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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家庭因素与军人焦虑情绪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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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军人人格特质、家庭因素与焦虑的关系，分析军人焦虑的影响因素，为建立有效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

据。方法：应用艾森克人格问卷（ＥＰＱ）、状态特质焦虑问卷（ＳＴＡＩ）及自拟的一般情况调查表对２００１名男性军人进行团体

心理测试，分析测试结果。结果：受测军人状态焦虑（ＳＡＩ）、特质焦虑（ＴＡＩ）标准分与ＥＰＱ中精神质（Ｐ）、神经质（Ｎ）评分显

著负相关（Ｐ＜０．０１），与效度量表（Ｌ）和外倾性（Ｅ）评分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１）。特质焦虑标准分与父母关系、经济状况相关

（Ｐ＜０．０５），状态焦虑标准分与父母关系、家庭组成和经济状况相关（Ｐ＜０．０５）。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提示，特质焦虑的影

响因素为父母关系、经济状况（Ｐ＜０．０１），状态焦虑的影响因素只有经济状况（Ｐ＜０．０１）。结论：人格特质、家庭因素是影响

军人焦虑状况的重要因素，人格特质中ＥＰＱ四个维度的作用均显著，家庭因素中父母关系、经济状况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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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职业的特殊性对军人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
高要求。近年来，部队的心理卫生工作日益得到重

视，国内对军人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和研究也日渐
增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对不同军兵种、不同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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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环境下军人群体的心理健康情况及心理特征进

行分析和描述［１２］。Ｇｏｌｅｍａｎ［３］提出情绪智力（ｅｍｏ
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ｌｌｉｇｅｎｃｅ）对个体成就的作用往往比智力
更大。因此，研究影响军人焦虑情绪的主要因素对
军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对
对陆军、海军、二炮３个军兵种进行了抽样调查，在
研究中发现家庭组成、父母关系及家庭经济状况、艾
森克人格问卷不同维度得分等对状态特质焦虑问
卷测量结果均产生一定影响。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南方驻军作战部队２０９５
名男性军人进行心理问卷测评，取完整回答问卷题目
的２００１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陆军５３１人，海军

６６３人，二炮８０７人，年龄１６～３７岁，平均（２２．０８±
３．３５）岁。职别：第一年士兵５６１人，第二年士兵４７７
人，一级士官４５８人，二级士官１９２人，三级士官１４１
人，四级士官１７人，排级干部５１人，连级干部８８人，
营级干部１６人。兵源：农村１５０９人，城镇４９２人。
其中独生子女４６５人，非独生子女１５３６人。

１．２　调查工具　选用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
量表中国版（ＥＰＱＲＳＣ）共包括四个分量表［４］，各１２
个项目，Ｅ、Ｎ、Ｐ、Ｌ四个量表分别计分。状态特质
焦虑问卷（ＳＴＡＩ）由Ｓｐｉｅｌｂｅｒｇｅｒ于１９８３年修订，各

２０个项目，其中１１项为负性情绪条目，９项为正性
情绪条目。采用１～４分的４级评分法，评定主要症
状出现的程度。“１”表示几乎从来没有；“２”表示有
时有；“３”表示经常有；“４”表示几乎总是如此［４］。一
般情况调查表为自拟，包括父母关系（好；一般；差）、
家庭组成（家庭完整；父母离异；父母一方去世；其
他）、家庭经济状况调查等。

１．３　实施方法　分别由工作人员讲解填表的方法
和要求，如集体填写时不允许相互交流，２０～３０ｍｉｎ
内填写完毕等。然后阅读指导语，由被测者填写。
问卷资料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人格因素对军人状态特质焦虑的影响　状态
特质焦虑量表检测结果显示有高特质焦虑３８８人
（１９．３％）、非高特质焦虑１６１９人（８０．７％）；高状态焦
虑２１２人（１０．５％）、非高状态焦虑１８０９人（８９．５％）。
受测军人特质焦虑标准分与人格的精神质（Ｐ）、神经
质（Ｎ）评分显著负相关（Ｐ＜０．０１，表１），与效度量表
（Ｌ）和外倾性（Ｅ）评分显著正相关 （Ｐ＜０．０１）；状态焦
虑标准分与人格的精神质（Ｐ）、神经质（Ｎ）评分显著负
相关（Ｐ＜０．０１），与效度量表（Ｌ）和外倾性（Ｅ）评分显
著正相关 （Ｐ＜０．０１）。结果表明，情绪越不稳定的军
人，其特质焦虑与状态焦虑的分值越高。

表１　ＥＰＱ各维度得分与状态特质焦虑问卷中各分量表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Ｔａｂ１　ＥＰＱ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ｎｓｕｂｓｃａｌｅｓｃｏ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ｓｃｈｏｔｉｃｉｓｍ（Ｐ） Ｅｘｔｒａｖｅｒｓｉｏｎ（Ｅ） Ｎｅｕｒｏｔｉｃｉｓｍ（Ｎ） Ｌｙｉｎｇ（Ｌ）

Ｔｏｔａｌ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ｏｒｅｓ －０．２１３ ０．３２９ －０．５４０ ０．２０５

Ｔｏ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ｏｒｅｓ －０．２０７ ０．３３１ －０．５５２ ０．１８６

　Ｐ＜０．０１

２．２　家庭因素对状态特质焦虑的影响　状态特质
焦虑评分与一般情况做方差分析，结果（表２）显示，受
测军人特质焦虑标准分与父母关系、经济状况显著相

关；状态焦虑标准分与父母关系、家庭组成和经济状
况均显著相关（Ｐ＜０．０１或Ｐ＜０．０５）。

表２　状态特质焦虑问卷得分的方差分析

Ｔａｂ２　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ｏｒ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ｘｉｅｔｙ

Ｆ Ｐ
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

Ｆ Ｐ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１．７６ ０．００１ ２．１８ ０．０００
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７４ ０．００１ １．２２ ０．１３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１．４６ ０．０２０ １．５１ ０．０１４

２．３　逐步回归分析结果　以父母关系、家庭组成、
经济状况作为自变量，以特质焦虑标准分作为因变

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３个因子中进入回
归方程的有２个因子，是父母关系和经济状况，且β



第５期．潘　昱，等．人格、家庭因素与军人焦虑情绪的相关性研究 ·５４５　　 ·

回归系数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３。经济状
况和父母关系的相关系数是０．０５３，Ｐ 值为０．０１８
（Ｐ＜０．０５）。以父母关系、家庭组成、经济状况作为
自变量，以状态焦虑标准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

归分析，结果发现３个因子中进入回归方程只有经
济状况，经济状况的决定系数Ｒ２值为０．０１５，β值为

１．０９５（Ｐ＜０．０１）。

表３　特质焦虑与父母关系、家庭组成、经济状况的逐步回归分析

Ｔａｂ３　Ｔｒａｉｔａｎｘｉｅｔ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ｂｙ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ｅｘ Ｒ Ｒ２ β ｔ Ｐ

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１２３ ０．０１５ １．１５６ ２．９９１ ０．００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０．１０２ ０．０１０ ０．８０８ ４．４６１ ０．０００

３　讨　论

　　由于军队职业的特殊性，紧张的军营生活、严明
的军事纪律、艰苦的军事训练以及社会的影响等造
成了军人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导致部分军人焦
虑和抑郁。焦虑和抑郁是最常见的负性情绪，能够
较好地用于评估和预测军人心理卫生状况［２，５］。本
次对基层部队军人的心理测试显示，在非急性应激
条件下，特质焦虑分量表和状态焦虑分量表评分显
著高于中国常模。其中，非高状态焦虑、高状态焦虑
情绪者分别占８９．５％和１０．５％，说明大部分个体的
情绪状态较好。但非高特质焦虑、高特质焦虑者分
别占８０．７％和１９．３％，说明还有较多的焦虑情绪易
感人群，应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

　　关于焦虑情绪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个
体的人格特征，尤其是精神质、神经质两个维度是影
响心理状态的重要因子，状态特质焦虑各分量表得
分都分别与精神质（Ｐ）、神经质（Ｎ）评分显著负相关
（Ｐ＜０．０１），与内外向维度显著正相关，这与以往的
报道类似［６７］。国外报道［８１０］状态特质焦虑水平与
分离、强迫、惊恐等症状正相关。本次调查结果表
明，较多的基层军人易受周围环境影响，情绪稳定、
好静，喜欢有秩序的生活和工作，严守纪律。而少数
具有病理性人格倾向、情绪不稳定的个体容易诱发
负性情感。在实际工作中这部分人员应成为心理卫
生服务的重点对象，依据其不同人格特点开展不同
形式的疏导教育。本研究采用自拟的一般情况调查
表对父母关系、家庭组成、经济状况作为不良的焦虑
情绪诱导因子进行科学分析，结果证实父母关系、经
济状况与基层军人的特质焦虑相关，而父母关系、家
庭组成和经济状况３因素均与基层军人状态焦虑相
关。国外研究［１１１２］亦表明家庭因素与焦虑相关障碍

的发生密切相关。进一步经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影
响基层军人特质焦虑情绪的直接因素有父母关系、
经济状况，而影响基层军人状态焦虑情绪的直接因

素只有经济状况。因此今后在焦虑情绪的研究中，
家庭经济状况也应该进一步关注。

　　本调查发现部分基层官兵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
症状，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都受人格因素的影响，并
发现在诱导焦虑情绪的家庭因素中与状态特质焦
虑相关的不同因子。这对今后进行心理卫生教育和
服务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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