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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舰首航随舰学员睡眠质量、疲劳及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孙　昊，王伟杰，曾文峰，苏　彤*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心理系医学心理学教研室，上海 200433

[摘要] 目的 了解戚继光舰首次执行远航任务期间随舰学员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及其相关性。方法　2017 年  
9 月 17 日至 12 月 7 日，戚继光舰首次执行远航任务，在出海航行 60 d 时对在舰上实习学员进行问卷调查，随机发

放问卷 150 份。问卷收集随舰学员的基本情况，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SQI）、Epworth 嗜睡量表（ESS）、

疲劳严重度量表（FSS）、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估其生理和心理状况。结果　回收

有效问卷 138 份，回收率 92.0%。30.4%（42/138）的首次远航学员主诉有健康困扰。睡眠质量较差、白天中度以

上嗜睡、疲劳水平较高、焦虑、抑郁的学员占比分别为 11.6%（16/138）、45.7%（63/138）、40.6%（56/138）、

18.1%（25/138）、21.0%（29/138）。有焦虑学员的 PSQI（8.40±2.93 vs 6.34±3.10）、ESS（11.12±5.03 vs 
8.70±4.53）、FSS（38.84±12.41 vs 31.55±11.20）得分均高于无焦虑学员（P 均＜0.05）。SAS 得分与 PSQI、
ESS、FSS 得分均呈正相关（r＝0.301、0.242、0.274，P 均＜0.01），SDS 得分与 PSQI、FSS 得分均呈正相关（r＝

0.256、0.209，P 均＜0.05）。结论　远航随舰学员在出海期间可能会出现睡眠质量差、嗜睡、疲劳、焦虑、抑郁

等。心理状况（焦虑、抑郁）与生理状况（睡眠质量、嗜睡、疲劳）密切相关，并对生理状况产生一定影响。应有

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行为训练，提高学员耐受力，从而提高学员的工作效率和战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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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eep quality, fatigue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students during first long distance voyage of Qi Ji-guang Warship

SUN Hao, WANG Wei-jie, ZENG Wen-feng, SU Tong*

Department of Medical Psychology, Faculty of Psychology, Navy Medical University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of students during the first long 
distance voyage of Qi Ji-guang Warship and to explore their correlation. Methods　From Sep. 17 to Dec. 7, 2017,  
Qi Ji-guang Warship was on the first long distance voyage mission. On the 60th day during the voyage,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the students aboard Qi Ji-guang Warship. In all, 150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randomly 
to respondents.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students was included in the questionnaire, and the physiological status 
and psychological status were assessed using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scale, Epworth sleeping scale (ESS), 
fatigue severity scale (FSS),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an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Results　A total 
of 138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response rate 92.0%). Forty-two first voyage students (30.4%) complained 
of health problems. The proportions of the students with poor sleep quality, moderate or ex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 
high fatigue level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11.6% (16/138), 45.7% (63/138), 40.6% (56/138), 18.1% (25/138) and 
21.0% (29/138), respectively. The PSQI, ESS and FSS scores of the students with anxiet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students without anxiety (8.40±2.93 vs 6.34±3.10, 11.12±5.03 vs 8.70±4.53 and 38.84±12.41 
vs 31.55±11.20, all P＜0.05). The SAS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QI, ESS and FSS scores (r＝0.301, 
0.242 and 0.274, all P＜0.01). SDS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QI and FSS scores (r＝0.256 and 0.209, 
both P＜0.05). Conclusion　During long distance voyage, the students aboard have probabilities of poor slee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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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海军走向深蓝，长远航次数越来越

多，海军官兵在长期远航中的心身健康受到广泛

关注[1-4]。舰艇远航期间，官兵们长期处于物资缺

乏、空间狭小、枯燥乏味的特定环境中，这种环境

会对舰员造成一定的影响，引发一系列的生理和心

理问题，因此如何在长期远航的特殊条件下维护官

兵的身心健康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戚继光舰是我国海军目前吨位最大、现代化

水平最高的训练舰。2017 年 9 月 17 日至 12 月  
7 日，戚继光舰首次执行远航实习并访问葡萄牙

等 4 国，历时 82 d，总航程 2.3 万余海里。远航

中来自海军 6 所院校的学员被混编分组进行天文

航海等科目的学习，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

学）首次派学员参与该项目。本研究以首次随戚

继光舰远航的海军院校学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匹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Epworth 嗜睡量表（Epworth 
sleeping scale, ESS）、疲劳严重度量表（fatigue 
severity scale, FS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评估学员的睡眠、疲劳及

焦虑、抑郁情况，以了解远航期间学员的生理、心

理变化，为长远航卫勤保障提供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调查对象为 2017 年 9 月 17 日至 
12 月 7 日随戚继光舰首次出海远航的海军院校学

员。航行第 60 天时对戚继光舰实习一大队的全体

学员进行问卷调查。

1.2　研究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通过问

卷收集随舰学员的基本情况，用  PSQI、ESS、

F S S、S A S、S D S  评估其生理和心理状况。 
（1）基本情况：采用自编问卷，内容包括性别、

年龄、学历、入伍时间、是否是独生子女及当前

健康困扰。（2）PSQI：共 18 个计分条目，总分

为 0～21 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评价

等级分为睡眠质量好（0～5 分）、一般（6～10 
分）、较差（11～15 分）、很差（16～21 分）[5]。 

（3）ESS：用于评定白天过度瞌睡状态，共 8 题，

总分为 0～24 分，分为正常（0～6 分）、轻度瞌睡

（7～11 分）、中度瞌睡（12～16 分）、重度瞌睡

（＞16 分）[6]。（4）FSS：由 9 个条目组成、7 个
分值点评价，总分＜36 代表疲劳水平低，总分≥36 
代表疲劳水平高[7]。（5）SAS：共 20 题，根据标

准分划分为正常（＜50 分）、轻度焦虑（50～60 
分）、中度焦虑（61～70 分）、重度焦虑（＞70 
分）[8]。（6）SDS：共 20 题，根据标准分划分为正

常（＜53 分）、轻度抑郁（53～62 分）、中度抑郁

（63～72 分）、重度抑郁（＞72 分）[9]。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对各量表结果进行统计学描述，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确定焦虑和抑郁

对睡眠质量、嗜睡、疲劳的影响。检验水准（α）
为 0.05。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 15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138 份，回收率为  92.0%。调查

对象为随舰实习一大队学员，其中男  1 2 0  名
（87.0%）、女 18 名（13.0%）。年龄＜20 岁、

20～25 岁、＞25 岁的学员分别有 7 名（5.1%）、

117 名（84.8%）和 14 名（10.1%）。本科在读学

员为 129 名（93.5%），研究生在读学员为 9 名
（6.5%）。入伍时间＜3 年、3～5 年、＞5 年的

学员分别有 37 名（26.8%）、86 名（62.3%）和  
1 5  名（ 1 0 . 9 % ）。独生子女学员有  7 3  名
（52.9%）。42 名（30.4%）学员有健康困扰，主

要包括心情差（7 名）、睡不好（6 名）、精神状

态差（4 名）、晕船（6 名）、腰疼（5 名）、关节

伤（3 名）、鼻炎（3 名）、龋齿（2 名）、头疼

（2 名）、生理期紊乱（2 名）以及感冒（2 名）。

2 . 2　调查量表统计结果　结果显示，11 . 6 %
（ 1 6 / 1 3 8 ）的学员睡眠质量较差， 4 5 . 7 %
（63/138）的学员有中度以上的嗜睡情况，18.1%
（25/138）的学员有焦虑症状，21.0%（29/138）
的学员有抑郁症状，见表  1；FSS 显示  82  名

sleepiness, fatigue, anxiety or depression. Mental statu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physiological status 
(sleep quality, sleepiness and fatigue), and exerts certain effect on physiological status. Psychological behavior train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improve the tolerance, work efficiency and combat ability of students.

[Key words]　naval medicine; navy students; sleep; fatigue; mental health
[Acad J Sec Mil Med Univ, 2018, 39(11): 1265-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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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焦虑和抑郁与睡眠质量、嗜睡、疲劳的 
关系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与无焦虑

学员相比，有焦虑学员的 PSQI（8.40±2.93 vs 
6.34±3.10）、ESS（11.12±5.03 vs 8.70±4.53）、

FSS（38.84±12.41 vs 31.55±11.20）得分较高 
（P 均＜0.05），见表 2。

3　讨　论

长远航任务环境特殊，存在的条件艰苦、

环境较差、人员密集等不良因素对舰艇人员的

身心健康有一定影响 [10]。本次调查显示，30.4%
（42/138）的首次远航学员存在健康困扰，主要是

常见病且劳损突出，包括心理性疲劳（心情差、精

神状态差）和身体劳损（睡不好、晕船、腰疼、

关节伤、鼻炎、龋齿、头疼、生理期紊乱以及感

冒）。这符合张长尧[2]总结的远航条件下易发疾病

特点，即疾病种类多、常见疾病多、劳损特点明

显。许多疾病可以通过运动锻炼、科学饮食、合理

作息、心理调适等手段加以预防。

远航期间舰艇人员的心理和行为会产生一

定的变化，本研究发现海军院校学员在首次随

舰远航期间出现不同程度的睡眠质量差  [11.6%
（16/138）]、嗜睡 [84.8%（117/138）]、疲劳 
[40.6%（56/138）]、焦虑 [18.1%（25/138）]、抑

郁 [21.0%（29/138）] 等情况，心理状况（焦虑、

抑郁）与生理状况（睡眠质量、嗜睡、疲劳）相

关并对其有一定的影响。对于首次随戚继光航远

航的学员，有焦虑组的 PSQI、ESS 和 FSS 得分均

高于无焦虑组（P 均＜0.05），提示焦虑者的心理

状态与睡眠质量差、嗜睡和疲劳感等生理现象相

关；SAS 得分与 PSQI、ESS 和 FSS 得分均呈正 
相关（P 均＜0.01），SDS 得分与 PSQI、FSS 得
分正相关（P 均＜0.05），说明焦虑和抑郁情况越

严重舰员的生理问题（睡眠质量、嗜睡和疲劳）也

越严重。

心理健康、生理状态以及作战能力相互影

响，有密切关联。焦虑和抑郁是困扰我军官兵的主

要心理问题，这不仅存在于舰艇官兵，在空军官

表 1　调查量表结果统计

                                                       N＝138, n (%)　

 评估结果 PSQI ESS SAS SDS
正常(好) 51 (37.0) 21 (15.2) 113 (81.9) 109 (79.0)
轻度(一般) 71 (51.4) 54 (39.1) 22 (15.9) 16 (11.6)
中度(较差) 16 (11.6) 52 (37.7) 2 (1.4) 11 (8.0)
重度(很差) 0 11 (8.0) 1 (0.7) 2 (1.4)

PSQI: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ESS: Epworth 嗜睡量表; SAS: 焦虑自评量表; SDS: 抑郁自评量表

（59.4%）学员的疲劳水平较低，56 名（40.6%）

学员的疲劳水平高。由于调查对象的背景相似，未

发现人口统计学因素对生理状况和心理状况有明显

影响。

表 3　SAS 得分与 PSQI、ESS、FSS 得分的关系

量表 r β t 值 P 值

PSQI 0.301 0.116 3.681 ＜0.001

ESS 0.242 0.139 2.910 0.004

FSS 0.274 0.401 3.324 0.001

SAS: 焦虑自评量表; PSQI: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ESS: Epworth 嗜睡量表; FSS: 疲劳严重度量表

表 2　是否焦虑对 PSQI、ESS、FSS 得分的影响

                                                   x±s　

量表 无焦虑学员 N＝113 有焦虑学员 N＝25 P 值
PSQI 6.34±3.10 8.40±2.93 0.003
ESS 8.70±4.53 11.12±5.03 0.020
FSS 31.55±11.20 38.84±12.41 0.003

PSQI: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ESS: Epworth 嗜睡量

表; FSS: 疲劳严重度量表

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AS 得
分与 PSQI、ESS、FSS 得分均呈正相关（P 均＜ 

0.01），见表 3。 SDS 得分与 PSQI、FSS 得分均

呈正相关（P 均＜0.05），见表 4。

表 4　SDS 得分与 PSQI、ESS、FSS 得分的关系

量表 r β t 值 P 值

PSQI 0.256 0.076 3.084 0.002

ESS 0.127 0.056 1.493 0.138

FSS 0.209 0.237 2.495 0.014

SDS: 抑郁自评量表; PSQI: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ESS: Epworth 嗜睡量表; FSS: 疲劳严重度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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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特种兵等从事高强度、高应激状态军事任务的

特殊人群中也普遍存在[11-12]。长远航官兵焦虑、抑

郁的发生率较高，需引起重视。学员在远航期间会

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而心理状况与生理状

况有紧密联系。焦虑得分高的学员可能会出现睡眠

质量下降、嗜睡和疲劳状态更加严重等生理问题，

这些生理问题对学员的生活质量、工作能力以及战

斗能力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在长期远航的过程中，

远航人员承受着较高的心理压力，持续的船舶运动

可能会是基础的压力来源。通过开发敏感的监测

工具可以更好地检测和管理压力，这对提高官兵

的恢复能力、减少远航期间心理健康问题有重要 
意义[13]。

良好的心态与成熟型的应对方式是维护远航

人员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长远航官兵焦虑、抑郁

的发生率较高，因此开展合理的干预对维护远航海

军的身心健康十分必要[14-18]。研究表明，接纳与承

诺疗法对于减轻新兵的焦虑抑郁、减轻疼痛、促进

训练伤恢复具有一定效果[19]。也有研究表明，团体

心理咨询能有效提高军事应激状态下军人的应对能

力，减轻焦虑等不良应激反应[20]。针对远航官兵睡

眠障碍和疲劳明显的状况，开展睡眠卫生指导、记

录睡眠日记、认知-行为治疗等综合性睡眠干预能

有效改善其睡眠和疲劳情况[21]。此外，心理弹性、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领悟社会支持等因素会直接或

间接影响海军官兵的疲劳反应和急性应激反应，

因此通过教育训练提高官兵心理弹性水平、增加其

适应性策略的使用、加强社会支持，可以有效缓

解海军官兵的疲劳反应和应激水平，促进官兵心理 
健康[22-23]。

现阶段，我国海军心理健康研究还存在一定

不足，长远航期间的心理健康维护更需深入探索。

未来应进一步分析各种不良心理因素及影响机制，

开发评估工具，及时发现心理异常人员，加强心理

异常的干预研究[24]。同时，应加强对舰艇军医的培

养，提高随舰军医的专业化素质和解决舰员身心健

康问题的能力[25]。

综上所述，远航学员的心理健康应受到重

视，我们要提高心理卫生服务的利用率，拓展心理

干预的方法[26]。舰艇军医应定期调查学员的心理健

康状态，对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员及时进行关怀和

心理康复；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行为训练，提

高舰员耐受力，定期对学员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与心

理知识科普，保障每位学员都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

稳定的心理状态，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战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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