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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普查方法并利用《社区居民健康信息调查表》和经过预调查的《基础情况表》，对南京某高校１２６５

名教职工进行问卷调查，并根据体检结果和回收的有效问卷分析高血压患病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教职工高血

压患病率随着年龄增大有上升的趋势；高血糖、高血脂、吸烟、工作性质等因素与高血压患病率有显著的相关性。

学校应引导教职工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态，从而降低高血压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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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高校教师不但要承受教学、科研压力，还

要承受社会、家庭以及生活等方面的压力，他们的

健康状况堪忧［１］，高血压患病率也较高。高血压会

导致多器官损伤，严重损害身体健康，因而本文将

分析其高危因素和相关因素，为制定相关干预措施

提供依据。为了获得研究数据，课题组对某高校教

职工进行了问卷调查，并以体检结果筛查确诊为高

血压患者的教职工为研究对象，对其患病影响因素

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以引

导教职工建立科学的生活方式，降低高血压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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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提高生活质量。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南京某高校全体在职和退休教职工为调查对

象，发放调查问卷１２６５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１９１份，

有效率９４．２％。其中男性５３１人，占比４４．６％；女

性６６０人，占比５５．４％。

（二）研究方法

１．进行体格检查。由某市医院体检中心对该

高校全体教职工进行统一体检。

２．确定高血压诊断标准。根据《中国高血压防

治指南（２０１０年修订版）》
［２］，１８岁以上居民高血压

诊断标准与分类如表１所示。

表１　高血压诊断标准与分类

分类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正常血压 ＜１２０ 和 ＜８０

正常高值 １２０～１３９ 和／或 ８０～８９

高血压 ≥１４０ 和／或 ≥９０

１级高血压（轻度） １４０～１５９ 和／或 ９０～９９

２级高血压（中度） １６０～１７９ 和／或 １００～１０９

３级高血压（重度） ≥１８０ 和／或 ≥１１０

单纯收缩期高血压 １４０ 和 ＜９０

当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属不同级别时，应按两者

中较高级别分类。患者既往有高血压病史，即使本

次体检所测血压属于正常范围，也应被视为高血压

患者。

３．进行问卷调查。采用《社区居民健康信息调

查表》和《基础情况表》进行问卷调查。其中《基础情

况表》是根据某高校实际情况和人口信息编制而成

并经过预调查反复修改最终形成的调查表。在正式

调查前，抽取了６０名教职工进行预调查，分半信度、

克朗巴哈α系数均大于０．８，说明问卷的信度较高。

同时，课题组对负责调查的人员进行了统一的培

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调

查员在现场有序发放调查表，引导被调查者按问卷

指导语独立填写问卷，个别教职工由专业人员采取

问答形式帮助其填写问卷，问卷现场收回。调查结

束后，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数据采用

双人双机录入并反复检查有无数据录入错误。

４．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软件对个别问卷中

仅有少量项目缺失数据的地方进行众数填补，然后

进行统计分析。对调查结果为计数资料的进行卡

方检验；对调查结果为计量资料的进行ｔ检验或方

差分析；对调查结果为等级资料的进行非参数秩和

检验；对高血压患病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犘＜０．０５），并对筛选出的有意义的影响

因素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高血压的人群分布

按照《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２０１０年修订版）》

中的高血压诊断标准统计发现，在剔除７４份无效问

卷后，１１９１名被调查者中有２７７人患有高血压病，

患病率２３．２６％。男性正常血压、正常高值与高血

压人数占比分别为６４．０３％、６．０３％、２９．９４％；女

性正常血压、正常高值与高血压人数占比分别为

７５．９１％、６．２１％、１７．８８％。同年龄组、同性别正常

血压与高血压的差异有显著性（犘＜０．０５）。该高

校不同性别、年龄教职工的血压情况见表２。

表２　某高校不同性别、年龄教职工的血压情况

人

年龄／岁

男 女

正常

血压

正常

高值

高

血压

正常

血压

正常

高值

高

血压

＜３０ ４７ ２ １１ １３６ ０ 　６

３０～４０ １４０ １０ １０ ２０１ ７ １５

４０～５０ ９２ １０ ２６ ９１ １６ １４

５０～６０ ３５ ４ ４４ ４７ ７ ２５

６０～７０ ６ １ １７ １６ ５ ２６

７０～８０ １７ ４ ４１ １０ ４ ２９

＞８０ ３ １ １０ ０ ２ ３

合计 ３４０ ３２ １５９ ５０１ ４１ １１８

（二）高血压患病相关因素统计分析

１．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采用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方法
［３］对可能影响血压的１５个

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年龄、高血脂、高血

糖、在职情况、现患疾病、定期检查、学历、工作性

质、吸烟等１０个因素与高血压之间有显著的相关

性（犘＜０．０５），其余５个因素与高血压之间没有显

著相关性（犘＞０．０５）（表３）。

２．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本次调查发现，

将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筛选出的１０个与高血

压有显著相关性的影响因素（犘＜０．０５）进行多因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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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高血压影响因素的单因素犔狅犵犻狊狋犻犮回归分析

自变量 赋值 人数 患病率／％ ＯＲ ＯＲ９５％ＣＩ 犘

性别 男 １５９ ２９．９４

女 １１８ １７．８８ １．７４５ １．１８３～２．５７４０．００５

年龄／岁 ＜３０ １７ ８．４２

３０～４０ ２５ ６．５３

４０～５０ ４０ １６．１０

５０～６０ ６９ ４２．５９

６０～７０ ４３ ６０．５６

７０～８０ ７０ ６６．６７

＞８０ １３ ６８．４２ １．４６４ １．２０４～１．７７９０．０００

日均食 ≤６ １８ １７．１４

盐量／克 ＞６ ２５９ ２３．８５ ０．８０４ ０．５８６～１．１０３０．１７７

超重 ＢＭＩ＜２４．０ １４４ １７．６２

ＢＭＩ≥２４．０ １３３ ３５．５６ １．１６２ ０．７９２～１．７０４０．４４３

血脂 正常 １４３ １６．１３

高血脂 １３４ ４３．９３ ２．５７２ １．７５２～３．７７５０．０００

血糖 正常 １９５ １８．２８

高血糖 ８２ ６６．１３ ３．３３３ ２．０４０～５．４４７０．０００

在职 在职 １４８ １５．１７

与否 退休 １２９ ５９．７２ １．８６５ １．０００～３．４７９０．０５０

现患 无 ６１ １０．７５

疾病 有 ２１６ ３４．５１ １．９８７ １．３３６～２．９５５０．００１

家族 无 ７８ １９．１６

患病 有 １９９ ２５．３８ ０．９５４ ０．６３１～１．４４３０．８２５

亚健康 是 ２２０ ２６．８９

否 ５７ １５．２８ ０．８６９ ０．５６２～１．３４２０．５２６

定期 是 １７４ ２５．１８

检查 否 ９７ ２０．４２ ０．６０４ ０．４１８～０．８７４０．００７

学历 初中及以下 ５９ ５４．１３

高中、中专、大专７０ ４６．６７

本科 １０４ ２２．４１

研究生 ４４ ９．４０ ０．７９５ ０．６４８～０．９７５０．０２８

工作 工人 ８１ ４５．５０

性质 教师 １１４ １５．５７

行政人员 ８２ ２９．１８ ０．７５１ ０．６０３～０．９３６０．０１１

饮酒 无 ３６ ３５．６４

偶尔 １１６ ２０．５６

经常 １２５ ２３．７６ ０．８９１ ０．６１５～１．１０１０．２８５

吸烟 是 ９２ ３１．９４

否 １８５ ２０．４８ ０．５４９ ０．４０８～０．７３８０．０００

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拟合，采用逐步法，引

入和剔除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均为０．１０（犘＜０．１０），

最后得到６个与高血压有显著相关性的影响因素，

分别是性别、学历、高血脂、高血糖、现患疾病、定期

检查（表４）。

三、结论与建议

２００２年，全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资料

显示，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为１８．８％。本次调

查发现，某高校被调查的教职工高血压患病率为

２３．２６％，其中男性患病率２９．９４％，远高于上述调

查资料显示的我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女性患病率

１７．８８％，接近全国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血压病

是多因素引起的疾病，本研究发现性别、学历、高血

糖、高血脂、吸烟、工作性质等与高血压有关，这与

夏启健等的调查结论相似［４］。学校应对高血压患

者开展健康教育，普及高血压相关知识，引导患者

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调整心态，指导患者正确服

用降压药，从而帮助患者有效控制血压，减少并发

症，提高生活质量。

本研究还发现，随着教职工年龄增大，高血压

患病率有升高的趋势，这与雷莫章对老年人群高血

压调查分析的结果较为接近［５］。就老年高血压患

者而言，很多老人都不清楚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对

他们应加强社区全科治疗与护理干预［６］，制定有效

并适合老年人的饮食护理方案，指导他们服药并加

强回访，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保健，学会合

理有效控制血压，从而降低高血压病的致残率和致

死率［７］。

血压处于正常高值范围的人或临界高血压病

人，虽然其重要器官如心、脑、肾无器质性损伤，但

其较易发展成真正的高血压病人，因而针对他们的

干预措施更有意义。相关的干预措施包括：合理运

表４　高血压影响因素的多因素犔狅犵犻狊狋犻犮回归分析

自变量 犅 标准误差 ＯＲ ＯＲ９５％ＣＩ Ｗａｌｄ 犘

性别 －０．５３６ ０．１５９８ ０．５８５ ０．３９７～０．８６２ 　７．３５７ ０．００７

学历 ０．２１５ ０．１０９０ １．２４０ １．００１～１．５３４ ３．８９２ ０．０４９

高血脂 １．０５５ ０．１８５０ ２．８７３ ２．０００～４．１２６ ３２．６１７ ０．０００

高血糖 １．０７８ ０．２５２０ ２．９３９ １．７９４～４．８１４ １８．３２０ ０．０００

现患疾病 －０．７６３ ０．２０４０ ０．４６６ ０．３１３～０．６９６ １３．９８２ ０．０００

定期检查 ０．６２２ ０．１８４０ １．８６２ １．２９８～２．６７１ １１．３８９ ０．００１

常数项 －１．１３５ ０．２３２０ ２３．９６１ ０．０００

（下转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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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日语无论关系亲疏或所属上下级的不同都使用定型表现，汉语在亲密关系场合使用非定型表现。根据

汉语和日语中感谢场合所用的道歉表现，将“感谢表现”分为：感谢型表现、道歉型表现、混合型表现和其他表现。

在感谢场合中使用道歉型表现是日语的特征，汉语在感谢场合则不单独使用道歉型表现，无论汉语还是日语都

是为了顾及对方的消极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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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ｓｅ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ｓｏｒｌｅａｄｅｒｍｅｍｂ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ｈｉ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ｎｉｎｔｉｍ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ｐｅｏｐｌｅｕｓｅ

ｔｈｅｎｏｎ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ｐｏｌｏｇｙｕｓｅｄ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ａｐ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ｉｘｅ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ｏｃｃａ

ｓ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ａｐ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ｓａ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ｆ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ｈｉｌ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ｄｏｎｏｔ

ｓｉｎｇｌｙｕｓｅａｐ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ｏｒ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ｂｏｔｈｉｓｔｏｐｒｅ

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ｓ“ｆａｃ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ｇｒａｔｉｔｕｄ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ｐ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ｎｏｎｓｔｅｒｅｏ

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感谢”是一种发话行为，与人际关系的维持和

构建有直接关系，其是送方与受方之间复杂的相互

行为，表达说话者对听者的认可。对“感谢”这一语

言行为的研究，称为“感谢表现”研究，“感谢表现”

中也包含“道歉表现”。日语学界对“感谢表现”和

“道歉表现”进行理论研究的有金田一秀
!

、西原玲

子、森山卓郎［１３］等。在“感谢表现”和“道歉表现”

实证研究中，冈本真一郎、小川治子、山本もと子等

主要采用设立假设进行问卷调查或分析电视剧对

话中的语料等形式进行实证研究，考察方法多

样［４５］。以上研究都是根据“感谢表现”的方略特

别是“道歉表现”以“
!"#$%

”作为感谢的用法

进行分析考察的。

在汉语和日语“感谢表现”对比研究中，胡金定

指出，中国人对家人不说感谢，仅在收到礼物时说，

以后不说，不马上回赠礼物［６］。田中友爱认为，日

语定型表现和非定型表现的使用量都是中国台湾

的１．３倍。对“感谢表现”进行研究，是为了维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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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双方的关系，对汉语和日语中的“感谢表现”进行

对比研究，将为中国的日语学习者和日本的汉语学

习者提供借鉴。

一、汉语和日语的“感谢方略”

日语的“感谢表现”使用“定型表现”较多。在

日语中，无论关系亲疏或所属上下级的不同，都经

常使用定型表现，而且定型表现的变化很丰富。日

语的“感谢方略”呈现“感谢”定型表现使用频次高

的倾向。根据中田智子的分类，日语的“感谢方略”

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表１）。

表１　日语“感谢方略”分类

大分类 中田智子的分类 例句

感情 实施感谢行为 「
&'(#!

」感谢「
)*+

,-#!

」「
./0

1

2

」

表明说话者的心情

状态

「
!"#$%

」「
3-

」「
45

6!

」对不起，我的错，抱歉

评价 评价对方行为 「
789:-

」「
;<=

」难

得，辛苦了

问候 表明受益事实 「
)>?@A8#(:

」「
;

BCDE#

」承蒙关照，承

蒙款待

行动 表明返还之意 「
F@G#!

」
&F

日语中，在接受别人请客时马上道谢是礼仪，

一般使用定型表现；而汉语对亲近关系的人不说感

谢，而使用非定型表现。虽然汉语也有“道歉表

现”，但整体来看，日语感谢的次数多，定型表现丰

富，方略使用较多。日语“感谢表现”中的定型表现

及适用场合是比较多样的，可以用于广泛的人际

关系［６］。

二、汉语和日语的“感谢表现”

（一）汉语的“感谢表现”

汉语的“感谢表现”常用的主要有以下５种。

一是“谢谢”，表示个人修养和礼貌，小事一般不用

说“谢谢”，特别是在家族内部、亲密的朋友之间，更

少使用这一“感谢”的语言行为。二是“谢谢你”，通

过使用第二人称“你”与对方的距离更进一步，这也

是感谢场合的顾及表现之一。但社会距离疏远时，

特别是对上了年纪的人，也使用“谢谢您”。三是

“谢谢”的重复，“谢谢，谢谢”这种重复，基本和“谢

谢”相同，但感谢的心情更加强烈。四是“谢了”，一

般不表示诚心诚意感谢的意向，可以表示和听者的

亲近，但这一形式对尊长使用不太合适。五是“感

谢”，作为书面语，主要在正式场合使用，一般表示

尊重对方，后面会添加感谢的内容，一般也不单独

使用。

（二）日语的“感谢表现”

日语的“感谢表现”常用的主要也有以下５种。

一是“
789HD

”类，在生活场合经常可见，在更

加正式的场合，会使用“
789HD;I-#!

”。

二是“
&'!J

”类，主要在正式场合或公务场合使

用，“
&'(#!

”作为“感谢表现”经常在多人面前

使用。三是“
./0

1

2

”类，其来源于英语，但使

用频率并不高，有时会替代“
789HD

”。四是

“
KDL

”类，在感谢、道歉、打招呼时都可以用，“
K

DL

”经常省略后半部分，作为感叹词用，例如“
K

DL789HD

”“
KDL!"#$%

”等。五是

“
))G@

”，主要在日本西部地区使用，在表示更

高的礼貌场合时，也会用“
))G@789HD;

I-#!

”。

（三）汉语和日语非感谢用语的“感谢表现”

汉语和日语经常使用一些不带“谢”字的“感谢

表现”，例如：多亏（
)M6

）、辛苦（
;<=N

）、承蒙

款待（
;OPN

）、麻烦（
QR+STJ

）、承蒙关照

（
)>?@AJ

）、破费（
UV

）等。另外，在表达感

谢时，日语中可以单独使用“
;<=N

、
)WXN

”

（辛苦了）、“
QRST#(:

”（麻烦您了）等。而汉

语虽然在表示感谢时会说“辛苦”“破费”等，但在纯

道歉场面是不用的，与日语的“
;<=N

／
)WX

N

”（辛苦）类似。

三、汉语和日语的“道歉型表现”

孙守峰在对ＪＳＬ（在日本留学的日语学习者）

和ＪＦＬ（在中国的日语学习者）进行问卷调查后发

现：ＪＳＬ和ＪＦＬ使用“道歉表现”的次数都很少，并

指出其原因在于初级阶段尚未学到感谢场面 “
!

"#$%

”的使用。日语的相关研究中在涉及“道

歉表现”用于“感谢”场面的时候，把“道歉表现”也

视为“感谢”场面的表现之一。但“道歉表现”不能

用于对社会行为的感谢。另外，日本人事后经常会

表达“再次感谢”［７］，而汉语则很少使用。

在中日对比研究中，“感谢”场面的差别是很明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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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本文为了区分汉语和日语中感谢场面所用

的“道歉型表现”，将其分为：“感谢型表现”“道歉型

表现”“其他表现”“混合型表现”几种类型。

（一）汉语和日语“道歉型表现”比较

“
!"#$%

”是日语中的“道歉型表现”，在获

得某种利益时使用是为顾及对方的负担，在表示感

谢的“道歉型表现”中使用是为了顾及对方消极面

子。在汉语里，表示感谢一般不单独使用“道歉型

表现”。汉语和日语“道歉表现”对比见表２。

感谢场面使用“道歉表现”是日语中典型的“顾

及语言行为”之一，一般是汉语母语者和日语母语

者作为维持人际关系的方案而使用的。通过考察

表２　汉、日语“道歉表现”对比

类型　　　　 汉语例句 日语例句

消极指

向表现 　　　　
麻烦你了。

辛苦你了。

「
;<=N

」「
)WXN

」
YZ[

、
;QR+)ST(#(\

混合型

表现

道歉型＋感谢型 不好意思啊。好了，谢谢啊！ 7

]

、
!"#$%

。

789HD;I-#!

。

;^%

、
;^%

、
789HD

。

感谢型＋其他 谢谢您，谢谢您，挺帮忙的。

真的啊，太谢谢你了！

-_-_`a\bX\789HDc

。

d#6)>?@A8#(:

。

ef@789HD;I-#(:

。
gS8#(:

。

789HD

。

7A:h)Si6

。

感谢型＋道歉型＋其他 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

没事吧？

真的不好意思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KDL!"#$%

。

;OPN6!

。

先行研究发现，“汉语‘感谢’场面中没有单独使用

道歉表现的”，在汉语里包含道歉表现的“混合型表

现”是存在的。在混合型表现的使用中，汉语和日

语的着眼点不同。日语优先使用“道歉表现”，汉语

中“感谢表现”和“道歉表现”哪个优先并不明确。

可见，与汉语相比，日语更避免对方面子受损，汉语

虽然也有，但没有日语那么强烈。

（二）汉语和日语“道歉表现”使用情况及原因

汉语中，说话者若认为自己的行为会给听者带

来麻烦而致歉时，可以单独使用汉语的“麻烦”这一

“道歉表现”，如：

Ａ：走吧，我送你回去。（jk

、
l8#(

m

D

。

)no8(#!

。）

Ｂ：麻烦你了。（)pq+)ST(#!

。）

但也有一些“道歉表现”是不能单独使用的，如

“不好意思”这一“道歉表现”，汉语中若感谢的场面

只使用“不好意思”，感谢的语言行为则不成立，如：

Ａ：我给你准备了你喜欢的礼物。

※Ｂ：不好意思。

这句“不好意思”就与感谢之意相反，可以认定

是道歉的语言行为，与现实状况矛盾，这也是汉语

感谢的语言行为中不单独使用“道歉表现”的主要

原因。因为它和真正的“道歉表现”中的“麻烦”不

通用，但是如果和汉语的“谢谢”一起使用则没有问

题，如：

Ａ：我给你准备了你喜欢的礼物。

Ｂ：谢谢你，不好意思哦。

与汉语不同的是，日语中单独的“道歉表现”却

可以用于感谢场面，如日语的道歉表现“
!"#$

%

”可以单独使用，如：

Ａ：7Cr@s

1

2t978#!u

。（那边

有果汁）

Ｂ：KDL!"#$%

。（非常感谢）

对于这一现象的解读，西原玲子提出“听者至

上主义”，即在重视听者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日语通

过语言表现明确“道歉”与“感谢”状况不同，表示说

话者顾及和重视自己给听者带来的麻烦，因而单独

使用“道歉表现”［２］。汉语的“不好意思”不能单独

表达“感谢”而日语的“
!"#$%

”却可以单独使

用这一差异，反映了中日社会和文化的差异。

四、结语

随着“感谢”对象的事物、人际关系范围的扩

大，汉语和日语的“感谢表现”、汉语中定型表现和

方略的运用是很丰富的。但是，与“感谢表现”相关

的日语和其他语言的对比研究还很少，而且研究目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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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侧重于“道歉表现”的交替。对于请求中的“感

谢”，虽然有关于感谢场面的“感谢方略”的先行研

究，但是对接受请求方进行“感谢”的研究尚未见报

道。另外，汉语中的请求场面所使用的“谢谢”，是

否属于感谢语言行动的一种，还需要考察。如果这

也是感谢的语言行为，那么应称为“事先感谢”，这

种语言行为在日语中是没有的。如此一来，“事先

感谢”就如日语的“再次感谢”一样，会成为汉语特

殊的表现。其他如“感谢”中的问责场面，也与“感

谢”“道歉”有一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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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控制体重，合理膳食，限制油盐，戒烟控酒，调整

心态，作息规律；同时，辅以一些物理疗法，如中医

刮痧疗法，以减缓其肝阳上亢。通过建立健康的生

活方式以及自身的调节与控制，辅以中医疗法，能

有效预防血压升高，降低高血压患病率［８１０］。

高校教师是一类特殊群体，既要承受教学、科

研压力，又要承担家庭生活压力，身心负担都非常

大。针对他们除采取以上干预措施外，还可以建立

心理福利机制，加强心理福利管理，将ＥＡＰ（心理

援助计划）引入他们的心理健康教育［１１］，从而促进

高校教师身心健康，使他们能更好地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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