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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分析海军战略转型期特勤人员的健康状况，分析其两周患病情况及变化趋势，有针对性地做

好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方法　抽取海军某部共７６１名特勤人员为研究对象，采用现场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两周患病

情况，以２００４年海军特勤调查数据作为对照组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不同时期海军特勤人员两周患病率及疾病构成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均＜０．０１），本次调查海军特勤人员两周患病率为４１．１３％（３１３／７６１），高于２００４年海军部队卫

生服务调查中特勤人员的３２．２６％（３４９／１０８２）；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均高于２００４年，皮肤结

缔组织疾病两周患病率低于２００４年（犘均＜０．０１）。不同类别的海军特勤人员两周患病率及疾病构成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犘均＜０．０１），潜水员两周患病率最高（６４．２１％，６１／９５），其次是潜艇艇员（４１．１２％，２１３／５１８），飞行员（２６．３５％，

３９／１４８）最低。潜水员骨骼肌肉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眼耳鼻喉口腔疾病的两周患病率较高。结论　海军战略转型

期，特勤人员两周患病率升高；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降低，职业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升高；潜水员两周患病率高且疾病

谱体现出明显的职业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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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Ｄｉｖｅｒｓｈａ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ｔｗｏｗｅｅｋ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６４．２１％，６１／９５），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ｃｒｅｗ（４１．１２％，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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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军是战略性、综合性、国际性军种，担负着维护

和拓展我国海洋战略利益、应对海上多种安全威胁的

任务。近年来，党中央、中央军委着眼确保我国实现

和平崛起的需要，提出要加快海军转型建设。海军特

勤人员是指海军飞行员、潜水员和潜艇艇员，他们是

海军一线部队中各种高新武器装备的指挥者和操纵

者，是海军部队的拳头力量，在海军转型建设中担负

着重要使命任务［１］。为调查海军战略转型时期特勤

人员的健康状况，了解海军战略转型对特勤人员身心

健康的影响，有针对性地做好他们的医疗卫生保障工

作，我们近期对海军某部７６１名特勤人员的两周患病

率、两周患病疾病构成及两周患病的严重程度进行了

调查，并与２００４年海军特勤人员卫生服务需求调查

结果进行了对照研究。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以２０１×年海军某部飞行员、潜水

员、潜艇艇员３类特勤人员为研究对象，以第二军医

大学刘晓荣等［２］于２００４年进行的特勤人员卫生服

务需求研究数据作为对照。研究对象均为男性，年

龄１９～４８岁，平均（２７．１７±５．１４）岁。共发放问卷

８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７６１份，问卷有效率为

９５．１３％。３类特勤人员在性别、年龄、身份、文化程

度、城乡来源、入伍时间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犘均＞０．０５）。

１．２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问卷使用刘晓荣等
［２］设

计的海军官兵健康询问调查问卷，针对特勤人员特

点对部分条目选项（如人员类别、就诊医疗机构等）

进行适当调整。问卷信度克朗巴赫α系数为０．８２３，

结构效度ＫＭＯ统计量为０．７５３、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犘＝０．０００，８个主成分因子方差贡献率为８１．３９７％，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较好。

以经济有效、保证抽样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为原

则，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由调查员亲自深入

特勤部队一线，在部队领导的配合下，集中组织特勤

官兵进行现场调查。调查员随时解答调查对象对问

卷本身的疑问，保证问卷真实性、完整性以及较高的

回收率。

两周患病率是目前国内外健康状况调查常用指

标之一，本研究参照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标准，将下述

３种情况有其一者定为“患病”
［３］。（１）自觉身体不

适，去医疗卫生单位就诊、治疗；（２）自觉身体不适，

未去医疗卫生单位诊治，但采取了自服药物或一些

辅助疗法；（３）自觉身体不适，未去就诊治疗，也未采

取任何自服药物或辅助疗法，但因身体不适休工、休

学或卧床１ｄ及以上者。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建立数据库，采

用ＳＡＳ９．２统计软件对样本资料进行χ
２检验以及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检验。检验水准（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两周患病率总体情况　被调查的７６１名海军

特勤人员中，两周内有３１３人次患有各种疾病，两周

患病率为４１．１３％，高于２００４年海军部队卫生服务

调查中特勤人员的两周患病率３２．２６％（３４９／

１０８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２．７９，犘＜０．０１）。

２．２　两周患病的疾病构成　由表１可见，与２００４

年调查结果相比，本次调查特勤人员的骨骼肌肉系

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的两周患病率升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而皮肤结缔组织疾病的两周

患病率降低（犘＜０．０１）。

２．３　各类别人员两周患病率情况　飞行员、潜艇艇

员、潜水员的两周患病率分别为２６．３５％（３９／１４８）、

４１．１２％（２１３／５１８）、６４．２４％（６１／９５），３类海军特勤

·５５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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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间两周患病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１）。进一步采取χ
２分割法进行组间两两比较，

各组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犘均＜０．０１），说明

３类特勤人员中潜水员的两周患病率最高。

２．４　各类别人员两周患病的疾病构成　按疾病系

统分类，飞行员、潜水员、潜艇艇员的两周患病率情

况见表２。３类特勤人员之间相互比较，骨骼肌肉系

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眼耳鼻喉口腔疾病３种疾病

的两周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犘＜

０．０１）。进一步采用χ
２分割法进行多重比较，结果

显示潜水员骨骼肌肉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高于飞行

员和潜艇艇员（犘＜０．０５），神经系统疾病两周患病

率高于飞行员（犘＜０．０５），眼耳鼻喉口腔疾病两周

患病率高于潜艇艇员（犘＜０．０５）。

表１　不同时期海军特勤人员两周患病率按疾病系统分类调查结果的比较

疾病系统
２０１×年特勤调查犖＝７６１

患病人次狀 患病率（％）

２００４年特勤调查犖＝１０８２

患病人次狀 患病率（％）
χ
２值 犘值

骨骼肌肉系统疾病 １４３ １８．７９ ８１ ７．４９ ５３．４８ ０．００

呼吸系统疾病 ７２ ９．４６ １０１ ９．３３ ０．０１ ０．９３

消化系统疾病 ４１ ５．３９ ６９ ６．３８ ０．７８ ０．３８

神经系统疾病 ２１ ２．７６ ５ ０．４６ １６．９６ ０．００

眼耳鼻喉口腔疾病 １６ ２．１０ ３９ ３．６０ ３．４８ ０．０６

循环系统疾病 １４ １．８４ ２２ ２．０３ ０．０９ ０．７７

皮肤结缔组织疾病 ４ ０．５３ ２８ ２．５９ １１．１４ ０．００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２ ０．２６ ４ ０．３７ １．００ａ

　　ａ：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

表２　３类海军特勤人员两周患病率按疾病系统分类调查结果的比较

疾病系统
飞行员犖＝１４８

患病人次狀 患病率（％）

潜水员犖＝９５

患病人次狀 患病率（％）

潜艇艇员犖＝５１８

患病人次狀 患病率（％）
χ
２值 犘值

骨骼肌肉系统疾病 １２ ８．１１ ２９ ３０．５３ １０２ １９．６９ １９．８９１ ０．０００

呼吸系统疾病 ９ ６．０８ １２ １２．６３ ５１ ９．８５ ３．１７４ ０．２０５

消化系统疾病 ６ ４．０５ ６ ６．３２ ２９ ５．６０ ０．７２１ ０．６９７

神经系统疾病 ２ １．３５ ７ ７．３７ １２ ２．３２ ８．９９３ ０．０１１

循环系统疾病 ６ ４．０５ １ １．０５ ９ １．７４ ３．５８３ ０．１６７

眼耳鼻喉口腔疾病 ４ ２．７０ ５ ５．２６ ５ ０．９７ ８．９６９ ０．０１１

皮肤结缔组织疾病 ０ ０．００ １ １．０５ ３ ０．５８ １．３１５ ０．５１８

泌尿系统疾病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０．３９

３　讨　论

通过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类别特勤人员两周患病

率的对照研究，可以看出战略转型期海军特勤人员

两周患病情况的变化有以下特点。

３．１　海军特勤人员两周患病率升高　本次调查特

勤人员两周患病率高于２００４年特勤调查，原因可能

有以下几点：（１）特勤人员在负性健康影响因素下暴

露时间更长。飞行员在飞行中会面临低气压、温度

负荷、辐射环境、加速度、噪声、振动等因素［４］，潜水

员执行潜水任务时会面临高压、阻力、低温、黑暗、涌

浪、海洋生物等因素［５］，潜艇艇员在水下长航期间会

面临空间拥挤、有害气体、高温、高压、高湿、噪声、振

动、昼夜不分等因素。战略转型期海军特勤部队担

负的使命和任务更加重大、新装备列装速度更快、部

队执行的军事任务和训练任务更繁重，特勤人员需

要更长时间暴露于特殊的作业环境中，对健康带来

负面影响，从而导致两周患病率升高。（２）潜在需要

转化为需求。随着特勤人员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健康

教育工作的广泛开展，官兵的自我保健意识增强，能

够及时发现以往不易察觉的健康问题，提高了就医

依从性［６］和自我保健的自觉性，因而导致两周患病

率升高。

３．２　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率降低，职业相关疾病

的发病率升高　本次调查中，按疾病系统分类，骨骼

肌肉系统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两周患病率明显高于

２００４年，皮肤结缔组织疾病患病率明显低于２００４

年。由此看出皮肤病等常见病、多发病患病率下降，

而与特勤人员作业、环境特点有关的骨骼肌肉系统

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增多，国内外近年来也有类似报

道［７８］。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是近年来特勤人员

常规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通过改善环境、健康教育

和预防保健工作使以往多发的疾病得到了一定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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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二是海军战略转型期特勤人员训练任务更重，长

时间、高强度地暴露于特殊作业环境，使其职业相关

疾病愈加明显。如飞行员长时间高强度的飞行任务

使飞行员在加速度、振动环境中暴露时间长，加上不

正确的作业姿态，易发生腰背肌疲劳、椎间盘纤维环

撕裂、椎间盘退行性变等问题［９］；潜水员和潜艇艇员

长期在高气压环境下作业，空气中的３种主要成分

氮气、氧气和二氧化碳在高气压环境下当各自分压

达到一定程度时，对中枢神经系统有相应的毒性

作用［５］。

３．３　不同类别特勤人员之间两周患病率差别显著，

潜水员患病率高且疾病谱体现出明显的职业

相关性　３类特勤人员之间两周患病率差别显著，

由高到低依次为潜水员、潜艇艇员、飞行员，原因可

能是３类特勤人员医疗生活保障水平差别显著，飞

行员医疗生活条件最为优越，而潜水员大多隶属舰

艇部队，平时生活工作在舰艇上，生活和医疗条件最

为艰苦，舰艇医务室条件设施技术一般也弱于飞行

部队航医室和潜艇部队医院。

按疾病系统分类，潜水员的骨骼肌肉系统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眼耳鼻喉口腔疾病患病率较高。可

以看出潜水员的疾病谱体现出更为明显的职业相关

性。有研究指出，随着潜水员潜水时间的增加以及

反复加压、减压暴露次数的增多，其关节部位或多或

少会受到损伤，甚至发生无菌性骨坏死［１０］；潜水员

急性外耳道损伤、鼻窦气压伤等是大深度饱和潜水

中常见高发的急性伤病［１１］，美、法、英等国家也有报

道认为，如果不采取主动积极的干预措施，饱和潜水

中潜水员外耳道炎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１２］。另外，

国内有潜水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１３１４］、潜水

挤压伤［１５］、超声心动图改变［１６］、睡眠质量下降［１７］、

血液生化指标改变［１８］等影响潜水员健康问题的报

道。因此，应该更加重视海军潜水员的健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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