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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急进高原执行任务的应急机动作战部队

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估0 方法：以某部队进驻青藏高原驻训期

间 $"" 名官兵为研究对象，应用症状自评量表（GD-#&"）和简

易应对方式量表对官兵在不同环境下的应对方式及心理状况

进行了测评，并且分析应对方式和心理状况间的关系0 结果：

急进高原官兵的 GD-#&" 总分、阳性项目数及应对方式中的消

极应对因子分不同高度间自身对比差异显著（6 V "0 "!），并

且 GD-#&" 总分及阳性项目数分别与消极应对因子分呈正相

关0 结论：该调查研究提示科学合理的适应性训练和心理干

预能有效引导军人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改善外训官兵的心

理状况0
【关键词】应对方式；症状自评量表；适应性训练；心理状况

【中图号】4X#"*!；W)&*0 ’, , , 【文献标识码】R

&H 引言

为了解高原外训官兵在特殊环境中的应对方式

及心理状况，我们应用症状自评量表（GD-#&"）和简

易应对方式量表，对 $"" 名急进昆仑山进行高原适应

性训练的战士进行了心理状况跟踪调查0

IH 对象和方法

I0 IH 对象H 随机选择急进高原进行外训的官兵 $""
名，入伍时间最短 ! 6，最长 !$ 6，平均为（$0 * Y !0 ’）

60 半年内未离开驻地0 均为男性，年龄 !+ Z )"（$"0 +
Y !0 &）岁0 文化程度初中 !"& 人（*%0 ([），高中 *’

人（$&0 *[），中专 !% 人（+0 &[），大专 ! 人（"0 *[），

本科 % 人（)0 %[）0 所有官兵均在规定日期向昆仑山

机动行进，分别在从驻地 R 点出发前 ) F 和返回驻地

R\ 点后 !" F、出发 $ F 后机动至 ] 点时、*F 后机动至

第一驻训地 D 点时、!* F 后机动至第二驻训地 M 点

时，对 $"" 名官兵进行上述自评问卷调查0 共回收有

效问卷 !&" 份0
I0 JH 方法

!0 $0 !, 驻训区域地理状况及作业情况, 官兵机动路

线及驻训点分别为驻地 R 点（海拔 !""" 5），] 点（海

拔 $+"" 5），第一驻训地 D 点（海拔 )+"" 5），第二驻

训地 M 点（海拔 (*"" 5），驻地 R\ 点（返回后）0 适应

时间 R#] 为 $ F，] 点停留 ! 夜；]#D 为 ) F，D 点驻训

!" F；D#M 为 ! F，M 点驻训 $* F；M 点下撤到 D 点，驻

训 !" F；然后经过 )F 按原路返回驻地0 适应性训练

情况：每日作业时间平均为 ’ =，入睡时间平均为 !"
=0 日间休息时间平均为 ( =0
!0 $0 $ , 测定工具, ! 症状自评量表（GD-#&"）：为

患者自评问卷0 由 !#&" 题组成，为 !#* 的 * 级评分0
包括总症状指数及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

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其他因子等 !" 个因子

组成［!］0 " 解亚宁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0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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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由 !" 个条目组成，涉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

可能采取的不同态度和措施# 采用多级评分，在每一

应对方式项目后列有不采用、偶尔采用、有时采用和

经常采用 $ 种选择，相应评分为 "，%，!，&# 分别按

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计总分# 其中选项 %’
%! 重点反映积极应对的特点，为积极应对因子，%&’!"
重点反映消极应对的特点，为消极应对因子# 统计

%&’!" 各项目的总分即为消极应对因子分#
%# !# &( 方法实施( 使用 )*+’," 和简易应对方式量

表由专门的医生在统一的指导语条件下，先对官兵作

必要的解释，然后让他们自己同时填写两个量表，每

到一个高度重复进行一次，将不同高度结果进行对比

分析，并将二者结果进行相关分析#
统计学处理：全部统计工作采用 )-))%"# " 统计

包处理，计量资料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或 !"#$%&’
相关分析#

!" 结果

官兵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评分中消极应对因子

分各海拔高度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两两比

较显示海拔 %""" . 和 %""" .（ 返回后）分别与其他

各高度差异显著（! / "# "%），并且随海拔高度增加呈

降低趋势（表 %）# 另外各海拔高度官兵 )*+’," 总分

及阳性项目数、简易应对方式消极应对因子评分高度

变化趋势可见三者变化趋势一致，均从出发开始下

降，到 !0"" . 达到稳定状态，然后从 $1"" . 开始再

次下降#
进驻高原官兵 )*+’," 阳性项目数及总分均数各

高度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进一步两两比较显示海拔

%""" . 和 %""" .（ 返回后）分别与其他各海拔高度

差异显著（! / "# "%），并且随海拔高度增加呈降低趋

势（表 %）#

表 %( 不同海拔高度消极应对因子分、)*+’," 总分、)*+’," 阳性项目数比较表 （’ ( %,"，) * %）

参数 %""" . !0"" . &0"" . $1"" . %"""" .（返回）

消极应对因子分 2# 2$ 3 "# &%4 1# 1" 3 "# &$ 1# 1, 3 "# && 1# 1! 3 "# &$ $# %$ 3 "# &04

)*+’," 总分 %!$# %2 3 !# %,4 %%"# $$ 3 %# ,5 %%&# %, 3 !# !2 %%%# 12 3 %# ,, %"!# %0 3 %# 1&4

)*+’," 阳性项目数 !1# !1 3 %# &14 %5# 10 3 %# $& %2# 5" 3 %# $1 %2# 1! 3 %# $, ,# ,! 3 %# %24

4! / "# "% +% 其他海拔高度#

( ( 外训官兵 )*+’," 总分及阳性项目数均数分别与

消极应对因子分均数间的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表 !）：

二者间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从各相关系数可见各海

拔高度对应的阳性项目数与消极应对因子分之间的

相关系数最大，表明相关性最好#

表 !( 各海拔高度消极应对因子分与 )*+’," 阳性项目数及总分均数相关分析表 （’ 6 %,"）

参数 因子 %（%""" .） 因子 !（!0"" .） 因子 &（&0"" .） 因子 $（$1"" .） 因子 1（%""" . 返回）

阳性项目数 %（%""" .） "# $&27 "# &2"7 "# &$57 "# %2%4 "# &!&7

!（!0"" .） "# !117 "# &5$7 "# %554 8 "# ""$ "# !%!7

&（&0"" .） "# !,17 "# !2$7 "# $"57 "# !!57 "# !$17

$（$1"" .） "# %,%7 "# !$27 "# !507 "# !217 "# !5$7

1（%""" . 返回） "# !"27 "# %007 "# %"" "# %%$ "# &%27

总分 %（%""" .） "# $1&7 "# &1"7 "# &1%7 "# !"07 "# &%%7

!（!0"" .） "# !257 "# &2%7 "# %224 "# "&& "# %0$4

&（&0"" .） "# &&!7 "# !517 "# $!57 "# !&&7 "# !""7

$（$1"" .） "# !%57 "# !5"7 "# !2$7 "# &&%7 "# !$27

1（%""" . 返回） "# %0$7 "# %$24 "# %"5 "# %!$ "# &&&7

4! / "# "1，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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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军队因其性质、任务的特殊性，存在许多心理应

激，极易导致心理问题! 军人心理应激指军人对军事

环境或社会环境的适应过程中，实际上或认知上的要

求与应对能力之间不平衡引起的心身紧张状态，可引

起外在的行为、情绪变化和躯体内部的生理变化，其

结果是 对 外 部 环 境 的 适 应 或 者 适 应 不 良 两 种 情

况［"］! 本研究 #$%&’( 阳性项目数及总分均数各高度

间比较结果可以看出，部队出发前官兵普遍处于曲线

的最高峰!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与紧张的战前动员，对

高海拔驻训缺乏了解产生的情绪反应及进驻高原以

前的家庭信息干扰等应激源有关，此结果与已有研究

结果表明的社会应激与 #$%&’( 呈正相关相一致［)］!
就此结果分析，我们认为从心理适应角度考虑，延长

战前动员周期可能把上述心理应激降到最低! 而部

队返回驻地后官兵普遍处于曲线的低谷，一方面我们

是在返回驻地后 *( + 进行的测试，各种应激源已经

消失，官兵经过心理调适已经把负性应激效应降到最

低! 另一方面也提示当应激源去除以后，官兵的心理

状况自然明显好转，故可以适当缩短战后调适时间!
我们的结果可以看出在高原上尽管有各种环境

和心理应激源的影响，仍处于曲线的相对平台期，说

明适应性训练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从该部队的具体

适应性训练安排可以看出海拔高度越高，适应时间应

越长，上升速度应越慢! 具体到每一驻训点首先是 "
, ) + 的休息适应阶段，然后作业时间由短到长，强

度从弱到强! 由于高原寒冷缺氧，部队特别注重官兵

的饮食补给和热能的补充，对维护好的适应状态提供

了一定的条件! 还有一个特点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

间，平均为 *( -，这是必要条件之一! 所有上述有效

措施部分抵消了各种应激源的负性效应，使得整个曲

线在 ".(( , /0(( 1 之间保持相对平台期!
广大官兵是一个心理社会应激水平较高的群体!

研究认 为，心 理 干 预 能 有 效 提 高 战 士 心 理 健 康 水

平［/］! 本次外训官兵保持相对较低的应激水平和合

理有效的心理干预和心理疏导密切相关! 他们具体

的方法是运用不同形式的心理训练方法，包括定期在

日间休息时间讲授心理学知识，诱导官兵树立主动适

应环境和军营生活观念，使其对待主观和客观挫折有

充分思想准备，主动分析生活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

以及学习并善于运用自我调节的手段和方法，充分发

挥家庭和军队支持系统的调节作用等! 例如定期通

过电话和家人通话，定期洗澡等方法都是一些较为有

效的手段!
本研究中外训官兵 #$%&’( 总分及阳性项目数均

数分别与消极应对因子分均数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说

明消极应对方式和受试者的 #$%&’( 测试结果密切相

关，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本结果与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致［0 2 3］! 消极应对有较高的心身症状，不利于健康

的保持，而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主要取决于官兵们

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沈卫民在对驻藏边防官兵心理

健康调查中发现持有保卫祖国入伍动机者 #$%&’( 各

因子分均显著低于持有接受锻炼和寻求出路入伍动

机者［.］! 这也就提示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倡爱

国主义，奉献精神，加强现役军人人生观、世界观、价

值观的教育，及时有效地端正军人的入伍动机，是引

导军人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保持良好心理状态和战

斗力，保证部队完成新时期历史使命的重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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