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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指战员心理健康状况研究现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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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从 80年代后期开始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海军指战员是社会的特殊群体，健康的心理素质可以
使海军指战员保持战斗力，更好的适应国防现代化的需要。海军指战员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整日面对单一枯燥的环境，承受巨

大工作压力，加之其他一些影响因素，难免产生诸多心理问题。因此，探讨职业特殊环境对海军指战员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对海

军指战员人格结构及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价，用以指导海军官兵在特殊环境中提高心理素质，避免不良影响，最终提高部队战斗

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查阅文献了解海军特殊职业环境对士兵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现状，总结当前应用的各种评价工具、

异常心理状况、影响因素及其危害，分析海军心理健康研究方面存在的不足与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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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Status of Mental Health in Navy*

The study of navy mental health dates back to 1980s, and the systematic research began in late 1980s. As a special
team in society, the naval commanders and soldiers must keep good healthy psychological qualities in order to maintain combat capability,
better adapt to the needs of national defense modernization. Naval commanders and soldiers usually are in single boring environment all
day in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and may be under tremendous pressure combined with some other influential factors, thus it will inevitably
lead a lot of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erefor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special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 on Mental Health of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and to evaluate their personality structures and mental status, will b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officers and sailors in a special environment, and avoid adverse effects, and ultimately their enhance combat capability. Therefore, the
mental health is significant in navy. By literature search, we investigat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navy mental health, conclude the evaluation
tools, abnormal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and their harms,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analyze the problems in current mental health re-
search on navy, which ar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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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军指战员是社会的特殊群体,不仅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

还要具备健康的心理素质才能适应国防现代化的需要。我国军

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在 20 世纪 80年代初被受到关注, 80年代

后期开始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经过文献调研，发现海军指战员

在海上航行的特殊环境中生存、训练和战斗,特定的工作环境

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必不可少的影响。因此，探讨职业特

殊环境对海军指战员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对海军指战员人格

结构及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价，用以指导海军官兵在特殊环境

中提高心理素质，避免不良影响，最终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1 评价方法研究

由法国 A. Binet于 1905年所公布的正式智力测验开始至

今,心理测评工具已发展成为研究心理现象的一种重要手段,

同时也出版了大量的心理测评工具[2]。当前对海军心理健康的

研究中，最常用的工具包括：症状自评量表( SCL- 90)[3]、卡特尔

16种人格特质量表( 16PF)[4]、和疲劳量表(FS-14)[5]、焦虑自评量

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6]、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简式

(PHI)、艾森克人格测验问卷( EPQ)[7]、康奈尔医学指数（CMI）[8]、

自制量表[9，10]等。

1.1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

SCL-90是用来评定多种心理卫生问题或一种心理社会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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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多种层面的量表[11],在海军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中被广泛

使用[6，9，12，13]。许多研究表明 SCL-90可以区分健康人群和身心

疾病患者，表现出良好的区分效度 [14]，可反应 9 组症状：躯体

化、强迫、抑郁、焦虑、敌对、人际敏感、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15]。

1.2 卡特尔 16种人格特质量表(16PF)

16PF用来测量最根本的 16种根源特质，即可从 16个人

格维度对被测试人员进行全面分析，16种特质在每个人身上

表现的强度有所不同而使个人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16],具有较

高的信度和效度。16PF具有一定的诊断和寻找病因的作用，尤

其是 C（稳定性）、G（有恒性）、O（忧虑性）与 Q4（紧张性）因素

与个体心理健康关系密切[15]。

1.3 疲劳量表(FS-14)

疲劳量表（Fatigue Scale，FS-14）由英国皇家心理研究室编

织，包括 14个条目，分析指标为躯体疲劳、脑力疲劳及疲劳总

分。躯体疲劳、脑力疲劳、疲劳总分值满分分别为 8分、6分、14

分。得分越高，疲劳越严重。FS-14着重反映疲劳在躯体和脑力

方面的表现，其总分值能够反映疲劳的严重性[17]。

1.4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SAS从量表构造的形式到具体评定的方法，都与抑郁自评

量表(SDS)十分相似，是一种分析病人主观症状的相当简便的

临床评估工具，具有广泛的适用性，适用于具有焦虑症状的成

年人，主要用于评价焦虑症状。该量表由 20个项目组成，采用

4级评分制，主要统计指标为总分值[18]。

1.5 抑郁自评量表(SDS)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Epression Scale,SDS)是一个含有
20个项目、分为 4级评分的自评量表。主要评定症状出现的频

度。SDS使用简单,不需专门的训练即可指导自评者进行相当

有效的评定。而且它的分析相当方便,这些都是 SDS的优点[15]。

1.6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简式(PHI)

PHI是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

sonality Inventory，MMPI）量表的简化版本,克服了 MMPI条目

过多、操作困难等问题，可以有效鉴别海军指战员长航后人格

明显偏离正常者。同时，由于 PHI为人格量表，故测验可以很好

解决 SCL-90等的时间性限制（一般检测有效期为测前一周）的

问题，使测验结果更稳定、更客观[7]。

1.7 艾森克人格测验问卷( EPQ)[19]

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e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EPQ)是

测量人格维度的工具。该问卷由英国伦敦大学著名的人格心理

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艾森克教授等(Eysenck，H.J.&Eysenck，S.

B.G.)编制，经过大量的实验研究和深人细致的工作，由先前数

个调查表几经修改发展而来 [10]。通用的 EPQ是 1975年制定

的，它是一种自陈量表，有成人和少年两种形式，各包括 4个量

表。EPQ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其所测得的结果可同时得到

多种实验心理学研究的印证，因此它也是验证人格维度理论的

根据。中国的艾森克测验由陈仲庚等于 1981年修订。

1.8 康奈尔医学指数（CMI）
CMI为美国康奈尔大学 Wolf等于 1949年编制的自填问

卷, 1988年引入国内，广泛用于各种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

和筛查。CMI为自填问卷,主要特点是反映症状丰富，症状涉及

多个系统。应用 CMI不仅可以收集到临床医生经常询问的资

料，而且还能收集到大量临床上容易忽视的躯体和行为问题，

能较全面地了解有关健康问题。

1.9 自制量表

王玚等人[10]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并经海军总医院专家审核

通过，应用于海军舰艇官兵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并探讨了有

效的解决办法。沈兴华等人[9]自编的意志品质量表对海军 56名
女性成员和 50名男性成员进行心理调查。自制量表主要是意

志品质量表和一般情况。意志品质量表分为自觉性、自制性、坚

韧性和果断性四个方面。

2 海军心理异常病因学研究

2.1 职别对海军心理的影响
冯正直[20]等人发现不同职别军人在心理素质五维度及总

分上有显著差异，整体表现为军官 >士官 >士兵，士兵心理素

质最差，显著低于士官和军官，士官和军官无显著差异。熊波等
[21]的研究发现潜艇官兵不同衔级组间 SSCL比较有极显著性差

异，其中高级士官及军官组最高，而义务兵组最低。

2.2 军龄对海军心理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军龄增加并不会减弱生活事件对军人的心理

影响，因为对不同情境者生活事件的内容是不同的，所以军队

生活事件心理影响是伴随军人始终的[22]。第三军医大学冯正直
[23]通过大样本的调研揭示了军人心理素质的军兵种、职别、军

龄和教育程度等特点。在军龄上表现为随军龄增加出现“升高 -

下降 -升高”的波动变化趋势。出现这样的变化趋势可能与军

队的体制和职别差异有关，即随着服役时间的增加，新兵对军

营环境、训练等适应能力增加，心理素质开始上升并逐渐稳固

下来；从第三年起，部分士兵转为士官，需要适应新的工作岗

位，这时将会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因此心理素质水平会呈下降

趋势。随着对新岗位的适应和新技能的习得，部队生活经验增

加，应付方式逐渐成熟，心理素质开始在新的基点上向前发展。

熊波等[21]的研究发现随着军龄特别是衔级的增高，潜艇官兵经

历更多的生活事件，也面临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去留问题、激烈

的社会竞争压力、职务晋升、家庭问题和人际关系等，更可能对

高级士官及军官造成适应不良，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

2.3 海军特殊工作环境对海军心理的影响

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潜艇官兵经常处于特殊环境和特定事

件之中,其在战前、战时、战后和平时军事生活、训练中,都存在

心理应激反应[24]。心理应激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25]。热带舰艇干

部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差，主要因素有个人平时情绪不稳定、个

人的性格倔强及对人冷漠、自觉生活承受压力大。水面舰艇部

队日益频繁地执行航程跨度大、持续时间长的长航任务，可采

取语言倾诉、自我调适、音乐调节、认知疏导等手段对长航任务

中的舰艇官兵进行心理干预[26]。

2.4 个性对海军心理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个性对海军心理有一定的影响。抑郁质类型的

潜艇官兵心理应激水平最高，说明通常忧虑抑郁，烦恼自扰，缺

乏自信和勇气的潜艇官兵，其心理健康水平显著偏低，严重影

响身心健康，降低工作效率[21]。李宁等[27]的研究提示个性特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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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心理健康水平起着重要作用。

2.5 心理应激对海军心理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28]，心理应激与心理健康水平互为因果，即心

理应激促使负性情绪升高，心理健康水平下降，反之亦然。熊波

等人[21]的研究说明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助于提高潜艇

官兵的心理应激适应能力。由此可见，心理应激的心理健康的

因果关系确凿无疑。

2.6 其他原因

除以上各种影响因素外，海军心理异常还与户籍来源（城

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军种、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原因相关。

3 海军长航心理变化研究

长航、远航海军长期生活在较艰苦和舰艇封闭的环境中,

并随时出海、下水完成急、难、险、重的任务和军事斗争准备,使

官兵心理压力较大。因而,容易出现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

恐怖、偏执等心理异常变化。

3.1 焦虑

王玚[10]等人在对 57名海军舰艇官兵的研究中，发现有 26

名在焦虑一项表现突出，所占比例为 45.6%，是最常见的心理

问题。席巧真[6]等人在用 SCL-90对海军舰艇兵心理健康状况
的调查分析中，发现在被试 211名海军某部舰艇兵中，焦虑症

状高于中国军人常模、中国新兵常模和中国常模。朱慧瑾[7]等人

应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简式( PHI)对热带地区舰艇干部进

行测试，结果显示焦虑、脱离现实和兴奋状态分量表上得分有

显著性差异。

3.2 抑郁

王玚[10]等人的研究表明，抑郁为第三位的心理问题，57名

海军舰艇官兵中有 13名出现了失眠症状，占 22.8%；韩向前，

杜德章[13]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军事演习中 112名海

军官兵进行测试，结果显示抑郁因子显著高于军人常模。

3.3 疲劳

沈兴华[9]等人对海军特训男兵身心健康状况的研究表明，

海军特训男兵在躯体疲劳、总疲劳上得分都超过了最高得分的

一半, 提示海军特训男兵的疲劳程度较高。杨平 [12] 等人应用

NES-C2系统对出海训练人员的心理卫生状况研究中发现学员

在出海前后反映躯体主观症状的疲劳 -惰性分值有明显升高，
而舰员各项负性情感因子分值 (除有力项外)在出海后均有升

高，其紧张、忧郁、疲劳、愤怒几项与出海前相比升高。

3.4 躯体化

杨平[12]等人在用 SCL-90对出海训练人员的心理卫生状况

研究中发现，海军学员在出海两周后反映主观躯体不适的躯体

化分值显著升高。而船员出海后，绝大部分因子( 9项中 8项)

有不同程度升高，其中躯体化、抑郁、焦虑、敌意 4项分值升高

显著。席巧真[6]等人在用 SCL-90对海军舰艇兵心理健康状况

的调查分析中，发现在被试 211名海军某部舰艇兵中，因子

分≥ 3者主要分布于强迫症状(1.5%)、躯体化(1.2%)。沈兴华[9]

等人对海军特训男兵身心健康状况的研究表明，海军特训男兵

在躯体症状、强迫、人际敏感、敌对四个因子上平均得分接近 2.

0，说明海军特训男兵在这五个方面的症状感受比较多。韩向

前,杜德章[13]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军事演习中 112名

海军官兵进行测试，结果显示躯体化因子显著高于军人常模。

4 海军心理异常危害研究

4.1 危害身体健康
心理异常状况的出现，在复杂艰苦的海上航行过程中是常

见现象，由此所致的心理疲劳是医疗和交通等事故的罪魁祸首

之一[29]。因此，心理健康状况的异常正在成为海军的“隐形杀

手”，它会导致出错率增加[30]，对外环境刺激不敏感，反应迟钝[31]。

4.2 改变人体生理活动
海军长航人员长时间在海上行进，单一枯燥的环境导致中

枢神经系统疲劳，使交感神经活动增强，迷走神经活动减弱，引

起收缩压、舒张压、平均动脉压升高[32，33]。身心疲劳时，血浆和肌

肉骨骼中血管紧张素Ⅱ、亮氨酸、异亮氨酸，肝脏中血管紧张素

Ⅱ，脑中异亮氨酸升高；而血浆、骨骼肌肉和肝脏中氨基酸的整

体水平和谷氨酰胺，脑中苯丙氨酸、酪氨酸、精氨酸、苏氨酸下

降[34]。

4.3 影响认知功能

海军长航士兵的心理异常可影响认知功能，是个体感知觉

迟钝、注意水平减弱[29]，思维迟缓[35]，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
[36]。

5 海军心理健康的干预研究

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素质训练、心理咨询和治疗，促进海军

官兵心理的健康成长,提高军事训练效率和保障部队战斗力提

供有益的经验和理论支持[37]。潘娜等[38]根据对部队、学校、大型

企业长期追踪研究和实践，总结出一套适用于大型团体的心理

健康管理系统，适时动态进行心理健康管理。

水面舰艇部队日益频繁地执行护航、演习等航程跨度大、

持续时间长的长航任务，可采取自我调适、认知疏导、音乐调

节、群体关怀等手段对长航舰艇官兵进行全程不间断的心理干

预[26]。

心理应激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健康也能改变个体的

抗拒或应对能力[25]。降低军人的应激反应，减少军事应激损伤，

对于促进军人身心健康，提高平战时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39]。

刘焱 [40]提出应构建官兵心理危机预警机制，包括确立预警对

象、建立预警指标体系、评估预警信息和处理危机 4部分。在日

常的军事生活环境下，采用自尊团体心理辅导，对提高士兵的

自尊水平有一定作用[41]。

孙景阳等[42]研发的 CIT－ 1型心理危机干预方舱适用于部

队平战时心理伤救治。通过对民用客车改装而成的野战心理咨

询治疗车，适合未来战争环境下开展飞行员心理危机干预研究

的需要[43]。

6 展望

海军的心理健康问题对于加强海军身心健康、提高海军战

斗力十分重要。长航海军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整日面对单一

枯燥的环境，承受巨大工作压力，加之其他一些影响因素，难免

产生诸多心理问题。国内对于海军的心理健康研究工作起步较

晚，尚处于初级阶段，亟需深入探索 ,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

下：1.对于评价工具的使用，目前使用较多的是 SCL-90、16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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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14等，这些量表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和科研的，但没有特异性

针对长航海军做出应有的调整。2.在研究对象方面，由于海军

有多个兵种，而既往的研究多为笼统的描述为 "海军 "，鲜有针

对长航士兵开展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这是笔者今后将重点研

究的群体。3.在研究内容方面，既往研究都是停留在比较整体

的描述上，而没有细致到针对某一个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比

如心理疲劳。横向研究较多，纵向研究较少。4.中医药对长航海

军的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尚属空白，将中医药理论应用于此领

域的科研，将是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 5.海军长航人员
心理健康状况的异常对个人、军队乃至国家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此却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法。6.在海军心理异常的干预研究

方面，既往的研究中，对海军心理异常进行干预措施比较有限，

而且没有中医药的介入，且效果评定并不明确，这也是今后研

究中需要加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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