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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考察野战部队自我和谐的特征及其影响因

素- 方法：利用《自我和谐量表》和自编的一般资料表对 &’&
名野战部队军人进行问卷调查，通过 ;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

析、相关分析、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对军人自我和谐

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从总体情况看，自我和谐低

分组有 !,’ 人（!+M $*N ），中间组有 +*% 人（+%M !$N ），高分组

有 !,( 人（!+M +,N ）- 与其他部队相比，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

谐和灵活性上有显著差异-" 士兵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上

显著高于士官，干部在自我的灵活性上显著高于士兵、士官-

# 一年兵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上显著高于五年以上兵-
$ 对军人自我和谐的影响路径中，有 ’ 条显著路径：文化水

平、人际交往、父母教养方式直接影响自我和谐的发展；父母

教养方式通过影响人际交往而间接影响自我和谐- 结论：可

从提高军人的文化程度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增强野战部队军

人的自我和谐-
【关键词】自我和谐；教育程度；人际关系；双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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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引言

自 我 和 谐（ ?/0;#:8@?4?9/@:E 3@> :8@F<=/@:/）是

P8F/<? 人格理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它指的是自

我内部的协调一致以及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协调- P8F#
/<? 认为个体的功能就是维持各种自我知觉的一致

性，以及他对自我与经验两者的协调- 当个人认识到

知觉的自我与实际的自我之间有了差距时，他便处在

不协调的状态，而体验到内心的紧张［!］- 为了维持自

我和谐，个体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防御方式，这样就

为心理问题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显然，P8F/<? 把自我

的不和谐看成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 当前我国

已有军人自我和谐的研究文章［,，+］，但在军人成长过程

中，哪些因素最为影响自我和谐的研究还未见报道- 本

研究对某野战部队官兵自我和谐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

行考察，旨在对军人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治疗提

供参考，以更好地提高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

GF 对象和方法

G- GF 对象F 整群抽取某野战部队官兵约 !""" 名进

行调查，获得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约为 &’M &N -
被试均为男性，年龄 !+ Q *( 岁，平均年龄（$$M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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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其中士兵 !&’ 人，专业士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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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方法# ! 采用王登峰根据 )*+,-. 有关自我和

谐概念的阐述而编制的自我和谐量表（/00/）［#，$］% 本

量表共有 $1 个题项，包括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

的灵活性、自我的刻板性 $ 个分量表% 自我与经验的

不和谐包括对能力和情感的自我评价、自我一致性、

无助感等，主要反映对经验的不合理期望% 自我的刻

板性主要反映个人较为古板、僵化，不能根据事情的

变化作出一定的改变% 自我的灵活性则与自我的刻板

性相反% /00/ 采用 234,-5 五级记分制% 经对大学生的

测试，量表有较高的同质性信度和预测效度［#］%! 自

编的一般资料调查表% 主要包括年龄、性别、军龄、级

别、兵种、文化程度、父母职业、父母文化、父母教养方

式、家庭结构、家庭气氛、集体气氛、部队管理、干部态

度、人际交往状况、工作训练情况等% 除年龄、军龄等

资料外，均采用多选一的方式，由被试根据自己的实

际情况选择% 问卷采用集体测试，统一指导语%
统计学处理：所有资料采用 /6//(7" 7 统计软件

包进行处理，主要统计方法有独立样本 ! 检验、单因

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路径分析%

"# 结果

"% !# 官兵总体自我和谐情况# 把自我和谐的“ 自我

灵活性”反向记分，然后 $ 个因素分值相加即得总

分% 得分越高表示自我和谐程度越低% 总分平均为

88" ’’ 9 (!" $’% 根据段建华以低于 &! 分为低分组，

&1 : (7# 分为中间组，(7$ 分以上为高分组进行划

分［$］，低分组有 (1! 人，约占总人数的 (’" #$; ，中间

组有 ’$& 人，约占总人数的 ’&" (#; ，高分组有 (18
人，约占总人数的 (’" ’1; %
"% "# 官兵自我和谐各分量表分析# 由于自我和谐目

前无常模进行比较，因此把自我和谐各分量表与王鲁

豫调 查 的 一 般 部 队 自 我 和 谐 情 况 进 行 对 比［!］

（<=> (），结果显示野战部队军人在自我与经验的不

和谐上显著高于一般部队军人（" ? 7" 7(）% 而在自我

的灵活性上又显著低于一般部队军人%
"% $# 不同军事职业自我和谐各分量表比较# 单因素

方差分析表明，不同军事职业军人之间在自我与经验

的不和谐和自我的灵活性上有极显著的差异% /@A,BB,
多重比较显示士兵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上显著高

于士官，干部在自我的灵活性上显著高于士兵、士官

（" ? 7" 7(）%

表 (C 某野战部队与一般部队自我和谐各分量表的比较分析

<=> (C 0*DE=-3.*F >,5G,,F 5A, B3,HI =-DJ =FI 5A, *5A,- =-DJ 3F
.K>.@=H, *B .,HBL@*F.3.5,F@J =FI @*F+-K,F@,

/K>.@=H, M3,HI =-DJ
（# N O!O）

P5A,- =-DJ
（# N ##1）

!

/,HBL3F@*F.3.5,F5
=FI 3F@*F+-K,F5 !$" !O 9 (7" (#> !7" #$ 9 8" !7 1" 7#

/,HB BH,Q3>3H35J !’" 7! 9!8" 1(> !8" 7( 9 ’" 7& !" 7#
/,HB .53BBF,.. (O" #( 9 !" ’8 (8" &! 9 $" &’ (" ’7

>" ? 7" 7( $% *5A,- =-DJ%

表 #C 自我和谐在不同军事职业上的比较分析

<=> #C 0*DE=-3.*F =D*F+ I3BB,-,F5 -=F4. 3F .K>.@=H, *B .,HBL@*F.3.5,F@J =FI @*F+-K,F@,

/K>.@=H,
/*HI3,-.

（# N !&’）

6,55J *BB3@,-.

（# N $$’）

PBB3@,-.

（# N ($&）
&

/,HBL3F@*F.3.5,F5 =FI 3F@*F+-K,F5 !!" 8& 9 O" &’> !(" 88 9 (7" (( !#" ’7 9 (7" &’ O" $&
/,HB BH,Q3>3H35J !1" 1( 9 8" #!> !1" ’# 9 O" 78 !’" 7! 9 8" 1(I O" #(
/,HB .53BBF,.. (O" $( 9 !" 1’C (O" (7 9 !" ’7 (O" (’ 9 1" #’ 7" #(

>" ? 7" 7( $% E,55J *BB3@,-.；I" ? 7" 7( $% .*HI3,-. =FI E,55J *BB3@,-.%

"% %# 不同军龄自我和谐各分量表的比较C 单因素方

差分析表明不同军龄军人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上差

异显著% /@A,BB, 事后多重比较显示 ( = 兵在自我与经验

的不和谐上显著高于 1 = 以上兵（" ?7" 7(，<=> $）%

表 $C 自我和谐在不同军龄上的差异分析

<=> $C 0*DE=-3.*F =D*F+ I3BB,-,F5 ,F-*HHD,F5 J,=-. 3F .K>.@=H, *B .,HBL@*F.3.5,F@J =FI @*F+-K,F@,

/K>.@=H, PF,LJ,=- .*HI3,-.
（# N #$1）

<G*LJ,=- .*HI3,-.
（# N #!(）

<A-,,LJ,=- .*HI3,-.
（# N 8(）

M*K-LJ,=- /*HI3,-.
（# N 8!）

M3R,LJ,=- .*HI3,-.
（# N &$）

M3R,LJ,=- =FI
=>*R, .*HI3,-.
（# N #$1）

&

/,HBL3F@*F.3.5,F5
=FI 3F@*F+-K,F5 !1" 1& 9 O" 71> !!" (’ 9 (7" $8 !#" ’& 9 ((" (’ !$" 71 9 O" &1 !#" $8 9 O" $7 !(" !O 9 (7" 1( !" !#

/,HB BH,Q3>3H35J !!" 8# 9 8" $’C !’" $# 9 &" O$ !1" O( 9 8" (8 !1" 87 9 8" $$ !1" &! 9 O" !& !&" #7 9 O" 77 (" O$
/,HB .53BBF,.. (O" #1 9 !" 1’C (O" !( 9 !" 1& (O" $$ 9 !" &7 (O" 1( 9 !" ’8 (8" ’# 9 !" #7 (O" 7( 9 1" 7! 7" !O

>" ? 7" 7( $% B3R,LJ,=- .*HI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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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我和谐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 把总分与各影

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自我不和谐与自身文

化程度、父母教养方式、家庭气氛、集体气氛、人际交

往有显著或极显著的负相关! 以总分为因变量，把相

关显著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这样有

" 个变量进行方程，文化程度、人际交往和父母教养方

式! 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对此进行路径分析! 结

果如 #$% &! 由路径系数可以看出，在对军人自我和谐

的影响路径中，有 ’ 条显著路径：! 文化程度对自我

和谐的影响!" 人际交往对自我和谐的影响；# 父母

教养方式对自我和谐的影响；$ 父母教养方式影响

人际交往，并间接影响自我和谐!

(! ) *+ *,，-! ) *+ *&!

#$% &. /(01 (2(345$5 67 $273892:$2% 5937;:625$5092:4 (2< :62%=892:9
图 &. 自我和谐的影响路径分析

$# 讨论

本研究从总体来看某野战部队自我很不和谐的

人占了总人数的 &>+ >,? ，与一般部队相比，自我与经

验的不和谐更强，而自我的灵活性方面却较差! 说明

某野战部队官兵在自我方面的和谐程度偏低，这可能

与野战部队对官兵的特殊要求有关! 他们是从事战

争、应激等工作的部队，在军事训练和工作要求上比

一般部队更为严格! 过于严格的训练可能使官兵的现

实自我和理想自我难以一致，而自我的不协调和不一

致，可能会出现适应不良、焦虑、恐惧等情绪问题，因

此应把自我和谐作为重点进行心理健康的宣传教育，

同时也提示应把自我和谐高分组的官兵作为重点人

群进行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预防和干预!
士兵与士官、干部在自我和谐方面表现不同! 总

的来说，干部、士官比士兵的自我和谐程度高，一个原

因可能是心理发展阶段的特点所致! 干部、士官的年

龄一般比士兵大，对自我能力的认识和情感的评价更

为客观，也能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关于这一点

也可从不同军龄自我和谐的差异上获得证实! 本研究

结果显示，& ( 兵与 , ( 以上兵相比，自我与经验方面

更不和谐，同时对自我的认识较为刻板，不能灵活变

通，再加上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导致情绪上冲

突更为激烈! 研究表明，自我反映个体看待世界的方

式［&］! 因此对官兵应注意进行自我和谐和自我灵活性

方面的教育，减少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差距，从而

促进心理健康水平!
人格不仅影响人的态度和行为，也影响人的工作

绩效［@］! 对青年官兵来说，自我和谐这种人格对他们

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心理健康不仅增强军

人的适应能力，也能增强其应对能力［A］! 本研究表明，

影响军人自我和谐的因素主要有自身文化程度、人际

交往、父母教养方式! 路径分析表明这 " 个因素对军

人自我和谐的影响主要有 ’ 条，其中 " 条直接影响途

径，包括自身文化程度对自我和谐的影响；人际交往

对自我和谐的影响和父母教养方式对自我和谐的影

响! 还有 & 条是间接影响途径———父母教养方式还可

以通过影响人际交往的好坏间接影响自我和谐! 本研

究结果提示，要提高军人的自我和谐，增强军人的心

理健康水平，就需要从这 ’ 条途径加以教育、培训! 在

部队虽然不能直接干预父母的教养方式，但可以从军

人的文化程度和人际交往关系这两个角度进行培训!
提高军人的文化程度，能够增强对自己的合理而客观

的认识，促进他人评价和自我评价、现实自我和理想

自我的一致性! 促进军人的人际交往，不仅可以避免

孤独寂寞，还可以促进心理正常发展，使个性保持健

康和生活具有幸福感! 良好的自我认识和人际交往可

以促进个人的自我和谐的发展，进一步增进心理健

康! 但如何实施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这需要我们进

行下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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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资料$ 我院 ?PPP X !""? 年共开展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Y）&!（男 ?A，女 #I）例，年龄 ?@ Z &$（ 平均 AAQ #）岁’ 既往有

下腹部手术史的 @ 例，阑尾切除术 $ 例，剖腹产术和子宫全切

术 $ 例，心脏病患者 $ 例，高血压史 @ 例，糖尿病患者 A 例’ 胆

囊结石合并慢性胆囊炎者 #& 例，胆囊结石合并急性胆囊炎者

?# 例，胆囊息肉 A 例’ 最大结石 $Q " 94 [ $Q $ 94 [ !Q #94’ 全

部病例采用气管插管下复合全身麻醉，常规四孔法入腹行胆

囊切除术，腹内 Y\ 充气压设定 ?Q @" ]G)，手术时间 ?# Z I"
（平均 A&）4<*’ 结 果 全 组 无 死 亡，成 功 &? 例，成 功 率 为

PIQ @?^ ，中转开腹 ? 例为胆囊萎缩，胆囊三角解剖不清’ 脐部

切口感染 ! 例’ 胆管残余结石 ? 例’ 全组无 ? 例胆道损伤及腹

腔脏器穿孔’

"$ 讨论$ ,Y 作为外科领域的一项新技术，进展十分迅速，正

在不断地扩大和拓宽其应用范围，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

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 ?> 麻醉与进腹> 麻醉的选择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手术

的成功与否，麻醉不满意，手术视野显露不好，容易造成胆管

损伤或其他并发症的发生’ 硬膜外麻醉操作容易掌握，无需复

杂设备，费用低廉，但手术时患者神志清醒，有时可因麻醉效

果差而致患者不适、活动干扰而影响手术操作，增加手术难

度［?］’ 采用气管插管静脉复合麻醉，麻醉时间短，人造气腹

快，麻醉效果好’ 本组患者全部采用全麻，A 枚套管进腹来完

成手术’ 有下腹部手术史者从脐上穿刺置管进气’
!’ !> 胆囊三角的处理> 胆囊管和胆囊动脉的处理是 ,Y 成功

与否的关键’ 解剖胆囊三角时应尽量钝性分离，少用电凝，并远

离胆管，因电凝可导致管道组织产道损伤或坏死，使钛夹脱落’
对于紧靠胆囊管的动脉，无需单独分离，可一并上钛夹后切断，

这样可简化操作，缩短手术时间，还可防止强行分离导致胆囊

管的破损及动脉出血’ 胆囊动脉损伤出血是 ,Y 失败、中转开腹

的主要原因之一［!］’ 应防止对胆囊动脉进行骨骼化处理，因骨

骼化处理往往导致钛夹不甚牢靠，易脱落’ 对于急性胆囊炎胆

囊管因炎性水肿而增粗，钛夹往往不能完全夹闭，因此可行分

次钳夹，边夹边切，直至完全夹闭并切断胆囊管’ 处理胆囊三角

的急性炎性水肿、粘连，则要胆大心细、切忌不可急躁’
!’ $> 中转开腹手术> 本组中转开腹手术 ? 例，该患者为慢性

萎缩性胆囊炎，胆囊三角炎性浸润明显，组织纤维化，相互紧

密粘连，解剖极为困难，故中转开腹胆囊切除术’ 目前对中转

开腹手术指征尚无统一意见，这可能与术者及助手操作熟练

程度及器械质量有关’ 如果术者手术操作熟练，器械条件许

可，则某些慢性萎缩性胆囊炎、胆囊三角充血、水肿、粘连等情

况亦可进行 ,Y’ 反之，则需要进行中转开腹，这样对手术的安

全性有很大的帮助，减少术中及术后的并发症’ 故中转开腹胆

囊切除术是保证 ,Y 安全的重要措施［$］’
!’ A> 术后并发症> ! 腹腔脏器穿孔：腹腔脏器穿孔是 ,Y 并

发症之一，一般发生在第 ? 次盲穿刺进腹时，因此在第 ? 次穿

刺时切记不要太深，动作须缓慢旋转，切勿粗暴操作’ 在实施

穿刺前可用巾钳将切口两侧的腹壁尽量向上提起，使得腹腔

的空间相对增大，从而避免刺伤脏器’" 胆管损伤：电视腹腔

镜技术的缺陷，是 ,Y 术中发生胆管损伤的重要因素’ 胆囊三

角区的处理、高频电刀的应用等，是发生胆管损伤的基础［A］’
本组未发生 ? 例胆管损伤’ # 术后呕吐：,Y 术后患者发生

呕吐的病例比较高，呕吐的频率与持续时间是不相同的’ 早期

呕吐可能与全麻有关，持续时间较长的呕吐可能与药物有关，

如甲硝唑’ 本组有大约近 !"^ 的患者发生程度不同的呕吐症

状’$ 术后肩背疼痛：肩背疼痛是 ,Y 术后一个特有的症状，

这可能与气腹有关，术后残留在腹腔内的二氧化碳气体刺激

膈肌而发生肩背疼痛’
总之，,Y 被认为是一种损伤最小的胆囊切除术，它的普及

极大地改变了胆囊结石病的治疗状况，但它与传统的开腹手术

相比有明显的区别，目前尚不能完全替代开腹胆囊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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