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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丁湾护航官兵的失眠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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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长航条件下官兵的失眠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调查执行亚丁湾

护航任务的长航官兵 476 名。长航前 1 周，对被调查人员进行症状自评量表（SCL-90）、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

表中国版（EPQ-RSC）测评；长航 2 个月后，对被调查人员进行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ISI）和一般情况调查表

测评。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调查人员失眠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回收有效问卷 474 份。护航期间有 44.1%
（209/474）的官兵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眠，其中 28.7%（136/474）为亚临床失眠，13.5%（64/474）为中度失眠，

1.9%（9/474）为重度失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护航次数、是否承担值更任务及口腔溃疡发生频率是失眠的重要

影响因素（R2＝0.68，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01、0.111、0.172，P 均＜0.05）。同时，情绪稳定性也对失眠存

在一定影响（R2＝0.03，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173，P＜0.05）。结论　长航官兵的睡眠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失眠发

生率高。护航次数、是否承担值更任务、口腔溃疡发生频率是失眠的主要影响因素，情绪稳定性可能也在其中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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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omnia of soldiers in Chinese navy escort fleets in Aden Gulf: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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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somnia statu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avy soldiers during escort in 
Aden Gulf. Methods　Totally 476 soldiers were collected by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soldiers was assessed by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 short scale for Chinese (EPQ-RSC) and symptom 
check list-90 (SCL-90) at 1 week before the escort. At 2 months after the long voyage, the insomnia status and general 
situation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insomnia severity index (ISI) scale and the general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respectively. 
The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somnia. Results　A total 
of 47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During the escort, 44.1% (209/474) of the soldiers suffered from insomnia of 
different extents, with 28.1% (136/474) subthreshold insomnia, 13.5% (64/474) moderate insomnia and 1.9% (9/474) severe 
insomnia. The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imes of escort, night duties and the frequency of oral 
ulcer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somnia (R2＝0.68;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were －0.101, 0.111 and 0.172, 
respectively; all P＜0.05). Meantime, emotional stability also influenced insomnia to a small extent (R2＝0.03, standardiz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0.173, P＜0.05). Conclusion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soldiers during long-time escort is severely 
influenced, with high prevalence of insomnia.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 the times of escort, night duties and the 
frequency of oral ulcer, and emotional stability may also be an influenc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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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

护航任务已经进入有序接替、常态化运行的阶段。

长时间的特殊航海环境不仅会对官兵的生理健康造

成威胁，诱发呼吸道感染、胃肠道炎症、外伤、颈

腰椎关节疾病、皮肤癣类、牙周炎症等疾病[1]，同

时也会严重影响官兵的心理健康，出现睡眠障碍、

躯体化、强迫、焦虑等症状[2]，其中睡眠问题随着

长航时间的推移有明显加重的趋势[3]。生理和心理

上的变化都会影响官兵的睡眠质量，表现为入睡困

难、多梦、易醒、失眠等，而睡眠问题的持续存在

又会进一步影响其心理健康状况[1,4]。本研究旨在

调查长航舰员的失眠现状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进

一步完善长航保障模式、提升舰艇官兵心理健康水

平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某批次亚

丁湾护航编队的全体舰员为研究对象，共 476 名。

1.2 　测评方法　调查资料收集分为两个阶段：

长航前  1 周，对所调查人员进行症状自评量表

（symptom check list-90，SCL-90）、艾森克

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revised，short scale for Chinese， 
EPQ-RSC）测评；长航 2 个月后，对所调查人员

进行失眠严重程度指数（insomnia severity index，
ISI）量表和一般情况调查表测评。所有问卷都在

测评工作者指导下现场填写回收。

1.2.1 　SCL-90　该量表共有 90 个条目，包括躯体

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

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 9 个因子。该量表内容

量大，能够全面反映个体健康状况的变化，客观评

估被试者的自觉症状特点。SCL-90 具有较好的信

度、效度[5]。

1.2.2　EPQ-RSC　该量表主要用于个性调查，由 E
（内外向）、N（神经质）、P（精神质）、L（掩

饰）4 个分量表共 48 个项目组成。E 量表得分高表

示个性外向，得分低表示性格内向；N 量表得分高

代表情绪不稳定，得分低表示情绪稳定；P 量表得

分高的个性特点是孤僻，不关心别人，适应环境不

良，缺乏同情心等；L  量表测试的是受试者的掩饰

倾向[6]。

1.2.3 　ISI 量表　该量表共有 7 个因子，每个因子

按 0～4 等级计分，总分为 28 分，用于评估最近  
1 周失眠的严重程度。分数越高，表示失眠越严

重。0～7 分表示无失眠，8～14 分表示亚临床失

眠，15～21 分表示中度失眠，22～28 分表示重度 
失眠[7]。

1.2.4　一般情况调查表　采用自编量表调查舰员的

一般情况，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军龄、政治面

貌、父母情况、户籍地、婚姻情况、家庭情况、护

航次数、值更情况、口腔溃疡发生情况等。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录

入和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数表示。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影响失眠的相关因素。

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共回收有效问卷 474 份， 
有效回收率为  99.6%。474 名护航官兵中，男  
446 名、女 28 名，平均年龄为（26.88±4.92）
岁，军龄为（8.11±4.80）年，军官 99 名、战士 
375 名，独生子女 143 名、非独生子女 331 名， 
户籍在城镇者  138  名、农村者  336  名，已婚  
188 名、未婚 286 名。474 名护航官兵中，口腔

溃疡的发病率高达 46.6%（221/474），其中偶尔

发生的占 42.2%（200/474）、经常发生的占 4.4%
（21/474）。

2.2　舰艇官兵的失眠现状　参与调查的官兵在

护航前均无失眠问题，SCL-90 量表睡眠得分为

（3.30±0.76）分。长航 2 个月后，参与调查的官

兵 ISI 总分为（7.88±5.66）分，其中 ISI 总分为 
0～7 分者（无失眠） 265 名（55.9%），8～14 分
者（亚临床失眠） 136 名（28.7%），15～21 分
者（中度失眠） 64 名（13.5%），22～28 分者

（重度失眠） 9 名（1.9%）。ISI 各因子得分见

表 1，其中睡眠不满意度、影响日常功能和影响生

活质量得分最高，2 分及以上者所占比例分别为 
48.3%（229 名）、46.6%（221 名）和 43.0%（204 
名）；而失眠的表现主要以入睡困难为主，2 分及

以上者所占比例为 28.3%（134 名）。

2.3　舰艇官兵失眠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　失眠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

进一步探索引起官兵失眠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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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I 总分为因变量，将性别、年龄、军衔、军龄、

政治面貌、户籍地、家庭、父母关系、是否为独生

子女、家庭经济情况、近亲精神病史、婚姻状况、

有无子女、护航次数、是否承担值更任务、值更时

间、值更间隔时间及口腔溃疡发生频率共 18 项因

素作为自变量，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最终护航次数、是否承担值更任务及口腔溃

疡发生频率进入回归方程，回归方程模型拟合度良

好（R2＝0.68，表 2），其中口腔溃疡发生频率的标

准化回归系数最大（0.172）。结果显示，护航次数

越少、口腔溃疡发生频率越高的官兵失眠严重程度

越高，夜间有值更任务的官兵失眠严重程度高。

表 1　舰艇官兵失眠严重程度指数量表各因子得分情况

                                                                                  N＝474　

因子
构成比 n (%)

平均得分 x±s
0 分 1分 2 分 3 分 4 分

失眠表现
入睡困难 151 (31.9) 189 (39.9) 100 (21.1) 25 (5.3)   9 (1.9) 1.05±0.95
维持睡眠困难 219 (46.2) 168 (35.4)   64 (13.5) 16 (3.4)   7 (1.5) 0.79±0.91
早醒 275 (58.0) 141 (29.7) 47 (9.9)   6 (1.3)   5 (1.1) 0.58±0.80

睡眠不满意度   66 (13.9) 179 (37.8) 133 (28.1) 45 (9.5)   51 (10.8) 1.65±1.16
影响日常功能   88 (18.6) 165 (34.8) 119 (25.1)   74 (15.6) 28 (5.9) 1.55±1.13
影响生活质量 110 (23.2) 160 (33.8) 117 (24.7)   66 (13.9) 21 (4.4) 1.43±1.12
受困扰程度 229 (48.3) 145 (30.6)   62 (13.1) 30 (6.3)   8 (1.7) 0.83±0.99

表 2　舰艇官兵失眠影响因素及失眠与官兵人格特质关系的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R2

失眠影响因素 0.68
护航次数 －0.780 0.358 －0.101 2.176 0.030
是否承担值更任务 1.660 0.667 0.111 2.488 0.013
口腔溃疡发生频率 1.664 0.436 0.172 3.813 0.000

失眠与官兵人格特质的关系 0.03
N 量表 0.637 0.183 0.173 3.484 0.001

 　　R2: 决定系数

2.3.2　失眠与官兵人格特质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以 ISI 总分为因变量，以 EPQ-RSC 的 4 个

分量表得分为自变量，运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最终 N 量表得分进入回归方程，

回归方程模型拟合度一般（R2＝0.03，表 2）。故 

N 量表得分越高，可能失眠严重程度也越高。

3　讨　论

在 此 次 亚 丁 湾 护 航 期 间 ， 约 有 4 4 . 1 %

（209 /474）的官兵存在不同程度的失眠，其

中  28 .7%（136 /474）为亚临床失眠，13 .5%

（64/474）为中度失眠，1.9%（9/474）为重度

失眠。48.3%（229/474）的官兵对自己的睡眠满

意度不高，并分别有 46.6%（221/474）和 43.0%

（204/474）的官兵感到睡眠不足影响了自己的日

常工作和生活质量。已有研究表明，由于居住环

境狭窄、阴暗潮湿，舰艇官兵本身睡眠质量就比

岸勤官兵差[8]；加上航行时间较长、护航任务重以

及海上特殊环境的影响，使得官兵的睡眠质量进一

步下降[9]。官兵的睡眠状况在整个航行期间呈现一

定的变化规律，随着航行时间的延长，睡眠质量呈

现下降的趋势，在海上休整后或返航时睡眠状况明

显好转[3,10]。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睡眠障碍在长

航官兵中较为普遍，并且亟待解决。

睡眠的影响因素非常多，研究发现在长航的

舰艇官兵中，职别、文化程度、年龄、军龄、婚

姻状况、体质量指数及换班任务均可影响其睡眠

质量[9,11]，军官、文化程度高、年龄大、军龄长、

已婚、体质量指数＞24 kg/m2 的人群睡眠质量相对

较差。本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些一般情况与 ISI 得分

有明显的相关性，可能原因为本次护航官兵对舰艇

的集体生活接纳程度较高，或者 ISI 量表与上述研

究中使用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的计分因子侧

重点不同。本研究结果显示，护航次数及是否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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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更任务对睡眠的影响较大，护航次数少及夜间有

值更任务的官兵，失眠严重程度高。这与既往研究

中发现的护航经验少和承担换班任务使官兵睡眠

质量下降[9]是一致的。先前已有研究发现，口腔溃

疡是长航舰艇官兵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发病率

约为 20.9%，严重影响了官兵的饮食和睡眠，并且

口腔溃疡的发生率与情绪稳定性相关，情绪稳定

性高的艇员口腔溃疡发病率明显低于情绪稳定性

低的艇员[12]。本研究发现，此次护航的官兵中口腔

溃疡的发病率高达 46.6%（221/474），其中偶尔

发生的占 42.2%（200/474），经常发生的占 4.4%

（21/474）。而口腔溃疡的发生频率是失眠的最大

影响因素，口腔溃疡的发生频率越高官兵失眠严重

程度越高。本研究还发现，官兵的失眠严重程度与 

EPQ-RSC 中 N 量表的得分呈正相关，而 N 量表反

映的是情绪的稳定性，得分越高表示情绪越不稳

定，因此，情绪稳定性越低的官兵失眠严重程度越

高。既往研究也证实，睡眠障碍与情绪稳定性、承

受的负性生活事件量和应对方式高度相关[13-14]，长

航环境中焦虑和抑郁的发生率明显增高，因而严重

影响了舰员的睡眠质量[15]。

通过对长航舰员失眠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的

分析可知，改善官兵睡眠质量的任务迫在眉睫。

护航经验不足、值更任务频繁及口腔溃疡的多发

会导致官兵失眠严重程度增加，可通过一些措施来

改善长航官兵的睡眠质量，如远航前对官兵进行

适当的宣教与演练，开展心理防护训练；远航中丰

富文化生活、适度停靠休整等。美军制定的一系列

帮助舰员提高睡眠质量的管理措施也可以借鉴，

平时和战时的管理措施各有侧重：平时的管理措

施主要包括帮助舰员获得充足的睡眠（每天约 7～ 

8 h）、改善或消除舰船环境中长期存在的危险因

素（如各类疾病）等，以及开发避免疲劳的有效工

具和预测模型；战时则通过饮食、活动、药物等方

式、方法来弥补睡眠剥夺带来的不良作用，提高舰

员的睡眠耐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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