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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心理弹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海军官兵疲劳反应之间的关系。方法　抽取海军某部

８４６名现役军人进行问卷调查，包括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量表（ＣＥＲＱＣ）、心理弹性量表（ＣＤＲＩＳＣ）、中文版多维疲劳量表

（ＭＦＩ２０），运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与海军官兵疲劳反应呈正相关（犘＜

０．０１），心理弹性３维度与海军官兵疲劳反应均呈负相关（犘＜０．０１）；心理弹性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均可独立解释疲劳

反应方差变异，其中自强（β＝－０．２０６，犘＜０．０５）、适应性策略（β＝－０．２２９，犘＜０．０１）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有负向预测

作用。非适应性策略（β＝０．４０６，犘＜０．０１）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有正向预测作用。心理弹性在适应性策略和海军官兵

疲劳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０．５３×（－０．３６）＝－０．１９，狕＝７．０２；在非适应性策略和海军官兵疲劳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

（－０．３０）×（－０．３６）＝０．１０８，狕＝５．１２。结论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既可以直接影响海军官兵疲劳反应，也可以通过心

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发挥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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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期．张晓敏，等．心理弹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海军官兵疲劳反应的关系

　　心理弹性是个体应对压力、焦虑、抑郁、应激反

应使其恢复健康的能力［１２］。其适应功能主要表现

在个体对压力情境的认知改变［３］。左昕等［４］对水面

舰艇人员的研究表明，艇员心理弹性越好，越能有效

降低自觉疲劳症状，提高抗应激能力和心理健康水

平。疲劳症状的产生一方面与身体或精神疾病有

关，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特发性的，若不及时进行调

整，可能对生活及工作质量产生影响［５］。相关研究

显示，疲劳状态会造成个体认知能力在速度和频率

上大幅下降［６］。抑郁性障碍的患者容易出现疲劳的

躯体症状，这往往与他们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有一

定的关系［７］。张水淼等［８］对军人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的研究显示，非适应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军人疲

劳水平的关系更密切且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本研

究对海军官兵心理弹性、疲劳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缓解海军官兵疲

劳、提高战斗力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海军某部

８４６名男性官兵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７９５

份，有效率９４．０％，其中包括义务兵４７６名、士官

２７０名、军官４９名；平均年龄（２２．７±４．３）岁。施测

前，由专业人员向官兵解释测评的目的、方法和要

求，在统一指导语下填写问卷。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心理弹性量表（Ｃｏｎｎｅｒ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ｓｃａｌｅ，ＣＤＲＩＳＣ）　采用Ｗｕ等
［９］修订的ＣＤＲＩＳＣ调

查对象的心理弹性情况，该量表共计２５个条目，包括

自强、坚韧、乐观３个因子。采用５点计分法：０代表

从不、１代表很少、２代表有时、３代表经常、４代表几

乎总是。分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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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２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ＥＲＱＣ）　采用朱熊兆等
［１１］修订ＣＥＲＱＣ调查对

象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该量表有３６个项目，分为

９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有４个条目。某分量表得

分越高，被试在面对负性事件时越可能使用该调节

策略。９个分量表可分为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和非

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其中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包括自我责难、责难他人、沉思、灾难化，适应性情绪

调节策略包括接受、积极重新评价、重新关注计划、

积极重新评估和理性分析。问卷内部一致性较好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８１），结构效度良好。

１．２．３　中文版多维疲劳量表（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ｆａｔｉｇｕ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ｓｃａｌｅ，ＭＦＩ２０）　采用Ｔｉａｎ等
［１０］

修订的中文版 ＭＦＩ２０调查对象的疲劳状况，该量

表包含２０个条目，分为体力疲劳、脑力疲劳、动力下

降和活动减少４个分量表。采用５级计分法：１表

示完全不符合，５表示完全符合。分值越高表示疲

劳程度越高。问卷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８４，具有良

好的内部一致性。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集的数据经双人录入，核查无

误后使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多层次回

归分析，运用Ａｍｏｓ１７．０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路径分

析。检验水准（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心理弹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海军官兵疲劳

反应相关分析　将心理弹性３维度、认知情绪调节策

略２维度与海军官兵疲劳反应进行相关分析。结果

显示，心理弹性中的自强、坚韧、乐观与海军官兵疲劳

总分、体力疲劳、脑力疲劳、动力下降均呈负相关（犘＜

０．０１），自强与活动减少不相关，坚韧和乐观与活动减

少呈负相关（犘＜０．０５）。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中，非

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与海军官兵疲劳总分、体力疲

劳、脑力疲劳呈正相关（犘＜０．０１），与动力下降也呈负

相关（犘＜０．０５）；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与动力下降、活

动减少呈负相关（犘＜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心理弹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海军官兵疲劳反应之间的相关分析

狉

维度 疲劳总分 体力疲劳 脑力疲劳 动力下降 活动减少

自强 －０．３５５ －０．３２５ －０．３００ －０．２５１ －０．０６２

坚韧 －０．３５９ －０．３２２ －０．２９２ －０．２７２ －０．０８４

乐观 －０．２９４ －０．２５７ －０．２３６ －０．２４３ －０．０７８

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１ －０．２７５ －０．１０９

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０．２１３ ０．２６８ ０．２３２ －０．０８６ －０．０６２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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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心理弹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海军官兵疲劳

反应的回归分析　以心理弹性３维度和认知情绪调

节策略２维度为自变量，疲劳总分为因变量，进行

２次分层回归分析。第１次分层回归分析中，第１

层放入认知情绪调节策略２维度，第２层放入心理

弹性３维度，分析控制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后心理弹

性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的影响；第２次分层回归分

析中，第１层放入心理弹性３维度，第２层放入认知

情绪调节策略２维度，以此分析控制心理弹性后认

知情绪调节策略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的影响。根据

２次回归分析，比较心理弹性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的影响。

结果如表２所示，模型１的第１层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解释海军官兵疲劳反应

方差变异的１１．５％（犉＝５３．１７６，犘＜０．０１），其中适应

性策略（β＝－０．３９２，犘＜０．０１）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

有负向预测作用，非适应性策略（β＝０．４９８，犘＜０．０１）

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有正向预测作用；第２层回归分

析结果表明，心理弹性３维度可以解释海军官兵疲劳

方差变异的２０．９％（犉＝４３．２１４，犘＜０．０１），其中自强

（β＝－０．２０６，犘＜０．０５）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有负向

预测作用。模型２的第１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心理弹性３维度可以解释海军官兵疲劳方差变异

的１３．０％（犉＝４０．９８５，犘＜０．０１），其中自强

（β＝－０．１６６，犘＜０．０５）、坚韧（β＝－０．２２８，犘＜

０．０１）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有负向预测作用；第２层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可以解释海

军官兵疲劳反应方差变异的２０．９％（犉＝４３．２１４，

犘＜０．０１），其中适应性策略（β＝－０．２２９，犘＜０．０１）

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有负向预测作用，非适应性策

略（β＝０．４０６，犘＜０．０１）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有正向

预测作用。

表２　心理弹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海军官兵疲劳反应之间的分层回归分析

狉

变量 β 狋值 犚２ Δ犚２ 犉值

模型１ 第１层 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０．３９２ －８．０７８ ０．１１７ ０．１１５ ５３．１７６

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０．４９８ １０．２７６

第２层 自强 －０．２０６ －２．５８７ ０．２１３ ０．２０９ ４３．２１４

坚韧 －０．１３４ －１．５６３

乐观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６

模型２ 第１层 自强 －０．１６６ －１．９９５ ０．１３４ ０．１３０ ４０．９８５

坚韧 －０．２２８ －２．６１０

乐观 ０．０２５ ０．４３０

第２层 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０．２２９ －４．５９８ ０．２１３ ０．２０９ ４３．２１４

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 ０．４０６ ８．５８５

　　犘＜０．０５，犘＜０．０１

２．３　心理弹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海军官兵疲劳

的作用路径分析　依据文献和回归分析结果构建了

心理弹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海军官兵疲劳反应

的关系模型。通过数据拟合和修正，最终模型如

图１所示。采用极大似然法对模型进行评估，拟合

指标为χ
２／ｄ犳＝７．３５５，规则适配指数（ＮＦＩ）为

０．９５９，相对适配指数（ＲＦＩ）为０．９３９，增值适配指

数（ＩＦＩ）为０．９６４，非规准适配指数（ＴＬＩ）为０．９４４，

比较适配指数（ＣＦＩ）为０．９６４，适配度指数（ＧＦＩ）为

０．９５５，调整后适配度指数（ＡＧＦＩ）为０．９１２，渐进

残差均方和平方根（ＲＭＳＥＡ）为０．０８９，各项指标拟

合度良好。在此基础上计算心理弹性在适应性策略

和海军官兵疲劳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０．５３×

（－０．３６）＝－０．１９，依据Ｓｏｂｅｌ检验，得出狕＝７．０２＞

１．９６，因此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已知适应性策略对海

军官兵疲劳的直接效应为－０．１９，故总效应为－０．３８，

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５０．０％。心理弹性在非

适应性策略和海军官兵疲劳之间的中介效应值为

（－０．３０）×（－０．３６）＝０．１０８，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显示

狕＝５．１２＞１．９６，因此部分中介效应显著，已知非适

应调节策略对海军官兵疲劳的直接效应为０．４５，故

总效应为０．５５８，其中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１９．３％。

可见，情绪调节策略除直接作用外，还通过心理弹性

间接影响海军官兵疲劳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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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心理弹性对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海军官兵疲劳反应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

ｅ１～９：误差变异项１～９

３　讨　论

本研究深入考察了心理弹性、认知情绪调节策

略与海军官兵疲劳反应之间的关系及作用路径。相

关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弹性与海军官兵疲劳反应呈

负相关（犘＜０．０１），即心理弹性越高，海军官兵越不

容易出现疲劳反应。这与来自不同群体的研究结果

一致，左昕等［４］研究表明，水面舰艇官兵的心理弹性

越高，其自觉疲劳症状越低。彭李等［１２］通过对军校

新生新训的研究发现，心理弹性能预测新训学员的

疲劳状况。姬艳博等［１３］的研究也表明，心理弹性对

肿瘤患者的癌性疲乏也有重要影响，提高患者心理

弹性是降低癌性疲乏的有效途径。可见，心理弹性

高的个体对外界的适应能力更强，抗压能力更好，不

容易出现疲劳症状。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中，非适

应性策略与海军官兵疲劳反应呈正相关（犘＜

０．０１），对海军官兵的疲劳反应有正向预测作用，说

明选择非适应性情绪情绪调节策略的海军官兵更容

易出现疲劳反应，这与张水淼等［８］的研究结果一致。

选择非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人更倾向于对事件

进行负性解释和消极归因，再加上海军官兵职业的

特殊性，身心压力更大，更易造成个体的疲劳。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心理弹性和认知情绪

调节策略可解释海军官兵疲劳反应方差变异的

２０．９％。其中心理弹性中的自强（β＝－０．１６６，犘＜

０．０５）、坚韧（β＝－０．２２８，犘＜０．０１）对海军官兵疲劳

反应有负向预测作用，在控制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后，

仅自强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有负向预测作用，说明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心理弹性存在相互作用；在认

知情绪调节策略中，适应性策略（β＝－０．２２９，犘＜

０．０１）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有负向预测作用，非适应

性策略（β＝０．４０６，犘＜０．０１）对海军官兵疲劳反应有

正向预测作用。

本研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探讨了

心理弹性、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海军官兵疲劳反应

之间的作用路径。从路径图可见，适应性策略和非

适应性策略均可直接对海军官兵疲劳造成影响，也

都可以通过心理弹性间接影响。以往对军人的一系

列研究发现，心理弹性在领悟社会支持和海军官兵

急性应激反应之间［１４］、社会支持和陆航飞行教员心

理应激之间［１５］、武警新兵应付方式与适应不良之

间［１６］等均存在中介效应，可见心理弹性的作用不容

忽视，部队应加强心理弹性的训练，促进官兵心理健

康。由中介效应值可知，非适应策略主要起直接作

用，而适应性策略中的中介效应更明显。以上结果

提示，通过教育训练减少海军官兵非适应策略的使

用，提升其心理弹性水平，可有效缓解海军官兵疲劳

反应，同时多采用适应性策略是提升海军官兵心理

弹性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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