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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方向部分岛礁官兵卫生服务需求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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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南海方向部分岛礁官兵疾病、训练伤、中暑、晕船以及心理健康相关情况，了解岛礁官兵这一特殊群

体的医疗卫生需求及期望，改善其医疗卫生状况。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从我国南海方向抽取了７个驻岛单位的３１８名

驻岛官兵，通过问卷发放的形式对其２周患病率、２年训练伤发生率、中暑、晕船以及心理咨询等情况进行调查。结果　回收

有效问卷２９９份，有效率９４．０３％。岛礁官兵２周内患病率为３６．１２％（１０８／２９９），２年训练伤发生率为５３．５１％（１６０／２９９），中

暑发生率为２２．４１％（６７／２９９），军事训练任务中晕船发生率为７５．９２％（２２７／２９９），自我感觉有心理疾病的占２６．７６％（８０／

２９９）。结论　作为部队中一类特殊群体，岛礁官兵卫生服务需求更高，尤其是在训练伤的防治、传染病的宣传、中暑晕船的预

防等方面的卫生保障应该更有针对性，其卫生服务需求保障力度要继续加强，同时岛礁官兵心理疾病的防治应该得到更多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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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岛礁部队作为一类特殊群体，在高温、高湿、高

盐、强紫外线的环境中生活和训练，他们的卫生需求

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随着国家医疗卫生服务系统

改革的逐步深入，军队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供需双方

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本研究抽样调查了南海方向

岛礁官兵疾病、训练伤、中暑、晕船以及心理健康相

关情况，以较全面地了解和研究驻岛官兵卫生服务

需求的变化，为军队卫生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制

·５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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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卫生资源配置标准提供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从我国南

海方向驻岛单位中抽取７个单位，对７个驻岛单位

共计３１８名官兵进行问卷调查。

１．２　调查内容　调查２周患病率及患病种类、２年

训练伤发生情况、中暑发生情况、晕船发生情况以及

心理健康等。

１．３　调查方法　本研究对部分岛礁３１８名官兵进

行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由集体组织填写，取得被调

查对象知情同意后，先由研究人员介绍问卷填写方

法，然后当场发放问卷，现场填写。研究人员负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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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份，回收２９９份，回收率

９４．０３％；其中有效问卷２９９份。

１．４　质量控制　所有调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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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问卷均经认真复核。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数据以构成比或百分率表示。采用行×列

表χ
２检验比较组间差异，检验水准（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２周患病情况　本次调查中，２周患病人数为

１０８人，２周患病率为３６．１２％（１０８／２９９），χ
２检验的

结果显示，干部、士官以及战士三者之间２周患病率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疾病构成以身体

疼痛为主，其次为感冒，同时，训练伤占的比例也不

容忽视（表１）。

表１　南海方向部分岛礁官兵２周患病的疾病构成及患病率

犖＝２９９

患病类别 患病人数狀 患病率（％）

感冒 ３２ １０．７０

发烧 ５ １．６７

身体疼痛 ３８ １２．７１

胃痛 １１ ３．６８

训练伤 ７ ２．３４

其他 １５ ５．０２

合计 １０８ ３６．１２

２．２　２年训练伤发生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２年训

练伤发生人数占总人数的５３．５１％（１６０／２９９）。

２．３　训练中晕船及中暑情况　在调查的２９９人中，

晕船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为７５．９２％（２２７／２９９），

８４．２８％（２５２／２９９）的官兵没有参加过抗晕船试验的

筛选。在晕船的人群当中，４８．４６％的官兵认为海况

较差是晕船的主要原因，其次是没有进行过晕船热

习服训练，占４１．４１％（表２）。另外，２２．４１％（６７／

２９９）的官兵有过中暑症状，认为天气炎热、训练强度

大和暴晒是中暑的主要原因。

表２　南海方向部分岛礁官兵晕船原因统计

犖＝２２７

晕船原因 人数狀 占晕船人数百分比（％）

没有进行过晕船热习服训练 ９４ ４１．４１

心理状态差 １６ ７．０５

海训次数过少 ３９ １７．１８

天气炎热 ３１ １３．６６

身体状态差 ３４ １４．９８

海况较差 １１０ ４８．４６

２．４　心理健康调查情况　有２６．７６％（８０／２９９）的

官兵认为自己有心理疾病，但是只有 １．６７％

（５／２９９）的官兵咨询过心理医生。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同一单位官兵有的选择了本单位有心理医生选

项，有的选择了本单位没有心理医生这个选项，出现

这一矛盾的可能原因为同一单位官兵驻扎点比较分

散，心理医生太少，需要轮流去各个驻扎点。在所有

被调查官兵中，认为所在单位没有心理医生的占

７３．２４％（２１９／２９９）；从来没有参加过心理教育活动的

占１１．３７％（３４／２９９），经常参加心理教育活动的占

２８．０９％（８４／２９９）；认为心理教育活动有意义的占

８６．２９％（２５８／２９９）；６４．２１％（１９２／２９９）的官兵认为心

理辅导是入伍后比较重要的辅导和训练。

３　讨　论

３．１　岛礁官兵卫生服务的需求有所增加　本次调

查发现，岛礁官兵２周患病率为３６．１２％（１０８／

２９９），高于高宏伟等
［１］于２００３年１月对东南地区某

部的调查结果（２５．２６％，５１４／２０３５），同时也高于

２０１３年全国人群２周患病率（２４．１％）
［２］。调查结

果表明，岛礁官兵作为部队中一类特殊群体，在艰苦

的环境中训练和作业，其２周患病率高于东南地区

·６１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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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和全国人群，应加大对岛礁官兵卫生服务的提

供，保障岛礁官兵身心健康，做好疾病的防治工作。

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岛礁官兵的２周患病的疾病

构成以身体疼痛为主，并不是上呼吸道感染。岛上

繁重的作业和训练经常导致急性腰腿疼，如果未予

以重视或治疗不彻底，容易形成慢性腰腿疼，留下健

康隐患；岛上高温高湿环境以及多变的天气也容易

引起骨科相关疾病。对于岛礁官兵的特殊情况，应

加强这方面的卫生服务研究。本次调查结果说明岛

礁官兵患病有其特殊性，在为他们提供卫生服务时

要更具针对性和侧重点。

３．２　岛礁官兵训练伤发生概率偏高　本次调查显

示２年训练伤的人数超过总人数的一半（５３．５１％），

高于郝楠等［３］调查的特种部队２年训练伤发病率

（４３．３５％）。这一方面说明岛礁的高温高湿环境对

训练伤的高发存在一定影响，训练强度大加上太阳

曝晒，对官兵的生理和心理产生影响，导致训练发生

失误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提示岛礁部队在健康

管理干预方面还有欠缺，也是影响训练伤发病率的

重要因素。为了降低训练伤的发生率，不仅要提倡

科学有效的训练方法，还要把健康管理干预措施应

用到军事训练中，进一步提高参训人员对预防训练

伤的重视，维护岛礁部队官兵的身心健康，节约卫生

资源，提高部队军事训练水平。

３．３　加强岛礁官兵训练中晕船和中暑的防治　侯

建萍等［４］的调查结果表明，晕船的总体发生率为

１０％～９０％；引起晕船的主要原因是海况，一般风浪

时人员晕船的发生率在１０％～３０％，大风浪时高达

６０％；未经训练的人晕船率为５０％～９０％。本次调

查结果显示晕船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为７５．９２％

（２２７／２９９），没有进行过晕船热习服训练的人占

４１．４１％（９４／２２７），说明对晕船热习服训练还应加

强，同时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应该研制配发合适的

抗晕船药。在中暑方面，２２．４１％（６７／２９９）的官兵有

过中暑症状，认为天气炎热、训练强度大和暴晒是中

暑的主要原因。牛超等［５］的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岛

上重症中暑病例减少，这得益于两大措施：（１）对于

防暑，岛上采取了“避”的措施，即制定严格的作息时

间；（２）岛上各个单位配备群体性降温装置（即安装

空调），让驻岛官兵受益，但缺少单兵降温装备的配

备。然而在战时我们就有可能面临中暑所致非战斗

减员问题，所以平时应继续加大对训练中暑的防治

和研究。

３．４　岛礁官兵心理健康调查结果不容乐观　军队

担负着保卫祖国、维护国家稳定的重任，军人的心理

健康状况会对执行多样化任务产生影响。刘彩谊

等［６］的研究提示，各种特殊环境条件可对军人的心

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张晓明等［７］的调查结果也发

现，驻守边海防的军人与驻防内地军人群体相比，心

理健康水平较差。近年南海国际形势更趋复杂，在

这种特殊环境下，岛礁官兵的心理健康状况更值得

关注。本次调查中，在被问及认为入伍后什么样的

辅导和训练比较重要，６４．２１％（１９２／２９９）的官兵选

择了心理辅导。张景兰等［８］的研究也报道人际交往

与沟通是军人最希望获得的心理健康服务。然而，

本次调查中，经常参加心理教育活动的仅占总数的

２８．０９％（８４／２９９）。这说明岛礁官兵的心理服务仍

然是卫生服务需求的重点，要更加注重心理健康的

维护和心理干预，对首次上礁官兵要进行心理筛查，

所有驻岛官兵都要建立个人心理档案，尤其是对人

格特征有问题的人员要重点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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