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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参与维和行动的官兵进行人格和心理健

康状态测查, 方法：采用明尼苏达多项个性问卷（BBCO）和

精神症状自评量表（FIL#&"）对某部 !!! 名维和官兵进行测

验, 将 BBCO 测验结果与飞行人员和二炮官兵测验结果进行

比较分析；将 FIL#&" 测验结果与全国常模、全军常模和新兵

测验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与飞行人员测验结果比

较，除精神病性（C8）和轻躁狂（B3）外，两者间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9 S ", "* 或 9 S ", "!）；" 在 BBCO 测验中，除 C8
和妄想狂（C3）外，维和官兵的原始分数与二炮官兵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9 S ", "* 或 9 S ", "!）；# 维和官兵 FIL#&" 测验结

果与全国常模、军人常模和新兵测验结果比较，FIL#&" 各分

量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明显低于三组测验分数（9 S ",
"!）, 结论：对执行重大任务的军人进行心理学评定是必要

的，维和官兵具有健康的人格特征和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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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引言

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是我军在新时期所面临的

一项新的任务, 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紧张而繁重的

工作以及疾病和战乱等的威胁，维和官兵常常处于高

度应激状态［!］, 而急性应激障碍通常会给部队带来

一系列消极影响［$］, 应激问题的解决方式与人格特

征有很大关系, 因此，选拔在心理上符合维和工作需

要的个体［(］，保证维和官兵具有良好的人格特征和

心理健康水平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鉴于执行联

合国维和任务是我军新的历史使命，而以往这方面的

研究却少见报道［+］, 我们采用心理测验的方法，拟从

心理学的角度探讨维和部队官兵的心理素质与处理

危机的能力，目的在于对维和官兵的人格特征和心理

健康状况做出科学分析，为维和部队顺利完成维和任

务提供心理学的支持和保证,

GF 对象和方法

G, G F 对象 F 某部赴非洲联合国维和部队队员 !!!
名，年龄 $" U +*（($, "% V ’, ($）岁；其中干部 0" 人，

士官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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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方法

"! #! "$ 测验工具$ 采用经过标准化处理的明尼苏达

多项个性问 卷（%&’’()*+, %-.+&/0,)&1 /(2)*’,.&+3 &’4
5(’+*23，6678）和精神症状自评量表（ )3%/+*% 10(19
.&)+ :;，<=>4:;）! 6678 包括 ? 个效度量表和 "; 个

临床量表：说谎分数（>），效度分数（@），修订分数

（A），疑病症（B)），抑郁症（C），癔症（B3），精神病性

（7D），性度（ 男性化—女性化，6E），妄想狂（7,），神

经衰弱（7+），精神分裂症（<1），轻躁狂（6,）和社会

内向（<&）! <=>4:; 包括 : 个分量表：躯体化，强迫症

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

病性［F］! 按 " G F 的 F 级评分法记分!
"! #! #$ 测验过程$ 经过部队选拔和 # %* 集中训练

后，对 """ 名拟赴非洲的维和官兵进行人格健康状况

和精神症状测验! 测验分三批进行，由主试讲解测验

目的和注意事项，并用投影显示测验问题，然后由被

试根据自己情况选择答案! 选取年龄、职务及文化程

度相当的 H#I 名飞行人员和 J"; 名二炮官兵，按同样

方法进行测验，将维和官兵 6678 测验结果与飞行人

员和二炮官兵测验结果比较；将维和官兵 <=>4:; 测

验结果与全国常模、全军常模和新兵测验结果比较!
统计学 处 理：采 用 <7<<";! ; 软 件 包，结 果 以

! " #表示，所用统计方法为单因素方差分析，多组间

的两两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数法!

"# 结果

"$ ! # %%&’ 量表测验结果 的 比 较 # 将 维 和 官 兵

6678 测验结果的原始分分别与飞行人员、二炮官兵

原始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维和官兵与飞行人员比

较，> 分数两者无差异；@ 分数飞行人员明显高于维

和官兵（$ K ;! ;"）；A 分数维和官兵高于飞行人员（$
K ;! ;"），维和官兵此三项因子与二炮官兵的比较结

果雷同!
维和官兵与飞行人员除 7D 和 6, 外，两者间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B3 因子 $ K;! ;F，其它因子 $ K;!
;"）；而除 6E 外，维和官兵的原始分数均低于飞行人

员! 与二炮官兵比较，除 7D 和 7, 外，两者间的差异也

有统计学意义（C 因子 $ K ;! ;F，其它因子 $ K ;! ;"）；

其中维和官兵的 6, 和 <& 原始分高于二炮官兵，维和

官兵的其余因子的原始分数均低于二炮官兵（表 "）!

表 "$ 维和官兵 6678 测验结果与飞行人员、二炮官兵的比较

（! " #）

项目
维和官兵

（% L"""）
飞行人员

（% LH#I）
二炮官兵

（% LJ";）
& $

说谎 I! JM N "! :I I! J: N #! ?J F! ;? N #! JF ?! ?: K ;! ;F

效度 I! ?# N "! :; F! M# N #! H# F! FI N ?! :# ";! I? K ;! ;"

修订 "#! #" N ?! M" :! ?; N ?! :# ";! #J N I! ?? #H! HJ K ;! ;"

疑病症 ?! ?: N #! M: J! "M N I! "# M! "F N I! F: HI! "I K ;! ;"

抑郁 M! H" N "! M: ";! #I N #! #J :! J" N I! I# "?! ;J K ;! ;"

癔症 J! M: N "! HH H! ?H N #! ;? M! :? N I! ": IM! MH K ;! ;"

精神病性 J! F# N "! F: J! M; N "! MJ J! I" N ?! F" ?! J" K ;! ;F

性度 I! ;: N ;! JH ?! JF N ;! FJ I! :I N "! H: "HM! HJ K ;! ;"

妄想狂 I! :: N "! ?# J! IF N #! #" F! ?I N ?! H; #:! M: K ;! ;"

神经衰弱 M! ?" N F! HF "I! JI N H! FF "I! MH N M! ;; ?J! FM K ;! ;"

精神分裂症 :! ?; N F! HM "I! H? N H! F# "J! H; N M! :J I"! F# K ;! ;"

轻躁狂 ""! JM N #! :I "#! ;J N ?! ;M :! II N I! IJ MI! FJ K ;! ;"

社会内向 "?! ## N ?! ?J "I! ?: N ?! F; ";! J: N I! J? "I"! H? K ;! ;"

"$ "# ()*+,- 测验结果的比较# 维和官兵 <=>4:; 各

因子分与全国常模、军人常模和新兵测验结果之间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多组间的两两比较显示，维和官

兵 <=>4:; 全部 : 个分量表分均低于军人常模、全国

常模和新兵的测验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
;! ;"，表 #）!

表 #$ 维和官兵 <=>4:; 各因子分与全国常模、军人常模和新兵测验结果的比较 （! " #）

项目
维和官兵

（% L """）
军人常模

（% L "?MM）
全国常模

（% L ":JJ#）
新兵

（% L J?HF）
& $

躯体化 "! "# N ;! "F "! ?H N ;! IM "! FF N ;! FH "! F" N ;! FF JM! J? K ;! ;"

强迫症状 "! #J N ;! ?? "! J# N ;! FM "! HH N ;! J; "! H? N ;! F? F:! ?M K ;! ;"

人际关系敏感 "! #: N ;! ?F "! JF N ;! J" "! HM N ;! J" "! H# N ;! FH FI! M; K ;! ;"

抑郁 "! "J N ;! #J "! F; N ;! F: "! JI N ;! J; "! FM N ;! FF F:! #I K ;! ;"

焦虑 "! "? N ;! "M "! ?: N ;! I? "! F# N ;! F# "! F? N ;! F; F"! #J K ;! ;"

敌对 "! "J N ;! #J "! IJ N ;! FF "! J# N ;! J# "! IM N ;! FF "#I! J? K ;! ;"

恐怖 "! ;M N ;! "H "! #? N ;! I" "! ?F N ;! IF "! ?M N ;! IH FF! "J K ;! ;"

偏执 "! "J N ;! ## "! I? N ;! FH "! JH N ;! J? "! FH N ;! FH "":! #F K ;! ;"

精神病性 "! "I N ;! #? "! #: N ;! I# "! F" N ;! F; "! F; N ;! IH ";H! ?F 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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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 是心理临床中公认信度和效度较好的人

格测验量表，用 !!"# 分数描述人格健康状况较为可

信［$］% 在维和官兵的 !!"# 测验中，& 个效度分均在

有效范围内，但亦有不同特点% ’ 分数反映了被试者

的合作程度以及能否诚实地回答测验问题，维和官兵

的结果说明测验是有效和可信的% 飞行人员和二炮

官兵 ( 分数均高于维和官兵，说明飞行人员和二炮

官兵的检测效果更好% 维和官兵 ) 分数明显高于飞

行人员和二炮官兵，说明在进行量表分转化时，应考

虑维和官兵任务背景的影响问题% 可以认为，由于执

行维和任务并具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对每一位参与的

官兵来说是难得的财富，因此官兵对能够参加维和任

务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 也正因为如此，维和官兵具

有比较高的掩饰倾向和防卫心理，非常担心自己被淘

汰，这一点我们在与维和官兵的座谈中得到了证实%
而对维和官兵的心理筛选可能更强化了这种动机%
此外，也有研究表明，) 分数高的测验，其他临床量表

的得分一般都较低［*］，在我们对维和官兵的 !!"# 测

验中得到了证明% 以上结果提示，对执行重大任务军

人的心理评定，应充分考虑官兵对行动性质的认知评

定、动机强度等因素的影响，并对测验结果做出适当

的修正% !!"# 效度量表对检测被试的合作态度、掩

饰倾向和防卫心理等有较好的效果，是一种比较理想

的心理评定工具%
在描述人格特征的 +, 个临床量表得分中，维和

官兵的所有得分值均在正常范围内% 说明维和官兵

的人格特征较为健全和健康% 维和官兵更喜欢表达，

有更多的参与活动的愿望，性格也更加外向，而这类

人格更适合维和任务的执行% 这方面在已有的研究

中得到了证实［-］%
由于 ./’01, 测验本身无效度检测量表，其测验

结果应参考 !!"# 的结论，需要将两个测验的结果作

综合的考量% 从量表的适用范围来看，./’01, 是对个

体心理健康水平在一段时间内的状态评定，反映个体

心理健康状况的动态变化情况和调节能力，!!"# 评

定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一贯的%
由于 ./’01, 的 1 个临床因子与 !!"# 的 +, 个

临床因子有许多交叉的特质，从另一方面相互印证了

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所有参与维和官兵都顺利

地完成了任务，并都获得立功及提前晋级等的奖励，

也从实证方面验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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