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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海上３００ｍ实潜待选潜水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现状及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潜水员日常系统、持

续的健康促进提供依据。方法　对３７名参加海军海上３００ｍ实潜的待选潜水员采用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和领悟社会支

持量表进行调查，分析潜水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现状及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　待选潜水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

表得分平均为（１４２．８７±２２．０５）分，其中一般１０人（２７．０３％）、良好２２人（５９．４６％）、优５人（１３．５１％）。各分量表调查结果显

示，潜水员自我实现评分最高，得分为（３．０３±０．４２）分；健康职责评分最低，得分为（２．６７±０．４６）分。待选潜水员的年龄与体

育运动（狉＝－０．５１６，犘＜０．０５）、压力处理（狉＝－０．５１７，犘＜０．０５）均呈负相关，军龄与体育运动（狉＝－０．５５４，犘＜０．０５）、压力处

理（狉＝－０．５７０，犘＜０．０５）均呈负相关，社会支持与人际关系（狉＝０．８３１，犘＜０．０１）、健康职责（狉＝０．８０２，犘＜０．０１）、营养（狉＝

０．８３１，犘＜０．０１）以及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分（狉＝０．７８５，犘＜０．０１）均呈正相关。结论　海上３００ｍ实潜待选潜水员的健康

促进生活方式还有待加强，必须督促和建立待选潜水员正确的生活方式，以保证潜水作业的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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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ｄｉｖｉｎｇ；ｄｉｖｅｒｓ；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ｃａｄＪＳｅｃＭｉｌ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１６，３７（６）：７５７７６０］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

是指引领个人、家庭、社区及社会朝向增进安宁、幸

福及实现健康潜能的行为，是为了达到更高层次的

健康与安宁、幸福的目的所采取的任何活动［１］。健

康促进生活方式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有利于预

防疾病、维持或增进健康［２］。潜水员是特殊职业群

体，具有训练任务重、职业风险大、工作环境复杂等

特点，自身健康状况极易受到影响。本研究对潜水

员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进行调查，并分析相关影响

因素，为建立和完善潜水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策

略与措施提供可靠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整群抽取参加海军海上３００ｍ实

潜的所有待选潜水员，共３７名，全部为男性；平均年

龄（２８．２２±６．４５）岁，军龄（１０．１０±６．２３）年，潜水年

限（２．９４±４．２９）年，文化程度：大专２４名，本科

１３名。

１．２　研究工具　（１）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姓名、

年龄、军龄、潜水年限、文化程度等。（２）健康促进生

活方式量表（ＨＰＬＰ）
［３］。ＨＰＬＰⅡ是由美国护理学

家Ｐｅｎｄｅｒ于１９８７年从健康促进的角度制成，并于

１９９６年进行修订的问卷式测量量表，用于评价人群

的生活方式水平。该量表包括自我实现、健康职责、

体育运动、营养、人际关系、压力处理６个维度，共

５２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０～３级评分法，０表示

“从不”、１表示“有时”、２表示“经常”、３表示“总是

如此”，得分范围１～４分。由被调查对象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选择，根据各条目的平均分计算分量表得

分；总得分为各条目总分，得分范围为５２～２０８分，

分数越高表示健康行为越好。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可

分为４个等级：５２～９０分为差，９１～１２９分为一般，

１３０～１６９分为良好，１７０～２０８分为优。其中１３０～

２０８分属于健康的生活方式，５２～１２９分属于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ＨＰＬＰⅡ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在国内应用广泛［４５］。（３）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ＰＳＳＳ）
［６］。由１２个条目组成，为７级评分，统计指

标为社会支持总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水平

越高。

１．３　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由经过专业培训的调查

员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前详细讲解指导语，共发出调

查问卷３７份，现场回收３７份，有效率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由专人录入数据，２人核对。采

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数据以珔狓±狊表

示，采用描述性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

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检验水准（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待选潜水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现况调查结

果　待选潜水员ＨＰＬＰ得分最小值为９８．００分，最

大值为１７６．００分，平均（１４２．８７±２２．０５）分，说明

３７名海上３００ｍ实潜待选潜水员的健康促进生活

方式整体状况良好。ＨＰＬＰ总分分布：一般为１０

人，占２７．０３％；良好为２２人，占５９．４６％；优为５

人，占１３．５１％。待选潜水员在自我实现、人际关

系、体育运动、健康职责、营养、压力处理６个分量表

中，自我实现得分最高，其次依次是营养、人际关系、

压力处理、体育运动，健康职责得分最低（表１）。

表１　待选潜水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

总量表及分量表得分情况

狀＝３７

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珔狓±狊

自我实现 ２．３３ ３．８９ ３．０３±０．４２

人际关系 ２．２２ ３．５６ ２．９０±０．３２

体育运动 ２．００ ３．３８ ２．７９±０．３９

健康职责 １．８９ ３．４４ ２．６７±０．４６

营养 ２．４４ ３．５６ ３．０１±０．３１

压力处理 ２．３８ ３．５０ ２．８５±０．３８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分 ９８．００ １７６．００ １４２．８７±２２．０５

２．２　待选潜水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一般资料之

间的相关性　待选潜水员的年龄与体育运动

（狉＝－０．５１６，犘＜０．０５）、压力处理（狉＝－０．５１７，

犘＜０．０５）均 呈 负 相 关，军 龄 与 体 育 运 动

（狉＝－０．５５４，犘＜０．０５）、压力处理（狉＝－０．５７０，

犘＜０．０５）均呈负相关，社会支持与人际关系

（狉＝０．８３１，犘＜０．０１）、健康职责（狉＝０．８０２，犘＜

０．０１）、营养（狉＝０．８３１，犘＜０．０１）以及健康促进生活

·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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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总分（狉＝０．７８５，犘＜０．０１）均呈正相关（表２）。

２．３　待选潜水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一般资料之

间的多元回归分析　以待选潜水员的一般资料（年

龄、军龄、潜水年限、文化程度、社会支持）作为自变

量，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分作为因变量，采用多元回

归分析法建立回归模型，回归方程成立（犉＝６．７８４，

犘＜０．０５，犚２＝０．８９５）。详见表３，其中社会支持对

待选潜水员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有影响，结果具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２　待选潜水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与一般资料之间的相关性

狀＝３７

项目 自我实现 人际关系 体育运动 健康职责 营养 压力处理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总分

年龄 －０．４０４ －０．２５１ －０．５１６ －０．２５５ －０．３０２ －０．５１７ －０．４６８

军龄 －０．３８４ －０．２１０ －０．５５４ －０．２７４ －０．２５３ －０．５７０ －０．４６４

潜水年限 －０．２０９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３ －０．０５７ ０．０７６ －０．２６７ －０．１０４

文化程度 －０．３３６ －０．３３０ －０．４１４ －０．３３９ ０．０２６ －０．３４３ －０．３９７

社会支持 ０．５８４ ０．８３１ ０．４０３ ０．８０２ ０．８３１ ０．５１６ ０．７８５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表３　待选潜水员健康促进生活方式

与一般资料之间的线性关系

狀＝３７

项目 　回归系数（Ｂ）　标准误差（犛犈） 狋 犘

常量 －１１．９３ ６８．７７４ －０．１７３ ０．８７１

年龄 ５．８６６ ３．２０９ １．８２８ ０．１４２

军龄 －６．９６４ ３．５７１ －１．９５ ０．１２３

潜水年限 －０．２３１ １．２８７ －０．１８ ０．８６６

文化程度 －２．５５１ １０．４７４ －０．２４４ ０．８２０

社会支持 ０．９９９ ０．２３７ ４．２１１ ０．０１４

３　讨　论

潜水作业环境和作业任务对潜水员的体能、反

应和适应能力要求极高。随着深海潜水的发展，饱

和潜水作业的难度和深度逐步提高，使得潜水员的

身心要求面临更多挑战。本次调查中，待选潜水员

的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平均得分整体处于良好状态，

但ＨＰＬＰ总分一般者占２７．０３％（１０／３７），说明目前

潜水员职业化的健康养成存在一定的问题，提示管

理者应当高度重视生活方式对潜水员健康的重要

性，提倡健康、积极向上的职业健康氛围，建立适合

潜水员作业的生活方式，提高群体的作业能力。

自我实现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最高等级的

需要，是指与实现自我价值和人生目标有关的行为，

包括自己的生活目标、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实现

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而努力等内容［７］。在ＨＰＬＰ的６

个维度中，自我实现平均得分最高，可能与部队特殊

环境有关。潜水员作为军事作业人员，思想政治教

育和战斗精神培育被提高到较高层次。自我实现是

健康的保护因素，这可能是因为自我实现者对自己

及他人都能抱着喜欢及接纳的态度，比较不容易受

到焦虑或者恐惧的影响，能够实现自我悦纳，乐意去

工作以满足最高层次的需求，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

价值。因此，管理者应继续重视潜水员的内心需求，

了解其理想和现实的距离，帮助他们搭建自我实现

的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形成保护机制，有利于

群体的健康。

健康职责是指个体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包括定

时体检、获取和自我保健有关的健康知识、寻求卫生

保健人员的意见和建议等方面的内容［８］。待选潜水

员在健康职责得分最低，说明潜水员群体对自身健

康所赋予的责任还不够清晰，没有建立较强的健康

责任观念，自我维护的知识相对不足。潜水员群体

由于是部队管理方式，相关的训练、生活和预防保健

均由上级进行安排，被动程度较高，由此产生依赖

性，缺乏主动管理的能力和技巧。管理者应采取有

效的针对性干预措施，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提升潜

水员正确的自我管理意识，培养其自我健康防护

技巧。

潜水容易导致肌肉与骨关节损伤，有研究指出，

随着潜水工龄的增加，加减压暴露次数的增多，潜水

员关节部位或多或少会受到损伤，甚至发生无菌性

骨坏死［９］。随着军龄的增加，体力下降、职业损伤增

多，可能会造成体育运动减少的状况，本研究结果显

·９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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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待选潜水员的年龄、军龄与体育运动成呈负相

关。体能是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１０］，提

示部队管理者应重视潜水员的体能训练，尤其加强

对年龄、军龄较大潜水员进行科学合理的体育锻炼，

可针对潜水员个体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运动方案，

指导潜水员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时间、频率和

强度，提供正确的运动知识和锻炼方法。

待选潜水员年龄、军龄与压力处理呈负相关，大

多心理因子项分值随着潜水工龄或年龄增长和级别

的提升而增高，提示随着从事潜水职业时间的延长，

心理不稳定因素会增加［１１］，压力也随之增加。潜水

员军龄较长者，年龄也相对较大，往往正处于家庭、

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会面临多种选择，对潜水员压

力处理能力的要求提高；若不能做出既符合现实条

件又能满足内在需要的决定，个体就会遭遇冲突和

挫折，易引起压力处理能力下降。因此对潜水员军

龄、年龄较大者也要定期进行科学合理的压力疏导、

压力释放。

社会支持指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包括家庭、亲属、

朋友、同事、党团等个人或组织给予的精神上和物质

上的帮助与支持，反映了一个人与社会联系的密切

程度和质量［１２］。本研究结果显示待选潜水员社会

支持与人际关系、健康职责、营养呈正相关，且在决

定待选潜水员健康的相关生活方式中，社会支持具

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社会支持是待选潜水员建立健

康促进生活方式的有效影响因素。潜水员的生活、

工作环境封闭，社会交往少，几乎为单一性别群体，

社会支持来源并不理想。管理者应加强重视社会支

持对潜水员健康生活方式的促进作用，建立有效的

社会支持系统，提高潜水员社会支持水平，密切关注

低社会支持者，培养其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满足其健

康需求；同时增加潜水员的沟通交流渠道，丰富他们

的业余生活，引导潜水员正确对待社会现实，加强其

对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重要性的认识，提高整体健康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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