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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某部武警新兵交往焦虑水平及其影响因

素- 方法：采用交往焦虑量表（ VPF）、艾森克个性问卷（1BX）、

自尊量表（F1F）、领悟社会支持量表（BFFF）、简易应对方式问

卷，测评 &*! 名新兵的交往焦虑状况、人格、自尊、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并作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结果：入

伍新兵的交往焦虑平均分（)$- &+ Y %- +(）- 交往焦虑与神经

质、消极应对呈正相关（ ; Z "- )’，"- $’，( [ "- "!）；与内外向、

积极应对、自尊、社会支持呈负相关（ ; Z \ "- )+， \ "- $’，

\ "- !(，\ "- $)，( [ "- "!）- 进入以交往焦虑评分为因变量的

回归方程的因素依次有神经质、内外向、积极应对、消极应对、

自尊（< Z "- (*，<$ Z "- +)，( [ "- "!）- 结论：神经质、内外向、

积极应对、消极应对、自尊是影响交往焦虑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新兵；焦虑；影响因素

【中图号】T+(&- ’, , , 【文献标识码】P

HI 引言

目前新兵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受到关注- 新兵

在适应部队环境期间，最常见的心理问题是适应障

碍［! \ +］，其中关键是如何同战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

系- 为了有针对性的帮助有交往焦虑的战士，我们对

某部武警新兵交往焦虑状况进行调查，并研究了人

格、自尊、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等因素与交往焦虑的关

系及影响，旨在为部队心理卫生工作提供参考-

JI 对象和方法

J- JI 对象I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选择某部刚入伍

$ =W 的武警新训战士 &*! 名作为调查对象，回收有

效问卷 &%’ 份- 平均年龄 !*- ) Y !- "（!% ] $$）岁，独

生子女 $’! 名，非独生子女 %!( 名，大学 $) 名，高中

(&! 名，初中 +(( 名，小学 ’ 名-
J- KI 方法I 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问卷包括：!交往

焦虑量表（ VPF）［)］，由 ^/3@6 编制，共 !( 个条目，采用

! ] ( 级评分，计算总分，最低 !( 分，最高 %( 分，分数

越高表示交往焦虑程度越高- "艾森克个性问卷

（1BX）［(］，由龚耀先修订，取其中内外向（1）、神经质

（_）两个维度的条目，内外向分数越高表示越外向，

神经质得分高表示情绪不稳- #自尊量表（F1F）［)］，

由 T<C/7S/@6 编制，包括 !" 个条目，计算总分，分数越

高，自尊程度越高-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BFFF）［)］，

由 !$ 个条目组成，按 ! ] ( 级评分，统计其社会支持

总分及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三个分量表分，

分数越高表示社会支持度越高- %简易应对方式问

卷（FMFX）［)］，由解亚宁编制，共 $" 个条目，采用 " ]
+ 级评分，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因子，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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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因子所属条目的平均分!
统计学处理：用 "#$%&#’! ( 建立数据库，用 )*))

++! ,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

! 检验、" 检验、相关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 #" 武警新兵交往焦虑评分" 入伍新兵的交往焦虑

平均分（./! 01 2 3! 1,），高于湖南大学生样本［’］的交

往焦虑均分（14! 34 2 4! ,0），! 检验结果表明，二者差

异具有非常显著统计学意义（# - (! (+）!
!! !" 交往焦虑与性格、自尊、应对方式、社会支持相

关分析5 交往焦虑与神经质、消极应对呈正相关，与

内外向、积极应对、自尊、社会支持呈负相关（# -
(! (+，表 +）!

表 +5 交往焦虑与性格、应对方式、自尊、领悟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项目 内外向 神经质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自尊 社会支持

$ 0(/ 0(’ 0/3 0/’ 44. 0(+

得分（% & ’） ,’! + 2 0! 4 13! ( 2 0! , +! 3 2 (! , (! 0’ 2 (! .0 /1! / 2 /! 1 .3! ’ 2 ’! 1

交往焦虑（ (） 6 (! .17 (! .’7 6 (! /’7 (! /’7 6 (! +,7 6 (! /.7

7# - (! (+!

!! $" 影响交往焦虑因素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以交往焦虑评分为因变量，分别以内外向、神经质、积

极应对、消极应对、自尊、社会支持得分为自变量，进

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在 ! 8 (! (, 的水平上，进

入以交往焦虑评分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的项目有神

经质、内外向、积极应对、消极应对、自尊（表 /）!

表 /5 影响交往焦虑因素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因变

量

自变量及标准回归系数（"）

神经

质

内外

向

积极

应对

消极

应对
自尊

多元相关

) )/

" 检验

" #

交往

焦虑
(! /0 6 (! /0 6 (! +, (! ++ 6 (! (0 (! ,4 (! 1. 4.! ’4 (! ((

$" 讨论

我们发现武警新兵的交往焦虑得分比湖南大学

生的得分［’］明显偏高，二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提

示新兵交往焦虑的程度高于湖南大学生，新兵交往焦

虑应该引起重视!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交往焦虑与神

经质和内外向人格特征维度的相关程度最高，相关系

数分别为 (! .’ 和 6 (! .1，其后依次为消极应对、积极

应对、社会支持和自尊! 性格越内向、应对方式越消

极，交往焦虑程度越高! 而情绪越稳定、自尊程度越

高、应对方式越积极、社会支持越多交往焦虑越低!
进一步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呈示，依次进入

回归方程的的显著变量有神经质和内外向、积极应对

和消极应对、自尊五个，其多元相关系数为 (! ,4，其

联合能解释变异量的 1.9 ! 说明神经质和内外向人

格特征、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方式、自尊对交往焦虑

有一定的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神经质的主要特征为

烦燥、紧张、情绪化、冲动、脆弱等，反映了情绪的稳定

性! 情绪不稳定者常常会对微小的挫折和问题情境

产生强烈的情绪，易发怒和沮丧［3］! 他们在人际交往

中容易导致人际冲突和受到伤害，因而导致交往焦

虑! 性格内向者往往不愿交往、不善交往或在交往中

处于被动，也易导致交往焦虑! 在人际交往的冲突中

和处理问题时，人们常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 积极应

对者常采取主动澄清问题、解决问题、寻求帮助的方

法，从而及时解决人际冲突和问题，避免交往焦虑!
消极应对者常采取被动的等待、拖延、逃避、幻想等方

式，因而使人际冲突和问题推迟或难于解决，导致交

往焦虑! 自尊与交往焦虑呈负相关，这与高文凤等［4］

的研究结果一致! 自尊是个体对自我价值、重要性等

方面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接纳，主要依据社交中他人对

自我的态度和评价，希望自我价值在社交中能够得到

他人、特别是权威人物的肯定和承认! 自尊具有根据

个体被别人接纳和排斥的程度而调节自己的行为方

式的功能，使自己被排除或拒绝的可能性减少到最小

程度，而避免挫折，保持内在和谐! 自尊还可以调节

人际关系，使之更加和谐、融洽! 自尊与人际关系之

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0］! 在社交过程中，自卑

的人常担心他人对自己不好的评价，或不接纳自己而

出现交往焦虑!
因此，在针对新兵的交往焦虑问题进行干预时，

应关注那些情绪不稳定、性格内向、自卑和消极应对

的战士，帮助他们提高社交技巧，改变他们的应对方

式，增强他们在交往中的自信心帮助他们积极适应部

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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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和方法 % 以我院 $%%* 年度妇科病体检患宫颈糜烂

),% 例为研究对象" 由我院门诊妇产科和医务室的医务人员

按照统一制定的妇科病体检卡片内容，对体检对象逐个询问

病史，填写卡片，采用妇科双合诊检查、宫颈刮片脱落细胞学

检查等方法进行常规检查"

&% 结果

$" !( 宫颈糜烂患病率 ( 受检者 !,%$ 例中，患宫颈糜烂 ),%
例，患病率为 $+" +)3，居体检发现阳性体征中之首位" 轻度

糜烂 $+& 例，占 *)" -.3，中度糜烂 !$, 例，占 $+" +-3，重度糜

烂 ,. 例，占 !," *)3；其中单纯型 $+$ 例，占 *)" *,3，乳突型

!-, 例，占 &-" %,3，颗粒型 )% 例，占 ," &&3 "
$" $( 宫颈糜烂与正常宫颈涂片( 45 染色下可见宫颈糜烂脱

落细胞涂片中含大量的中性粒细胞，而正常宫颈糜烂脱落细

胞涂片可见极少量的中性粒细胞；轻、中度宫颈糜烂脱落细胞

与正常宫颈糜烂脱落细胞的形态无明显区别；重度宫颈糜烂

脱落细胞可达细胞学!级" 宫颈糜烂及正常宫颈的脱落细胞

678 反应均为阳性"
$" &( 宫颈糜烂病因分析

$" &" !( 宫颈糜烂的发病年龄( $% 9 $. 岁体检者 )), 例，患病

!+) 例，占 &+" +!3；&% 9 &. 岁体检者 **% 例，患病 !+- 例，占

&%" &+3；)% 9 ). 岁体检者 +%! 例，患病 !$& 例，占 $%" )+3；*%

岁以上体检者 $%& 例，患病 $+ 例，占 !$" ,!3 "
$" &" $( 宫颈糜烂与避孕措施( 在体检的 .*3例妇女中，均有

避孕史，其中口服避孕药 -$% 例，患病 &!+ 例，占)&" ,.3；外

用避孕工具 *.% 例，患病 !%$ 例，占!-" $.3，上环 ).$ 例，患病

+$ 例，占 !$" +%3 "
$" &" &( 宫颈糜烂与阴道炎种类( 体检有霉菌性阴道炎妇女

!$% 例，患病 ), 例，占 )%3；体检有滴虫性阴道炎妇女 +& 例，

患病 !$ 例，占 !." %*3 "
$" &" )( 宫颈糜烂与人工流产( 有人工流产史的 &-$ 例，患病

!-+ 例，占 )-" &!3，其 中 未 产 妇 女 !-% 例，患 病 &$ 例，占

!," ,$3，经产妇女 $%$ 例，患病 .$ 例，占 )*" *)3；无人工流

产史的 )&% 例，患病 !*% 例，占 &)" ,,3，其中未产妇女 !.%
例，患病 )% 例，占 $!" %*3，经产妇女 $)% 例，患病 .- 例，占

)%" )$3 "
$" &" *( 宫颈糜烂与结婚次数和月经( 宫颈糜烂与结婚次数、

月经初潮年龄、绝经年龄和月经量无显著关系；与月经周期及

持续天数有关［!］" 月经周期!$% : 组患病率为 -.3，大于 $%
: 组患病率为 &.3，持续天数!$ : 组患病率为 &$3，& 9 - :
组为 )&3，大于 , : 组为 ,&3，经统计学处理，有显著性差异"

’% 讨论% 有资料报道，宫颈糜烂组患子宫颈癌的机率是宫颈

光滑组的 )" ). 倍，单纯鳞状细胞癌中约有 ,%3是在颈管或糜

烂区发生［$］" 且与糜烂程度和性状有较大的关系" 乳突和颗

粒型糜烂面积越大，患子宫颈癌率越高，因此，要积极治疗宫

颈糜烂，降低妇科病患病率及子宫颈癌患病率" 应注意以下

事项："选择适合自己实际的避孕措施" #应避免分娩时或

器械损伤宫颈" $青年妇女应调节雌激素水平" %提高妇女

的自我保健意识和保健技能" &积极预防和治疗阴道炎的发

生" ’定期进行妇科病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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