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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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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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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晕动症易感性问卷&

,/7-/2;-(_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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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Z

'#用以判断中国

成年健康男性的晕船易感性#并建立相应分级评价标准*

方法
!

选取
#!#

名受试者#填写完整
W/3*-2

O

版
655Z

#采用以下方

法计算易感指数!

655ZGU#

保留
655Z

中常见晕动调查项目#略去易感指数计算公式中的矫正系数(在
655ZGU#

的基础上#

655ZGU!

和
655ZGU%

分别增加易感指数计算公式中呕吐及恶心症状积分权重(以易感指数百分位数确定易感度等级标准*

受试者于海况
%

"

S

级条件下利用
W1)

8

=-+3

量表判断晕船严重度#并对各易感指数的判断效能进行评估*

结果
!

再测信度为

">DF

*效标效度方面#各易感指数与
W1)

8

=-+3

症状积分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2

$

">""#

'#而
655ZGU%

的相关性系数最高#但

655ZGU%

的成年期指数&

655ZGU%G'*7

'相关性优于
655ZGU%

&

">S%:;">%H

'(

655ZGU%

判断的重度易感者晕船后
W1)

8

=-+3

积分高于中度&

2

$

">"F

'及轻度易感者&

2

$

">"#

'#

655ZGU%G'*7

重度及中度易感者
W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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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均高于轻度易感者&

2

$

">"#

#

2

$

">"F

'#

655ZGU%G'*7

个体易感判断的准确率及人群易感性构成与
655Z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

修改版

655Z

是一种简单实用且有效的晕船易感性判断方法*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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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版晕动症易感性问卷用于晕船易感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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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船易感性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并与种族)年

龄)性别)遗传等多种因素有关+

#

,

*晕船易感性的评

价可采用调查问卷法)前庭功能检测法及加速度暴

露评估法等+

!G%

,

#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采用
W/3*-2

O

版 晕 动 症 易 感 性 问 卷 &

,/7-/2 ;-(_2+;;

;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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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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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Z

'调查并记录儿

童期及成人期既往乘坐不同交通工具及游乐设施时

恶心)呕吐的严重度#利用晕敏感指数计算公式对人

体晕动症易感性进行量化+

S

,

*该问卷在欧美国家应

用较为普遍#而在中国人群中的应用尚未见文献报

道#其适用性和可靠性也并不明确(特别是该问卷还

存在以下缺陷!&

#

'问卷中的游乐设施&海盗船)转轮

等'和实况游戏&骑摩托等'两大项目在国内普及度

不高(&

!

'晕敏感指数计算公式中恶心和呕吐两项症

状积分的权重未作区分#可能影响评价可靠性(&

%

'

随着年龄的增长#晕船易感性逐渐下降#儿童期易感

性积分可能降低问卷的效度*针对上述问题#本研

究对
655Z

的问卷内容和计算公式进行了简化#并

通过海上试验对简化的
655Z

指数进行应用效果

评价#形成了中国成年健康男性的晕船易感性调查

问卷及相应的评价标准*

>

!

材料和方法

#>#

!

研究对象
!

陆军某部官兵
#!#

名#健康男性#

年龄
#&

"

%"

岁+&

!#>SFi!>&#

'岁,#既往无眩晕病

及前庭功能障碍史#本着自愿原则#签署知情同意书

&志愿者协议书'*本研究获得第二军医大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

#>!

!

655Z

调查问卷
!

参考
W/3*-2

O

版
655Z

的

方法#调查问卷由儿童期问卷和成年期问卷组成*

儿童期问卷记录
#!

岁之前的情况#成年期问卷记录

最近
#"

年内的情况*两套问卷内容相同#均包括乘

坐交通工具或游乐设施的次数调查表)恶心反应调

查表和呕吐反应调查表&表
#

)

!

'

+

S

,

*

表
>

!

乘坐交通工具或游乐设施的次数调查样表

从未
#

"

S

次
F

"

#"

次
##

次及以上

轿车
* * * *

巴士或长途汽车
* * * *

火车
* * * *

飞机
* * * *

小船
* * * *

轮船或渡船
* * * *

秋千
* * * *

游乐设施&海盗船)转轮等'

* * * *

实况游戏&骑摩托等'

* * * *

表
B

!

乘坐交通工具或游乐设施时出现恶心

及呕吐症状调查样表

从未

&

"

分'

基本没有

&

#

分'

有时

&

!

分'

经常

&

%

分'

总是

&

S

分'

轿车
* * * * *

巴士或长途汽车
* * * * *

火车
* * * * *

飞机
* * * * *

小船
* * * * *

轮船或渡船
* * * * *

秋千
* * * * *

游乐设施&海盗船)转轮等'

* * * * *

实况游戏&骑摩托等'

* * * * *

#>%

!

晕船易感性分级
!

W/3*-2

O

版
655Z

!利用公

式计算儿童期&

'

'及成人期&

Y

'敏感指数&式
#

'#两

者相加即为
655Z

指数+

S

,

(

655ZGU#

!计算时去除

655Z

问卷中游乐设施&海盗船)转轮等'和实况游

戏&骑摩托等'项目#保留
&

个调查项目#去除晕敏感

指数计算公式中的矫正系数
!>$S

&式
!

'(

655ZG

U!

!在
655ZGU#

的基础上#将晕敏感指数计算公式

中呕吐症状总积分的权重系数设为
!

&式
%

'(

655ZG

U%

!在
655ZGU#

的基础上#将晕敏感指数计算公式

中恶心症状总积分的权重系数设为
!

&式
S

'*上述

指数均以百分位数&

L

+1(+27-3+

#

L

+1

'为界确定易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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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等级!轻度易感&

$

F"T

L

+1

'#中度易感

&

F"T

"

&FT

L

+1

'#重度易感&

&

&FT

L

+1

'*

655ZG'

&

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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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55

@

cR55

?

'

dH

@5R

&式
#

'

!!

655ZGU#G'

&

Y

'

`

&

R55

@

cR55

?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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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

'

!!!!

655ZGU!G'

&

Y

'

`

&

R55

@

c!R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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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5R

&式
%

'

!!!

655ZGU%G'

&

Y

'

`

&

!R55

@

cR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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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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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S

'

!!!

式中!

655Z

为儿童期或成人期易感指数#

R55

@

为恶心症状总积分#

R55

?

为呕吐症状总积

分#

@5R

为乘坐交通工具或游乐设施的种类数*

#>S

!

晕船症状评分
!

采用
W1)

8

=-+3

晕动症状量表

法对晕船症状进行评分+

FG$

,

#按严重度将晕船分为
%

级!轻度晕船&

$

%

分'#中度晕船&

%

"

&

分'#重度晕

船&

&

&

分'*

#>F

!

试验过程
!

受试者于出海前
#*

填写完整的

655Z

#次日
D

!

""

乘坐
#""

吨登陆艇&士兵舱'#航

速为
#!

节#于海况
#

"

!

级连续海上航渡
D"

海里#

于航渡结束前
%",-2

填写
W1)

8

=-+3

晕动症状量表*

于
!"*

后对原受试者再次进行问卷调查*

#>$

!

信效度选择
!

根据调查问卷信效度评价的相

关文献+

&

,

#信度方面#由于该调查表中得出的结果仅

有儿童期和成年期
!

个易感指数#各问题之间不独

立#且儿童期指数由于我国国情限制#农村儿童基本

未乘坐过交通工具#计算结果占比较少#故选取再测

信度进行信度评价(效度方面#由于该问卷以受测个

体的晕船发生情况评价其有效性#故选取校标效度

中的预测效度进行效度评价*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N55#%>"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相关性检验采用
N+)1;/2

法#率的比较采用
%

!

检验#不同易感程度人群间
W1)

8

=-+3

积分的比较采用

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检验水准&

$

'为
">"F

*

B

!

结
!

果

!>#

!

再测信度
!

对原对象
#!#

名陆军某部官兵于

!"*

后再次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

份*

再测信度采用相关系数表示#为
">DF

*

!>!

!

效标效度
!

W1)

8

=-+3

症状积分为受试者是否

晕船的精确指标#用各易感指数与
W1)

8

=-+3

症状积

分的相关性来评价其效标效度*各易感指数与

W1)

8

=-+3

症状积分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2

$

">""#

'#

相关系数按大小依次为
655ZGU%

&

">%H

'

&

655ZG

U#

&

">%D

'

&

655ZGU!

&

">%&

'

&

655Z

&

">%$

'#表明

655ZGU%

与实际航渡过程中晕船严重度的相关性

更高*

655ZGU%

的成年期&

655ZGU%G'*7

'及儿童

期&

655ZGU%GJM*

'指数与
W1)

8

=-+3

症状积分间亦

具有相关性#相关系数依次为
655ZGU%G'*7

&

">S%

'

&

655ZGU%

&

">%H

'

&

655ZGU%GJM*

&

">!H

'#表明
655ZGU%G'*7

与晕船严重度的相关

性优于
655ZGU%

*

进一 步 比 较
655ZGU%G'*7

)

655ZGU%

及

655Z%

种分级标准所划分的易感人群间
W1)

8

=-+3

积分差异#如图
#

所示#

655Z

重度易感者
W1)

8

=-+3

积分高于轻度易感者&

2

$

">"F

'#而中度与轻度易

感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55ZGU%

重度易感者

W1)

8

=-+3

积分高于中度及轻度易感者&

2

$

">"F

#

2

$

">"#

'#而中度与轻度易感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655ZGU%G'*7

中度及重度易感者
W1)

8

=-+3

积

分均高于轻度易感者&

2

$

">"F

#

2

$

">"#

'#中度与

重度易感者间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但显示差异趋势

&

2 "̀>"F&

'*表明
655ZGU%G'*7

判断标准具有相

对较好的区分度*

图
>

!

D

种标准易感性分级后人群间
P/&

2

5$0#

积分差异

'

!

655Z

(

Y

!

655ZGU%

(

J

!

655ZGU%G'*7>

#

2

$

">"F

#

##

2

$

">"#

与轻度易感者比较(

"

2

$

">"F

与中度易感者比较
>

(

.i(

!!

不同计算方法获得的易感程度分级标准及相应

人员的数量及比例见表
%

#与
W1)

8

=-+3

的判断结果

相比#虽然易感指数计算和判断标准不同#但总体上

不同易感程度人员的构成比例#与实际航渡期间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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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磊磊#等
>

修改版晕动症易感性问卷用于晕船易感性判断

船严重程度构成比例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55ZGU%G'*7

与其他
S

种方法获得易感构成比例

间也无明显差异#表明
655ZGU%G'*7

对人群易感

性构成的判断效能无显著影响*

表
D

!

晕船易感性分级标准及不同易感程度个体的比例

8 #̀!#

轻度 中度 重度

W1)

8

=-+3

!

分级标准
$

% %

"

&

&

&

!

,

&

T

'

F&

&

S&>#"

'

%%

&

!&>!&

'

%#

&

!F>$!

'

655Z

!

分级标准
$

%S %S

"

HF

&

HF

!

,

&

T

'

FD

&

S&>H%

'

!H

&

!%>H&

'

%S

&

!D>#"

'

655ZGU#

!

分级标准
$

!& !&

"

&$

&

&$

!

,

&

T

'

FD

&

S&>H%

'

%#

&

!F>$!

'

%!

&

!$>SS

'

655ZGU!

!

分级标准
$

%! %!

"

###

&

###

!

,

&

T

'

FH

&

SD>&$

'

%%

&

!&>!&

'

!H

&

!%>H&

'

655ZGU%

!

分级标准
$

#$ #$

"

S!

&

S!

!

,

&

T

'

FD

&

S&>H%

'

%"

&

!S>&H

'

%%

&

!&>!&

'

655ZGU%G'*7

!

分级标准
$

F F

"

!#

&

!#

!

,

&

T

'

FD

&

S&>H%

'

%S

&

!D>"H

'

!H

&

!%>H&

'

!!

表
S

显示
655ZGU%G'*7

与其他
S

种方法获得

的不同易感者中实际出现相应晕船程度的受试者比

例&判断准确率'#

%

!检验结果显示#

655ZGU%G'*7

与其他
S

种方法间差异虽无统计学意义#但轻度)中

度及重度易感判断的准确率均大于其他
S

种方法*

表
E

!

不同方法对个体晕船易感性判断的准确率

T

&

,

"

8

'

轻度 中度 重度

655Z SF>FF

&

!&

"

FD

'

#&>!S

&

F

"

!H

'

S&>"$

&

#$

"

%S

'

655ZGU# SS>D%

&

!$

"

FD

'

#$>#%

&

F

"

%#

'

F%>#!

&

#&

"

%!

'

655ZGU! SH>#F

&

!H

"

FH

'

!#>!#

&

&

"

%%

'

FF>#&

&

#$

"

!H

'

655ZGU% F">""

&

!H

"

FD

'

!">""

&

$

"

%"

'

FS>FF

&

#D

"

%%

'

655ZGU%G'*7 F%>SF

&

%#

"

FD

'

!$>S&

&

H

"

%S

'

FD>$!

&

&

"

!H

'

D

!

讨
!

论

本研究针对中国人特点对
W/3*-2

O

版
655Z

进

行系列改进#形成了一种新的晕船易感性问卷评价

方法及相应的分级标准*与
W/3*-2

O

版
655Z

法相

比#通过本方法计算获得的易感指数与中国成年男

性实际晕船反应的相关度较好#且个体晕船易感性

判断的准确率较高#而群体晕船易感性构成评价效

能与
655Z

相当*

既往的研究表明#

W/3*-2

O

版
655Z

积分与不

同加速度暴露后晕动症反应间虽存在明显相关性#

但相关系数普遍较低#表明问卷法进行晕动症易感

性判断还存在局限性+

D

,

*由于对不同类型的加速度

暴露&晕船)晕车)晕机等'#个体的晕动症易感性具

有显著差异+

H

,

#因此#

655Z

判断准确性与晕动刺激

类型密切相关#而对于同一种类型的刺激#晕动症严

重度还可受环境因素&如温度)空气质量)通风情况

等'及个体身心状况&如营养状况)疲劳程度)心理应

激等'等的影响#

655Z

的判断准确性也会相应出现

偏差+

#

,

*另外#利用
W/3*-2

O

版
655Z

开展调查时#

部分受试者不能准确回忆既往加速度暴露类型和出

现恶心呕吐的情况#从而出现误差*由于上述问题#

W/3*-2

O

版
655Z

通常仅用于不同群体间晕动症总

体易感性的比较*本研究观察了相同试验条件下同

一批受试对象的晕船反应#并与
655Z

系列简化计

算结果进行比较#发现简化后的群体晕船易感性构

成与
655Z

评价结果相当#对整体晕船易感性的判

断无显著影响*

众所周知#恶心)呕吐是晕动症最典型的临床表

现#各种症状量表均把出现呕吐直接确定为重度晕

动症+

F

#

#"

,

(而在
655Z

易感指数计算时#既往晕动暴

露后恶心及呕吐积分并不区分权重#中度及轻度易

感者晕船后的
W1)

8

=-+3

积分无明显差异(而通过增

加恶心的积分权重后#易感指数与晕船后
W1)

8

=-+3

积分相关度增加#重度与中度及轻度易感者的晕船

后
W1)

8

=-+3

积分区分度也有所增加*由此可见#相

较于呕吐#既往运动暴露后出现恶心症状在判断晕

动症易感性时更为关键*原因可能在于恶心与呕吐

具有不同的中枢机制#恶心感受通过胃迷走传入纤

维传递至脑干孤束核#进而通过臂旁核上传至杏仁

核及岛叶皮质(而呕吐则通过激活脑干呕吐触发区

实现#通过抑制呕吐反射往往无法消除恶心的感

受+

##

,

(因此#本研究结果表明既往运动刺激后的恶

心程度对评价晕船易感性具有重要意义#修改版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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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感指数计算方法增加了恶心症状积分权重*

晕动症易感性还与年龄密切相关#

#!

岁左右的

青少年最敏感#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晕动症易感性逐

渐降低#这可能与前庭器官发育及加速度环境适应

等有关+

#

,

(

W/3*-2

O

认为儿童期的易感性差异与成年

后的
655Z

密切相关#计算时与成年期指数同等重

要+

%

,

(然而#本研究发现#新的易感指数计算方法获

得的儿童期指数与晕船症状间的相关性较弱#如与

成年期指数相加后则会影响晕船易感性判断#而新

的计算方法所得的成年期易感指数与晕船易感性的

相关性均高于儿童期指数及总易感指数#且与

W/3*-2

O

版
655Z

评价标准相比#修改版成年期易

感指数判断个体轻度)中度及重度晕船易感性准确

率#分别提高了约
#&T

)

SDT

及
!FT

#但由于样本量

较小#该差别未显示统计学意义*此外#以修改版成

年期指数作为新版
655Z

#其易感指数范围&

"

"

DS

分'比
W/3*-2

O

版
655Z

&

"

"

!HF>$D

'大大降低#增

强了指数的实用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建立了一种简化的晕动症易

感性评价方法#以判断中国成年男性晕船易感性#并

提供了相应的参考评价标准(本方法只需使用成年

期问卷#问卷内容仅保留常见晕动刺激项目#在计算

易感指数时增加恶心症状积分权重#其人群区分度

和判断准确度均优于传统的
655Z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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