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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男性和女性舰员在长远航期间持续注意警觉水平变化和差异性，为合理配置舰艇航行值班

岗位人员、提升舰艇综合作战实力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自编人口学资料调查表与持续注意力测试对９５名舰员（７０

名男性舰员与２５名女性舰员）进行调查测试，并统计分析数据结果。结果　９５名舰员在长远航期间的测试反应迅速

性与判断正确率均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在航行中期阶段最低。男性舰员在航行前准备阶段与航行后期阶段的平均反

应时间均不同程度地长于女性舰员，但航行中期阶段短于女性舰员（犘＜０．０５）；男性舰员在航行前准备阶段与航行后期

阶段判断正确率得分低于女性舰员，而在航行中期阶段判断正确率得分高于女性舰员（犘＜０．０５）。结论　舰员持续注

意警觉力水平存在性别差异性。男性注意力稳定性优于女性；女性注意力水平优于男性，且起伏较大，受不利因素影响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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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适应新军事变革下远海使命任务的要求，海

军舰艇已由独立的防御装备向技术密集、构成复杂

的综合武器系统转变，保障舰艇适航状态良好、避免

事故是完成海上任务的基本条件［１］。舰员作为舰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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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主体，其与舰艇装备的融合、周边环境的协调及

对任务压力的释放是保障舰艇安全性与生命力完整

的关键。研究显示，特殊环境可对军人的心理健康

产生消极影响［２３］。遂行长远航任务期间，由于受到

作息规律改变、海上气候恶劣、环境封闭、远离陆基

支持等负面因素影响，舰员容易出现反应迟钝、注意

力减弱、认知能力下降等［４５］，从而导致航行事故的

发生。在这种特殊条件环境下，舰员的持续注意警

觉能力与岗位胜任力紧密相关，值得关注。本研究

对某舰艇男、女舰员两类群体在执行长远航任务期

间的持续警觉能力进行测评，并对两类人群的持续

注意警觉水平进行比较，以了解长远航对不同性别

舰员注意与预警能力的影响，为科学分配舰艇工作

岗位、合理制定航行值班人选、提升舰艇整体作战能

力提供参考。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取随机抽样法，对海军某部执行

长远航任务的舰艇人员进行随机抽样，共抽取９５名

舰员，年龄１９～３１（２４．０±２．２）岁。其中男性舰员７０

名，年龄２２～３１（２４．５±２．６）岁。女性舰员２５名，年

龄１９～２９（２３．５±１．７）岁。舰艇在航天数２９ｄ。

１．２　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包含９５名被测试舰员基

本情况调查采集与持续注意力测试相同匹配两

部分。

１．２．１　基本情况　使用自编人口学资料调查表采

集９５名被测试舰员一般情况，内容包括性别、年龄、

成分、教育程度等，该项调查在持续注意力测试相

同匹配前进行，所有调查问卷均为匿名调查。将９５

名被测人员按照性别分为男舰员组（７０名）和女舰

员组（２５名），两组在年龄、成分、教育程度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１．２．２　测试前质量控制　在持续注意力测试相同

匹配开始前，研究人员对全体被试舰员进行统一培

训，说明调查目的及意义，介绍测试的基本内容和方

法，并让被试者进入测试软件的示范模块进行模拟

使用，以确定其是否明白测试任务。

１．２．３　持续注意力测试　持续性注意测试相同匹

配常用于测量个体集中和维持注意力水平及警觉能

力水平［６７］。该测试为计算机程序化测试，需上机完

成。本次测试选用中国模式。计算机屏幕上先后出

现３组数字，各组分别为１５０个两位数、１５０个三位

数、１５０个四位数。每组设置匹配、随机和干扰３类

条件。数字在屏幕上快速连续出现，被测试舰员双

眼距离屏幕保持在７０ｃｍ的位置，当看见相邻数字

完全相同时，操作者应迅速点击鼠标。每组结束后

被测试者可休息６０ｓ。在本次长远航准备阶段（出

航前５ｄ）、航行中期阶段（航行第１３～１７天）、航行

后期阶段（航行第２５～２９天）利用舰员休息时间对

９５名官兵进行测试，分别获取航行３个阶段有效结

果９５人次。测试主要指标为平均反应时间及反应

判断正确率得分。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分析。组内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狋检验或秩和检验，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

准（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舰员不同时间远航注意力比较　９５名舰员的

平均反应时间表现为“航行中期长、航行前准备阶段

与航行后期短”的总体趋势（图１Ａ），航行中期的平

均反应时间明显长于航行前准备阶段和航行后期两

阶段，且航行后期的平均反应时间也长于航行前准

备阶段。在数字判断正确率得分方面，航行前准备

阶段舰员正确率得分最高，航行后期次之，航行中期

最低，呈现“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图１Ｂ）。

使用ＳＰＳＳ２１．０对航行前准备阶段、航行中期

和航行后期３阶段全部舰员平均反应时间进行方差

分析（平均反应时间的分布符合正态分布及方差齐

性），结果显示３个阶段舰员平均反应时间的差异性

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进一步使用ＳＮＫ狇检

验对不同阶段平均反应时间进行两两比较，结果显

示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对航行前准

备阶段、航行中期和航行后期３阶段全部舰员数字

判断正确率得分进行多组独立样本秩和检验（正确

率得分的分布不符合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结果显

示３个阶段舰员数字判断正确率得分的差异性具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进一步使用Ｎｅｍｅｎｙｉ法检

验对不同阶段数字判断正确率得分进行两两比较，

结果显示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２　不同性别舰员远航期间注意力比较　航行前

准备阶段和航行后期阶段男性舰员的平均反应时间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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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长于女性舰员，但航行中期男性舰员的平均反应

时间却短于女性舰员（狋检验，犘＜０．０５；表１）。在数

字判断正确率得分方面，女性舰员在航行前准备阶

段和航行后期阶段的正确率得分高于男性舰员，在

航行中期的正确率得分则低于男性舰员（秩和检验，

犘＜０．０１；表１）。提示男、女舰员对长远航任务过程

的适应能力不同，男性舰员的持续注意力水平较为

平稳，女性舰员注意力水平波动较大。

图１　 长远航３个阶段９５名舰员测试平均反应时间（犃）和数字判断正确率得分（犅）的变化

航前：航行前准备阶段；航中：航行中期；航后：航行后期．犘＜０．０５与航前比较；△犘＜０．０５与航中比较．狀＝９５，珔狓±狊

表１　长远航３个阶段不同性别舰员测试平均反应时间和数字判断正确率得分的比较

珔狓±狊

性别
平均反应时间狋／ｍｓ

航前 航中 航后

数字判断正确率得分

航前 航中 航后

男性狀＝７０ ３６０．８１９±５１．１０３ ４３０．８０４±３６．４７８ ３８０．９７９±４９．８１３ ３．１７１±０．５８４ ２．６５２±０．４５０ ２．８６８±０．４０１

女性狀＝２５ ３５７．９８６±４３．２７９ ４３５．１４９±４１．３８２ ３７１．２９９±３８．１０６ ３．５７７±０．４９２ ２．１１０±０．４３３ ２．９７１±０．３９３

狋／犣值 ２５．９７９ ２０．７９０ ２４．０６０ ３．５０４ ４．２６８ ３．８１５

犘值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３　讨　论

Ｂｒｉｄｇｅｒ等
［８］研究证明，长远航对舰艇人员的心

理认知状态有诸多不利影响。舰艇艰苦的封闭条件

与海上特殊的气象条件易致舰员注意力难以集中、

视觉反应时间延长等负面症状［９１１］。从本次研究中

可以看出，在任务过程中，舰员持续注意力水平表现

为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参与测试的９５名舰员在航

行中期阶段注意警觉力下降到最低点，在航行后期

逐渐回升，但仍低于航行前的平均水平。提示在执

行长远航任务过程中，舰员在处于高紧张和高负荷

的环境下，其心理机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导

致注意力疲劳，对变化的外部刺激做出反应判断所

需的时间较任务前延长，错判误判的可能性随之增

大，这可能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工作效率。

Ｂｅｒｅｎｂａｕｍ和Ｂｅｌｔｚ
［１２］研究发现注意力、判断力

等认知能力存在性别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在进入青

春期后逐渐明显。本次研究通过对比男、女舰员两

组在任务全程的平均反应时间与数字判断正确率得

分两项结果，发现在平均反应时间方面，男性舰员在

航行前准备阶段与航行后期的测试结果均长于女性

舰员，航行中期却短于女性舰员，呈现“Ｕ”形态；数

字判断正确率得分则相反，在航行前准备阶段与航

行后期男性舰员得分低于女性舰员，但在航行中段

男性舰员却高于女性舰员。进一步分析两项数据的

改变幅度，发现男性舰员航行中期与后期的平均反

应时间比航行前准备阶段延长１９．４０％和５．５９％，

女性舰员航行中期与后期的平均反应时间比航行前

准备阶段延长２１．５６％和３．７２％；男性舰员航行中

期与后期的数字判断正确率得分为前期的８３．６３％

和９０．４５％，女性舰员航行中期与后期的数字判断

正确率得分为前期的５９．０１％和８３．０５％。说明在

长远航过程中，男、女舰员持续注意警觉力水平存在

差异，男性舰员注意力水平更加稳定，受周边环境与

工作压力影响较小；女性舰员注意力水平优于男性

舰员，但起伏较大，进入航行疲劳期后显著降低，受

自身与外界不利因素影响明显。

根据上述结果，我们建议：（１）积极关注舰艇重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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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期．刘夏阳，等．长远航舰员持续注意警觉能力的性别差异

点部门与特殊人群的警觉能力。长远航时，机电、通

信、航海等部门人员承受压力较大，当遇到大风浪航

行、特殊或繁忙海域航行时，相关人员注意力需要高

度集中，目标判断需准确迅速。应高度关注该群体

的认知变化趋势，在长远航不同时期及时组织心理

放松活动、行为训练和健康教育，做好任务全程的心

理健康维护，提高舰员的抗压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

（２）做好女性舰员上舰后的岗位适配工作。应根据

其注意力、警觉力和判断力特点，安排航行保障舱面

工作，减少女性舰员在长航期间夜间值班的可能。

（３）更加关注女性舰员长远航时的心理疏导工作，培

养其坚定的性格素质与稳定的岗位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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