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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扎根理论的野外地质工作者心理需求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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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通过对云南边疆相关单位野外地质工作者进行深度访谈和实地跟踪调查，探析野外地质工作者的心理需求，希望社会各

界加大对野外地质工作者的了解，帮助广大野外地质工作者更好地工作和生活。通过研究发现，野外地质勘查工作者心理需求具有特殊性，

他们希望得到家庭的理解和支持；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待遇得到保障；希望缓解安全焦虑，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希望能参加更多的人

际交往活动，克服内心的孤独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获得尊重，能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希望有更多的工作晋升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关键词：扎根理论；野外地质工作者；心理需求；建议

一、研究背景与目的

（一）研究背景

在我国地质勘查行业，除单位管理服务部门以外，其他市场

部门、技术部门的工作人员平时均出差较多，尤其技术部门，工

作情况特殊，需长期进行野外作业。有研究表明，野外地质工作

者工作环境艰苦，劳动强度和风险大，精神生活匮乏，造成了野

外地质工作者难以实现正常的社会交往、对家庭尽责，而这尤其

突出的大量工作家庭冲突极大影响了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

使一些人不安心工作、不能够尽职尽责、奉献组织。同时，有研

究发现地质矿产勘查人员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业紧张，从而引起焦

虑、抑郁和睡眠质量降低。

（二）研究目的

野外地质工作者是我国基础建设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群体，他

们的心理健康影响着他们的工作态度与工作行为，影响他们的工

作积极性，关系着地勘行业的发展。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质的

研究方法——扎根理论法，对云南边疆相关单位野外地质工作者

进行深度访谈和实地跟踪调查，探析野外地质工作者真实的心理

需求，寻求解决的对策，从而使他们的工作获得更多人的理解，

并能长期稳定地在行业单位里积极工作、烙尽职守，为单位、组织、

国家做奉献。

二、研究现状

近几年来，国内外关于地质工作者心理健康的研究相对较少，

在鲜有的研究项目中，如何缓解地质工作者的心理压力，促进地

质人员的心理健康，实现各地勘单位健康有序发展，已经成为地

勘单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课题。

经查阅中国知网相关文献，目前国内外关于地质工作者心理

健康的研究非常少，关于地质工作者中的重点人群野外地质勘查

工作者的心理需求探究更是薄弱，存在比较大的空白区。而他们

确是地勘行业值得关心、也迫切需要关心的群体。希望通过此研究，

为野外地质勘查工作的心理健康提供一定的帮助，让他们能够安

心工作，乐观生活，共同为我国地勘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三、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一种质的研究方法，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

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

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

系统的理论。我们本次主要通过对云南边疆相关单位野外地质工

作者进行深度访谈和实地跟踪调查，在取得其信任的基础上，深

度挖掘野外地质工作者真实的心理需求，针对他们的心理需求，

提出切合实际的帮助建议，以促进野外地质勘查工作者保持良好

的心理功能状态和积极的工作心态。

四、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研究对象为云南省地勘单位野外地质工作者的心

理需求，随机抽取经常从事野外地质工作的工作人员 32 名，抽取

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 4-1。从表 4-1 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整个地

勘行业的工作群体趋向年轻化偏中年化，也表明稳定从事这个行

业的人群大多数已有稳定的家庭，也有一定的家庭负担，基于日

益严峻的就业形势与经济需求，不得不从事艰苦而孤独的野外地

质行业，如何能安心而无后顾之忧地到野外工作，也是他们高度

关心的问题。

表 4-1 深度访谈调研的野外地质工作者基本情况

年龄段 25-29 岁 30-34 岁 35-39 岁 40 岁以上

分布人数 4 人 9 人 13 人 6 人

婚姻状况 已婚有家庭 未婚

分布人数 28 人 4 人

合计人数 32 人

五、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野外地质工作者心理需求统计

经过深度访谈及相关调研，研究发现：野外地质工作者主要

的心理需求体现在，第一，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家庭的理解和

支持；第二，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待遇能得到保障，以满足自

己和家庭的经济需求；第三，希望在野外工作期间自己的人生安

全能得到保障；第四，希望能保持正常的人际交往，获得更多来

自家人和朋友的关心；第五，希望工作和生活中被尊重，自己的

价值能得到体现；第六，希望有更多的工作晋升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具体心理需求分布比例情况见表 5-1。

表 5-1 野外地质工作者心理需求统计

序号 心理需求 占比

1 家庭的理解和支持 93%

2 岗位待遇保障 85%

3 工作安全感需要 82%

4 人际交往、爱与被爱的需要 78%

5 个人价值的体现 75%

6 工作晋升与自我实现 75%

（二）野外地质工作心理需求分析

1. 家庭的理解与支持。野外地质勘查工作者由于工作性质特

殊，平时野外出差比较多，过高的工作需求，使得野外地质勘查

工作者不得不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于工作中，这必然会影响其

承担家庭事务或者履行家庭责任的情况，他们很难兼顾家庭生活，

经常会担心家庭是否稳定、夫妻关系是否和谐，孩子成长是否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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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成绩好不好，父母身体是否康健、婆媳关系好不好等。如何

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如何取得家人的支持和理解，让野外地

质工作者无后顾之忧，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调查来看，野外地质工作者的部分家庭责任主要由自己的

配偶或长辈来完成，来自家人对其工作的理解与支持，可以大大

缓解他们的担忧。

2. 岗位与待遇的保障。因野外地质勘查工作者经常出差在外，

不能现场有效参与单位的组织活动及工会相关活动，自己在单位

里的管理服务价值也很难体现。他们非常担心在野外工作时间过

长，会被淡忘、被替代，长时间以后单位是否还会有他们的一席

之地。

同时，近几年因为疫情与内外形势的关系，很多地勘单位市

场经营困难较大，效益不景气，回收款项也困难，野外地质工作

者也非常担心项目干完以后自己的待遇能否得到保证，以保障家

庭与个人生活的正常。

3. 工作安全感的需要。野外地质工作者野外工作环境、气候

条件复杂多变，野外作业的时间较长，野外工作的强度较高，工

作地点的流动性较高，野外住所不固定、搬迁频繁，路途中经常

需要长时间开车。有时候需要进入原始森林，有时候需要攀爬危

险的山峰，有时候需要下到矿洞，有时候需要穿越湿地水域甚至

沙漠，经常碰到毒虫、毒蛇等，工作危险系数比较高。他们经常

会担心自己的身体会不会生病，会不会在行进过程中被危险动物

袭击，会不会在路途中发生危险事故，会不会在作业过程中发生

安全事故等。这会让他们产生职业紧张与焦虑，在野外睡眠质量

不高，从而导致身体素质下降。

从访谈和调研的结果来看，单位进行专业的安全培训，提供

完善的安全设施设备，配备精良的专业作业队伍，可以有效缓解

他们的焦虑。

4. 人际交往、爱与被爱的需要。野外地质工作者平时的工作

内容比较单调，一起共事的群体也比较单一，远离城市喧嚣，与

外界接触较少，内心孤独感较强，迫切希望被关注、被关爱。在

野外工地时他们只能通过相关通讯工具与家人、朋友、同事取得

联系，很少有机会参与现场的集会活动，害怕被冷落、被遗忘。

通过深度探究，单位、家人、朋友如果能在一些特殊节假日

安排一些专门的聚会活动、亲子游戏等，可以有效缓解他们的孤

独感，调动他们积极乐观的情绪。

5. 被尊重与个人价值的体现。野外地质工作者平时工作条件

比较艰苦，顶着工程师的完美称号，可能干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干

的脏活、累活。一天工作下来，满身尘土，风尘仆仆，有时候工

作很多天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环境、条件进行个人清洁卫生，

平时工作中的风吹雨晒让皮肤变得粗糙黝黑。他们很担心个人的

工作得不到他人的尊重，也体现不了自己的个人价值，希望单位、

组织能在平时的评先评优中优先考虑一线野外工作人员，同时希

望单位、组织能在公众场合给他们一些激励，让他们觉得自己的

工作光荣而可敬。

6. 工作晋升与自我实现的需要。野外地质工作者大多数时间

坚持在一线工作，平时参与单位职称、职务晋升等相关方面培训

的机会较少，他们在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以后，希望能在单位

职称、职务晋升方面能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得到更多的锻炼，从

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把工作变成自己的事业，更好地实现

自我的目标与价值。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总之，野外地质勘查工作者心理需求具有特殊性，他们希望

得到家庭的理解和支持；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待遇得到保障；

希望缓解安全焦虑，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希望能参加更多的人

际交往活动，克服内心的孤独感；希望自己的工作能获得尊重，

能体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希望有更多的工作晋升和自我实现的机

会。

（二）对策与建议

1. 对策。为满足野外地质工作者的心理需求，促进地勘单位

稳定发展，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地

勘单位要实现健康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大局，最难能可贵的

就是统一思想，统一目标，统一行动。通过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的途径，既可以体现单位对地质员工物质上和生活上的关怀，也

可以有效实现对地质员工精神生活的关怀，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

做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其次，开展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是践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的具体体现。“以人为本”意味着要遵循人的发展规律，尊重人

的物质和心理需求，确立地质工作者在地勘单位中的重要地位，

将地质员工的发展作为单位发展的重点，优化野外地质员工的工

作、生活环境，提高野外地质员工的工作、生活质量。

此外，开展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是构建文明、和谐地勘单位

的重要标准。构建文明、和谐地勘单位，是地勘单位稳定发展的

重要保障。野外地质员工作为地勘单位的一线力量，以及地勘单

位发展的主要力量，对地勘单位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举足轻重。

因此，对野外地质员工有效开展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是实现双

赢的好办法。

2. 建议。针对野外地质工作者的心理需求，本研究提出以下

建议：

合理安排野外地质工作者的出差时间，制定有效的政策与合

理的制度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营造热爱工作、热爱生活的积

极氛围。

与野外地质工作者签订双方认同的劳动保障协议，建立相互

信任的聘任关系，树立良好的企业公众形象。

经常关注野外地质工作者的心理状态，定期组织相关的安全

知识与技能培训，配备完善的安全设施设备。

定期组织类似于年会、端午茶话会、中秋团圆会、单位联谊会、

趣味运动会等类型的集体活动，提高野外地质工作者的单位归属

感，与单位同事、家人有更多的交流和团聚的机会。

在单位评奖评优中给予政策倾斜，使他们的职业得到应有的

尊重，在公众场合多给予表扬与肯定，体现他们的更多个人价值，

让他们有安全感、参与感和获得感。

在单位职称评审、职务晋升过程中，对野外地质工作者进行

专门的培训，使他们熟悉政策，给予一线野外地质工作者更多地

参与锻炼机会，在相关政策上向一线野外地质工作者倾斜，促进

他们的心理健康，积极工作，乐于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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