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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 的：了 解 海 军 特 殊 作 业 环 境 军 人 情 绪 状 态.
方法：从 ’ 种不同工作性质海军部队抽取 !""" 名军人作为调

查对象，获得有效问卷 &’$ 份.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HN-#&"）

对被试进行评定，并分别与中国人群常模和中国军人常模进

行比较. 结果：特殊作业环境下海军军人 HN-#&" 总均分及各

因子分均高于中国地方人群常模（5 T ". "!）和中国军人常模

（5 T ". "!）；不同作业环境下军人 HN-#&" 总均分及各因子分

与中国军人常模相比存在显著性差异（5 T ". "+）. 结论：特

殊作业环境对海军军人情绪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海军；军事人员；精神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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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引言

特殊作业环境对个体的情绪和心理状况存在影

响［! W )］. 海军部队官兵长期坚守在潜艇、舰艇、海岛、

机场、高山等特殊工作岗位，对部队官兵的身体、心理

素质都有较高的要求. 不良的情绪状态可能诱发躯

体和心理疾病，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形成与发挥. 国内

目前有关该人群情绪和心理状况的研究报道较少，为

此，我们选取 ’ 个特殊作业环境下的军人进行调查，

旨在探讨不同作业环境对海军部队官兵情绪状态的

影响因素，为进一步提高其心理健康做准备.

HG 对象和方法

H. HG 对象G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从驻山部队、舰艇、

潜艇、驻岛、陆战旅、航空兵部队各抽取一个整建制分

队，共 !""" 名军人作为调查对象. 其中航空兵部队

按工作性质分为飞行员、地勤军官、地勤士兵、后勤军

官、后勤士兵 + 类不同作业人群. 共获得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 &’. $X，均为男性，年龄 !, Y $, 岁.
H. IG 方法G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E@38C>3 =70=P15EC
&"，HN-#&"）评定心理健康状况. &" 个项目均采用 !
Y + 的 + 级评分，计总分及各因子分. 根据总均分及

各因子分的高低来评估心理健康状况.
统计学处理：所有数据输入 HDHH!!. + 软件系统，

各样本与中国地方人群常模、中国军人常模的比较采

用单样本的 6 检验，不同工作岗位军人之间 HN-#&"
总均分的比较采用多个独立样本秩和检验（ZB<EP41
[4115E /0EC）.

IG 结果

I. HG 海军军人情绪状态与地方常模、中国军人常模

比较* 特殊作业环境下海军军人 HN-#&" 总均分及各

因子分均高于中国地方人群常模［+］和中国军人常

模［’］，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5 T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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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海军军人 #$%&’( 因子分与地方常模、军人常模比较

（! " #）

项目
海军军人

（$ ) ’*+）
地方常模

（$ ) !,--）
军人常模

（$ ) !’**+）

躯体化 !. * / (. *01 !. 2 / (. 3 !. * / (. *

强迫症状 +. ( / (. *01 !. * / (. * !. - / (. *

人际关系敏感 !. ’ / (. *01 !. * / (. * !. - / (. *

抑郁 !. - / (. *01 !. 3 / (. * !. * / (. *

焦虑 !. 4 / (. *01 !. 2 / (. 2 !. 3 / (. 3

敌对 !. - / (. 401 !. 3 / (. * !. * / (. *

恐怖 !. 2 / (. 301 !. + / (. 2 !. 2 / (. 2

妄想 !. - / (. *01 !. 2 / (. * !. 4 / (. *

精神病性 !. * / (. *01 !. , / (. 2 !. 3 / (. 3

总均分 !. - / (. 301 !. 2 / (. 2 !. * / (. 3

0% 5 (. (! &# 地方常模；1% 5 (. (! &# 军人常模.

!. !" 特殊作业环境军人情绪状态与中国军人常模比

较" 驻岛、潜艇、航空兵部队军人在 #$%&’( 的 4 个因

子上分数高于中国军人常模（% 5 (. (3）；舰艇、陆战

旅军人除个别因子外，#$%&’( 总均分及其他因子分

与中国军人常模无显著性差异（% 6 (. (3）；驻山部队

军人 #$%&’( 总均分及各因子分与中国军人常模没有

显著性差异（% 6 (. (3，表 +）.
!. #" 航空兵部队不同工作岗位军人情绪状态与中国

军人常模比较" 地勤军官及后勤士兵除躯体化、恐怖

因子外，各因子及总均分均明显高于中国军人常模

（% 5 (. (!）；地勤士兵各因子及总均分均明显高于中

国军人常模（% 5 (. (!）；飞行员各项得分与中国军人

常模没有显著性差异；后勤军官除强迫因子显著外，

其余各项得分与中国军人常模无显著性差异（表 ,）.

#" 讨论

本研究显示，特殊的作业环境是影响军人情绪的

重要因素. 潜艇内狭小封闭的空间、持续噪音和废气

污染，以及出海长航时的安全威胁，导致潜艇部队军

人处于紧张状态，与国内的研究结果吻合［4］.
" " 本调查结果与以往相关的研究结果一致［-］. 舰

表 +" 特殊作业环境军人 #$%&’( 得分与中国军人常模比较 （! " #）

项目
驻山部队

（$ ) +4）
舰艇部队

（$ ) !!’）
潜艇部队

（$ ) +4-）
驻岛部队

（$ ) *-）
陆战旅

（$ ) -2）
航空兵

（$ ) ,-*）
中国军人常模
（$ ) !’**+）

躯体化 !. * / (. 3 !. 2 / (. 21 !. * / (. * !. * / (. * !. * / (. 3 !. 4 / (. *1 !. * / (. *

强迫症状 !. - / (. * !. ’ / (. 31 +. ( / (*1 +. ( / (. 41 !. ’ / (. 4 +. ( / (. *1 !. - / (. *

人际关系敏感 !. - / (. * !. - / (. * !. ’ / (. *0 +. ( / (. *0 !. ’ / (. 4 +. ( / (. 41 !. - / (. *

抑郁 !. * / (. 2 !. 4 / (. 3 !. - / (. *1 !. 4 / (. * !. 4 / (. * !. ’ / (. 41 !. * / (. *

焦虑 !. * / (. 3 !. * / (. 2 !. * / (. *1 !. 4 / (. *1 !. * / (. * !. 4 / (. *1 !. 3 / (. 3

敌对 !. 4 / (. - !. * / (. 3 !. - / (. 41 !. - / (. 40 !. - / (. 40 !. ’ / (. -1 !. * / (. *

恐怖 !. 2 / (. * !. 2 / (. 2 !. 2 / (. 31 !. * / (. 31 !. 2 / (. 3 !. 2 / (. 31 !. 2 / (. 2

妄想 !. * / (. 3 !. 4 / (. 2 !. - / (. 41 !. ’ / (. 40 !. - / (. 4 !. ’ / (. 41 !. 4 / (. *

精神病性 !. * / (. 3 !. * / (. 2 !. * / (. 31 !. 4 / (. *0 !. * / (. 3 !. 4 / (. *1 !. 3 / (. 3

总均分 !. 4 / (. 3 !. * / (. 2 !. 4 / (. 31 !. 4 / (. 3 !. 4 / (. * !. - / (. *1 !. * / (. 3

0% 5 (. (3 &# 中国军人常模；1% 5 (. (! &# 中国军人常模.

艇部队特殊性主要表现在长航时空间狭小、补给困

难、士兵晕船等；停港时，情绪状态与普通部队差别不

明显. 潜艇、舰艇部队同在南方战区，气候一致，但潜

艇士兵的躯体化症状较舰艇士兵重，提示其相对特殊

的作业环境更容易引发躯体不适.
驻岛军人物质、文化生活与大陆存在一定差距，

与异性接触少、信息闭塞，导致其 #$%&’( 某些因子分

较高，与驻岛军人研究大致相同［’］.
地勤人员承担繁重的飞机检测、维修、保障等任

务，精神压力大，高温、高湿、试车时噪音巨大等，工作

环境恶劣更增加了对情绪的影响，调查表明，地勤人

员情绪状态较差，与其他群体存在显著差异［!(］. 地

勤军官从事的是办公室工作，较少受到炎热气候的影

响，而负责后勤保障的士兵要经常完成外勤保障任

务，受炎热气候的影响严重.
根据特殊作业环境对不同作业性质军人的影响

程度不同，可以将他们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航

空兵部队、地勤官兵、后勤士兵、潜艇士兵，受到高温、

高湿、高噪音的特殊物理环境以及特殊的作业性质的

影响，情绪状态水平最差；第二类包括驻岛士兵、舰艇

士兵、陆战旅士兵，工作中或受到气候的一定影响，或

工作性质比较特殊，情绪状况与一般军人存在一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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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航空兵部队不同工作岗位军人 #$%&’( 因子分与中国军人常模比较 （! " #）

项目
飞行员

（$ ) !*）
地勤军官

（$ ) +’）
后勤军官

（$ ) ,-）
地勤士兵

（$ ) *,）
后勤士兵

（$ ) .,*）
中国军人常模
（$ ) .’++/）

躯体化 .0 + 1 (0 + .0 - 1 (0 - .0 2 1 (0 + /0 ( 1 (0 -3 .0 + 1 (0 2 .0 + 1 (0 +

强迫症状 .0 - 1 (0 + /0 . 1 (0 +3 /0 - 1 (0 -4 /0 / 1 (0 +3 /0 ( 1 (0 +3 .0 * 1 (0 +

人际关系敏感 .0 * 1 (0 + /0 / 1 (0 +3 .0 ’ 1 (0 - /0 ! 1 (0 *3 .0 ’ 1 (0 +3 .0 * 1 (0 +

抑郁 .0 + 1 (0 + /0 ( 1 (0 -3 .0 - 1 (0 - /0 . 1 (0 *3 .0 * 1 (0 +3 .0 + 1 (0 +

焦虑 .0 2 1 (0 + .0 * 1 (0 -3 .0 + 1 (0 2 /0 ( 1 (0 *3 .0 + 1 (0 +3 .0 2 1 (0 2

敌对 .0 + 1 (0 2 /0 / 1 (0 ’3 .0 - 1 (0 + /0 / 1 (0 ’3 .0 * 1 (0 -3 .0 + 1 (0 +

恐怖 .0 ! 1 (0 2 .0 , 1 (0 , .0 , 1 (0 2 .0 + 1 (0 +3 .0 , 1 (0 , .0 , 1 (0 ,

妄想 .0 - 1 (0 + /0 . 1 (0 -3 .0 * 1 (0 - /0 . 1 (0 -3 .0 * 1 (0 +3 .0 - 1 (0 +

精神病性 .0 2 1 (0 , .0 * 1 (0 -3 .0 + 1 (0 + /0 ( 1 (0 -3 .0 + 1 (0 23 .0 2 1 (0 2

总均分 .0 + 1 (0 2 .0 ’ 1 (0 +3 .0 - 1 (0 + /0 . 1 (0 +3 .0 - 1 (0 23 .0 + 1 (0 2

4% 5 (0 (2 &# 中国军人常模；3% 5 (0 (. &# 中国军人常模0

异；第三类包括驻山士兵、后勤干部，他们较少受到特

殊作业环境的影响，情绪状况较好；飞行员尽管作业

性质特殊，但他们与部队其他人员相比条件优越，自

身素质较好，情绪状况较好0
" " 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海军不

同工作岗位军人间，情绪状态水平存在一定差异；在

诸兵种中，地勤保障部队官兵情绪状况不稳定；特殊

地理环境，如高温、高湿、高噪音，对情绪存在一定影

响；海军部分兵种的特殊作业是影响其情绪的重要因

素，尤其是航空兵部队地勤人员、潜艇部队士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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