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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心理弹性、领悟社会支持和海军官兵急性应激反应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心理弹性量表

（ＣＤＲＩＳＣ）、领悟社会支持量表（ＰＳＳＳ）和军人急性应激反应量表（ＭＡＳＳ）对１４５７名海军官兵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有效

问卷１３４８份。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呈正相关（犘＜０．０１），两者

分别与军人急性应激反应呈负相关（犘＜０．０１）；心理弹性和领悟社会支持均可独立解释海军官兵急性应激反应方差变

异，其中坚韧（β＝－０．１３６，犘＜０．０１）和家庭外支持（β＝－０．２２９，犘＜０．０１）对军人急性应激反应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心

理弹性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军人急性应激反应之间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１６．２２％。结构方程

模型拟合良好：χ
２／犱犳＝２７．９１／１１＝２．５３７，犘＝０．００３；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ＲＭＳＥＡ）＝０．０３２，比较适配指数（ＣＦＩ）＝

０．９９７，适配度指数（ＧＦＩ）＝０．９９４，调整后适配度指数（ＡＧＦＩ）＝０．９８６，规准适配指数（ＮＦＩ）＝０．９９５，相对适配指数

（ＲＦＩ）＝０．９８６，增值适配指数（ＩＦＩ）＝０．９９７，非规准适配指数（ＴＬＩ）＝０．９９２。结论　领悟社会支持对海军官兵急性应

激反应既存在直接影响，也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发挥间接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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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良应激反应是影响海军官兵身心健康和战斗

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心理弹性作为个人

面对逆境、危险或其他重大压力的反应能力，往往与

其他心理因素共同对个体应激反应起着中介作

用［１］。也有研究显示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生活满

意度之间［２］、大学生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之间［３］均

存在着中介效应。对军人的一系列研究发现，社会

支持与军人的健康水平呈正相关，拥有较高社会支

持水平的军人在应激过程中的身心反应相对较

弱［４５］。由此可知心理弹性和社会支持对应激反应

都存在着一定的作用，但目前尚缺乏对这些因素相

互关系的分析研究。本研究以海军官兵为研究对

象，对心理弹性、领悟社会支持和急性应激反应之间

的作用路径进行探讨，以期为海军官兵不良应激反

应的预防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包括海军舰

艇、航空兵和保障部队官兵共１４５７人，由４名经过

培训的心理学专业人员，按照统一的指导语指导官

兵在规定时间内填写问卷。获得有效问卷１３４８

份，有效率９２．５％。研究对象全部为男性，平均年

龄（２２．３４±５．２１）岁。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ＰＳＳＳ）
［６］
　由姜乾金根

据Ｚｉｍｅｔ等编制的量表所修订，共１２个条目，采用

１～７级计分（１为极不同意，７为极同意），分为家庭

内领悟社会支持、家庭外领悟社会支持２个分量表。

总领悟社会支持得分由所有条目计分累计，用于反

映个体感受到的各种支持源的支持程度。

１．２．２　心理弹性量表（ＣＤＲＩＳＣ）
［７］
　由张建新等

在Ｃｏｎｎｏ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心理弹性量表基础上修订，该

量表共２５个项目，包含自强、坚韧、乐观３个维度。

采用里克特５点量表评定法，以０～４代表从不、很

少、有时、经常、几乎总是，总分越高表示心理弹性水

平越高。问卷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０．９１８，效度

良好。

１．２．３　军人急性应激反应量表（ＭＡＳＳ）
［８］
　由闫

妍、张理义编制，共有３７个条目，理论框架由生理、

心理和社会３个方面构成，包含了个体在应激状态

下常见的肌肉骨骼、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

统、消化系统、生殖泌尿系统、睡眠状况、情绪情感和

言语行为９种身心症状。其中前７种症状为应激生

理反应（ＰＳＹ），后２种为应激心理反应（ＰＨＹ）。量

表采用２级计分，“是”计１分，“否”计０分，计算各

分量表得分和总分，分数越高表示急性应激反应越

严重。本研究评定官兵１周内应激反应程度。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数据进

行相关分析、多层次回归分析，采用Ａｍｏｓ１７．０软

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构建。检验水准（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军人急性应激反应

之间的相关性　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军人

急性应激反应各维度之间均两两相关（犘＜０．０１，

表１），其中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呈正相关

（犘＜０．０１），两者又分别与军人急性应激反应呈

负相关（犘＜０．０１）。

表１　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军人急性应激反应各维度之间相关分析

维度 　　家庭内支持　　家庭外支持　　　　自强　　　　坚韧　　　　乐观 　 应激心理反应　　应激生理反应 应激反应评分

家庭内支持 １

家庭外支持 ０．５５８ １

自强 ０．２６２ ０．３５６ １

坚韧 ０．２６５ ０．３６６ ０．８６８ １

乐观 ０．２７６ ０．３６６ ０．７２４ ０．７４７ １

应激心理反应 －０．１４９ －０．２６７ －０．１８５ －０．２０２ －０．１８４ １

应激生理反应 －０．１０１ －０．２０５ －０．１３７ －０．１６３ －０．１２０ －０．６９６ １

应激反应评分 －０．１３４ －０．２５４ －０．１７３ －０．１９６ －０．１６３ ０．９１０ ０．９３１ １

　　犘＜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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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对军人急性应激反

应的影响　以领悟社会支持２维度和心理弹性３维

度为自变量，急性应激反应为因变量，进行２次分层

回归分析。第１次分层回归分析中，第１层放入领

悟社会支持２维度，第２层放入领悟社会支持和心

理弹性５维度，分析控制领悟社会支持后心理弹性

对军人急性应激反应的影响。第２次分层回归分析

中，第１层放入心理弹性３维度，第２层放入领悟社

会支持和心理弹性５维度，以此分析控制心理弹性

后领悟社会支持对军人急性应激反应的影响。根据

２次回归分析，比较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对军

人急性应激反应的影响，结果如表２所示。

模型１的第１层回归结果表明，领悟社会支持

能解释军人急性应激反应方差变异的６．６％（Δ犉＝

５０．９２５，犘＜０．０１），其中家庭外支持（β＝－０．２６７，

犘＜０．０１）对军人急性应激反应有负向预测作用；第

２层回归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可独立解释军人急性

应激反应方差变异的１．２％（Δ犉＝６．４４９，犘＜

０．０１），其中坚韧（β＝－０．１３６，犘＜０．０１）对军人急性

应激反应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模型２的第１层回归

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弹性能解释军人急性应激反应

方差变异的３．９％（Δ犉＝１９．４６２，犘＜０．０１），其中坚

韧（β＝－０．１６６，犘＜０．０１）对军人急性应激反应具有

负向预测作用；第２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领悟社会

支持可独立解释军人急性应激反应方差变异的

４．０％（Δ犉＝３０．７７２，犘＜０．０１），其中家庭外支持

（β＝－０．２２９，犘＜０．０１）对军人急性应激反应有负向

预测作用。

表２　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对军人急性应激反应的分层回归分析

变量 β值 狋值 犚２ Δ犚２ Δ犉

模型１ 第１层 家庭内支持 ０．０１７ ０．５４０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６ ５０．９２５

家庭外支持 －０．２６７ －８．６５７

第２层 家庭内支持 ０．０２７ ０．８７０ ０．０７９ ０．０１２ ６．４４９

家庭外支持 －０．２２９ －７．１６７

自强 ０．０１５ ０．２７８

坚韧 －０．１３６ －２．４８８

乐观 ０．００５ ０．１２８

模型２ 第１层 自强 －０．００５ －０．０９３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９ １９．４６２

坚韧 －０．１６６ －２．９８６

乐观 －０．０３５ －０．８６８

第２层 自强 ０．０１５ ０．２７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４０ ３０．７７２

坚韧 －０．１３６ －２．４８８

乐观 ０．００５ ０．１２８

家庭内支持 ０．０２７ ０．８７０

家庭外支持 －０．２２９ －７．１６７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２．３　心理弹性对领悟社会支持和军人急性应激反

应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　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

都可以解释军人急性应激反应的方差变异性，为了

探讨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是相互独立的还是存

在其他相互关系，构建了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

军人急性应激反应关系的模型（图１）。按照量表本

身的维度归属模式和相关关系结果，将潜变量的观

察变量设置如下：领悟社会支持有家庭内支持和家

庭外支持２个观察变量，心理弹性有自强、坚韧和乐

观３个观察变量，军人急性应激反应有生理反应和

心理反应２个观察变量。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

χ
２／犱犳＝２７．９１／１１＝２．５３７，犘＝０．００３；渐进残差均

方和平方根（ＲＭＳＥＡ）＝０．０３２，比较适配指数

（ＣＦＩ）＝０．９９７，适配度指数（ＧＦＩ）＝０．９９４，调整后

适配度指数（ＡＧＦＩ）＝０．９８６，规准适配指数（ＮＦＩ）＝

０．９９５，相对适配指数（ＲＦＩ）＝０．９８６，增值适配指数

（ＩＦＩ）＝０．９９７，非规准适配指数（ＴＬＩ）＝０．９９２。各

项拟合指标良好，且所有路径系数的参数估计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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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期．张水淼，等．领悟社会支持和海军官兵急性应激反应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故在此基础上计算得心

理弹性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军人急性应激反应之间的

中介效应值为０．４４×（－０．１１）＝－０．０４８４。进一

步做Ｓｏｂｅｌ检验，狕＝２．９９３＞１．９６，因此部分中介效

应显著，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１６．２２％。

图１　心理弹性对领悟社会支持和军人急性应激反应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

ＣＤＲＩＳＣ：心理弹性量表；ＰＳＳＳ：领悟社会支持量表；ＭＡＳＳ：军人急性应激反应量表；ＰＳＹ：应激心理反应；ＰＨＹ：应激生理反应；ｅ１～ｅ９：

误差变异项１～９

３　讨　论

本研究重点考察了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和

军人急性应激反应之间的关系。首先，就领悟社会

支持和心理弹性而言，两者呈正相关，该结论与已有

的研究结果［９１１］一致。即海军官兵主观感受到的来

自家庭、战友和社会的支持程度越高，其自身心理弹

性的构建也越趋于完善。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两者

与急性应激反应呈负相关，表明社会支持和心理弹

性对应激事件产生的一些负面效果具有缓冲作用，

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的应激水平。来自家庭、

朋友和社会的社会支持越稳定，心理弹性水平越高，

海军官兵的应激反应水平越低。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显示，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弹性均能解释急性应激

反应方差变异，其中家庭外支持和坚韧对海军官兵

急性应激反应具有负向预测作用。本研究结果与以

往的研究略有不同，王文增［１２］对运动员应激反应的

研究显示家庭内支持对运动员来说非常重要，其次

是朋友群体的支持，最后才是其他人的支持。本研

究则显示家庭外支持更为重要，这与海军官兵所处

环境的特殊性有关，军营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士

兵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战友和干部，而来自于家庭

的直接支持相对较少。

其次，结构方程结果显示心理弹性部分中介效

应显著，即领悟社会支持一方面直接影响急性应激

反应，另一方面以心理弹性为中介间接影响急性应

激反应。由于职业特殊性，海军官兵群体经常面对

多种应激事件，心理弹性作为内在的保护因素可以

缓解应激反应，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国外研究显

示，高心理弹性比低心理弹性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

心理健康水平［１３］，高心理弹性能有效预防士兵出现

创伤后应激症状和抑郁症状［１４］。在国内的研究中，

黄洁等［１５］的研究显示，心理弹性部分中介心理应激

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缪毅等［１６］发现心理弹性

对新训期间的心理健康、心理应激具有较好的预测

作用。社会支持作为外在的保护因素，一方面可以

给予个体物质和情感上的支持，帮助个体整合各种

有利资源来解决困境和化解突发事件，能够对应激

起到缓冲的作用，来自家庭、朋友和社会的支持还可

以帮助适应逆境及促进心理健康的恢复［１７］；另一方

面，来自家庭、社会以及群体的支持越高，个体越容

易采用积极、乐观的方式去面对困难、挫折或灾难性

事件，有效应对和适应的能力也会提高，从而提升个

体的心理弹性［１８］。以上结果提示，加强对海军官兵

的社会支持，尤其是来自战友和干部的支持以及开

展心理弹性训练都有助于缓解官兵的应激水平，促

进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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