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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军事心理学（24/4#
?3@7 56789A/AB7）以满足军事

需要为目的，从军事作业环

境出发，注重军队内部文化

特点，解决部队实际问题；它

既不是建立在一套系统的理

论上，也不是一套常规性技

术总和，而是心理学原则、理

论和方法在军事环境中的应

用, 军事心理学是一门广阔

而复杂的学科，几乎涉及心

理学各个门类，但它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直接为解决特殊军

事问题服务, 军事心理学按为军事服务的内容分类，主要研究

领域包括军事人员心理选拔、军事人因学、特殊军事环境与军

人适应、军队领导与组织、军队临床心理、心理战和特殊军事

心理学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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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心理问题越来

越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人际交往、心理障碍、个人教

育、人事招聘、犯罪心理等等，已成为军队与普通社会

共同关注的问题；而特殊职业人员选拔、恶劣环境对

行为的影响、武器装备人因工效、小团体组织心理、战

斗应激反应、群体心理咨询与训练、心理战等则是军

事心理学特有的研究课题, $" 世纪 &" 年代后期军事

心理学在我国才受到重视, 目前因研究队伍实力不

足，对军事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领域了解甚少，

导致研究领域狭窄，研究技术和测验工具单调，解决部

队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 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

业委员会先后通过组织全军心理学工作者编写《军事

心理学研究》，翻译《军事心理学手册》，以及在《第四

军医大学学报》第 $* 卷第 $$ 期专门刊登军事心理学

研究报告，希望引导我军军事心理学研究向为军事斗

争的实际需要发展，并提高这支队伍的整体研究能力,

#" 军事心理学界定

D@46E.// 和 F/26?.=?（!&0&）曾说：“ 可能没有任

何组织或机构会像军队那样与心理学科的成熟和发

展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 ”

!&!% 年，美国心理协会主席 G.@E.6 博士会同美

国陆军军医总署心理学部编制了著名的陆军 ! 测验

和 " 测验，在第 ! 次世界大战期间对 !%" 多万军人实

施测评，标志着现代军事心理学的诞生，使心理学在

军事领域中获得了合法地位, !&)& 年，美国陆军军务

局人员测评处编制的“ 陆军普通分类测验”（C@27
B.>.@3/ 8/3664;483?4A> ?.6?）在第 $ 次世界大战期间为

!$"" 万军人进行了测验, 同期，特殊军事人员（飞行

员、水兵等）筛选、美国战略服务处和英国特种作战处

对特工人员的筛查，使心理选拔研究的关注点从淘汰

不合格人员转向选拔具有效掌握军事技能或执行特殊

任务的特殊人才，并为二战后企业人事选拔和“评价中

心”（C66.662.>? 8.>?.@）技术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 $ 次世界大战中，部队对军官的需求迅速增

长，促进了军事领导才能、小军事单位领导者特征、军

官选拔与心理训练等研究；武器装备性能的快速提

高，使了解人类能力以及局限性而发挥武器装备最大

效能成为关键；特殊军事环境对军事人员的影响引发

了军事医学心理学科的兴起；物质滥用、军事信息分

析、战俘心态、小群体绩效评估等应用性研究也为军

队政策制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依据, 今天，军事心理

学已成为军事科学研究的亮点，各国心理学家纷纷投

身军事心理学应用研究，!&+) 年创立的国际应用军

事心 理 学 研 讨 会（ H>?.@>3?4A>3/ 355/4.= 24/4?3@7 567#
89A/AB7 6725A64<2，HCIJK）为军事心理学问题的研讨

提供了国际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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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心理科学，既不是建立在一套系统的理论之

上，也不是一套常规性技术的总和，它起源于军事应

用，也始终服务于它的应用领域———军事活动! 军事

心理学将研究焦点聚焦在军事应用上，可以看作是心

理学原则、理论和方法在军事环境中的应用! 军事心

理学是一门广阔而复杂的学科，几乎包括所有心理学

专业门类，如实验心理、社会心理、临床心理、组织心

理、心理测量和心理生理等! 但由于军事心理学研究

涉及特殊军事问题（有时甚至是生死攸关问题）与特

殊人群，使军事心理学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首先，军队组织是由特殊人群所组成，该人群的

选拔、任用、训练与发展构成军队人力资源管理的独

有特性!
第二，即使在和平年代，军事行动也通常是在异

常的环境中实施的，高原、海岛、太空、海下、沙漠、边

防、寒冷、酷暑、连续作业与高工作负荷等，对军事活

动效率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三，军事活动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保卫国

家! 任何直接服务于这一使命的研究工作都是军事科

学发展的基础!
第四，任何军事活动都是以人而不是以武器为基础

的! 军事活动更强调武器装备与人类认知的有机协调!
因此，军事心理学不强调建立所谓新的“ 理论体

系”，它是以提高军事人员活动效能和军事组织工作

效率为最终目标! 但，军事心理学在特种作战、健康促

进计划、太空与深海探险、高危险挑战、多学科综合研

究与群体心理治疗等领域，为心理学研究开创了新的

发展机会，也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提供了极好的

“实验室”!

!" 军事心理学研究领域

!! #" 军事人员心理选拔" 由于军事活动的特殊性，

军队必须通过大量的人员筛查，淘汰不适合者，选拔

在躯体上，特别是在心理上符合部队需要的个体，并

通过人员配置达到人尽其才的目的! 第 " 次世界大战

之初，美国大批青年接受陆军 ! 测验和 " 测验，其目

的是进行智力筛选、专业分类、能力倾向测定，为军队

输送大量有用人才! 群体测验与多项选择测验方法帮

助军队实现了这一目标! 第 # 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

对特殊人员的需求，促进了整个人事选拔制度和方法

的发展，各类成套军事人员心理选拔系统应运而生!
#$ 世纪 %$ 年代的《 军队服役职业能力成套测验》

（&’()* +)’,-.) ,/.01-/203 041-15*) 6011)’7，&89&:）和

美国飞行员《 空军军官职业资格测验》（&-’ ;/’.) /;<
;-.)’ =503-;7-2> 1)+1，&?@AB）；C$ 年代的《 联合军种工

作绩效测量 D 入伍标准》（BE) F/-21<+)’,-.) F/6 4)’;/’(<
02.) ()0+5’)()21 D )23-+1()21 +102*0’*+，GHI），J$ 年

代初的《美国军队人员选拔和分类项目》（BE) 0’(7K+
+)3).1-/2 02* .30++-;-.01-/2 4’/F).1，简称 H’/F).1 &）和

《军队职业能力倾向成套测验》（BE) 0’()* +)’,-.)+
,/.01-/203 041-15*) 6011)’7，&89&:），以及最新出台的

《军队招募人事安置系统》（&’(7 )23-+1)* 4)’+/22)3
033/.01-/2 +7+1)(，&LH&8）都在不同历史阶段为军队

人员选拔做出了贡献!
心理测量程序和内容的整合成为影响人员选拔

绩效的重要因素! 个人生平、学校表现、人际关系、人

格特征、能力倾向等通过个案分析、仪器测验、评价中

心技术和结构式心理访谈，明显提高了对部队军事综

合能力评价的预测性! 在选拔对象研究方面，经历了

军人基本心理素质测评、特殊军事人员筛选，到军事

人员分类选拔等阶段! 在测量技术研究方面，评价中

心技术、项目反应理论（M1)( ’)+4/2+) 1E)/’7）、计算机

辅助与计算机自适应测验（N/(451)’ 0*041-,) 1)+1）、

多层分析技术、结构方程以及概化理论等都为军事人

员选拔的预测性提供了技术保障!
!! !" 军事人因学" 军事领域人因学研究的目的在于

提高军事活动绩效，提高掌握武器装备的效率! 在军

事装备相近的前提下，领导能力、士气、经验、动机、训

练以及纪律等文化因素成为影响战争进程、发挥武器

效能的重要因素，发展出文化工效学（N5315’) )’>/<
2/(-.+）! 武器系统跨文化区域使用时，在设计上考虑

不同文化的标准已成为设计的重要理念! 人———机协

调的设计理念，改善了武器装备设计的人性化；仿真

模拟、决策理论、人工智能研究，通过优化人类活动绩

效，指导专业选拔与训练，以提高武器系统的效能! 人

工智能技术通过专家系统、决策支持、人———机交互

模式等，被有效应地用于军事指挥、控制、通讯及智能

化（如 NOM）! 工作负荷评价模型（BE) P/’Q3/0* 0++)++<
()21 (/*)3）、操作者模拟（R5(02 /4)’01/’ +-(5301-/2）

分析技术、任务整合网络分析系统（87+1)( 02037+-+ /;
-21)>’01)* 2)1P/’Q+ /; 10+Q+）等通过采用稳固性设计而

排除了操作者应激对操作效率的影响! 组织工效研

究，在保证特定环境中合理安排多个人与武器系统匹

配，达到最佳作战绩效发挥了重要作用!
!! $" 特殊军事环境与军人适应" 军人经常在各种极

端恶劣的环境中从事军事活动，如高海拔、严寒、酷

暑、噪声、有毒物质、射线、加速度和振动等等! 这些环

境十分艰险，甚至在非战斗条件下具有生命危险! 长

时间连续作战会导致睡眠缺失和疲劳，造成战斗减员

和应激伤害，会降低个体和部队持续作战的能力!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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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海外执行特殊任务时，还将面对陌生社会规范、

文化与习俗! 因此，研究和制定军事职业危险性标准、

装备设计环境限度标准、训练和作战健康风险评价标

准等，是军事心理学家的重要任务!
!! "# 军队领导与组织# 军事组织的特殊性，为领导

者理论研究提供了天然“ 实验室”! 二次大战中领导

和领导者研究的热潮，成为战后大规模实证性研究的

基础! 俄亥俄州立大学 "#$%&’((（)*+,）回顾 )-+ 篇领

导者特质研究后提出情景领导理论，即领导效能依赖

于与下属的特征和活动目标! 密西根大学的研究者们

更关注动机、环境因素对领导和组织功能的影响，提

出群体或组织目标是领导者有效性基础的观点! 权变

理论（.’/&(/0，)*12）和相互作用理论（ 345$67，)*2)）

强调领导者与下属相互作用的动力学因素! 核心领导

任务概念（345$67 8 349:/7，)*,2）通过战斗中小团队

凝聚力研究，提出组织结构中领导者与下属关系是从

相互独立向相互作用发展的论点! ;4< 和 =$0&（)*,,）

认为组织文化、权利、组织政策、管理策略是高层领导

对低层组织间接影响的重要环节!
军队的任务莫过于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战斗单

位，而领导才能通常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40#$?/ 研究

提示，凝 聚 力 是 减 少 部 队 内 在 压 力 的 主 要 成 分!
@4(#/0 A//& 军事研究所研究显示，不同发展阶段的

军事组织对领导者行为要求应有所不同! B:?# 认为，

和平环境下保证组织绩效靠制定完善的制度，但安全

而机械的制度不能提高领导者处理战时问题的能力!
345$67 通过军事组织领导研究，创立了整合领导理论

的组织模型，提出在不同层面的组织之间存在“ 瀑布

式”影响效应的观点，为解决领导者所承担任务复杂

性持续增加提供了帮助!
如何把普通公民教育成合格的军人，服从军队纪

律，适应各种特殊环境，应付各种异常的、危险的，甚

至是威胁生命的情境是军事组织研究的重要课题! 个

体在小的作战单位中具有许多不同的功能，与其他人

的关系是完成战斗任务并在战斗中得以生存的关键!
然而，士气、凝聚力、集体荣誉感、文化与社会背景、人

格因素、适应军事环境能力等是影响作战单位军事活

动绩效的重要环节!
!! $# 军队临床心理# -C 世纪 *C 年代，美军具有 +CC
多名现役心理医生为 --C 万现役军人和 2CC 万军人

家属、退役人员服务! 一次大战期间，心理学工作者在

部队医疗部门服役的主要任务是做军人智力评估! 二

次大战期间，除军人心理选拔外，心理学工作者主要

工作是对大量有心理问题的军人进行评估，以确定是

否治愈、留用或退役! 为弥补心理医生的短缺，美军对

曾学习过心理学的军官进行短训，主要从事心理测量

与诊断，并任命为心理军医（5$DD’77’$?/& $EE’5/0FG7<F
5H$($%’7#7）! 二战结束前，美军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心理

军医! 尽管他们中只有部分人接受过系统培训，但因

卓有成效的工作，心理军医已成为美军不可或缺的岗

位! -C 世纪 IC 年代以来，为保证高学历的心理军医

在部队服役，美军采用了高待遇、高质量的培训方案，

吸引了大量心理学工作者入伍；高级培训计划，使更

多人安心部队服役；博士后制度引进，更完善了人才

培训体制! 他们中一些人最后晋升到高级军衔，成为

高级临床医生、行政管理人员和心理培训教官!
-C 世纪 1C 年代以来，心理军医的专业领域不断

扩展，他们主要工作被定位在心理诊断与心理治疗方

面! 一些心理评估、咨询与治疗技术在部队得到改进

和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神经心理评估与治疗、

物质滥用综合治疗、危机干预、组织绩效与心理健康

人力资源匹配、健康促进、自杀预防，以及战斗应激反

应矫正等!
!! %# 心理战# 心理战（J7<5H$($%’54( K40E40/）由是英

国军事分析家、历史学家 3.L 富勒于 -C 世纪 -C 年代

提出的，兴起于 *C 年代，现已成为现代战争的第 + 种

作战样式，以“ 零损伤”、斗智和赢得国际声誉为特

点!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国防部官员称，“ 在这场战

争中，真刀真枪的战斗仅占 -IM，其余 2IM的任务是

争取伊拉克人民的友好和合作”! 心理战防御研究涉

及军事心理学各个方面，包括信息致伤特点、信息伤

诊断与救治原则、军事人员心理健康筛查、危机干预、

心理战教育与训练、部队心理卫生保障体制建立、心

理战的组织心理问题等!
!! &# 特殊军事心理学问题# 军事心理学家始终在为

指挥人员和军事机构提供咨询服务（N4?%/(7&$0EE，
)**C），包括专题咨询、组织发展咨询、心理剖析；研

制犯罪嫌疑心理检测工具；积极参与军事行动方案制

定，包括特种作战、心理作战、生存营救、人质谈判、政

治宣传、反恐策略、团队建设、宇宙空间探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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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反应性精神病的免疫功能检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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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急性反应性精神障碍是一组常见的临床精神疾病，患者

常常在强烈的生活事件的冲击下而出现一系列的精神症状，

一般恢复比较快) 调查研究表明，急性反应性精神障碍的发生

与个体的人格特征和防御方式有关，与生理学特点也有一定

的关系) 为了探讨急性反应性精神障碍患者的免疫功能的改

变，我们对急性反应性精神病患者血液中的免疫球蛋白和补

体成分进行了检测，目的是为急性反应性精神障碍的诊断和

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 对象和方法

!) !_ 对象_ 病例组采用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

（BBNA[&），由临床精神科医师筛选了急性反应性精神病患者

&*（ 男 I$，女 !&）例) 年 龄 !# a (! 岁，平 均 年 龄（&!b #$ c
!&b !$）岁) 健康对照组 II（男 !I，女 !J）例，年龄 IJ a %! 岁，平

均年龄（&(b *I c #b I!）岁)
!) I_ 方法_ 取患者入院第 I 日清晨空腹静脉血 $ =S，离心分

离血清) 免疫球蛋白测定采用伊利康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透

射比浊法试剂，仪器为意大利 +2B 半自动生化分析仪) 补体

测定采用彩板扩散法) 严格按照说明要求测定 E<D，E<M，E<N
和 B&，B$ 含量) 对照组为健康体检正常人，排除精神疾患) 取

血和检测方法同病例组)

表 !_ 病例组与对照组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比较（< d S，? H 3）
组别 病例组（$ e &*） 对照组（$ e II）

E<D !b $I c Jb $(5 !b ** c Jb &I

E<M !!b "& c Ib (* !Ib $& c Ib $(

E<N !b &" c Jb %! !b $# c Jb &J
52 f Jb J! (3 对照组)

$" 结果

对 &* 例急性反应性精神障碍患者的 B&、B$、E<D、E<M、E<N
进行了测定并与健康人群组的检测结果进行对照，结果（表 !，

I）表明，补体 B&、B$，两组无显著差异；而免疫球蛋白中的 E<D，

病例组显著低于对照组，E<M、E<N 两组未表现出显著差异)

表 I_ 病例组与对照组补体检测结果比较 （< d S，? H 3）
组别 病例组（$ e &*） 对照组（$ e II）

B& !b I! c Jb &( !b && c Jb &!
B$ Jb "$ c Jb &! Jb "& c Jb !*

%" 讨论

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是躯体疾病发生的直接原因，这一

结论已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和免疫指标测定所证实) 而精神

疾病的发生与免疫机能的下降有何关系，以前的研究报道不

多) H/-68FW6 R,T,=F-,［!］的研究表明在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病

史的患者中其淋巴细胞，3 细胞数量、HR 细胞的活性、EHO ’ !
和 ES ’ $ 的总数有明显降低) g,69 W-/0?/7［I］的研究发现一些特

殊的浆细胞在标志大脑产生神经化学、神经内分泌、神经免疫

物质以及行为改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这种标志或许是机体

动员自身资源以应对疾病、心理应激以及维持机体动态平衡

的机制的 一 个 简 要 而 全 面 的 部 分) B) K) 4) 9F +/0[4,FV1F-
等［&］的调查显示，精神病患者在其疾病的不同阶段其免疫特

性不同) 王惠利等［$］用生活事件量表对影响发病的生活事件

作了分析，发现有 *%h 的患者发病是与负性生活事件有关)
研究还发现，应激反应的急性期经历负性事件者的 E<D、E<M、

白细胞总数及淋巴细胞比率下降) 经过 $ TW 治疗后，免疫指

标 E<D、E<M 、@+B 有显著升高之趋势) 临床急性反应性精神病

的出现与强烈的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刺激有明确的时间联系，

患者常有某些性格缺陷) 本组病例均由强烈的负性生活事件

所诱发，如亲人的突然意外死亡、遭受侮辱、训练艰苦、环境改

变、婚恋失败以及人际冲突等) 本组急性反应性精神病患者血

清中的 E<D 含量明显降低，说明该组患者的机体免疫机能有

下降之趋势) 但为什么只有 E<D 的下降，而没有 E<M 和 E<N 的

下降，这一结果目前还没有更合理的理由来解释) 本研究的对

象为急性反应性精神病，其免疫功能的下降与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检测结果有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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