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方战区783名空军官兵生存质量的调查与分析  

    死亡率、生存率、平均寿命等生存数量方面的统计指标在监测人群健康变化、评价卫生服务工作效果以

及卫生决策中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疾病谱、健康观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从生理、心理、社会

等方面全面人的评价生存质量日益受到重视，成为目前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 

    军队是一个特殊群体，为使指战员身心健康，保证其充沛的战斗能力及预防平战时疾病的发生，应加强

其生存质量的了解。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主要为5个空军部队的官兵，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每个部队抽取100~200名官兵参加测试。共发放问卷800

份，回收问卷800份，有效问卷783份。 

    1.2  方法 

    我们设计了“我军官兵生存质量调查表”[1]，调查表由2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包括基本情况对事件

的应付方式，第二部分给出了从生理、心理、社会3方面评价官兵生存质量的48个指标。我们采用更为精确的

模拟线性尺度标记法进行测量。 

    例如： 您的睡眠好吗? 

    图1 生存质量指标模拟线性尺度标记法 
    Fig.1  Simulated linear scale for the quality-of-life indices

    1.3  量表的研制以及测评 

    参照文献进行[1][2][3][4][5]。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1.0统计软件，各统计量均以 ±s表示，两组均值比较用t检验，多组均值比较用方差分析，

均值间两两比较用SNK法。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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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模拟线性尺度标记法，每个指标都可以给出具体的分值，生理、心理、社会3方面各有10个指标，各

自的满分应为100，中位平均分为50。所有指标的总体满分为300，中位平均分为150。该量表目前还未获得军

队常模，所以下面的比较依此为参考标准。 

    2.1  生理、心理、社会指标生存质量得分 

    南方战区空军官兵的生理、心理、社会得分分别为66.33±9.38、58.99±10.09、53.69±12.40，表明

其生存质量情况为中等水平，反映了我军空军官兵的生存质量尚需进一步改善。 

    2.2  不同文化程度官兵的生存质量比较 

    不同文化程度官兵的生存质量(表1)有显著差别(F=4.34, P<0.001)，其中本科毕业与高中毕业人群的生

存质量与其他组有显著差别(P<0.05)，高文凭与低学历人的生存质量较低，特别是研究生学历人群的生存质

量较其他组为低(P<0.05)。 

    2.3  不同兵种官兵的生存质量比较 

    不同兵种官兵的生存质量有显著不同(F=5.06, P=0.029)，飞行员的生存质量最高(189.49±22.05)，

航空兵次之(182.54±22.82)，地勤人员(176.74±21.49)的生存质量较低。 

    2.4  不同来源、不同民族、独生子女与否官兵的生存质量比较 

    来自城市的官兵与来自农村的官兵的生存质量(表2)有很大差别(P<0.01)，而不同民族、是否独生子女对

官兵的生存质量影响不大(P>0.05)，说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的不同，直接影响战士的生存质量。 



    2.5  不同身份官兵的生存质量比较 

    经检验，不同身份官兵的生存质量有所不同(F=5.61, P<0.001)，其中以上士和军校学员的生存质量为

高(P<0.05)，同时也发现，军衔越高其生存质量越低(P<0.05)，这种情况值得深入研究。两两比较结果还发

现，列兵、上等兵、下士及中士之间并无差别(P>0.05)，专业军士、军士长及军官之间也无差别(P<0.05)。 

    2.6  入伍前职业对官兵的生存质量影响 

    入伍前职业对官兵的生存质量有一定影响(P= 0.001)，其中入伍前为国家干部者的生存质量最高，其次

为个体职业者，而农民、无职业者的生存质量较低，说明个人出身与其入伍后的生存质量有联系。 

    

3  结论 

    我们采用Delphi法和现场调查筛选出的自测健康评价指标，既保证了被选指标的权威性，又使评价指标

具有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自测健康评定量表，才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保证量表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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