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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封闭管理期间官兵疲劳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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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心理系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上海 200433

［摘要］ 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封闭管理期间官兵疲劳特点及影响因素，为重大突

发卫生事件下制定针对性心理援助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针对陆军某部 199 名官兵，采用多维疲劳量表、军人心

理应激自评量表以及自编疫情影响调查表评估 COVID 疫情封闭管理期间官兵的疲劳状态和应激水平，运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官兵疲劳总分为（47.96±12.52）分，以动力下降（50.25%）为主要表现；官

兵应激的检出率为 7.54%（15/199）。疲劳总分在性别、职衔、军龄、学历、封闭天数及疫情对自身的影响上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疲劳总分及体力疲劳、脑力疲劳和动力下降 3 个因子均与应激水平呈正相关 
（P＜0.05 或P＜0.01）。影响疲劳的多元线性回归显示，封闭天数、应激水平、职衔和是否独生子女进入回归方程。

结论 COVID-19 疫情期间官兵疲劳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性别、职衔、军龄、学历、应激水平、封闭天数以及疫情

对自身的影响。封闭天数、应激水平、职衔和是否独生子女能够有效预测隔离封闭官兵的疲劳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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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gu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fficers and soldiers during closed management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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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tigue in officers and soldiers 
during the closed management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so a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developing specific 
strategies on psychological assistance i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Methods The fatigue status and stress level were 
evaluated by multidimensional fatigue inventory, military personnel psychological self-evaluation test and self-designed 
epidemic effect questionnaire in 199 officers and soldiers from an army unit, and the relevant data were analyzed by SPSS 21.0 
softwase. Results The total fatigue score was 47.96±12.52, with power loss (50.25%) as the main manifestation, and the 
stress rate was 7.54% (15/199).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fatigue scores concerning gender, job title, service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number of closed days, and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mselves (all P＜0.05). The total 
fatigue score and the 3 factors (physical fatigue, mental fatigue and power los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tress level  
(P＜0.05 or P＜0.01).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closed days, job title, stress level and whether 
being the only child or not were included in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Conclusion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tigue in officers 
and soldiers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include gender, job title, service 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tress level, number of 
closed days, and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themselves. The number of closed days, job title, stress level and whether being the 
only child or not can effectively predict the fatigue status of officers and soldiers during clos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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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暴发，我国各级部

门第一时间采取严密的防控措施以防止疫情进一步

扩散。截至 2020 年 4 月 25 日，有关 COVID-19 患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21 年 4 月，第 42 卷· 452 ·

者、一线医护人员以及普通民众心理健康方面的研

究陆续报道［1-2］，但未见对封闭管理的普通官兵的

相关研究。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疫情期间的调查研

究显示，各类隔离管控人群均出现异常情绪反应，

其中大学生、医务人员的焦虑和应激水平显著高于

正常人群，军人群体中部分官兵出现紧张、恐惧心

理，甚至出现睡眠问题［3-4］。

国外学者指出，由于 COVID-19 疫情的特殊

性，以往的隔离封闭研究无法与此次隔离封闭情况

相比较［5］。军人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已有研

究表明，相对封闭的军人群体易诱发应激性心身反

应和睡眠不良等心理问题［6-7］。此次 COVID-19 疫

情封闭管理期间，部队采取的封闭管理措施远高于

平时或任务期间的管控强度，官兵行动及人际交流

受限，还需完成日常工作和训练任务，强压力下极

易引发环境疲劳和心理问题。本研究旨在了解官兵

疫情期间的心理应激水平和疲劳状态，为制定针对

性心理援助策略、维护官兵心理健康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法抽取陆军某部队

310 名官兵进行问卷调查，由统一培训的心理学专

业人员进行施测及数据录入，被调查者均知情同

意。根据研究的目标，刚刚回归部队的官兵尚处于

休整期，未进入正式工作状态，因此本研究纳入疫

情期间封闭管理天数≥7 d 的官兵。排除标准为：

（1）有躯体疾病或近期刚执行过大项任务处于疲

劳期的官兵；（2）正在服用精神类药物的官兵； 
（3）封闭管理前有精神症状的官兵。

1.2 自编疫情影响调查表 结合 COVID-19 疫情

形势，自编调查表用于了解官兵疫情后封闭管理的

时长、封闭管理对官兵的影响、封闭管理期间出现

的躯体症状及官兵每天获取疫情信息的时间等。

1 .3  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量表  该问卷由李权超 
等［8］编写，共包含10个条目，要求被试根据自己

最近15 d的实际情况作答。问卷采用3级评分：1分
代表没有，2分代表有时，3分代表经常。各条目得

分之和为原始分，将原始分转化为T分数，T分≥ 

70分提示被试心理应激水平异常。在本研究中，该

量表Cronbach’s α 为 0.824，内部一致性较好。

1.4 多维疲劳量表中文版 该量表于 1995 年由荷

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院的 Smets 等［9］设计编写，

由苗雨等［10］修订，包括体力疲劳、脑力疲劳、动

力下降和活动减少 4 个因子，共 20 个条目。采用

5 级评分，1 分（完全不符合）～5 分（完全符合）。

以条目均分 3 分为划分标准，≥3 分视为有明显疲

劳症状，各个条目得分之和为疲劳总分，总分或因

子分越高表明疲劳症状越明显。在本研究中，该量

表Cronbach’s α为 0.877，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以人数和百分数表示；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

方差分析，并用最小显著性差异法进行两两比较。

相关分析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回归分析采用

多元线性回归。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一般信息及封闭管理期间官兵的

基本情况 共回收有效问卷 310 份，有效率为

100.0%，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最终有 199 人

纳入研究。入组对象年龄 18～57（27.88±7.96）
岁， 军 龄（8.57±7.68） 年， 封 闭 管 理 天 数

（30.67±17.56）d。199 名 官 兵 中 男 173 人，女

26 人；独生子女 69 人，非独生子女 130 人；未婚

125 人，已婚 72 人，离异或丧偶 2 人；初中学历 7
人，高中学历 68 人，大学学历 105 人，硕士及以上

学历 19 人；士兵 / 士官 124 人，干部 75 人；认为

疫情对自身影响非常大、有一点、没影响的分别有

48、33 和 118 人。

封闭管理期间有 169 人（84.92%）报告躯体

症状一切如常，13 人（6.53%）报告慢性疼痛症状，

7 人（3.52%）报告全身症状，6 人（3.02%）报告

出现失眠、困倦等其他症状，5 人（2.51%）报告

出现消化道症状，4 人（2.01%）报告出现呼吸道

症状。官兵每天用于了解疫情信息的时间＜1 h、
1～2 h、＞2 h 的分别有 85 人（42.71%）、85 人

（42.71%）、29 人（14.57%）。

2.2 封闭管理期间官兵的疲劳、应激状况 调查

结果显示，官兵的疲劳总分为（47.96±12.52）分，

有明显疲劳症状的占 16.58%（33/199），其中体力

疲劳 40 人（20.10%）、脑力疲劳 72 人（36.18%）、

动 力 下 降 100 人（50.25%）、 活 动 减 少 50 人

（25.13%）。官兵的应激水平T 分为（50.39±11.28）
分，T 分≥70 分的有 15 人（7.54%）。疲劳总分

和应激水平 T 分在性别、职衔、军龄、学历及躯

体症状中的一切如常、消化道症状、全身症状和

慢性疼痛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军龄越长、学历越高的官兵越容易表

现出疲劳。且疲劳总分在封闭天数、疫情对自身的

影响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或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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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疫情对自身影响非常大的官兵疲劳程度高于认 为疫情对自身没影响的官兵。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不同人口学变量的疲劳、应激水平得分比较

                                                N＝199, x±s 
项目 n 疲劳总分 统计值 P值 应激水平T分 统计值 P值

性别 t＝－2.926 0.005 t＝－4.275 ＜0.01
 男 173 47.24±12.90 48.71±9.61
 女 26 52.81±8.32 61.59±14.90
独生子女 t＝1.763 0.080 t＝0.586 0.559
 是 69 50.10±11.98 51.04±13.10
 否 130 46.83±12.70 50.05±10.23
职衔 t＝－6.134 ＜0.01 t＝－5.630 ＜0.01
 士兵/士官 124 44.52±13.75 46.92±9.03
 干部 75 53.67±7.25 56.13±12.30
军龄/年 F＝17.68 ＜0.01 F＝9.005 ＜0.01
 ≤2 58 40.33±13.87 47.48±9.77
 3～10 75 49.45±11.91 47.96±7.62
 ＞10 66 52.98±8.86 55.72±13.95
封闭天数/d F＝26.512 ＜0.01 F＝1.148 0.336
 ＜16 75 54.28±7.34 49.19±8.49
 16～30 26 47.04±13.50 52.24±12.18
 31～45 34 53.12±7.06 53.31±14.19
 ＞45 64 38.20±13.12 49.50±11.93
学历 F＝6.639 0.002 F＝8.834 ＜0.01
 初中 7 40.43±12.92 46.38±5.84
 高中 68 44.06±13.74 45.90±7.52
 大学 105 49.84±11.47 51.80±11.13
 硕士及以上 19 54.37±8.00 60.16±16.38
婚姻状态 F＝10.218 0.053 F＝5.358 0.117
 未婚 125 45.02±13.54 48.02±9.42
 已婚 72 52.96±8.68 54.36±13.01
 离异或丧偶a 2 47, 58 43.94, 67.91
疫情对自身的影响 F＝4.813 0.011 F＝1.272 0.283
 非常大 48 52.08±9.62 52.64±9.74
 有一点 33 47.00±14.23 49.44±10.02
 没影响 118 46.56±12.80 49.74±12.13
一切如常 t＝2.409 0.020 t＝4.788 ＜0.01
 是 169 47.24±12.88 48.15±8.30
 否 30 52.03±9.45 63.00±16.62
呼吸道症状 t＝1.696 0.091 t＝－1.455 0.147
 是 4 37.50±13.13 58.49±20.81
 否 195 48.18±12.46 50.23±11.04
消化道症状 t＝－3.142 0.016 t＝－2.162 0.032
 是 5 53.60±3.58 61.06±7.66
 否 194 47.82±12.64 50.12±11.24
全身症状 t＝－2.732 0.021 t＝－2.954 0.004
 是 7 53.00±4.44 62.53±13.24
 否 192 47.78±12.69 49.45±10.99
慢性疼痛 t＝－4.450 ＜0.01 t＝－3.799 0.002
 是 13 55.46±5.56 67.12±16.79
 否 186 47.44±12.71 49.22±9.84
失眠、困倦等其他症状 t＝－0.900 0.369 t＝－1.710 0.147
 是 6 52.50±10.25 67.91±25.81
 否 193 47.82±12.58 49.85±10.20
每天了解疫情时间/h F＝1.987 0.143 F＝2.267 0.106
 ＜1 85 47.82±12.50 49.22±11.50
 1～2 85 46.96±13.41 50.22±10.12
 ＞2 29 51.31±9.29 54.33±13.25

a: 由于样本量为 2，所以用个体变量值表示.

第 4 期．李 玲，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封闭管理期间官兵疲劳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21 年 4 月，第 42 卷· 454 ·

2.3 疲劳程度与各个变量的相关分析 由表 2 可

见，疲劳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分别与军龄、婚姻状态

和职衔呈正相关（P＜0.05 或 P＜0.01），与封闭天

数呈均负相关（P＜0.05 或 P＜0.01）；疲劳总分及

体力疲劳、脑力疲劳和动力下降 3 个因子均与学历

和应激水平 T 分呈正相关（P＜0.05 或 P＜0.01）；

疲劳总分和体力疲劳与是否为独生子女呈负相关 

（P 均＜0.05）；疲劳总分与疫情对自身的影响呈

负相关（P＜0.05）；脑力疲劳与身体症状中的慢性

疼痛呈正相关（P＜0.05）；动力下降与性别、身体

症状中的其他症状呈正相关（P＜0.05 或P＜0.01），

与身体症状中的一切如常呈负相关（P＜0.05）；

活动减少与身体症状中的其他症状呈正相关（P＜ 

0.05）。

表 2 疲劳程度与各变量的相关分析

                                                    r 
项目 体力疲劳 脑力疲劳 动力下降 活动减少 疲劳总分

性别 0.058 0.112 0.145* 0.068 0.109
军龄 0.301** 0.353** 0.284** 0.225** 0.352**

独生子女 －0.174* －0.078 －0.122 －0.011 －0.144*

封闭天数 －0.473** －0.433** －0.398** －0.179* －0.455**

学历 0.205** 0.241** 0.247** 0.104 0.257**

婚姻状态 0.246** 0.224** 0.287** 0.152* 0.269**

职衔 0.209* 0.301** 0.288** 0.204** 0.293**

每天了解疫情时间 0.031 0.052 0.110 －0.023 0.015
疫情对自身的影响 －0.125 －0.107 －0.104 －0.112 －0.151*

一切如常 －0.024 －0.110 －0.171* －0.073 －0.097
呼吸道症状 －0.123 －0.065 －0.072 －0.167* －0.106
消化道症状 0.001 －0.021 0.067 0.129 0.035
全身症状 0.000 0.083 0.036 0.060 0.033
慢性疼痛 0.088 0.176* 0.068 0.059 0.118
其他症状 0.000 0.012 0.190** 0.145* 0.060
应激水平T分 0.179* 0.262** 0.244** 0.074 0.248**

*P＜0.05，**P＜0.01.

2.4 疲劳程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为进一

步探讨官兵疲劳程度的影响因素，将表 2 中与疲劳

总分存在显著相关的变量作为自变量，疲劳总分

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封

闭天数（X1）、应激水平 T 分（X2）、职衔（X3）

和是否独生子女（X4）4 个变量进入了回归方程，

得 到 回 归 方 程：H（X）＝－0.471X1＋0.223X2＋ 

0.201X3－0.125X4，回归方程有效（F＝29.925，P＜ 

0.01）。复相关系数为 0.618，调整后决定系数为

0.369，说明这 4 个变量可共同解释疫情期间陆军

某部队官兵疲劳状况总变异的 36.9%。见表 3。

表 3 疲劳程度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偏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R2 调整R2

封闭天数(X1) －4.590 －0.471 －8.235 ＜0.01 0.382 0.369
应激水平T分(X2) 0.247 0.223 3.610 ＜0.01
职衔(X3) 5.180 0.201 3.228 0.001
是否独生子女(X4) －3.290 －0.125 －2.215 0.028

R2：决定系数.

3 讨 论

COVID-19 的暴发对社会各界都产生了直接或

间接的影响，为配合疫情防控，民众纷纷响应号召

居家隔离，部队营区亦采取隔离封闭式管理，截至

本研究问卷调研时，封闭期已经 2 个月，且疫情防

控举措仍未松懈。以往训练或任务期的长时间封闭

时，官兵可以通过彼此沟通交流或群体活动排解压

力、纾解情绪，且对于解除封闭的时间节点有所预

期，因此心理状态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而

COVID-19 疫情下封闭管理中的官兵，除了需要严

格做好个人防护外，人际沟通的渠道与活动范围均



书书书

　　 　

　　 　 　　　 　 　　　 　

· 455 ·

受限，且由于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何时解封无法

预计，时间一长防控政策又没有松动的迹象，即易

产生倦怠感和负面情绪，因此，本研究的特色就是

探究 COVID-19 疫情之下封闭管理措施对官兵的心

理影响，并结合人口学因素与疫情相关变量进行分

析，研究在此期间官兵的疲劳状况与影响因素。

本研究调查了 199 名 COVID-19 疫情封闭期间

官兵的心理状况，结果证实疲劳现象仍然存在。官

兵检出有明显疲劳症状者占 16.58%（33/199），

检出率高于高原演习驻训官兵和航空兵部队［6,11］，

而低于水面舰艇官兵［12-13］，提示不同群体、不同

任务、不同训练方式会导致结果的差异。陆军官兵

由于日常训练强度大，在既往研究中疲劳程度也比

空军和海军高［14］。本次调查结果与研究对象处于

特殊的封闭管理中，期间取消了所有聚集性活动，

相比平时官兵的训练、学习项目有所减少有关。此

外，本次调查中有 15 名（7.54%，15/199）官兵表

现出较高的应激水平，且认为疫情对自身影响非常

大的官兵疲劳程度也更高。说明突发的 COVID-19
疫情对官兵的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且在疫情的影响下，应对不良的官兵更容易出现疲

劳反应，这在当前疫情形势下基层的心理工作中应

引起重视。

在疲劳 4 个维度的结果中，动力下降的检出率

最高，其次为脑力疲劳，与以往研究中官兵以体力

疲劳为主的结果不同［14-16］，这一方面说明封闭管

理措施对官兵平日的体力付出有所缓解，另一方面

也表明官兵对于疫情及疫情防控的一系列管理措施

适应较差，对于疫情突然暴发、社交受限等随之而

来的诸多变化缺乏应对经验。此处动力是指行为的

内驱力，即动机，Horowitz 等［17］的研究认为动机受

挫时会产生负面情绪，易诱发易感性个体的心理问

题。Corfield 等［18］的研究发现，抑郁症的症状和患

病率在疲劳个体中明显增加。这也提示我们疲劳和

抑郁存在高度相关，可以在今后的追踪研究中进一

步探讨疲劳对抑郁的预测作用。由此可见，在隔离

封闭期间需要关注官兵的行为反应，预防疲劳加剧

向心理问题的转化。疫情期间的管理中可以设计适

合的文体活动，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也有助于转移

注意力，释放压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隔离封闭期间出现消化道症

状、全身症状和慢性疼痛个体的应激和疲劳水平

更高。Wang 等［19］对中国普通人群的研究也发现，

COVID-19 疫情期间出现头痛、肌肉疼痛等症状的

被试，其应激和焦虑抑郁水平要高于未出现这些症

状的被试，与本研究的结果一致。可能的原因一方

面是乏力、疼痛、肠胃不适等本就是应激和疲劳的

躯体表现，疫情的突然暴发和随之而来的管控措施

使官兵处于应激状态，在此情境下受限的工作与生

活模式加剧了官兵的疲劳感；另一方面，这些症状

又与 COVID-19 初期症状相似，相较于平时，疫情

期间的个体会对自身健康更加关注，一旦发现类似

症状容易使个体产生担忧和疑虑，造成不良心理反

应，进而会加剧躯体症状形成恶性循环。这提示我

们对于出现躯体症状的官兵，应及时发现并干预，

做好疫情的健康宣教，正面引导官兵以打消对患病

的顾虑，缓解应激反应，促进官兵的身心健康。

本研究中，官兵的学历越高、军龄越长越容易

表现出疲劳，这与以往的研究［14,20］结果一致。可能

是高学历和高军龄的官兵在部队里主要从事管理岗

位的工作，在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管理岗位责

任更大、担子更重，持续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更

容易产生疲劳感。调查中疲劳总分与婚姻状态呈正

相关，苏衡等［21］的研究指出婚姻家庭以及由此引

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导致压力过大的重要因素。

已婚官兵本身就面临许多来自家庭经济、生活等方

面的压力，在疫情形势尚不明朗、封闭管理何时结

束未知的情况下，已婚官兵远离配偶和孩子，不但

要照常完成手中的任务，还要处理灾难面前无法陪

伴家人的担忧和愧疚，承受着比平时更大的压力，

更容易感到心身疲惫。疲劳总分与是否为独生子女

呈负相关，这与以往研究［22-23］结果一致，独生子女

在成长过程中相较非独生子女受到家长更多的呵护

和宠爱，面对困难和挫折时，抗压能力和心理承受

能力较弱，更容易产生负性情绪体验，并且独生子

女更倾向于采用被动的非适应性应对方式［24］，在

环境转换中相较非独生子女适应能力差。

本研究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封闭天数、应

激水平、职衔和是否独生子女 4 个变量可以有

效预测官兵的疲劳程度，解释率为 36.9%，说明

COVID-19 疫情封闭初期、独生子女、高应激、高

职衔的个体更容易出现疲劳反应。本研究中封闭

天数＞45 d 个体的疲劳程度最低，意味着随着封闭

天数的增加疲劳程度有所减轻，可能的原因是，封

闭前期疫情形势严峻，不知何时向好，官兵突然进

入全封闭且行动受限的状态，对于 COVID-19 疫情

下的一系列新情况疲于应对，随着对封闭环境的适

应，个体的身心状态逐渐恢复平衡。此外，截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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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统计时间，疫情仍未结束，研究对象的解封期

仍然未知，官兵的疲劳状况是否有所波动，是否会

出现新的疲劳点有待进一步探讨。而干部的疲劳程

度更高也从侧面反映出在这种封闭管理之下，管理

层工作强度增加，特殊时期所承担的压力和责任也

更大，疫情下对管理层的身心健康更需予以关注。

本研究结果表明，COVID-19 疫情封闭期间官

兵的身心状况不容忽视，基层工作中不仅要加强对

COVID-19 的认识和防护知识的宣教，还应注重官兵

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训练，提高其对压力、突发事

件的应对和自我管理能力，降低其应激水平，并且

创新思路设计适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多元化的文体活

动，调动官兵的积极性，转移关注点，降低疲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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