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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通过对照研究探讨潜艇环境对艇员注意集中和注意分配能力的影响。方法　运用注意力集中能力测

定仪（ＥＰ７０１Ｃ）和注意分配仪（ＥＰ７０８Ａ）分别测量潜艇艇员和潜艇岸勤人员靶标跟踪在靶时间、脱靶次数、简单反应时、复杂反

应时、操作正确次数等指标，并对两组人员各指标所测数据进行比较。结果　注意集中测试中，潜艇艇员一期士官（３年≤兵

龄≤５年）脱靶次数多于潜艇岸勤人员一期士官（狋＝２．０３，犘＜０．０５）；潜艇艇员多期士官（兵龄＞５年）在靶时间低于潜艇岸勤

人员多期士官（狋＝２．２７，犘＜０．０５），脱靶次数多于潜艇岸勤人员多期士官（狋＝２．１２，犘＜０．０５）。注意分配测试中，潜艇艇员一

期士官和多期士官双任务测试操作正确次数分别少于潜艇岸勤人员一期士官（犣＝７．０３，犘＜０．０１）和多期士官（犣＝７．７４，犘＜

０．０１）。结论　总体上潜艇艇员注意力显著差于潜艇岸勤人员，上艇３～５年是艇员注意力受到或开始受到影响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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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艇艇员常常处于海上气象、海洋水文因素以

及潜艇的理化环境因素、生物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

素和特殊因素的影响之中，这些影响具有复合性和

持续性，一方面会给潜艇员的身心健康带来影响，另

一方面也会对潜艇员的认知功能带来一定的损伤，

易出现各种误操作，导致航海事故的发生。以往关

于艇员心理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人格特征［１］、士

气［２］、睡眠［３］、应激［４］、人际交往［５］、心理健康［６］以及

心理训练［７］等方面，在艇员认知功能方面的研究相

对较少。本研究旨在通过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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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期．魏　存，等．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注意力对照研究

注意力状况的对比，揭示潜艇环境对艇员注意力影

响的特点，以期为艇员进行有效的心理防护和合理

的潜艇工作安排提供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除了病号、

值班、出差等人员外，抽取某潜艇支队３艘艇１６０名

艇员作为研究组，其中测验未全部完成或资料填写

不全的有１９人，实际有效样本为１４１人；全部为男

性，年龄为１８～４５岁，平均（２６．３８±４．５１）岁。对照

组抽取某基地潜艇岸勤人员１８０名，其中仪器测验

不全或资料填写不全的有２１人，实际有效样本为

１５９人；全部为男性，年龄为１７～３８岁，平均

（２５．９１±４．８５）岁。两组人员年龄、兵龄、官兵类型、

是否为独生子女和受教育水平等一般人口学因素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１）注意集中能力：运用华东师范

大学科教仪器厂生产的注意力集中能力测定仪

（ＥＰ７０１Ｃ），测量个体的注意集中能力、手眼协调能

力。把仪器放在大约１．３０ｍ高的桌子上，被试者用

右手或左手握住感应手柄，去追踪六边形轨道内转

动的白色小球。测量前先调整好仪器，将白色小球

的移动速度设定为４０转／分，测试时间为６０ｓ。仪

器自动记录完成测试的在靶时间和脱靶次数。测验

时先进行讲解，被试者自己练习１次，测量１次。

（２）注意分配能力：运用华东师范大学科教仪器厂生

产的注意分配仪（ＥＰ７０８Ａ），测量个体对声光的反应

时和对声光反应的正确次数。单任务时仅有声音刺

激，被测试者要快速分辨高音、中音、低音３种声音，

并按下相应的按键。双任务则是同时出现声音和光

２种刺激，被测试者既要判断声音的高、中、低，用右

手按下相应的声音键；同时还要追踪出现光刺激的

按钮，并用左手按下相应的键。第１轮是单任务，第

２轮是双任务。仪器自动记录完成的反应时和正确

次数。每次测验前先进行讲解，练习１次，测量１

次。

１．３　质量控制　按照测试要求，由受到良好的心理

测试专业训练且具有丰富经验的心理学专业人员负

责实施，采用个别测量的方法进行。测量开始前告

诉被试者测量目的，秉持自愿原则，同时要求被试者

对测量的内容严格保密。每种测量仪器由１人专门

具体实施，从开始到最后测量结束都由同一个人负

责，以尽可能减少测量误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运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进行数

据处理。两个独立样本对比分析，方差齐且符合正

态分布时用狋检验，不符合时用两个独立样本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检验水准（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注意集中能力对

比分析　反映注意力集中能力的两个主要指标

为在靶时间和脱靶次数。对潜艇艇员和潜艇岸

勤人员注意集中能力的２个指标结果分别进行差

异检验，结果显示，两组人员中多期士官在靶时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一期士官和多

期士官脱靶次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在靶时间和脱靶次数比较

类型
潜艇艇员

在靶时间 脱靶次数

潜艇岸勤人员

在靶时间 脱靶次数

狋（犣）

在靶时间 脱靶次数

犘

在靶时间 脱靶次数

战士 ３１．８４ａ ３８．５０ａ ３０．０７ａ ３５．７２ａ ０．３９ｃ ０．４６ｃ ０．７０ ０．８８

一期士官 ２８．３５±９．０４ｂ １１０．７０±３１．３０ｂ ２９．８０±７．０７ｂ ７８．６７±３３．０９ｂ ０．８７ｄ ２．０３ｄ ０．８８ ０．０４

多期士官 ２７．６０±７．７１ｂ １０８．３７±２６．２４ｂ ３０．６６±８．８６ｂ ９８．２０±３２．３４ｂ ２．２７ｄ ２．１２ｄ ０．０２ ０．０３

全体 ２７．８６±７．３６ｂ １０７．４６±２８．２４ｂ ２９．５９±１０．５４ｂ ９４．０４±３３．２３ｂ １．６７ｄ ２．０４ｄ ０．０９ ０．０４

　　ａ：数据以秩均值表示；ｂ：数据以珔狓±狊表示，在靶时间单位为ｓｃ：独立样本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犣值；ｄ：独立样本狋检验狋值

２．２　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注意分配能力对比分

析　在单任务测试中，潜艇艇员和潜艇岸勤人员对高、

中、低３种声音的简单反应时和正确次数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表２）。在双任务测试中，潜艇艇员和

潜艇岸勤人员的复杂反应时及正确次数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两组人员中的一期和多期士官的复

·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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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反应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而正确次数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表３）。

表２　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简单反应时和正确操作次数比较

类型
潜艇艇员（秩均值）

总反应时 正确次数

潜艇岸勤人员（秩均值）

总反应时 正确次数

犣

总反应时 正确次数

犘

总反应时 正确次数

战士 ３５．００ ２６．９７ ２６．２９ ３４．６６ １．９３ １．６９ ０．０５ ０．０９

一期士官 ４３．５７ ４３．２４ ３９．３３ ４３．５７ ０．８１ ０．６８ ０．４２ ０．５０

多期士官 ８２．１４ ８３．２６ ８２．５３ ８３．７１ ０．８８ ０．６７ ０．３７ ０．１９

全体 １４０．４０ １５３．０７ １３６．２６ １５７．０８ １．１０ １．３９ ０．１２ ０．１６

表３　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复杂反应时和正确操作次数比较

类型
潜艇艇员（秩均值）

总反应时 正确次数

潜艇岸勤人员（秩均值）

总反应时 正确次数

犣

总反应时 正确次数

犘

总反应时 正确次数

战士 ３４．３８ ３６．９７ ３６．２９ ３４．６６ １．９３ １．６９ ０．０７ ０．０９

一期士官 ４２．２４ ２３．４５ ４０．７３ ６０．４５ ０．２９ ７．０３ ０．７７ ０．００

多期士官 ８２．５４ ４７．６７ ７６．１６ １０４．２１ ０．８７ ７．７４ ０．３８ ０．００

全体 ９６．２５ ８６．５０ ８０．３０ ２０７．２５ １１．５０ １２．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０

３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潜艇艇员和潜艇岸勤人员两组人

员注意集中能力和注意分配能力的对照研究，来考

察潜艇环境对艇员注意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潜艇

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的注意能力存在差异。反映注

意力集中能力的两个主要指标为在靶时间和脱靶次

数，潜艇艇员和潜艇岸勤人员中多期士官（兵龄５年

以上）在靶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且两

组的一期士官（兵龄３～５年）及多期士官脱靶次数

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说明在潜艇环

境下生活３年以上，对注意集中能力可产生一定的

影响。注意分配能力的测量主要考察在两项任务同

时进行时是否能够兼顾两者而进行有效的反应。反

映注意分配能力的两个指标反应时和正确次数不仅

需要感觉能力，还包含记忆能力、判断能力、手指运

动速度和手眼协调能力等。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

员中一期士官和多期士官在双任务中的正确次数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说明在潜艇环境下生

活３年以上，对注意分配能力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探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潜艇特殊的环境因素。事实上，在访谈和实际调研

中我们了解到，与潜艇岸勤人员相比，潜艇艇员的工

作环境和生活条件要差得多。潜艇空间极其狭小封

闭，高噪音、高污染、高温、高湿、高压力更加突出，终

日不见阳光，生物节律紊乱。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潜艇特殊的作业要求。艇员对于自己岗位的操作非

常熟练，但其他操作很少，缺少相应的训练和锻炼。

潜艇环境对不同上艇时间艇员的心理品质的影

响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对他们加强常规性心理服务

工作很有必要，同时更应重视重点人员、重点岗位的

针对性心理服务，尤其是上艇３年以上的一期和多期

士官，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合理进行轮休轮岗，以缓

解认知功能的进一步损伤。除此以外，要重视心理训

练，设计适合艇上进行的注意分配和集中训练的游戏

项目，在岸上可利用团体拓展训练项目和设备进行相

应的训练。与此同时，有必要开展应激应对训练，提

高个体耐受航海应激的能力。此外，还应努力改善艇

上艇员自我保护装置如降噪耳塞等的研发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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