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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航官兵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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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远航官兵的心理健康状况，分析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并针对关键因素提出切实有效的预防和救

治措施。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某海域２９８７名长远航官兵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患病情

况、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和认知及心理健康状况，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共收回有效问卷２６９５份。

调查对象以年轻男性为主，平均（２５．０±４．３）岁，军龄平均（５．９±４．３）年。７６．８％（２０７０／２６９５）的官兵自认没有心理疾病，

４４．５％（１２００／２６９５）的官兵对部队生活表示喜欢。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和军人心理健康有直接关

系，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情况也有一定的影响。结论　需要进一步提高远航官兵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率，针对重点人

群开展心理干预和救治，拓展心理干预的方法，增强长远航官兵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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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健康是舰艇官兵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在长

远航行动中，舰艇时常几个月在海面漂泊，气候恶

劣，官兵生活环境狭窄拥挤，工作训练紧张，又长时

间远离家人，非常容易对其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为

了更好地了解远航官兵的心理健康状况，本课题组

对某海域２９８７名长远航官兵进行问卷调查，通过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并针对

关键因素提出切实有效的预防和救治措施。

·７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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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与抽样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

进行抽样，对所有驻某海域的海军部队进行编号，对

随机抽取的部队内所有参加过长远航的海军官兵进

行问卷调查。共抽取２９８７人作为研究对象。

１．２　调查内容与工具　问卷由专家自行设计，内容

包括４个方面：（１）个人基本情况，主要包括性别、民

族、年龄、军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以及人员类别；

（２）患病情况，包括两周患病情况、慢性病患病情况、

身体疼痛情况、患病严重程度、发病时间和患病持续

时间等；（３）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和认知，包括心理

医生服务利用情况、心理教育活动开展、心理训练活

动开展、心理咨询设备情况、心理咨询利用率、对心

理健康教育的认识和对心理咨询的认识；（４）心理健

康状况，包括情绪状况、对部队的喜好、压力感知、战

友关系、自认心理健康情况、单位环境与氛围。

１．３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以部队编号为单位分批

进行，持续７ｄ。每个单位问卷调查集体组织填写，

取得被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先由研究者介绍问卷

填写方法，当场发放问卷，现场填写，研究员负责解

释问题，待被调查对象完成后现场收回问卷。本次

研究共发放问卷２９８７份，回收２７１２份，回收率

９０．７９％，其中有效问卷２６９５份。

１．４　质量控制　所有研究对象均被详细告知研究

目的和研究过程，并自愿参与本研究。调查员由医

学院校专家带领研究生组成，有一定的调查经验，并

经过统一的培训。调查结束后，所有问卷经过认真

复核，并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进行双人录入。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远航官

兵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由于本研究中存在着

二分类资料与等级资料，采用最大似然估计（ＭＬ）方

法可能导致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的错误。目前结构

方程模型对于有序分类资料首先计算有序分类变量

和连续变量的多序列相关系数、两个分类变量间的

多项相关系数，并得到渐近协方差矩阵，然后采用对

变量分布无要求的渐近分布自由法（ａｓｙｍｐｔｏ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ｒｅｅ，ＡＤＦ）／加权最小二乘法（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ｓ，ＷＬＳ）进行估计
［１３］。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

进行描述性分析，利用Ａｍｏｓ模块进行验证性因子

分析，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首先验证理论

模型，再根据参数检验，拟合优度指数进行修正，以

得到最终模型。

２　结　果

２．１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以年轻男性

为主，平均（２５．０±４．３）岁，军龄平均（５．９±４．３）年，

绝大部分为汉族。文化程度多为高中及以上，大部

分调查对象未婚。人员类别以士官和义务兵为主，

高级别军官较少。

２．２　远航官兵心理健康状况　纳入研究的２６９５

人中，有２０７０人（７６．８％）认为自己没有心理疾病，

５８５人（２１．７％）认为自己有轻微的心理疾病，４０人

（１．５％）认为自己有严重的心理疾病；１０９１人

（４０．５％）认为自己承受很大或者较大的压力。进一

步对受调查对象的情绪进行分析，结果表明，１８３８

人（６８．２％）平时情绪稳定（包括很稳定和较稳定），

７５０人（２７．８％）平时情绪一般稳定，１０７人（４．０％）

平时情绪不稳定（包括较不稳定和很不稳定）；在对

部队生活的喜好程度的调查发现，１２００人（４４．５％）

对部队生活表示喜欢（包括非常喜欢和比较喜欢），

１２５８人（４６．７％）表示一般喜欢，２３７人（８．８％）表示

不喜欢部队生活（包括较厌烦和非常厌烦）。

２．３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次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

型的方法，纳入样本量２６９５人，根据专业知识，本

次研究中按照个人基本情况（Ｆ１）、患病情况（Ｆ２）、

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和认知（Ｆ３）以及心理健康状况

（Ｆ４）进行分类，针对４类潜变量建立测量模型，并进

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其中个人基本情况（Ｆ１）的指标

为年龄、军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人员类别，患病

情况（Ｆ２）的指标为两年内训练伤发生情况、两周患

病情况、慢性病患病情况、身体疼痛情况、患病严重

程度、发病时间和患病持续时间，心理卫生服务的利

用和认知（Ｆ３）的指标为心理医生服务利用情况、心

理健康教育开展、心理训练活动开展情况、心理咨询

设备利用、心理咨询利用、对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认

知和对心理咨询活动的认知，心理健康状况（Ｆ４）的

指标为自认在部队中开心程度、平时情绪状态、对部

队生活的满意度、当兵承受压力、与战友的关系、自

觉心理疾病、人际关系。模型拟合指标χ
２ ＝

２９３４．１３０，犱犳＝２９３，ＲＭＳＥＡ＝０．０５８，ＮＦＩ＝

０．９２４，ＧＦＩ＝０．９１４，ＣＦＩ＝０．９３１。

２．４　结构方程模型　将心理健康状况（Ｆ４）作为内

生潜变量，其对应的７个因子作为心理健康状况的

观察变量。将个人基本情况（Ｆ１）、患病情况（Ｆ２）、

·８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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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和认知（Ｆ３）作为外生潜变量，

其对应的１９个因子作为显变量，具体变量设置同验

证性因子分析中对Ｆ１～Ｆ４各因子的设计。

本研究采用了两种互相竞争的模型：模型１和模

型２。在模型１中假定：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和认知

（Ｆ３）、患病情况（Ｆ２）以及个人基本情况（Ｆ１）都对心理

健康状况（Ｆ４）具有直接的影响；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

和认知（Ｆ３）是影响心理健康状况（Ｆ４）的一个重要因

素，其在个人基本情况（Ｆ１）和患病情况（Ｆ２）对心理健

康状况（Ｆ４）的影响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在模型２中

假定：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和认知（Ｆ３）、患病情况

（Ｆ２）对心理健康状况（Ｆ４）具有直接影响；个人基本情

况（Ｆ１）通过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和认知（Ｆ３）以及患

病情况（Ｆ２）对心理健康状况（Ｆ４）产生间接影响；患病

情况（Ｆ３）通过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和认知（Ｆ３）对心

理健康状况（Ｆ４）产生间接影响。两种模型的评价结

果见表１，示意图见图１。在模型１中，个人基本情况

（Ｆ１）对心理健康状况（Ｆ４）之间的影响没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２５４），因此删去该条路径。采用模型２

作为远航官兵心理健康状况分析的结构方程模型。

结果见表２。

表１　两种模型的评价结果

χ
２／犱犳 ＲＭＳＥＡ ＮＦＩ ＲＦＩ ＣＦＩ ＧＦＩ

模型１ ８．１９８ ０．０６８ ０．９２１ ０．９０１ ０．８９７ ０．８９１

模型２ ７．１７７ ０．０４８ ０．９４６ ０．９３９ ０．９５３ ０．９３９

　　ＲＭＳＥＡ：近似均方根差；ＮＦＩ：规范拟合指数；ＲＦＩ：相似拟合

指数；ＣＦＩ：比较拟合指数；ＧＦＩ：拟合优度指数

图１　远航官兵心理结构方程模型１（左）和模型２（右）示意图

Ｆ１：个人基本情况；Ｆ２：患病情况；Ｆ３：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和认知；

Ｆ４：心理健康状况；ｅ１～ｅ３：结构方程模型建立过程中的误差变量

表２　远航官兵心理健康最终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未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 Ｓ．Ｅ． Ｃ．Ｒ． 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

Ｆ２←Ｆ１ －１．９２７ ０．２２２ －８．６６８ －０．１８５

Ｆ３←Ｆ１ ０．３５２ ０．０３４ １０．４１６ ０．２４２

Ｆ３←Ｆ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 －１０．５５８ －０．２２２

Ｆ４←Ｆ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５ ７．６６４ ０．１４６

Ｆ４←Ｆ３ －１．１０２ ０．０５６ －１９．８０６ －０．５５６

人员类别←Ｆ１ １ ０．４９５

婚姻状况←Ｆ１ －１．０６４ ０．０４５ －２３．５９７ －０．６７７

文化程度←Ｆ１ －０．９５７ ０．０８４ －１１．４１７ －０．２４４

军龄编码←Ｆ１ －２．３８７ ０．０９１ －２６．１２３ －０．８７５

年龄编码←Ｆ１ －２．７６９ ０．１０３ －２６．９７１ －０．９１６

患病持续时间←Ｆ２ １ ０．８２８

患者严重程度←Ｆ２ ０．２９４ ０．００４ ６９．２２５ ０．９６５

身体疼痛←Ｆ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２ ３３．４１６ ０．５９０

慢性病患病←Ｆ２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２ －１２．５２６ －０．２４１

两周患病←Ｆ２ ０．１４３ ０．００２ ６７．９５１ ０．９５５

两年内训练伤←Ｆ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 １５．３９８ ０．２９４

开心程度←Ｆ４ １ ０．７３４

平时情绪←Ｆ４ ０．７０８ ０．０２１ ３４．４９６ ０．７１８

对部队生活的满意度←Ｆ４ ０．８４６ ０．０２２ ３８．０９１ ０．８０５

当兵承受压力←Ｆ４ －０．３８３ ０．０２３ －１６．６５４ －０．３４９

战友关系←Ｆ４ ０．４６９ ０．０１７ ２７．３２４ ０．５７８

自觉心理疾病←Ｆ４ ０．２３１ ０．０１１ ２０．５９２ ０．４３４

人际关系←Ｆ４ ０．５６０ ０．０１９ ２９．９６７ ０．６３４

心理医生←Ｆ３ １ ０．５３０

心理健康教育←Ｆ３ －２．４６２ ０．０８９ －２７．５５３ －０．７８８

心理训练活动←Ｆ３ －２．６９４ ０．０９４ －２８．７２６ －０．８５１

心理设备←Ｆ３ －３．１２７ ０．１０７ －２９．１５３ －０．８５９

心理咨询利用←Ｆ３ －１．６２５ ０．０７６ －２１．３３８ －０．５１２

发病时间←Ｆ２ ０．２９７ ０．００５ ６０．４４５ ０．８９３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的认知←Ｆ３ －１．３６１ ０．０５６ －２４．１９４ －０．６２１

心理咨询活动的认知←Ｆ３ －３．１８４ ０．１０８ －２９．３９０ －０．８９６

　　以上路径所有犘值均＜０．０００１．Ｆ１：个人基本情况；Ｆ２：患病情况；Ｆ３：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和认知；Ｆ４：心理健康状况

·９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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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本研究采用了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远航官兵的心

理健康状况。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发现不同潜在变量

之间的相互关系，也能验证潜变量和显变量之间的

影响，这是多元回归等线性回归分析所不能取代的。

心理学评价内容常为多维层次，相对复杂，单一指标

难以全面反映受试对象的心理状况，而结构方程模

型的因子分析恰好能满足心理研究中的多元性和复

杂性。

以往的研究结果表明，军人与普通人群相比存

在着更大的心理压力，有６０％的军人感受到巨大压

力，５２％的军人认为过多的压力使他们产生了情绪

障碍，４２．５％的军人患有心理疾病
［４］。本研究中远

航官兵的心理压力低于以往针对军人心理的研究结

果，该结论与李宁等［５］开展的护航舰队官兵心理健

康状况的研究结果相近。本研究７０％以上的官兵

自认没有心理健康疾病，这与我军长期针对长远航

官兵的心理健康开展积极的心理干预有关，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远航官兵的心理疾病发生率。其次，

我军近年来军事实力增强，远航官兵长期与国外部

队接触，其自信心大大提升，官兵待遇改善，自豪感

增加［５］；同时也与近年来我军针对新兵入伍心理检

测和入伍后的心理筛查相关［６］。军人心理健康直接

影响部队战斗力的生成，其心理健康不能仅仅保持

在基本合适的状态，需要达到“强健”的目标，以激发

部队官兵坚强的战斗意识和品格［７］。远航官兵相对

于其他军兵种，工作环境偏僻又相对隔离，其可获得

的社会支持与资源较少，因此远航官兵的心理健康

较为脆弱，容易受外界影响或变故而造成巨大创伤，

建议增加常规性心理疏导活动，特别是对近期遇到

挫折或打击的士兵，主动靠前关心，开展心理干预。

个人基本情况对于远航官兵的心理健康影响有

限。有研究表明，官兵心理健康水平高低既与生活

环境的改变及使命任务的特殊性有关，也可能与官

兵自身特点和社会因素有关［５］。然而本研究构建的

结构方程模型中，人员社会因素与心理健康状况并

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与以往研究中年龄、学历对心

理健康的影响有所差别，主要是因为部队受调查对

象的特殊性，其年龄相仿、学历相近，差异并没有统

计学意义［８１０］。此外结果同样显示，个人基本情况

与患病情况和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和认知有不同程

度的关系，这与部队中不同级别官兵开展的训练强

度以及可获得的卫生服务有关。在部队不同军衔级

别的官兵可接受的卫生服务层次有所差别，因此其

患病后获得的卫生服务类别、时间及心理健康服务

皆有所差异，而个人基本情况通过此因素间接对心

理健康状况产生了影响。此研究结果提醒在开展心

理卫生服务和干预过程中应有重点地进行个性化心

理干预，针对心理问题高发的重点人群多加指导。

身体患病情况对心理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本研究为首次将身体健康状况列为心理健康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身体健康对于官兵心理健康的影响

在过去的研究中常被忽视。长远航官兵发生疾病后

通常军医会迅速对其身体伤病提供及时有效的治

疗，但对于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并未开展任何干预。

远航官兵相对于其他工作环境的官兵而言，其在远

航期间能接受的卫生服务相对困难且时间较长，而

心理疾病自愈性差，持续时间长容易加重，严重影响

官兵健康及日常训练活动的开展。部队官兵在长远

航过程中难免发生各类伤病，而长时间执行任务使

得官兵并不能及时接受到确定性治疗，这对官兵的

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对返航后的心理健康会产

生直接的负面影响［１１］。因此在远航期间应及时针

对出现相关症状的官兵提供卫生服务。在实际工作

中应加强此类患病伤员的心理疏导，提高个体认知

和应对能力，教授官兵一些自我调节的手段。此外，

通过结果发现，患病持续时间、患病严重程度及两周

内患病情况对于官兵身体健康影响较大，因此可在

执行远航任务前开展健康筛查，建立官兵健康档案，

全过程记录官兵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状况，保证官兵

在上舰前具有良好的身体条件，以减少心理疾病的

发生［１２］。

心理卫生服务直接关系到心理健康。心理卫生

干预能够大大改善心理健康状况，早期、及时、有效

的心理干预能够很好地降低心理疾病的发生。对心

理卫生服务的认知能够对受访对象的心理健康产生

影响，这说明及时的心理教育能帮助官兵认识到心

理卫生服务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心理健

康状态［１３１４］。而远航官兵长期在舰艇生活，改善舰

员的工作环境，增加心理团训或文体活动，保障舰员

与其家人的通讯对于减轻远航官兵的心理压力具有

重要意义。此外，还可以通过授课、小广播、谈心聊

·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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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就诊及电话匿名咨询等形式，让大家了解心理学

基本理论，掌握解决心理问题的小技巧、小窍门，提

高远航官兵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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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李　檬．亚丁湾护航人员心理健康教育的研究与思考

［Ｊ］．海军医学杂志，２０１０，３１：１２２１２３．

［１５］盛睿方，刘学武．出访南美三国远航舰艇官兵心理问题

初探［Ｊ］．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２：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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