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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大学学员新生军训期间焦虑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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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军医大学学员新生军训期间焦虑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开展应激管理工作提供参考。方法：应用状态特

质焦虑问卷、简易艾森克人格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自制的焦虑相关因素表，对２６５名军医大学学员新生军训期和平时的

焦虑状况进行调查，并分析影响新生军训期学员焦虑水平的因素。结果：军医大学学员在新生军训期特质焦虑分值和平时无

差异，但状态焦虑分值高于平时（Ｐ＜０．０５）；进入状态焦虑分值回归方程的因素有特质焦虑分值、对新生军训重要性的认同、临

床医学专业、对自己前途的看法、新生军训期自由支配时间多少和家庭经济条件；进入特质焦虑分值回归方程的因素有神经质

分、正向应对分、年龄和负向应对分。结论：新生军训对军医大学学员来讲是一应激事件；特质焦虑是影响新生军训期状态焦

虑的最主要因素，高特质焦虑学员应成为新生军训期应激管理训练的重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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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度焦虑可以唤起人们的警觉，有利于提高人的认知能

力，使人更好地适应社会，但是，过度焦虑就会妨碍人智能的

发挥，甚至影响人的健康。军人职业诱发严重焦虑问题的因

素较多，所以军人的焦虑尤其是应激状态下的焦虑得到了很

多学者的关注。研究结果发现北方陆军官兵焦虑标准分超

过中国常模［１］。新兵经过集训，焦虑水平上升，２０．５％的战

士焦虑水平超过正常［２］。但目前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部队

官兵上［３４］，对军医大学学员新生军训期（以下简称“新训”）

焦虑状况的研究相对较少。为了解军医大学学员在新训中

的焦虑状况，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开展应激管理工作提供依

据，我们对一所军医大学进行了调查，现报告如下。

１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某军医大学２６５名学员。

１．２　研究工具　（１）状态特质焦虑问卷（ＳＴＡＩ）：评定状态

焦虑和特质焦虑；（２）简易艾森克人格问卷（ＥＰＱ）：评定人格

特征；（３）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评定应对方式；（４）自制的焦虑

相关因素表：由笔者根据相关资料［５］在应激管理专家的指导

下设计完成，包括２３项内容，分别是：专业、性别、年龄、是否

为独生子女、家庭经济条件、与家人的关系、读军医大学的原

因、录取的专业和自己的愿望相符程度、对新训重要性的认

同、新训中自由支配时间多少、新训强度高低、新训管理松

紧、新训中文体活动丰富与否、人际关系好坏、对自己新训表

现期望值的高低、思念家人的程度、与家人联系方便程度、对

驻地天气的适应程度、对驻地饮食的适应程度、对军医大学

会限制恋爱的担心程度、对新训后课程学习的担心程度、对

毕业分配的担心程度和对自己前途的看法。

１．３　施测程序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在

平时和新训２周时对军医大学学员集体施测，要求每位学员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独立如实填写，回答结束后立即收回问

卷。２次均发放并回收问卷２６５份，回收率均为１００％。平

时有效问卷为２４５份，有效率为９２．４５％；军训２周时有效问

卷２４３份，有效率为９１．７０％。军训２周时调查对象的一般

情况见表１。

表１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专业 Ｎ
性别（ｎ）
男 女

年龄（岁）
独生子女

是 否

临床医学 ６４ ５８ ６ １８．５２±０．７１ ４９ １５
药学 ５１ ４９ ２ １８．３５±０．５９ ３３ １８
卫生事业管理学 ３８ ３２ ６ １８．２６±０．９３ ２０ １８
麻醉学 ３０ ２６ ４ １８．６０±０．５０ ２３ ７
生物技术 ４３ ３１ １２ １８．７４±０．６６ ４０ ３
中医学 １７ １４ ３ １８．７１±０．７７ １１ ６
合计 ２４３ ２１０ ３３ １８．５１±０．７１ １７６ ６７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将问卷资料建立数据库，用ＳＰＳＳ１２．０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的两两比较采用ｔ检验，相
关因素分析采用多元逐步回归。

２　结　果

２．１　新训２周时军医大学学员焦虑情况　新训２周时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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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军医大学学员的状态焦虑分值和特质焦虑分值分别为

４１．１２±９．４１和４１．５１±８．９８。状态焦虑分值高于平时

（３８．１７±８．８５，Ｐ＜０．０５），特质焦虑分值与平时（４１．１１±

７．６１）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如表２所示，不论男女生

组，新训２周时特质焦虑分值与平时无差异。而状态焦虑分

值，男生组新训２周时高于平时（Ｐ＜０．０５），女生组新训２周

时与平时无差异。

表２　新训２周时与平时焦虑水平比较

男

男新训２周（２１０） 平时（２１２）
女

女新训２周（３３） 平时（３３）
状态焦虑分值 ４０．７７±９．１１ ３７．７４±８．９１ ４３．３２±１１．０２ ４０．９６±８．２５
特质焦虑分值 ４１．０４±８．５６ ４０．６２±７．５４ ４４．５５±１０．９９ ４４．２９±７．８３

　Ｐ＜０．０５与男生组平时状态焦虑分值比较

２．２　不同年龄、性别军医大学学员新训２周时焦虑水平比

较　如表３所示，新训２周时，不同性别军医大学学员其状

态焦虑分值无统计学差异，但特质焦虑分值女生高于男生

（Ｐ＜０．０５）；不同年龄新训学员其状态焦虑分值均无统计学

差异，但特质焦虑分值小于１８岁年龄组高于１８～２０岁年龄

组（Ｐ＜０．０５）。

表３　不同年龄、性别的军医大学学员新训２周时焦虑水平比较

年龄

＜１８岁（１２） １８～２０岁（２１６） ２０岁～（１５）
性别

男（２１０） 女（３３）
状态焦虑分值 ４６．５９±１０．０８ ４０．９０±９．３３ ３９．８３±９．２７ ４０．７７±９．１１ ４３．３２±１１．０２
特质焦虑分值 ４６．５８±８．７０ ４１．３６±８．９４ ３９．７３±９．１１ ４１．０４±８．５６ ４４．５５±１０．９９△

Ｐ＜０．０５与１８～２０岁年龄组特质焦虑分值比较；△Ｐ＜０．０５与男生组特质焦虑分值比较

２．３　与新训时状态焦虑、特质焦虑有关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

２．３．１　与状态焦虑有关的因素　以状态焦虑分值为因变

量，以特质焦虑分值、简易艾森克人格问卷的精神质分、神经

质分、内外向质分和掩饰分、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的正向应对

分、负向应对分和上述２３项内容得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

步回归，结果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有特质焦虑分值、对新

训重要性的认同、临床专业、对自己前途的看法、新训中自由

支配时间多少和家庭经济条件（表４）。

表４　影响军医大学学员新训时状态焦虑分值因素多元逐步回归结果

Ｂ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 β ｔ值 Ｐ值

常数 ２３．４６３ ３．４５２ ６．７８９ ０．０００
特质焦虑分值 ０．７８３ ０．０３８ ０．７４６ ２０．６６５ ０．０００
对新训重要性的认同 －２．２８４ ０．５６７ －０．１３２ －４．０２８ ０．０００
临床专业 ２．１８７ ０．６７０ ０．１０２ ３．２６４ ０．００１
对自己前途的看法 －１．６５３ ０．５７７ －０．１０１ －２．８６５ ０．００５
新训中自由支配时间多少 －１．３０８ ０．４８９ －０．０８６ －２．６７４ ０．００８
家庭经济条件 －１．２７９ ０．５７５ －０．０６９ －２．２２５ ０．０２７

２．３．２　与特质焦虑有关的因素　以特质焦虑分值为因变

量，以专业、性别、年龄、简易艾森克人格问卷的精神质分、神

经质分、内外向质分和掩饰分、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的正向应

对分、负向应对分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结果进入回

归方程的因素有神经质分、正向应对分、年龄和负向应对分

（表５）。

表５　影响军医大学学员新训时特质焦虑得分因素多元逐步回归结果

Ｂ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ｒｒｏｒ β ｔ值 Ｐ值

常数 ５５．４８０ １０．９１２ ５．０８４ ０．０００
神经质分 ０．５２８ ０．０４４ ０．５８９ １１．９７６ ０．０００
正向应对分 －０．３３５ ０．０６８ －０．２２２４ －４．９２７ ０．０００
年龄 －１．８９６ ０．５６０ －０．１５１ －３．３８８ ０．００１
负向应对分 ０．３２７ ０．１０２ ０．１５６ ３．１９０ 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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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按照斯皮尔伯格的观点，焦虑可分为特质焦虑和状态焦

虑。其中，特质焦虑反映的是一种较稳定的或持续存在的焦

虑倾向，状态焦虑反映的是即刻的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或情

境的焦虑体验。放松时状态焦虑水平低，应激时状态焦虑水

平高［６］。本次对军医大学学生的心理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而

言，军医大学新训时特质焦虑水平与平时没有差别，而其状

态焦虑水平明显高于平时，表明所调查的军医大学学员群体

在新训时心理应激程度较高，提示新训对军医大学学员来讲

是一应激事件。军医大学男、女学员新训时状态焦虑分值为

４０．７７±９．１１和４３．３２±１１．０２，焦虑水平明显高于普通大学

新生（男３６．７８±８．６６，女３６．５０±８．７４）［７］。２４３名学员中状

态焦虑分值等于或高于５３分者为２７人，占总人数的１１％，

状态焦虑水平达到异常标准者的数量是普通人群的２倍。

过度焦虑不仅会妨碍人智能的发挥，还会影响人的健康，例

如，已有研究表明，考试应激可使低焦虑者的自然杀伤细胞

活动增强、高焦虑者的自然杀伤细胞活动减弱［８］。而且，新

训引发的焦虑反过来又会增强个体的焦虑敏感性，进而增加

个体患焦虑症的可能性［９］。因此，军医大学学员新训时的焦

虑心理不容忽视，新训中有必要开展应激管理。

　　特质焦虑分值进入了新训２周时状态焦虑回归方程，且

其标准化回归系数高达０．７４６，远高于其他５项因素的标准

化回归系数，这说明特质焦虑水平是影响状态焦虑水平的最

主要因素，提示与低特质焦虑者相比，高特质焦虑者在新训

中的焦虑水平可能更高，更可能在新训应激中发生适应不

良，应成为新训应激管理的重点人群。对新训重要性的认

同、临床专业、对自己前途的看法、新训中自由支配时间多少

和家庭经济条件也进入了新训２周时状态焦虑回归方程，说

明这些因素也会影响军医大学学员新训时的状态焦虑水平，

其中对新训重要性的认同、对自己前途的看法、新训中自由

支配时间多少和家庭经济条件是保护性因素，提示新训应激

管理中也要关注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要加强政治和军

事思想教育，使军医大学学员认识到新训对提高自身的军政

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从而提高其参加新训的积极性；要加强

专业思想教育，使学员能够正确认识所学专业和自身发展前

景；同时，还要合理安排训练任务，使学生有一定的自由支配

时间。这将促进军医大学学员尽快适应新训，适应军医大学

生活，有利于军医大学学员身心健康发展。

　　进入新训时特质焦虑回归方程的因素有神经质分、正向

应对分、年龄和负向应对分，表明高特质焦虑学生在平时就

比低特质焦虑学生容易情绪起伏变化，其选择负向应对方式

的频率也较低特质焦虑学生频繁，这提示在应激管理训练时

应鼓励高特质焦虑学员少采用负向应对方式，多采用正向应

对方式。

　　虽然本研究结果显示新训时军医大学女学员状态焦虑

分值高于平时，高于男生，但统计学显示均无差异，这很有可

能是由女学员样本例数过少造成的。已有研究表明，在急性

应激条件下，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容易发生功能失调［１０］。统计

学上小于１８岁年龄组的状态焦虑分值和其他两个年龄组并

无差异，也很可能是小于１８岁年龄组样本例数过少造成的。

因此，应激管理中也要关注女学员和年龄较小的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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