0個

選擇1個

選擇2個

選擇3個

選擇4個

選擇5個

選擇6個

受訪者感到自己擁有正向心理質素數目

 

最多受訪者選擇自己擁有一個正向心理質素，平均值是 2.01，值得留意是有 30

個受訪者(2.6%)沒有表示自己擁有任何正向心理質素。 

 

9) 身心健康指數與其他變項(variable)分析 

 i) WHO 5 與 受精神緊張影響生活範圍 

 

16.19 16.16 15.96 16.12
14.57

13.34 13.72 13.3

工作/學業 日常生活 社交生活 家庭關係

受精神緊張影響生活範圍

沒表達受影響的

WHO 5 分數

表達受影響的

WHO 5 分數

 

在四個生活範疇上表達有受精神緊張影響的受訪者，他們的身心健康指數均低於

沒表達受影響的受訪者，這個差異達到顯著水平(sig. < .01)。而清晰表達沒有任

何一個生活範圍受影響的受訪者，他們的身心健康指數更平均達(WHO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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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遠高於沒有選此項的人(WHO 5 = 15.47)，差異達顯著水平(F = 15.527, 

sig.< .01) 

 

17.47

14.61
13.57

12.55 12.23

沒有任何一方面 選擇1項 選擇2項 選擇3項 選擇4項

受影響範圍數目

 

明顯地，選擇越多受影響範圍的受訪者，他們的身心健康指數越低，差異亦達顯

著水平 (F = 43.285, sig.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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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WHO 5 與 令精神緊張原因

15.98

15.8

15.73

16.07

15.8

15.79

15.92

15.89

15.81

15.96

15.76

15.69

15.67

14.38

15.33

13.97

13.71

13.41

14.46

14.42

13.08

13.92

14.61

14.54

15.07

15.96

工作壓力

學業問題

與同學的關係

財政問題

感情關係

朋輩關係

與家人關係

居住環境問題

教養子女問題

自己健康問題

親友健康問題

網上社交關係

其他

有選這原因的

WHO 5 分數

沒選這原因的

WHO 5 分數

 * sig. < .05  **sig. <.01 

 

比較選擇不同導致精神緊張原因與沒選擇那原因的受訪者的身心健康指數，絕大

部份都顯示有選擇那原因的 WHO 5 分數較低，而當中有顯著差異的(sig.<.01)包

括 1)工作壓力；2)財政問題；3)感情關係；4)與家人關係；5) 居住環境問題；6)

教養子女問題；及 7)自己健康問題 (sig. <.01)，而當中差異最明顯的是「財政問

題」(13.71 vs 16.07)，但若有「居住環境問題」的受訪者，其 WHO 5 分數則平均

最低。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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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15.94

14.59 13.88
12.58

14.78

12.33
10.5

令受訪者精神緊張原因數量與身心健康指數關係

身心健康指數

 

大致趨勢也是選擇越多精神緊張原因的，其身心健康指數越低，並且這差異達顯

著水平 (F=17.567, sig. < .01)，值得留意是當受訪者表達有 4 個或以上的緊張原因

時，其身心健康指數則會低於 13 分以下(除選 5 項外)，達到需要關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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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WHO 5 與 正向心理特質 

14.77

15.44
15.19

15.33 15.41
15.69

16.35
16.11 16.18

16.44 16.43

14.9

正向思維 全心投入 正向人際關係 意義 成就 其他

正向心理特質與身心健康指數

沒表達擁有此項目

的WHO 5分數

表達擁有此項目的

WHO 5 分數

 

除「其他」外，受訪者如表達擁有該項正向心理特質，他的身心健康指數均高於

沒有表達擁有者，並且其差異均達顯著水平 (sig. < .01)，當中以擁有「正向思維」

帶來的身心健康指數升幅最明顯。 

 

9.1

15.38 15.6
16.31 16.65

17.73

沒有任何一項 擁有1項 擁有2項 擁有3項 擁有4項 擁有5項

身心健康指數與正向心理特質數目

身心健康指數

 

受訪者表達擁有越多項正向心理特質，其身心健康指數越高，並且其差異達顯著

水平 (F=18.461, sig. < .01)。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受訪者如表達沒有擁有任何一項

正向心理特質，其身心健康指數是明顯偏低，而平均值低至值得關注程度 

(WHO 5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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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年齡組別 

15.56

14.82

14.19

15.59

15.96
15.68

15-24歲 25-34歲 35-44歲 45-54歲 55-64歲 65歲或以上

身心健康指數年齡組別

身心健康指數

 

不同年齡組別的身心健康指數有顯著差異，其中以 25-34 歲及 35-44 歲組別相對

較低。 

 v) 教育程度

16.27

15.5

15.29

15.66

小學程度 中學程度 大專程度 大學或以上

身心健康指數與教育程度

身心健康指數

比較不同教育程度的受訪者，其身心健康指數雖有差異，但只達一般顯著水平(sig. 

< .05)，其中以大專程度組別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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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職業狀況 

14.72
16.13 15.89 16.39

15.59

12.45

全職 兼職 家庭主婦 退休人士 學生 待業

身心健康指數與職業狀況

身心健康指數

 

比較不同職業狀況的受訪者，他們的身心健康指數有顯著差異 (F=6.555, sig. 

< .01)，並且當中以全職人士及待業者偏低，而待業者的身心健康指數更低至值

得關注程度。 

 vii) 婚姻狀況 

15.22

16.12

單身/離婚/喪偶 已婚/同居

身心健康指數與婚姻狀況

身心健康指數

 

不同婚姻狀況組別的受訪者，他們的身心健康指數有顯著差異 (F=10.649, sig. < 

01)。當中以已婚/同居者的身心健康指數較單身/離異及喪偶者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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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受精神緊張影響生活範圍數目 與 其他變項分析 

 i) 受精神緊張影響生活範圍數目 與 年齡組別 

1.05

0.9
0.95

0.74

0.55

0.37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或以上

受精神壓力範圍數目與年齡組別

受精神壓力範圍數目

不同年齡組別受訪者對感到受精神緊張影響生活範圍數目有差異並達顯著水平 

(F=26.261, sig. < .01)，當中以 15-24 歲感受到較多方面受壓。 

 

ii) 受精神緊張影響生活範圍數目 與 教育程度 

0.47

0.89
0.98

0.81

小學 中學 大專 大學或以上

受精神壓力範圍數目與教育程度

受精神壓力範圍數目

 

不同教育程度組別受訪者對感到受精神緊張影響生活範圍數目有差異並達顯著

水平(F=19.170, sig. < 0.01)，當中以大專組別感受到較多方面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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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受精神緊張影響生活範圍數目 與 婚姻狀況 

 

不同婚姻狀況受訪者對感到受精神緊張影響生活範圍數目有差異並達顯著水平

(F=51.015, sig. < 0.01)，當中以單身/離婚/喪偶人士感受到較多方面受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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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令精神緊張原因的數目 與 其他變項分析 

 i) 令精神緊張原因的數目與年齡組別 

1.7

1.47

1.75
1.61

1.29

0.86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或以上

令精神緊張原因的數目與年齡組別

令精神緊張原因的數目

不同年齡組別受訪者感到令精神緊張的原因數目有差異並達顯著水平 (F=22.455, 

sig. < .01)，當中以 35-44 歲有較多種原因。 

 

 ii) 令精神緊張原因的數目與擁有正向心理特質數目 

1.87

1.32

1.69

1.33 1.27 1.27

令精神緊張原因數目與擁有正向心理特質數目

令精神緊張原因數目

擁有不同數目正向心理特質數目組別與感到多少緊張原因有差異並達顯著水平

(F=4.309, sig. < 0.01)，其中表達沒有擁有任何一項正向心理特質的受訪者有較多

壓力原因(1.87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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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舒緩壓力方法的數目 與 其他變項分析 

 i) 舒緩壓力方法的數目 與 支持系統數目 

1.51
2

3.08
3.66

4.06

7

沒有支援人物 擁有1個 擁有2個 擁有3個 擁有4個 擁有5個

舒緩壓力方法數目與支援系統數目

舒緩壓力方法數目

 

明顯地，感到自己擁有更多支援系統的受訪者越能表達更多舒緩壓力方法

(F=41.984, sig. < .01)，而未能表達任何支援人物的受訪者，可低至只能表達 1.51

個舒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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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舒緩壓力方法的數目 與年齡組別 

 

3.17

2.48 2.41

2.11 2.09
1.83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或以上

舒緩壓力方法數目與年齡組別

舒緩壓力方法數目

 

不同年齡組別對表達多少舒緩壓力方法有差異並達顯著水平 (F=20.928, sig. 

< .01)，當中以 15-24 歲組別最多，而 65 歲以上人士組別最少舒緩壓力方法。 

 

 iii) 舒緩壓力方法的數目 與 婚姻狀況 

2.9

2.11

1.56

1.98

單身 已婚/同居 離婚/分居 喪偶

舒緩壓力方法與婚姻狀況

舒緩壓力方法

 

不同婚姻狀況對表達多少舒緩壓力方法有差異並達顯著水平 (F=20.298, sig. 

< .01)，當中以單身人士最多，離婚/分居者最少舒緩壓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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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支持系統數目 與 其他變項分析 

 i) 支持系統數目 與 年齡組別 

1.72

1.45
1.58

1.35
1.23

1.06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或以上

支援系統數目與年齡組別

支援系統數目

 

不同年齡組別與表達擁有多少支援系數目有差異並達顯著程度(F=23.355, sig. 

< .01)，當中以 15-24 歲組別表達最多，65 歲以上人士最少支持自己的人。 

 ii) 支持系統數目 與 教育程度 

1.18

1.53 1.51
1.43

小學 中學 大專 大學或以上

支援系統數目與教育程度

支援系統數目

 

不同教育程度與表達擁有多少支援系數目有差異並達顯著程度(F=13.409, sig. 

< .01)，當中以小學教育程度人士最少支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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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支持系統數目 與 婚姻狀況 

1.6

1.3

0.93

1.16

單身 已婚/同居 離婚/分居 喪偶

支援系統數目

支援系統數目

 

不同婚姻狀況與表達擁有多少支援系數目有差異並達顯著程度(F=17.710, sig. 

< .01)，當中以離婚/分居人士感到最少支持自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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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正向心理特質數目 與 其他變項分析 

 i) 正向心理特質數目 與 舒緩方法數目 

1.87 1.95

2.7

4.25

表達出0個方法 1-5個 6-10個 11-15個

正向心理特質數目與舒緩方法數目

正向心理特質數目

 

越能表達更多舒緩方法的組別，越能感到自己擁有更多的正向心理特質 (F=7.703, 

sig. < .01) 

 ii) 正向心理特質數目 與  教育程度 

1.85
2.01

2.13

2.38

小學 中學 大專 大學或以上

正向心理特質數目與教育程度

正向心理特質數目

 

明顯地，擁有大學或上程度受訪者越能認同自己擁有更多的正向心理特質 

(F=5.012, sig.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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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總結 

是次對葵青區居民的身心健康調查，令我們發現多個有趣現象，望能拋磚引玉，
為服務葵青居民人士，提供一點點線索： 

1) 依據世衛的五項身心健康指標(WHO FIVE)的介定，有 23.9%受訪者跌入值

得關注身心健康狀況的範圍，五條題目中最多表達不足的是「沒有足夠休

息」 

 

2) 以身心健康指標低於 13 為不合格，我們會發現受訪者若出現以下任何一

項： 

i) 多於 3 項受影響範圍 

ii) 面臨居住環境問題； 

iii) 緊張原因多於 4 項； 

iv) 主觀表達沒有任何一項正向心理特質； 

v) 待業人士 

   他的精神健康狀況便跌入值得關注的範圍(WHO 5<13) 

 

3) 在過去兩星期內試過精神緊張而影響生活的問題上，多數受訪者表示在學

業/工作方面受影響，不謀而合地，15-24 歲的受訪者，亦有最多的精神壓

力影響範圍。 

 

4) 受訪者表達令他們精神緊張的原因，頭 3 位是：1)學業問題；2)自己健康

問題；3)工作壓力。而感到最多緊張原因的年齡組別是 35-44 歲及 15-24

歲。 

 

5) 舒緩壓力方面，頭三位的方法是：1)聽歌；2)運動；3)睇電視/電影。可是

值得注意的是，表示最少舒壓方法的組別是 65 歲或以上。 

 

6) 當遇到困難時，最多受訪者感到可從家人得到支援。而要留意的是，這次

調查中有 8.9%受訪者未有表示感到任何人支持自己；當中以 65 歲或以上

組別人士及離婚/分居人士表達感到最少支援。 

 

7) 正向思維是最多受訪者選擇自己擁有的正向心理特質，亦有 2.6%未有表示  

    擁有任何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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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服務建議 

 

(一) 加強社區對身心健康的關注，高危人士提供支援 

-  與地區團體合作，接觸不同群體，推動身心健康，包括優質

睡眠、正向心理等課程；並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個別支援如家

訪、評估等； 

-  在區內定期擺設諮詢站，主動接觸生活面對高壓或身心健康

出現高危人士，如待業、獨居，缺乏社區支援等。務求達至

盡早識別，及早支援，以減低問題惡化的風險 

 

(二) 推動「醫、社，福」跨界別合作 

-  透過跨界別的協作，結集區內不同網絡及資源，互相補足； 

-  擴闊接觸面，將精神健康推廣至區內不同年齡層的人士； 

-  建立社區層面轉介及評估機制，為區內有需要居民提供更便

捷及適時的服務，包括評估及診治； 

-  攜手推動身心健康，加強面對身心困擾人士或其家人的求助

意識 

 

(三) 掌握居民身心健康狀況 

-  定期進行居民身心健康調查，掌握居民身心健康狀況和需

要，讓資源更有效運用； 

-  成立推動地區精神健康關注委員會，邀請區內不同界別人士

參與，透過合作平台推動區內居民關注身心健康，制定推廣

方法及評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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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葵涌醫院、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及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樂心匯)合辦 

葵青區居民身心健康調查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一向致力推行身心健康服務的發展。為了推動葵青區居民關注身心健

康，我們將會進行葵青區居民身心健康調查，以了解居民的身心狀況，我們更於 2016 年 8 月

舉行發佈會，公布調查結果，以提升居民對身心健康的關注，同時有助我們提供更多配合居民

需要的服務。 

 

現誠邀 閣下填寫簡單問卷，所得的資料或數據，將於用作統計分析之用，而閣下的個人資料則

絕對保密。調查報告完成後，所有資料將會銷毀。 

 

*請在下面五個句子(表達)中標出在過去兩星期裡你最接近的感覺狀態，請注意數字越大表明你

的身心越健康。例如：如果你在過去兩星期裡有一半以上時間感到快樂、心情舒暢，就請在右

上角有 3 的方格裡打圈。 
 

 

過去兩星期裡： 

所
有
時
間 

大
部
分
時
間 

超
過
一
半
時
間 

少
於
一
半 

時
間 

有
時
候 

從
未
有
過 

1. 我感到快樂、心情舒暢 5 4 3 2 1 0 

2. 我感覺寧靜和放鬆 5 4 3 2 1 0 

3. 我感覺充滿活力、精力充沛 5 4 3 2 1 0 

4. 我睡醒時感到清新、得到了足夠休息 5 4 3 2 1 0 

5. 我每天生活充滿了有趣的事情 5 4 3 2 1 0 

 

6. 請問過去兩星期，你有否試過因為精神緊張或情緒問題而影響生活？如有，

以下哪方面曾受影響？（可選多項） 

 1. 工作／學業 (例如：難於集中精神工作／成績下降) 

 2. 日常生活 (例如：對事情失去興趣／很難做決定) 

 3. 社交生活 (例如：因容易被觸怒而影響人際關係／減少社交活動) 

 4. 家庭關係 (例如：與家人的衝突增加) 

 5. 沒有 

 

7. 現時有什麼原因令你精神緊張或有情緒問題？（可選多項） 

 1. 工作壓力  2. 學業問題  3. 與同事的關係 

 4. 財政問題  5. 感情關係  6. 朋輩關係 

 7. 與家人關係  8. 居住環境問題  9. 教養子女問題 

 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職員填寫) 

 被訪者居住地區： 葵涌區   青衣   (由訪問員填寫) 

 訪問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由訪問員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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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自己健康問題  11. 親友健康問題  12. 電子遊戲／網上社交關係 

 13.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如果感到有壓力，你會如何舒緩自己的情緒？（可選多項） 

 1. 看電視／電影／聽收音機  2. 吃喝  3. 行街／購物 

 4. 聽歌／唱歌／繪畫／閱讀  5. 上互聯網  6. 玩電子遊戲 

 7. 做運動／散步／瑜伽  8. 喝酒  9. 吸煙 

 10.  信仰活動（例如祈禱、念經）  11. 睡覺  12. 去旅行 

 13.  尋求專業人士／社區支援  14. 與家人傾訴  15. 與朋友傾訴 

 16.  不理會  17.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在過去兩星期裡，如遇到困難時，你會找哪些人支持(撐)你？ (可選多項) 

                 1a. 伴侶      1b. 家中長者 

      1. 家人           1c. 兄弟姐妹     1d. 子女 

 2. 工作伙伴 (同事、上司等) 

 3. 朋友 

 4. 同學 

 5. 師長 (例如老師、社工、校長等) 

 6. 其他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  

 

10.  你認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擁有以下的特質? (可選多項)  

*如受訪者不明白其意思，可嘗試以(  )括號內之形容詞語表達有關意思。 

 1. 正向思維 (樂觀和正面思想) 

 2. 全心投入 (透過學習/工作或義務工作尋找生活的目標及使命，從中尋找挑戰和意

義，盡展所長) 

 3. 正向人際關係 (與身邊人維持良好關係及溝通) 

 4. 意義 (感到生活有意義和有價值) 

 5. 成就 (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愉快或有成功的感覺) 

 6. 其他 (請註明)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 

11.  個人資料：男 女 

12.  年齡：15-24 歲 25-34 歲 35-44 歲 45-54歲 55-64歲 65

歲或以上 

13.  教育程度：小學或以下  中學  專上   大學或以上 

14.  職業狀況：全職   兼職   家庭主婦   退休    學生  待業 

15.  婚姻狀況：單身   已婚/同居  離婚/分居   喪偶 

註：是項調查問卷的第一至五題摘自世界衛生組織五項身心健康指標(1988 年版)；第六至八題摘自灣

仔區市民身心健康調查的題目；第九及十題摘自 2015 年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的題目。 

~問卷完畢，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