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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建立雷达操作员心理选拔系统- 方法：在分

析雷达任务的基础上，设计计算机化的目标跟踪能力模拟雷

达测验任务，对 ))( 名相关被试施测，分析实验结果，评价测

试任务的性能指标- 结果：测验结果的数据分布接近正态，变

异系数为 ),N ，区分度较好；重测信度系数为 "- %+(（9 O
"- "’）；对专家和被试的主观调查表明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分

别以机械作图和计算机学绩成绩、学习新技术的能力、工作绩

效作效标，效度系 数 为 "- $%)，"- $(%，"- )"&，"- ((’（9 O
"- "’）- 结论：本测验可作为雷达员心理选拔的测试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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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引言

雷达是通过发射和接收无线电波来发现目标并

测定其位置的电子侦察设备-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

发展，雷达的探测距离、精度和自动化程度有了极大

的提高- 但收集情报的能力和人工智能都是有限的，

都需要在人的干预下工作- 雷达员的作用尤其重要-
开展雷达员的心理选拔，将有助于更好地使雷达员的

能力与岗位要求相匹配，迅速提高他们的培训合格率

和战斗力- 因此，对多个目标的跟踪能力是雷达员所

需的重要能力- 从雷达实际情报任务中抽象出这一

工作样 本，可 望 作 为 雷 达 员 心 理 选 拔 系 统 的 关 键

项目-

ED 对象和方法

E- ED 对象D 测验对象 ))( 人，其中参加雷达培训的

新兵 ," 名，年龄 !, P $! 岁，文化程度初中或高中；担

任过雷达操纵员的雷达学院学员 !$( 名，年龄 $" P
$$ 岁，均为三年级学生；某雷达兵部队雷达员 !)"
名，年龄 !, P $( 岁，文化程度初中或高中-
E- FD 方法

!- $- !* 目标跟踪任务设计* 在计算机屏幕的偏左部

分建立模拟雷达平面位置显示器及其极坐标系，制作

!" 批不同方向和相互交叉的想定航迹- 随扫描线的

旋转，带余辉地依次点亮并以短时白色呈现这些航迹

的点迹- 在第一圈扫描时，每个点迹旁会显示各自的

批号- 要求被试跟踪这些点迹，并从第二圈开始，报

告白色点迹的批号- 报告方式为用鼠标左键点击屏

幕右方与批号对应的按钮（ H47 !）- 点迹直径为 ’
Q/0A，每周期移动的距离大约为 !+ Q/0A，白色呈现时

间为 . R !"（. 为扫描周期），在白色时间内漏报或者

错报后，点迹旁会短时提示正确的批号- 采用自适应，

H47 !* S?G//6 >C B=/ B3G7/B BG3?T467 24AA4>6
图 !* 目标跟踪任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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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技术即随时根据被试的反应水平，通过自动调整

扫描周期控制单位时间内的点迹密度! 初始扫描周

期 " 为 #$ %! 从第 & 圈开始，当被试连续 # 次正确

后，" 减少 & %，当 " 减至 ’$ % 时，每次递减 ’ %；当被

试出现 ’ 次错误后，" 增加 & %! 全部测试时间为 (
)*+!
’! &! &, 实验程序, 对被试者以屏幕和语音呈现施加

指导语并进行测试! 因任务是由易至难进行，故无练

习过程! 记录被试 ( )*+ 内的正确报告点数! 对其中

-’ 名学员被试间隔 ’ ./ 后进行重测! 采集学兵的训

练成绩、学员的学业成绩和部队雷达员学习新技术的

能力及工作绩效（由连队干部评分）!
统计学处理：以 0100 ’’! ( 234 5*+63.% 软件处

理实验数据!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实验结果的分布

特征；以重复测量的两次成绩间的积差相关系数作为

重测信度；以测验成绩与效标数据间的积差相关系数

作为效标效度；! 7 $! $(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 #" 目标跟踪任务测验成绩的分布特征" 由于雷达

学院的学员均有担任操作员的经历，将他们的测试成

绩与部队操作员成绩进行独立样本 " 检验后，结果显

示无差异，故将这两类人员的数据合并! 8$ 名学兵

和 &(- 名有经验操作员测试成绩的频数分布如 "9: ’
所示! 表中显示两类被试的分布范围大体相当，全部

数据合并后的统计参数最大值为 ’(#，最小值为 (，全

距为 ’-8；平均值 ;8! -，标准差 #’! (，变异系数 #<=；

偏度系数 > $! &-&!
!! !" 目标跟踪任务测验的重测信度" 随机挑选 -’
名雷达学院学员间隔 ’ ./ 后进行重测，& 次成绩的

积差相关系数为 $! ;?-（! 7 $! $$’）!
!! $" 目标跟踪任务测验的内容效度" 首先将实验任

务对有关专家进行了演示! 在空军有关业务部门和

雷达兵部队的指挥军官、技术军官、战勤参谋和空军

有关研究所、院校的研究员、教员共 #$ 名专家中，绝

大部分认为这些项目测试的能力为实际工作所需!
同时在实验后，请 #$ 名雷达员被试按 < 级量表对实

验所测试的能力与雷达战勤任务的需要程度评分

（’ @< 分，’ 分为完全不需要，< 分为非常需要），频率

分别为 $，$，’，’，&，(，’’，(，(! 以上调查显示本

测验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

表 ’, 测试的成绩分布

"9: ’, A*%B4*:CB*3+ 32 4D%CEB% 32 BFD BD%B

"D%B %G34D
H4DICD+GJ 32

KC+*34 %3E6*D4%

H4DICD+GJ 32

%D+*34 %3E6*D4%

7 &$ ( ’$

&$ @ 8 ’(

-$ @ ’# #8

?$ @ &( -8

8$ @ ’’ ??

’$$ @ ’& #8

’&$ @ ( ’?

’#< @ ’ &#

!! %" 测验的效标效度" 由于在校的学员可供采集的

效标只有学籍成绩，故将 8$ 名雷达学院学员目标跟

踪任务测试成绩与学科成绩进行相关分析（"9: &）!
结果显示，目标跟踪测试与机械制图和微机这两科成

绩有显著相关! 实验时，8$ 名雷训团学兵尚未进入

实际操作阶段，故以他们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作为效

标，计算测验项目的实证效度! 这项效标是由他们的

班长按百分制评定，再将各班的效标统一转换为 L
分数后与测验成绩进行相关运算，其积差相关系数为

$! #$<（! 7 $! $$’）! 对 ’#$ 名部队雷达操作员进行测

试后，采集了他们的工作绩效数据! 这项数据由雷达

站长在不了解测试成绩的情况下按 < 级分评定，与测

验成绩的积差相关系数为 $! --(（! M $! $’-）!

表 &, 测验成绩与学科成绩的关系

"9: &, N344DE9B*3+ G3D22*G*D+B :DB.DD+ )94/% 32 BFD BD%B 9+6 %C:KDGB 9GF*DOD)D+B （# M 8$）

P*QFD4

)9BFD)9B*G%
13E*B*G% 0B49BDQ*G% R*BD49BC4D N94B3Q49SFJ

T*G43U

G3)SCBD4
V+QE*%F 1FJ%*G%

V+Q*+DD4*+Q

)9BFD)9B*G%
1D94%3+

G344DE9B*3+
$! ’(- $! $8’ $! $-- $! $<& $! &;#（9） $! &-;（9） $! $-; $! $&? $! ’(#

9! 7 $! $( EDODE（&UB9*ED6）!

$" 讨论

雷达技术的进步使得长时间、重复性的简单目标

识别和位置报告易于被机器取代，而复杂的、有时需

要模糊逻辑判断的高级情报处理任务则仍然离不开

人类的智力! 这样，雷达员的目标跟踪能力，就显得

更为重要! 对多运动目标的跟踪仍然包含了警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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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但它同时又与工作记忆、注意分配、空间定向、图

形识别和心理运动能力相关，国外针对雷达员和与之

近似的空中交通管制员选拔进行的多重能力倾向测

试大多涵盖这些方面，如美军的 !"#!$［%］和美国海

岸警卫队雷达员招聘要求［&］等’
格式塔心理学关注于整体，因此对各种能力倾向

进行综合测验，进行与实际任务情境相似的模拟，将

有助于提高测验和训练的效果，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

息’ 我国现有的雷达模拟训练系统［(］和空交管人员

选拔系统［)］就体现了这一特点’ 我们根据雷达情报

工作的任务特点，提取和抽象出关键性的目标跟踪能

力，并设计了模拟雷达的测试任务，实验取得较好的

效果’ 衡量心理测验方法的基本要素是区分度、信度

和效度’ 高区分度要求群体的测验成绩有较大的离

散性，这样可以放大被试的个体差异，从而易于区分

不同的被试’ 对于能力测验，较高的区分度需要任务

有适宜的难度和足够的动态范围’ 在本测验中，难度

主要由同时跟踪的航迹批数、轨迹复杂性和目标点迹

的刷新速度控制’ 从认知心理学的观点看，目标跟踪

是一个注意和控制性加工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资

源是有限的［+，,］，合适的难度就是让任务充分侵占而

又不致枯竭这些资源’ 根据雷达兵训练大纲的要求：

优秀雷达员应能同时跟踪 %- 批以上航迹，本测验将

航迹数定为 %- 批’ 测验不设置练习，因此航迹的想

定设计按由易到难的原则，在起始阶段按顺序呈现，

逐渐开始交叉和机动’ 在批数和轨迹固定后，难度最

终由雷达扫描刷新速度即点迹运动速度决定’ 本测

验在此环节设计为随时根据被试的反应水平，通过自

动调整扫描周期控制单位时间内的点迹密度，形成自

适应的难度，这样保证了高分和低分端的灵敏度，任

何水平的被试都不会出现低限和高限效应’
从 &’ % 的结果看，测试成绩的全距和变异系数均

较大，显示测验有较高的区分度’ 成绩分布中间隆

起，两端较低，偏度系数较小略呈负偏态，显示测验很

容易转换为标准正态分布并进行参数检验统计’ 复

测信度为 -’ ,+)，显示本测验有较高的稳定性，可以

满足心理测验的要求’
效度是心理测验最关键的指标，是测验方法是否

有效和使用的标志’ 本测验设计抽象于实际工作任

务’ &’ ( 提出的内容效度，证明本测验得到专家和第

一线雷达员的认可，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在实证效度

方面，本测验测量了 ( 种不同的被试：无实际工作经

验的学兵、院校学员和雷达操作员，因而采用 ( 种不

同的效标：学习新技术能力、相关学科成绩和实际工

作绩效’ 测验成绩与 ( 种效标均有相关’ 国内外相似

的心理测验，其效标关联效度大致为 -’ & . -’ (，本测

验的工作绩效效度为 -’ ))*，作为单项心理学测验属

于较高的指标了’ 需要指出的是，院校学员因无法了

解其过去的工作绩效，只能以学业成绩作为客观效

标，而有相关的恰好就是与空间定向和图形识别相关

的学科，这也说明本测验既是学绩测验也是能力和能

力倾向测验’ 以上分析证明本测验可以作为雷达员

心理选拔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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