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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驻岛官兵的社交焦虑状况及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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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某部驻岛官兵的社交焦虑状况及其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方法　用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

（ＳＡＤ）和艾森克人格问卷（ＥＰＱ）对２８９名驻岛官兵进行测评，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驻岛

官兵社交回避（ＳＡ）分值低于国内大学生（犘＜０．０１），社交苦恼（ＳＤ）分值高于潜艇官兵（犘＜０．０５）。不同军龄（≤２年、

＞２年且≤５年、＞５年且≤８年、＞８年）驻岛官兵在ＳＡＤ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军龄＞２年且≤５年的

官兵社交焦虑状况最为明显；驻岛官兵在ＳＡ及ＳＤ得分上与ＥＰＱ的４个个性维度（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掩饰）均

有相关性（犘＜０．０５，犘＜０．０１）。结论　塑造外向、稳定的个性特质将有助于改善驻岛官兵的社交焦虑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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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环境条件可对军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

响［１２］。冯正直和戴琴［３］的元分析结果提示边海防

军人与其他地区军人群体相比较心理健康水平较

低。驻岛官兵生活环境恶劣，工作条件艰苦，训练内

容枯燥，生活事件相对单调。有研究表明人际交往

是影响驻岛官兵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４］，本文旨在

调查某部驻岛官兵的社交焦虑状况及其与人格特征

的相关性，为临床心理咨询和治疗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建制班为单位、采用整群随机取

样的方法从某驻岛部队抽取３００人作为调查对象。

发放问卷３００份，因填写资料不完整而剔除１１份，

回收合格答卷２８９份，有效率９６．３３％。调查对象

·７２３１·



书书书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第３８卷

均为男性；年龄１９～３７岁，平均（２４．１０±３．９５）岁。

１．２　评定工具

１．２．１　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ＳＡＤ）
［５］
　ＳＡＤ由２８个条目组成，

其中１４条用于评价社交回避（ｓｏｃｉａｌ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ＳＡ），１４条用于评定社交苦恼（ｓｏｃ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Ｄ），

统计指标为ＳＡ和ＳＤ得分。

１．２．２　艾森克人格问卷（Ｅｙｓｅｎｃｋ’ｓ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ＥＰＱ）
［６］
　ＥＰＱ由８８个条目组成，

主要统计指标为精神质、内外向、神经质和掩饰４个

量表分。

１．３　心理测评质量控制　由经过心理学专业培训

的人员进行统一指导与详细讲解后，现场集中测试，

由受试者独立填写完成，现场收回。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描述

性统计、狋检验、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检验水准（α）

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驻岛官兵社交焦虑状况　驻岛官兵ＳＡＤ总分

为９．４４±６．１３，根据相关研究
［７］将１６分定为ＳＡＤ

划界分，初略筛查出社交焦虑者４２人，占１４．５３％。

驻岛官兵在ＳＡ得分上低于国内大学生
［８］，在ＳＤ得

分上高于潜艇官兵［９］，见表１。

２．２　不同军龄组驻岛官兵的社交焦虑状况　不同

军龄组的驻岛官兵在ＳＡ与ＳＤ得分上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

表１　驻岛官兵、潜艇官兵、大学生社交焦虑状况的组间比较

驻岛官兵

狀＝２８９

大学生［８］

狀＝３６５

潜艇官兵［９］

狀＝５６８
狋１值 狋２值

ＳＡ ４．４９±３．３０ ５．０６±３．３６ ４．６３±３．１４ －２．９４５ －０．７３２

ＳＤ ４．９５±３．２５ ４．８７±３．４１ ４．５７±３．１９ ０．４２６ １．９９３

　　ＳＡ：社交回避；ＳＤ：社交苦恼．狋１：驻岛官兵与国内大学生比

较；狋２：驻岛官兵与潜艇官兵比较．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表２　不同军龄组驻岛官兵间社交焦虑状况的比较

军龄≤２年狀＝８１ ２年＜军龄≤５年狀＝７３ ５年＜军龄≤８年狀＝５３ 军龄＞８年狀＝８２ 犉值

ＳＡ ３．５７±３．０２ ５．７０±３．７１ ３．５７±２．７４ ４．９１±３．１３ ７．７０４

ＳＤ ３．９３±２．８３ ６．５８±３．４６ ３．４２±２．３０ ５．５１±３．２３ １５．５２４

　　ＳＡ：社交回避；ＳＤ：社交苦恼．犘＜０．０５

２．３　不同文化程度驻岛官兵的社交焦虑状况　不

同文化程度的驻岛官兵的ＳＡ与ＳＤ得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见表３。

２．４　不同婚姻状况驻岛官兵的社交焦虑状况　未

婚组和已婚组的驻岛官兵在ＳＡ与ＳＤ得分上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４。

２．５　驻岛官兵社交焦虑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　驻

岛官兵在ＳＡ及ＳＤ得分上与ＥＰＱ的４个个性维度

均有相关性（犘＜０．０５，犘＜０．０１），见表５。

表３　不同文化程度驻岛官兵社交焦虑状况的比较

初中

狀＝１８

高中（含中专）

狀＝２０６

大专及以上

狀＝６５
犉值

ＳＡ ５．６１±２．７５ ４．６２±３．４３ ３．７７±２．９１ ２．７７１

ＳＤ ５．４４±２．４５ ５．１５±３．３６ ４．１８±３．０３ ２．４１９

　　ＳＡ：社交回避；ＳＤ：社交苦恼

表４　驻岛官兵未婚和已婚组间社交焦虑状况比较

未婚组狀＝１９０ 已婚组狀＝９９ 狋值

ＳＡ ４．３６±３．５２ ４．７４±２．８４ －０．９２７

ＳＤ ４．８４±３．４０ ５．１６±２．９５ －０．７９１

　　ＳＡ：社交回避；ＳＤ：社交苦恼

表５　驻岛官兵社交焦虑与犈犘犙的相关分析

精神质 内外向 神经质 掩饰

ＳＡ ０．２６０ －０．３９７ ０．５０４ －０．２９６

ＳＤ ０．２９６ －０．３１１ ０．４８５ －０．４０３

　　ＥＰＱ：艾森克人格问卷；ＳＡ：社交回避；ＳＤ：社交苦恼．犘＜

０．０５，犘＜０．０１

　　根据艾森克理论，可将驻岛官兵分为多血质、胆汁

质、黏液质、抑郁质４种气质类型。４种类型之间的

ＳＡ、Ｓ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６。

表６　驻岛官兵４种气质类型的社交焦虑比较

多血质狀＝１２９ 胆汁质狀＝７６ 黏液质狀＝３９ 抑郁质狀＝４５ 犉值

ＳＡ ２．８６±２．４０ ５．２２±３．１８ ４．０３±２．４０ ８．３１±２．９２ ４７．６４８

ＳＤ ３．１７±２．４６ ６．２９±２．９３ ５．０３±２．５２ ７．７３±３．３６ ３９．３４８

　　ＳＡ：社交回避；ＳＤ：社交苦恼．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社交焦虑包括情感反应和行为表现，前者使人

产生主观紧张、内在警觉性升高，后者冲击其社会交

往方式并中断当时的行为，导致社交主动性下降、妨

碍社交活动［１０１１］。本研究采用的 ＳＡＤ 量表由

Ｗａｔｓｏｎ及Ｆｒｉｅｎｄ于１９６９年编制，该量表具有较好

的信度和效度［７］，已通过一系列的测试证实其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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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期．彭洁颖，等．某部驻岛官兵的社交焦虑状况及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调查

价值［７８］。ＳＡ和ＳＤ分别指回避社会交往的倾向及

身临其境时的苦恼感受，ＳＡ是一种行为表现，ＳＤ则

为情感反应。我们通过比较驻岛官兵与潜艇官兵、

国内大学生的社交焦虑状况发现，１４．５３％（４２人）

的驻岛官兵存在社交焦虑状况，该比例略高于陈孔

斌和熊波［９］对潜艇官兵的调查结果，其中ＳＤ较潜

艇官兵明显，而ＳＡ明显弱于国内大学生的表现。

驻岛官兵社交焦虑状况在不同分组间存在差

异。军龄在３～５年的官兵中，社交焦虑状况明显，

可能与该时期的官兵处在由义务兵转向士官的过渡

阶段，面临来自工作、生活及家庭等多方面的压力，

环境与社交需求矛盾更加突显等因素［１２］有关。在

文化程度及婚姻状况分组间驻岛官兵社交焦虑状况

未见明显差异，不同于其他研究结果［９］，可能与本研

究样本量偏小有关。

ＥＰＱ是由Ｅｙｓｅｎｃｋ等编制的人格维度测验。

在社交问题的临床咨询工作中，人格是需要考虑的

一个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社交焦虑个体往往会

有一定的人格基础，其焦虑程度与自尊、人格特征内

外向维度呈负相关，与神经质维度呈正相关［１３］。本

研究中驻岛官兵ＳＡ和ＳＤ与精神质、内外向、神经

质、掩饰等个性特质均具有相关性，尤其是内外向和

神经质。气质类型为抑郁质的驻岛官兵的社交焦虑

程度最高，说明在社交活动中典型内向（离群、保守、

内省、生活过于严谨）和情绪不稳（焦虑、紧张、易怒、

往往又有抑郁）的驻岛官兵易产生负性的情感反应，

并出现回避行为［１４１５］。对焦虑易感性应激模型的

研究发现，神经质人格是焦虑的稳定预测因素，其会

通过各类中间因素与焦虑问题有着多种联系，并决

定个体面临不同的焦虑问题，如广泛性焦虑、社交焦

虑、强迫、惊恐等［１６１７］。因此，探讨驻岛官兵社交焦

虑与人格特征的相关性对于临床心理干预和诊疗都

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主要从人格的角度探讨了其与社交焦虑

的相关性，但对家庭和社会等更大范围内的相互影

响尚缺乏分析。进一步的研究可考虑从更加全面和

生态化的视角来分析其中的影响作用，以期对今后

驻岛官兵社交焦虑的预防和干预提供更加坚实的研

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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