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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青年官兵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及正负性

情绪的相关性2 方法：采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与状态 V 特质

焦虑问卷（.3OM）对某部 !!$ 名官兵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

估，比较情绪体验、焦虑倾向与正负性情绪等因素的相关性2
结果：!负性情绪与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分值呈显著性相关

（3 4 "U "!），负性情绪与特质焦虑相关系数大于与状态焦虑

的相关系数；"正性情绪与特质焦虑、状态焦虑之间呈显著性

负相关（3 4 "U "!）；#女性军人状态焦虑、特质焦虑、负性情

绪分值较男性军人高，而正性情绪分值比男性低2 结论：军人

情绪与焦虑状态显著相关，女性军人比男性军人更易有焦虑

和负性情绪2
【关键词】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状态 V 特质焦虑量表；精神卫

生；军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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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引言

作为社会的一种特殊职业群体，军人经常会面临

各种复杂的军事环境和遭遇多样的应激源，其心理素

质，尤其是情绪状态，对部队的战斗力尤为重要，负性

情绪是影响军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2 对官兵情

绪的不同状态如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以及焦虑状态

和人格特质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寻找和实行

有效的进行心理状态调整的应对措施［$］2 为探讨官

兵的情 绪 状 态，本 实 验 采 用 正 性 负 性 情 绪 量 表［)］

（N;@9F9R4 8CP C4E89R4 8JJ4AF9R4 @A854@，NOWO.）、状态#
特质焦虑问卷（ .F8F4#FI89F 8CX94F< 9CR4CF;I<，.3OM）对

某部队 !!$ 名军人进行团体心理测试，分析状态焦虑

和特质焦虑与情绪因素的相关性，旨在对军人负性情

绪的预防和调适提供依据2

GF 对象和方法

G2 GF 对象F 陆军航空兵通信站某单位全体官兵 !!%
人，共计发出调查问卷 !!% 份，其中除 , 人的问卷因

个人资料不详而无效外，有效问卷的被调查者 !!$
人2 收 回 !!$ 份， 有 效 问 卷 !!$ 份，有 效 率 为

&,U %Y，问卷中无缺项，其中男性占 ,+U "Y，女性占

’$U "Y；!+ Z )& 岁，其中小于 $" 岁占 ’$U &Y，$" Z $&
岁占 ,$U %Y，)" Z )& 岁占 ’U ,Y；文化程度包括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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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中、专科和本科，其中初中占 !"# $% ，高中占

&&# "% ，专科占 ’# (% ，本科占 !)# *% +
!+ "# 方法

!+ ,+ !- 测验工具- 采用用于测量正性情绪、负性情

绪、情绪体验和人格特质焦虑倾向的 ./0/1、1 2 /3
和 4 2 /3 等测查工具+

./0/1 是要求官兵根据自己近 ! 5 , 67 的实际

情况在每一个词后相应的 8 个供选的发生频度（几

乎没有 2 ! 分、比较少 2 , 分、中等程度 2 * 分、比较

多 2 ) 分、极其多 2 8 分）答案上划圈，该量表由 ,"
个形容词组成，包含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维度，各以

!" 个形容词描述+ 正性和负性情绪分值的最小值和

最大值均分别为 !" 分和 8" 分+ 正性情绪测评由 !"
个描述正性情绪的形容词组成，如注意力集中的、备

受鼓舞的、自豪的等；负性情绪测评由 !" 个描述负性

情绪的形容词组成，如内疚的、易怒的、恐惧的等+ 对

该量表中的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个分量表进行统

计分析［)］+
14/3 包括状态焦虑问卷（19/3）和特质焦虑问卷

（49/3）+ 19/3 由 ," 个陈述组成，列出的是人们常常

用来描述他们自己的陈述，要求官兵根据此时此刻的

感觉对 ," 个陈述选择最符合的数字来表示各自的感

受，在每一陈述后相应的答案上划圈；49/3 也由 ,"
个陈述组成，列出的也是一些人们常常用来描述他们

自己的陈述，但要求官兵根据平时的感觉对 ," 个陈

述选择最符合的数字来表示各自的感受，在每一陈述

后相应的答案上划圈+
!+ ,+ ,- 测验过程及统计处理- 测试前进行统一讲解

指导，集体自行填写，要求官兵不要对任一陈述花太

多时间去考虑，回答无对错，但所作出的回答应该最

符合各自的感受+ 测验后当场回收试卷+ 采用 1.11
!,# " 软件进行分析，将正性情绪、负性情绪、19/3 值

和 49/3 值进行相关分析，不同性别之间采用 ! 检验+

"# 结果

"+ !# 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0/1 是一

种状态性情绪而非特质性情绪量表，正性情绪和负性

情绪可同时被体验，个体有正性情绪体验（./0/1 的

正性分值为 ,’# )$）的同时，也有负性情绪体验（./9
0/1 的负性分值为 ,"# $$），采用 .:;<=>? 相关分析

法对 ./0/1 与 14/3 中各指标作相关分析，结果见

4;@ !+
4;@ ! 所见，./0/1 的正、负情绪指标相关系数

为 2 "# ,((（" # "# "!），系数的绝对值较小，似表明

正负性情绪并非互相背离存在的；正性情绪与状态焦

虑负相关系数为 2 "# )$(，而负性情绪与状态焦虑和

特质焦虑呈正相关，且均呈显著性相关（" # "# "!）；

相对于负性情绪和状态焦虑而言，正性情绪与特质焦

虑有更高的负相关（ 2 "# 8!"），且两者相关系数有着

显著性相关；特质焦虑与负性情绪呈显著性正性相关

（"# $!)），负性情绪与特质焦虑的相关性大于负性情

绪与状态焦虑之间的相关，负性情绪与特质焦虑的分

值也有显著性相关；与负性情绪和特质焦虑相比，状

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有相似的相关性（"# $!(），且状态

焦虑与特质焦虑的相关也呈显著性+

表 !- 正性负性情绪与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之间的相关性

4;@ ! A><<:B;CD>?= @:C6::? E>=DCDF: ;?G ?:H;CDF: ;II:JC，=C;C: ;?K9
D:CL ;?G C<;DC ;?KD:CL $ （% & !!,）

3C:M
1J><:

（’ ( )）

.:;<=>? J><<:B;CD>?

.>=DCDF: 0:H;CDF: 19/3 49/3

.>=DCDF: ,’# )$ N &# 8( ! 9"# ,((; 9"# )$(; 9"# 8!";

0:H;CDF: ,"# $$ N &# &! ! "# &($; "# $!);

1C;C: )8# ,( N (# 8" ! "# $!(;

4<;DC )"# (8 N (# 8( !

; " # "# "! *) CO: DC:M >I DG:?CDJ;B <>6 <:=E:JCDF:BL+

"+ "# 官兵情绪状态、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性别差

异- 男性官兵有着比女性官兵为强的正性情绪，而女

性官兵的负性情绪、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分值均较男

性军人为高（4;@ ,）+

表 ,- 男女官兵正性负性情绪、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比较

4;@ ,- A>ME;<D=>? >I E>=DCDF: ;?G ?:H;CDF: ;II:JC，=C;C: ;?KD:CL
;?G C<;DC ;?KD:CL @:C6::? M;B: ;?G I:M;B:- （’ ( )）

P:?G:< % .>=DCDF: 0:H;CDF: 19/3 49/3

Q;B: &8 ,(# & N &# ( !(# ! N &# * *(# * N ’# &" )*# ! N ’# ’

R:M;B: )$ ,&# ’; N 8# ’ ,*# !; N &# ) )*# ,; N !"# 8 )’# ); N (# &

; " # "# "! *) M;B:+

$# 讨论

情绪的不同状态如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会影响

健康和行为，加强正性情绪、减少负性情绪已成为解

决健康和行为问题的重要手段和常用策略+ 对不同

人群情绪状态的了解，探明其典型的情绪特征，有助

于针对性地寻找有效的措施［8］+ 官兵们在纪律性、组

织性相对较强的环境中进行军事化的训练和生活，而

男女官兵即使在同一环境中，但个性和性别的差异也

使得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情绪状态，对这些官兵心

理特点 的 掌 握，有 益 于 探 讨 合 适 可 行 的 心 理 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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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尽管已有研究提示，焦虑作为一种内在资源，是

构成情绪的重要因素［"］! 而其两种表现形式#特质焦

虑和状态焦虑在负性情绪形成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但对三者关系的系统探讨却较少，在军

人群体中进行的研究更显缺乏!
情绪具有正、负两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维度特

征，即个体有正性情绪体验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没有负

性情绪的体验［$］! %&’&( 的正、负性情绪的相关比

较低，表明此量表有较理想的区分效度! 状态焦虑指

一种短暂的情绪体验，特质焦虑指一种相对稳定的人

格特质! ()&* 旨在区别评定短暂的焦虑情绪状态和

人格特质性焦虑倾向! 结果显示正性情绪与特质焦

虑、状态焦虑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负性情绪与特质

焦虑、状态焦虑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 说明焦虑是影

响情绪的主要因素之一，有效缓解焦虑是调整我军官

兵的情绪，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关键因素!
同时，虽然发现负性情绪与两种焦虑都有明显的

相关性，但与特质焦虑的相关系数更大，说明特质焦

虑在负性情绪中所占成分较大! 提示部队的心理卫

生工作远远不够，有待进一步加强，应该研究切实可

行的心理训练措施，加强平时军人的心理素质训练，

增加军人对军事环境的适应能力，培养其良好的个

性，尤其要加强对焦虑等负性情绪的控制和调节［+］!
因此，在做军人情绪评估时在重视观察焦虑的前提

下，把筛查特质焦虑人群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女性军人担负着社会角色中的双重身份，必然存

在着特殊性! 本研究在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量表、负

性情绪量表调查中发现，女性军人总分值较男性军人

高! 因此，在对广大官兵进行广泛加强心理指导和教

育的基础上，应注意观察女性军人的心理特点，强化

心理适应过程，提高应激因素的承受能力［,］，保持好

良好的心态，使其在战斗集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我们首次利用正负性情绪量表在中国军人中调

查评估心理健康以及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之间的关

系! 负性情绪与特质焦虑之间的差异性大于状态焦

虑! 因此，提示在评估情绪时可提前调查筛选特质焦

虑人群作为参考对照! 正性情绪与特质焦虑、状态焦

虑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说明焦虑是影响情绪的主要

因素之一，有效缓解焦虑是调整我军官兵的情绪，培

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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