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研究原著· 文章编号：!"""#$%&"（$""’）$$#$"()#"’

驻岛新兵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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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上岛新兵的心理健康及其相关因素，为

其心理卫生工作提供参考- 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QLN#
&"）对 !"( 名上岛新兵进行心理评估，并与中国新兵常模进行

比较，分 析 其 心 理 健 康 状 况 特 点，采 用 艾 森 克 个 性 问 卷

（2DR）、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DQQQ）、自尊

量表、自编的生活事件量表进行社会心理影响因素分 析-
结果：上岛新兵 QLN#&" 各因子分均高于中国新兵常模，而且

在强迫、人际敏感、焦虑、敌意、精神病性因子上有显著性差

异，QLN#&" 总分及阳性项数也有极其显著差异，他们的心理

健康与其人格的神经质与精神质维度、消极应对方式、生活事

件均呈显著的正相关，与自尊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结论：上

岛新兵心理健康状况普遍低于中国新兵常模，其影响因素依

次为生活事件、神经质、消极应对和内外向-
【关键词】海岛；军事人员；心理学

【中图号】S1&+- &* * * 【文献标识码】O

BC 引言

目前，军队新兵的心理健康状况已引起人们的关

注，有报道显示，我军新兵中 !+T "(U 的人群患有不

同程度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为躯体化，偏执和焦

虑［!］- 但既往关于新兵心理健康的调查多集中于普

通环境下的新兵［$ V ’］，而对特殊环境下的新兵关注较

少，有研究表明，各种特殊的环境条件可对个体的心

身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海岛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

及条件的限制，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是值得关注

的- 本研究对某海防部队待上岛新兵进行了心理健康

状况的现况调查，分析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

素，为我们针对上岛新兵的心理特点开展心理卫生教

育，制定有效的心理干预措施提供参考和依据-

DC 对象和方法

D- DC 对象C 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某海防部队确定

派驻海岛的新兵 !"( 人，年龄 !( W $$ 岁，平均年龄

!&T $( X !T $$ 岁，均为男性- 其中农村兵 %% 人，城市

兵 $& 人，独生子女兵 !% 人，非独生子女 )& 人，初中

文化程度 +$ 人，高中文化程度 1( 人，中专以上文化

程度者 !) 人-
D- EC 方法C 采用问卷调查法，在新兵集训结束前夕

进行调查，采用的问卷为：! 症状自评量表（ Q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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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指标为总分及各症状因子分，症状的严

重程度从 "（没有症状）至 $（极严重）分为 % 级，根据

各因子分高低来评估心理健康水平，分数越高表明其

心身症状越严重；! 艾森克个性问卷（&’(）［)］，由龚

耀先修订，分为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
个人格维度,"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解亚宁编制，由

-" 个条目组成，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应对方式两

个维度,#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国内姜乾金

等编译修订,$ 自尊量表［#］，由 /" 个条目组成，评定

个体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 自编的

生活事件量表，经过了必要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统计学处理：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按照统一

的指 导 语，进 行 团 体 调 查, 数 据 收 集 录 入 后 用

.’../"0 " 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为一般性描述统

计，! 检验，相关和回归分析,

!" 结果

!, #" 与新兵常模的比较1 上岛新兵的 .234!" 各因子

分均高于中国新兵常模［5］，在强迫，人际敏感，焦虑，敌

意及精神病性因子上与新兵常模具有统计学显著差异

（" #"0 "%），其 .234!" 总分及阳性项数与新兵常模也

具有统计学显著差异（" #"0 "/，678 /）,

表 /1 与新兵常模比较的结果

678 /1 9:;<=> ?@AB7C:D EF>G >G: H@CA @I >G: C:?C<F>; （$ % &）

.<8J:?>
K;=7HD C:?C<F>;

（’ ( /"#）

*@CA @I >G: C:?C<F>;

（’ ( #+)%）

.@A7>FL7>F@H "0 %) M "0 $) "0 %/ M "0 $%

N8;:;;FO:42@AB<=;FO: "0 !- M "0 %! "0 )+ M "0 %+8

KH>:CB:C;@H7= ;:H;F>FOF>P "0 5! M "0 %! "0 )- M "0 %)8

Q:BC:;;F@H "0 #) M "0 %$ "0 %5 M "0 %%

RHSF:>P "0 #! M "0 %% "0 %+ M "0 %"8

T@;>F=F>P "0 ## M "0 #) "0 $5 M "0 %%8

’G@8F7 "0 $" M "0 $% "0 +5 M "0 $)

’7C7H@FD FD:7>F@H "0 #! M "0 #$ "0 %) M "0 %)

’;P?G@>F?F;A "0 #/ M "0 $# "0 %" M "0 $)7

U:H:C7= .PAB>@A7>F? KHD:S "0 #) M "0 $# ———

6@>7= ;?@C: @I .234!" #/0 /$ M $"0 %$ $!0 )+ M --0 $+8

’@;F>FO: F>:A; +50 $# M /50 #% -#0 $/ M /#0 5-8

7" # "0 "%；8" # "0 "/ )& >G: F;=7HD C:?C<F>;,

表 -1 .234!" 各因子得分情况统计

678 -1 .>7>F;>F?7= C:;<=> @I >G: I7?>@C @I .234!"

.<8J:?>

!+

97>: @I E@C;:

A:H>7=F>P BC@A8=:A
’ ’:C?:H>（V ）

!-

97>: @I A:H>7=F>P

BC@A8=:A
’ ’:C?:H>（V ）

!/

97>: @I B@;F>FO:

;PAB>@A
’ ’:C?:H>（V ）

.@A7>FL7>F@H " " " " -/ /!0 5

N8;:;;FO:4?@AB<=;FO: / "0 ! ) #0 # +% ++0 "

KH>:CB:C;@H7= ;:H;F>FOF>P / "0 ! % $0 ) +) +$0 !

Q:BC:;;F@H " " - /0 ! -% -+0 #

RHSF:>P / "0 ! - /0 ! -+ -/0 )

T@;>F=F>P - /0 ! 5 )0 % /# /%0 /

’G@8F7 " " / "0 ! ) #0 #

’7C7H@F7 / "0 ! # %0 ) -- -"0 5

’;P?G@>F?F;A " " + -0 5 /% /$0 -

U:H:C7= ;PAB>@A7>F? FHD:S " " / "0 ! -- -"0 5

!, !" 阳性症状及心理问题检出率 " 根据有关报道，

.234!" 的因子分达到 / 分或 / 分以上为阳性症状，

.234!" 的因子分达到 - 分或 - 分以上，提示有比较明

显的心理问题［!］, 因子分达到 + 分或 + 分以上则有较

严重的心理问题, 以因子分!- 分为界限值，我们发现

上岛新兵的敌意、强迫、偏执、人际敏感症状相对表现

突出,
统计 .234!" 有症状表现的人数发现，.234!" 中出

现 / 个或 / 个以上因子为阳性症状的总人数达 #/ 人，检

出率为 %)0 %V，其中最普遍出现的症状是人际敏感，检出

率为+$0 !V，其次为强迫和抑郁，检出率分别为++0 "V和

-+0 #V；.234!" 中出现 / 个或 / 个以上因子表现为有心

理问题的总人数达 /+ 人，检出率为 /-0 +V，其中，强迫症

状存在问题人数最多，检出率达 #0 #V，但有严重心理问

题者主要表现在强迫，人际敏感，焦虑，敌意和恐惧症状

上，仅占 "0 !V W/0 !V（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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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各因子与人格、应对方式等社会心理因

素的相关分析# 从 "#$ % 可见，个性的神经质维度、消

极应对方式和生活事件与 &’()*+ 各因子分均呈显著

的高度正相关，个性的内外向维度及自尊程度与 &’()

*+ 大部分因子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个性的精神

质维度与 &’()*+ 大部分因子呈显著的正相关，其中，

生活事件与 &’()*+ 各因子相关程度最高，其与 &’()
*+ 总均分间的相关系数高达 +, --*（! " +, +.）!

表 %/ &’()*+ 各因子分与人格、应对方式、社会支持、自尊程度、生活事件的相关分析

"#$ %/ ’01123#4506 #6#37858 $249226 4:2 ;#<401 0; &’()*+，=21806#3547，<0=56> 84732，80<5#3 8?==014，28422@ #6A 35;2 2B2648

&?$C2<4 D2?1045<58@
E6410B58506)

FG410B58506
H87<:045<58@

H08545B2

<0=56> 84732

D2>#45B2

<0=56> 84732

&0<5#3

8?==014

F8422@

A2>122
(5;2 2B2648

&0@#45I#4506 +, JK%$ L +, .M- +, MM%# +, +J% +, JJM$ L +, +N* L +, M%.# +, K-N$

O$82885B2)<0@=?385B2 +, K%-$ L +, .NJ +, MK-$ +, +PN +, KMJ$ +, .+K L +, %%J$ +, KPM$

E6421=21806#3 8268545B547 +, K%*$ L +, M.%# +, M-M$ +, +%* +, JN-$ +, +J+ L +, MPK$ +, KP*$

Q2=1288506 +, K*M$ L +, M.%# +, %.J$ +, +.. +, K--$ L +, +JM L +, J+J$ +, -+-$

R6G5247 +, K%.$ L +, +P. +, .NK +, +.K +, KMK$ +, .+N L +, .K% +, KN-$

S08453547 +, -+*$ L +, +*J +, %-*$ +, +NN +, JNK$ L +, +JM L +, MP%$ +, -++$

H:0$5# +, JPK$ L +, MMN# +, MM*# L +, +.+ +, JJM$ L +, +** L +, M-J$ +, JKP$

H#1#605A 5A2#4506 +, K++$ L +, .NJ +, %%N$ L +, +%% +, JJJ$ L +, +%% L +, .PN +, K*N$

H87<:045<58@ +, J*.$ L +, +J. +, M.N +, +.* +, %N-$ +, +%% L +, .PJ +, K%P$

T2621#3 &7@=40@#45< E6A2G +, -%.$ L +, .N% +, %.%$ +, +JK +, KKM$ +, +.- L +, %+%$ +, --*$

#! U +, +K；$! U +, +.!

!* +# $%&’() 均分与各社会心理相关因素的多元逐

步回归分析# 以 &’()*+ 均分为因变量，人格、应对方

式、社会支持、自尊程度、生活事件得分为自变量，进

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在 ! V +, +K 水平进入回归模型

且有显著意义的因素有 J 个（"#$ J）! 各相关因素按

作用大小（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依次为生活事件，

个性的神经质维度，消极应对和个性的内外向维度，

此回 归 方 程 的 复 相 关 系 数 是 +, PM.，决 定 系 数 为

+, -NJ，解释为 &’( 均分的变异约有 -N, JW 是由以上

J 个因素的变化所决定的!

表 J/ 心理健康与各相关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 J/ X?345)842=9582)#6#37858 128?34 0; @264#3 :2#34: #6A 4:2 <01)

123#4506 ;#<401

X0A23
Y684#6A#1A5I2A

<02;;5<52648 Z24#

&4#6A#1A5I2A

<02;;5<52648 Z24#
# &5>

（’0684#64） L+, +J- L +, M%N +, P.%

(5;2 2B2648 +, %*- +, JK* N, %MN +, +++

D2?1045<58@ +, +.J +, %N- K, -N- +, +++

D2>#45B2 <0=56> 84732 +, .KM +, .** M, *JP +, ++J

E6410B58506)2G410B58506 L +, ++- L +, ..- L M, +MP +, +JK

"# 讨论

已有研究表明，新兵群体的心理健康状态与中国

军人常模有所差异，新兵的心理健康状况要差于中国

军人常模［N］! 上岛新兵作为新兵群体中特殊的一部

分，他们的 &’()*+ 各因子分均高于中国新兵常模，其

中强迫、人际敏感、焦虑、敌意、精神病性因子以及总

分、阳性项目数与新兵常模有显著性差异! 说明上岛

新兵心理健康状况普遍低于新兵常模! 对他们的心理

阳性症状进行分析发现，有近三分之一的军人有人际

敏感和强迫问题；有五分之一左右的新兵有焦虑、抑

郁和恐惧心理及躯体化表现，阳性症状存在率达到了

-, -W [ %J, *W，这说明在上岛新兵中存在的心理不

适感是相当普遍的! 从所存在的心理问题率来看，除

躯体化问题外，!M 分的人数占 +, *W [ N, KW，有

.M, %W的新兵表现出各种心理问题，另外还有极少数

的新兵心理问题表现得较为严重，结合现场访谈的结

果，分析其主要原因为对岛礁艰苦生活的预期恐惧所

致! 心理学认知理论认为，对未知的不可预测和不良

预测，是导致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 因此

在对上岛新兵的教育中，要加强以矫正不良认知为主

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新兵了解岛礁的真实情况，消

除对上岛的预期恐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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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内因有人

格、应对方式、自尊等因素，外因有社会支持、生活事

件等因素! 已有的研究说明，不同的群体心理健康的

影响因素有不同的特点! 本研究的相关分析表明，上

岛新兵 "#$%&’ 各症状因子与人格的神经质、精神质、

消极应对方式及生活事件均有显著正相关，自尊程度

则与部分症状因子有显著的负相关，作为外因的生活

事件与 "#$%&’ 各因子相关程度最高! 国内有研究提

出籍贯、文化程度、应对方式和个性，是新兵在社会角

色改变和部队新环境适应过程中心理健康的重要影

响因素［(’］，这说明在不同的环境下，应对方式与个性

对新兵心理健康的影响是一致的!
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影响上岛新兵心理健康的主

要因素依次是：生活事件、个性的神经质维度、消极

应对方式和个性的内外向维度! 这说明以上因素是影

响上岛新兵心理健康最重要的因素! 其中最应关注的

是生活事件，本研究所采用的生活事件量表是根据我

军特殊作业环境下军人常见生活事件编制的，量表共

)* 个条目经因素分析处理可分为：“环境”、“人际关

系”和“前途”+ 个代表性因子! 上岛新兵在新的环境

中，由于社会角色的改变，上述 + 种类型的生活事件

对上岛新兵形成新的应激源，在训练和生活中给他们

带来了心理冲突，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因此，改善影

响心理健康的环境因素（如高温、高湿、高噪音等），改

善官兵的人际关系和加强有关前途、成长进步等问题

的教育，有利于上岛新兵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从内

因上分析，上岛新兵自尊程度高、情绪稳定者，其承受

挫折的容忍度大，心理健康状况好；而对困难采取消

极的应对方式者，则心理健康状况差! 根据以上特点，

在心理健康教育中，重点应在健全人格、改变消极的

应对方式、增强自尊等方面!
本研究对特殊环境下的新兵心理健康状况进行

了初步的探索，但对有关的社会、家庭因素的影响还

有待今后加大样本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张丽萱，艾, 旭，陈春杰，等! 某部新兵心理卫生状况调查与分析

［-］!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0123 $4，56 4，#072 #-，!" #$% 87291: 071:90 ;< 907 =7>=?69@ ;< 12

1=AB ?269［-］! & ’(!) *!+ ,-./ ’01，)’’+；)(（.）：++.!

［)］史启茂，张, 琳，吴安东，等! 新兵训练心理测试与分析［ -］! 人民

军医，)’’(；CC（((）：*)D E *)&!

"06 F8，/0123 $，G? 5H，!" #$! I@B>0;:;3B ;< 907 =7>=?69@ J?=623

9=162623［-］! ’!23$!45 *.$ *!+ ，)’’(；CC（((）：*)D E *)&!

［+］栗文彬，王, 波，高红丽，等! 独生子女新兵基础训练前后心理健康

状况的比较［-］!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C（((）：(’.) E(’.+!

$6 GK，G123 K，L1; M$，!" #$% 87291: 071:90 ;< =7>=?69@ <=;A ;27%

>06:J <1A6:B N7<;=7 12J 1<97= N1@6> 9=162623［ -］! & 627("- *.$ *!+

8/.)，)’’+；)C（((）：(’.) E (’.+!

［C］吴辉绪，席云珍，孙均明，等! 南方部队新兵心理健康状况分析

［-］! 中国健康教育，)’’)；(O（()）：O(. E O(*!

G? M4，46 P/，"?2 -8，!" #$! "?=Q7B R690 S@B>0;:;36>1: 071:90 @>1:7

1A;23 =7>=?69@ 62 9=;;S@ @9196;27J 62 @;?907=2 #0621［ -］! & 9!#$"-

:+7 ,-./，)’’)；(O（()）：O(. E O(*!

［.］刘彩谊，王择青，武国城，等! 特殊作业环境下军人心理健康状况

研究［-］! 解放军医学杂志，)’’+；)O（D）：.&D E .&O!

$6? #P，G123 /F，G? L#，!" #$% 5 @9?JB ;< 907 A7291: 071:90 @919?@

;< A6:691=B S7=@;27: ?2J7= @799623@ ;< @S7>61: A6:691=B ;S7=196;2@［ -］!

*!+ & ,-./ ’01，)’’+；)O（D）：.&D E .&O!

［*］汪向东，王希林，马 , 弘，等!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增订版）

［8］! 北 京：中 国 心 理 卫 生 杂 志 社，(&&&；+( E +.，()) E ()+，

()D E (+(，+(O E +)’!

［D］龚耀先! 修订艾森克个性问卷手册［8］! 长沙：湖南医科大学出

版社，(&O*：C E ()!

［O］王家华，张凤刚，宋林琳，等! 中国新兵 "#$%&’ 常模的建立［-］! 中

国心理卫生杂志，)’’’；(C（C）：))O T )+’!

G123 -M，/0123 UL，";23 $$，!" #$% V07 J7Q7:;SA729 ;< 2;=A ;<

"#$%&’ 62 #0627@7 =7>=?69［ -］! ,-./ *!/" 9!#$"- &，)’’’；(C（C）：

))O E )+’!

［&］杨, 征，肖仁富，龚正华，等! 症状量表评价中国军人心理健康状

况的 应 用 结 果 分 析［ -］! 解 放 军 预 防 医 学 杂 志，(&&.；

(+（(）：& E (+!

P123 /，461; WU，L;23 /M，!" #$% V07 1SS:6>196;2 ;< 907 @BAS9;A

>07>X :6@9 &’ 9; 7Q1:?197 907 @9197 ;< 907 A7291: 071:90 62 1=ABA72

［-］! & ’(!) *!+ ,-./ ’01，(&&.；(+（(）：& E (+!

［(’］何英强，杨贵平，李权超，等! 新兵心理健康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

［-］!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E +C)!

M7 PF，P123 LI，$6 F#，!" #$% 87291: 071:90 12J 69@ =7:197J <1>9;=@

62 =7>=?69@［-］! & ’(!) *!+ ,-./ ’01，)’’(；(&（.）：++& E +C)!

编辑, 黄良田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 ,-. ,/0 12-3）$##4；$5（$$）6 +**7：8 8 9’()2:.; <==(; /0(;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