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研究原著· 文章编号：!"""#$%&"（$""’）$$#$"%(#")

某野战部队官兵心理适应不良者人格特征分析

李* 敏!，汪* 涛!，李彦章!，张* 俐!，黄梅园$，肖达喜$，袁* 波$，王力慷$

!第三军医大学医学心理学教研室，重庆 ’""")+，$中国人民解放军 %%!!+ 部队，成都 (!+’"+

!!!!!!!!!!!!!!!!!!!!!!!!!!!!!!!!!!!!!!!!!!!!!!!!
）

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

作者简介：李* 敏（!&(+#），女（汉族），湖北省襄樊市人- 副教授，博士-

./0-（"$)）(+%,$$(%* 12340- 5002!!)6 7892340- :82

!"#$%&’& (" )*+&("#$’,% (- &($.’*+& /’,0
)&%10($(2’1#$ 3#$#.45&,3*", ’" # -’*$.
#+3%
!" #$%!，&’() *+,!，!" -+%./0+%1!，/2’() !$!，23’()

#4$.-5+%$，6"’7 8+.6$$，-3’( 9,$，&’() !$.:+%1$

!;/<3=92/>9 8? @/A4:30 BCD:7808ED，.74=A @40493=D @/A4:30 F>4#

G/=C49D，H78>EI4>E ’""")+，H74>3，$ H74>/C/ BJK %%!!+ L8=:/C，

H7/>EAM (!+’"+，H74>3

【!6&,+#1,】!78：!" #$%&"’# ()# %#’*"+,&-(. /),’,/(#’-*(-/*

"0 *"&1-#’* 2-() %*./)"&"3-/,& 4,&,156*(4#+( -+ "+# 0-#&1 ,’7

4.8 89:;<=>：9,((#&&7!( :#’*"+,&-(. ;,/("’* <6#*(-"+7

+,-’# 2,* 6*#1 (" #=,&6,(# ()# *"&1-#’*> %#’*"+,&-(. /),’,/7

(#’-*(-/* -+ ()-* ,’4.8 !)# *"&1-#’* 2-() %*./)"&"3-/,& 4,&,17

56*(4#+( 2#’# 5613#1 ?. */"’# "0 4#+(,& )#,&() -+1#$ @! 8

?9>@A:>：! !)#’# 2#’# $%N ,A *"&1-#’* 2-() %*./)"&"3-7

/,& 4,&,156*(4#+(8 " !)# ’,(# "0 *"&1-#’* 2-() %*./)"&"3-7

/,& 4,&,156*(4#+( 2#’# $%N )A 0"’ "+#7.#,’ *"&1-#’*，

$,N ’A 0"’ (2"7.#,’ *"&1-#’* ,+1 $’N $A 0"’ ,?"=# 0-=#7.#,’

*"&1-#’*8 # !)# *"&1-#’* 2-() %*./)"&"3-/,& 4,&,156*(4#+(

),1 ()’## &"2#’ 0,/("’*（ &"2#’ 9，; ,+1 B$）,+1 0"6’ )-3)7

#’ 0,/("’*（)-3)#’ C，D，<’ ,+1 B! ）-+ %#’*"+,&-(. ,**#**7

4#+(8 B<CBA@>7<C：!)# *"&1-#’* 2-() %*./)"&"3-/,& 4,&7

,156*(4#+( ),=# ,?+"’4,& %#’*"+,&-(.，,+1 %#’*"+,&-(. #167

/,(-"+ -* +#/#**,’.8

【D*%/(+.&】 4-&-(,’. %#’*"++#&；%#’*"+,&-(.；!(:;；,156*(7

4#+( 1-*"’1#’*

【摘* 要】目的：探讨某野战部队官兵心理适应不良者的人

格特征，为部队征兵和官兵心理辅导提供理论指导- 方法：采

用华东师范大学 !&++ 年修订的卡特尔 !( 种人格因素量表

（!(BL），对某野战部队官兵 &’, 名进行团体测试，以心理健康

指数 O! 得分区分出心理适应不良者和适应良好者，并对其人

格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 某野战部队心理适应不良者（ 心

理健康指数!!+ 分者）比例为 $%N ,P ；" !，$ 3 兵及, 3以上

兵心 理 适 应 不 良 者 比 例 较 多，分 别 占 $%N )P ，$,N ’P 和

$’N $P ；# 心理适应不良者的人格特征表现为 $ 低 , 高的特

点，即低情绪稳定性、低兴奋性、高怀疑性、高忧虑性、高紧张

性、高焦虑性和内向型- 结论：该部队官兵心理适应不良者有

一定人格偏离，必须对他们进行人格教育-

【关键词】军事人员；人格；!(BL；适应障碍

【中图号】Q!&,N ! 【文献标识码】K

EF 引言

人格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稳定的心理

特征，它表现了一个人的整个精神面貌，决定一个人

的行为模式，影响个体对应激环境的反应和适应能

力，从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发展［!#&］，也是军事应激

环境中反应性精神障碍发病的重要原因- 目前，心理

问题已 成 为 困 扰 部 队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重 要 问 题 之

一［!］- 野战部队是一个特殊群体，训练强度大、训练

难度大、训练对个体体能要求较高，这种特殊环境对

军人自身的心理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本研究旨在

对比分析某野战部队官兵心理适应不良者与适应良

好者人格特征，为部队新兵选拔和有针对性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

GF 对象和方法

G- GF 对象F 某野战部队官兵 &’, 名，均为男性，年龄

!( R )+ 岁，平均年龄为 $$ S ’ 岁- 其中士兵 ’%) 人，

专业士官 ))$ 人，军官 !’" 人- 测试时，身体健康，均

否认有精神异常既往史和家族史-
G- HF 方法F 采用华东师范大学［$］!&++ 年修订的卡

特尔 !( 种人格因素量表（!(BL），对 &’, 名官兵进行

团体测试，统一指导语，收回有效问卷 &’, 份-
G- IF 资料处理F 卡特尔 !( 种人格因素量表，每个因

素经过标准化处理后都可以得到从 ! R !" 共 !" 个等

级的标准分，’ 分以下为低分特征，% 分以上为高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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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用 "# 种人格因素标准分推算出综合的次级人格

因素类型（$"：适应与焦虑型，$%：内向与外向型，

$&：感情用事与安详机警型，$’：怯懦与果断型），次

级因素也分为 " ( ") 个等级的标准分，以 * 分为临界

值，低于 * 分为焦虑型、内向型、感情用事型和怯懦

型；高于 * 分为适应型、外向型、安详机警型和果断

型! 在实际应用中还能做出许多预测，如：心理健康

水平（+"），专业有成就水平（+%），创造力水平（+&）

和成长能力水平（+’）! 心理健康指数 +" 总分为 ’)
分，平均值为 %%，低于 "% 分者为心理不健康! "% 分是

卡特尔人格因素量表测试常规人群的心理适应不良

的临界值，中国心理学方面的经验数据为 ", 分，我国

学者常以 ", 分作为区分心理适应不良和适应良好的

临界值，即高于 ", 分为心理适应良好，!", 分为心

理适应不良!
统计学处理：采用 -.--")/ ) 软件包完成，对全

部数据进行基本统计学描述和 ! 检验!

!" 结果

!# $" 某野战部队官兵 $%&’ 心理健康指数 ($ 得分

总体情况" 012 " 中显示了心理健康指数值!"%、",
和 3 %% 的官兵的人数分布! 若以心理健康指数 ", 为

临界值，则!", 者即心理适应不良者为 %#) 人，占测

试总体的 %4/ *5 !

表 "6 某野战部队官兵 "#.7 心理健康指数 +" 得分总体情况

012 "6 891:1;<=: >? @=A<1B 9=1B<9 CAD=E +" >? "#.7 CA >A= ?C=BD
1:@F （" # $）

G=A<1B 9=1B<9 CAD=E % H1<=（5 ） G=1A

!"% &4 &/ I ")/ & J "/ 4

!", %#) %4/ * "*/ & J %/ #

3 %% &,& ’)/ * ",/ % J &/ &

!! !" 官兵心理适应不良者和适应良好者人格特征的

比较" 由 012 % 可见，心理适应不良者和适应良好者

在 * 种人格因素和 % 种次级因素上存在显著差异! 即

心理适应不良者在 8 因素（ 稳定性）、7 因素（ 兴奋

性）、K 因素（怀疑性）、L 因素（忧虑性）、M’ 因素（紧

张性）、$"（ 适应N焦虑）和 $%（ 内向N外向）方面与心

理适应良好者有显著差异! 心理适应不良者人格特征

表现为低情绪稳定性、低兴奋性、高怀疑性、高忧虑

性、高紧张性、高焦虑性及内向型!

表 %6 官兵心理适应不良者和适应良好者 "#.7 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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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理适应不良者的军龄分布特点" 心理适应不

良者按兵龄分布，其特点是：" 1 兵占 %4/ &5，% 1 兵

占 %*/ ’5，& 1 兵占 I/ *5，’ 1 兵占 #/ ,5，* 1 兵占

#/ ,5，* 1 以上兵占 %’/ %5 ! 可见 "，% 1 兵及 * 1 以上

兵心理适应不良者较多!

)" 讨论

该野战部队是一个单一性别的群体、对官兵体能

要求高、训练强度大、训练艰苦、训练中经常受伤，生

活环境封闭、单调，官兵经常处于职业应激状态，对官

兵的心理素质要求较高，因此，人格有缺陷者、自我调

节能力差者可能会出现适应不良!
本研究结果显示：被试野战部队官兵的心理健

康指 数!"% 的 比 例 为 &/ I5，高 于 护 卫 舰 舰 员 的

)/ ,5［%］；心理健康指数!", 的比例为 %4/ *5，高于

国内男 性 常 模，也 高 于 国 内 普 通 大 学 毕 业 生 群 体

（",/ 45）和在校师范大学生群体（%&/ #’5）［&］! 该部

队官兵心理适应不良者的心理健康均分为 "*/ & 分，

明显低于常模均分 %% 分，说明该部队群体心理适应

不良者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常模! 但该部队官兵群

体的心理健康均分为 %" 分，接近常模均分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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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兵龄分布来看，该部队官兵心理适应不良者主

要是 ! " 兵（占 #$% &’）、# " 兵（占 #(% )’）和 ( " 以

上兵（占 #)% #’）* 而马利成对 )$# 名战士在新兵期、

入伍满 ! " 和决定退伍时进行 +,-./0 测试，发现新

兵期和即将退伍时 +,-./0 总分及多项因子分均高于

入伍满 ! " 时；而李艳等认为待退伍军人的心理健康

状况优于现役军人，其心理问题的发生与老兵个性特

征及社会支持有关* 结合笔者在该部队进行心理咨询

和集体访谈时所收集的资料分析，! " 兵的心理问题

主要是适应问题（ 对部队纪律的适应、服从，对军事

训练、人际关系的适应和部队环境的适应等），# " 兵

的心理问题主要是由去与留（是否转士官）、考学、入

党问题所产生的情绪困扰，( " 以上兵的心理问题主

要与婚恋、经济收入、转业复员安置、到地方后的适应

等困惑有关* 因此，有必要对官兵进行有针对性的心

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并对高年资士官进行军地两

用人才的培训和必要的技能训练，增加他们到地方后

的就业机会，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心理适应良好者具有外向、高情绪稳定性、高兴

奋性、高敢为性、高自律性、低怀疑性、低忧虑性、低紧

张性、低焦虑性的人格特征* 这为该野战部队的心理

选拔提供了依据* 心理适应不良者的人格特征为 # 低

( 高的特点，即表现为低情绪稳定性、低兴奋性、高怀

疑性、高忧虑性、高紧张性、高焦虑性和内向性* 而且

心理适应不良者有 & 个人格因素均分都 1 $，分别是

忧虑性均分 2% 0、紧张性均分 $% 3 和焦虑性均分 $% (，

说明该部队心理适应不良者群体有一定人格偏离，若

不及时进行疏导和干预，将对青年官兵人格形成有一

定影响*
本研究给我们以下启示：! 严把新兵选拔关*

在新兵选拔时应该选择具有外向、高情绪稳定性、高

兴奋性、高敢为性、高自律性、低怀疑性、低忧虑性、低

紧张性、低焦虑性人格特征的应征青年，以适应特殊

兵种特殊环境的需要；" 建立军人心理档案* 每名军

人入伍后都应接受心理学检查，建立心理健康档案，

定期进行心理普查和复查，为掌握军人心理动态变化

提供依据，也为心理疾病预防和干预提供指导；# 应

在部队开展经常性、系统性的心理健康教育，把心理

素质训练纳入到部队日常军事训练和业务教育大纲

中；$ 开展经常性的形式多样的心理咨询和心理疏

导工作* 部队应配备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或兼职的心

理医生定期为官兵提供心理辅导，及时发现其心理问

题，解除其心理困扰* 还可辅助心理热线、心理信箱等

开展心理咨询；% 加强基层心理卫生骨干的培训* 对

部队政工干部、连队主官及班长等进行心理知识普及

和培训，提高军官领导艺术，进行“以人为本，以环境适

应为本”的管理；& 加强特殊兵种军人心理健康研究，

重点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军事作业环境、不同军事任务

下（野外生存、伞降、武装泅渡、水训、实战演习等）军人

心理特点和心理变化规律，并进行相应的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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