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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研究：2009—2019
张 帆，刘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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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海军官兵的心理健康问题受到研究者的普遍关注。本文对 2009—2019 年有关我国海军官兵心

理健康研究的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了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特征、影响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因素及对海军官兵心理健

康的干预研究。海军官兵常见的心理问题包括抑郁、焦虑、睡眠问题等；目前关于海军官兵心理健康水平与其他军

种比较的研究还有争议；常见的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包括海军兵种、长远航任务和个人因素，如人格、应对方式、生

活事件等；对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干预研究较少。当前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研究存在调查规模小、研究结果不统一、

研究方法单一、缺少实验研究等问题；未来需要扩大样本规模和兵种多样性，探究心理干预对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

促进作用，进一步关注各种军事应激因素对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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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 health of Chinese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200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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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ental health of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The present 
research reviewed literature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from 2009 to 2019, and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 The common psychological problems of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were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leeping problems;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mental health level between naval 
personnel and other military services was still controversial; the branch of the navy, long-term and long-distance navigation 
as well as personal factors (personality, coping style and life events) influenced their mental health; and only few researches 
focused on mental health intervention of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The present problems in mental health researches of 
naval personnel included small scale, inconsistent results, single research method and lack of experimental research. Future 
studies are needed to expand the sample size and diversity of naval branches, explore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on the mental health, and emphasize to the impact of various military stress factor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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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是保卫我国领海主权，维护海洋权益的

重要作战力量，海军官兵的心理健康是海军战斗力

和凝聚力的保障，提升官兵心理健康水平是海军卫

勤建设的重要一环［1-2］。对心理健康的研究是了解

海军官兵心理的重要途径和制定相关军事政策的

基础。近年来，随着海军编制的扩大和军事任务的

多样化，海军官兵心理健康工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

考验，海军官兵心理呈现出与其他军兵种不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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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本文回顾了 2009—2019 年有关我国海军官兵

心理健康的研究，对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特征、影

响因素及干预研究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总结了

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矛盾，以期为今后海军官兵

心理健康研究提供参考。

1 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研究相关文献统计

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文科技

期刊数据库（维普）和万方数据知识平台进行检

索，检索主题词为海军和心理健康、心理问题、抑

郁、焦虑等，检索时间段为 2009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排除重复文献、政工类文献及对别国海军

的研究后检索到符合要求的论文共 98 篇，其中实

证调查类文献 72 篇。实证调查类文献的研究主题

主要包括海军官兵常见心理问题和影响因素、海军

各兵种心理健康状况调查和比较、海军官兵心理健

康水平与军人常模和其他军兵种官兵的比较、长远

航对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影响等，文献的主题、数

量、调查对象、调查工具等信息如表 1 所示。从发

表年份看，近 10 年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相关论文数

量在 2009—2014 年逐渐上升，此后数量虽有所下

降，但一直保持在每年约 10 篇的水平。

表 1 2009—2019 年以海军官兵心理健康为主题的实证调查文献

主题 文献数量 调查对象 调查工具

海军各兵种心理健康状况

调查和比较

9 海军陆战队官兵、潜艇官兵、海军航空兵、

驻高山 / 海岛 / 岸勤海军官兵、水面舰艇

官兵、任职教育学员、海军特训战士、海

军岸勤战士等

SCL-90、军人心理健康量表、TAS、 
FS-14、MMPI、EPQ、ATQ、CSQ、

CMI、WHOQOL-BREF、16PF等

海军官兵心理健康水平与

军人常模和其他军种

的比较

26 海军陆战队官兵、海军新训学员、海军航空

兵、海军新兵、军事演习官兵、潜艇官兵

SCL-90、MMPI、EPQ、CSQ、SDS、

SAS、PEST、PSQI等

长远航对海军官兵心理健

康的影响

13 水面舰艇官兵 SCL-90、FS-14、EPQ、CSQ、SAS、SF-36、
AIS、职业倦怠量表、连线测验A-B、

CPT软件等

常见心理问题，如抑郁、焦

虑、疲劳等的一般状况

和影响因素

18 水面舰艇官兵、海军岸勤官兵、潜艇官兵、

海军航空兵、海军特训官兵

SCL-90、EPQ、WHOQOL-BREF、

SDS、SCSQ、FS-14、16PF、PSQI、
SCCS、ABS、 CERQ-C、CD-RISC、

MFI-20、FAI、军人职业倦怠量表、

军人生活事件量表、军人社会支持

量表等

其他 ( 如心理适应性、性

别角色、人性观等)
6 海军新兵、海军院校学员、水面舰艇女军

人、海军国防生等

新兵心理适应性量表、男性化女性化

量表、人性的哲学量表、研究者自

编的调查工具等

SCL-90：90 项症状清单；TAS：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FS-14：疲劳量表-14；MMPI：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简式；EPQ：艾森

克人格问卷；ATQ：自动思维问卷；CSQ：应对方式问卷；CMI：康奈尔医学指数；WHOQOL-BREF：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

量表简表；16PF：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问卷；SDS：抑郁自评量表；SAS：焦虑自评量表；PEST：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PSQI：匹
兹堡睡眠质量指数；SF-36：健康调查简表；AIS：阿森斯失眠量表；CPT：持续操作测试；SCSQ：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CS：自我

和谐量表；ABS：情感平衡量表；CERQ-C：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D-RISC：心理弹性量表；MFI-20：多维疲劳量表；FAI：疲
劳评定量表

2 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特征

2.1 海军官兵常见心理问题 目前研究者多使用

90 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
等综合性心理健康测验工具对海军官兵的心理健康

水平进行评估，并利用因子得分是否达到阳性标准

判断调查对象是否出现了某种心理问题。运用这

一方法，不同研究得到的阳性因子有差异，其中报

道较多的有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惧等

问题［3-5］。除了综合性心理健康评定工具，一些研

究者还使用针对单一心理问题的评定工具对海军官

兵的情绪、行为等方面进行评估，如抑郁自评量表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焦虑自评量

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匹兹堡睡眠

质 量 指 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等。在情绪方面，海军官兵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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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有研究显示，海军飞行员的抑郁水平显著高

于中国成人常模［6］，甚至有文献报道海军舰艇部

队军人中，抑郁发生率高达 43.0%［7］。海军舰艇艇

员焦虑发生率为 10.24%，且得分显著高于全国常

模［8］。在行为方面，睡眠问题成为海军官兵面临的

常见问题，如曾文峰等［9］发现，仅有 31.8% 的海军

舰艇部队官兵报告睡眠质量好，14.9% 的官兵睡眠

质量差。还有研究报道了海军不同兵种官兵的疲 
劳［10-11］和自杀［12］等问题。

2.2 海军官兵心理健康水平与军人常模和其他军

种的比较 由于不同研究调查的海军兵种不同，比

较海军与军人常模及其他军种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研

究结果差异较大。多项研究结果显示海军各兵种心

理健康水平优于军队常模及其他军种，如王春花［13］

发现水面舰艇官兵的 SCL-90 各因子得分均显著低

于军人常模；潜艇官兵除强迫因子外，其余各因子

得分均低于常模，说明海军舰艇和潜艇官兵的心理

健康水平优于总体水平。崔丹英等［14］调查了驻高

山、海岛和岸勤部队海军官兵，结果发现海军官兵

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军人常模，甚至优于地方

常模。王晓兰等［5］的研究也发现，海军官兵 SCL-90
的得分低于军人常模。曾义霞等［15］发现海军直升

机飞行员心理健康水平优于陆军直升机飞行员。但

也有研究认为海军官兵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及军人总

体水平和其他军种。如徐鹏程等［16］测量了海军航

空兵的心理健康水平，结果发现其 SCL-90 的躯体

化、强迫症状、抑郁、焦虑因子分值明显高于中国

军人常模。田伟等［4］报道海军官兵心理异常的比例

显著高于空军。海军官兵心理健康水平在全军中处

于何种位置？这一问题还需借助大规模、对海军各

兵种全面施测来进一步探究。

3 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可分为环境因

素和个体因素，其中研究较多的环境因素包括兵

种、长远航任务；个体因素包括人格特征、生活事

件、社会支持等。

3.1 兵种分类对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影响 海军

兵种多样，每个兵种的任务、生活和工作环境不

同，不同兵种之间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明显。研究

者比较了海军水面舰艇、潜艇、海岛和任职教育学

员的 SCL-90 测验结果，发现水面舰艇和潜艇官兵

的心理较为健康，守岛官兵多个因子的得分显著高

于其他类型官兵，反映守岛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相

对较差［13］；近期一项类似的研究结果显示，水面舰

艇官兵的睡眠质量总体较差，同时负性情绪（抑郁、

焦虑、压力）水平高于潜艇、岛礁和岸勤官兵［17］。

徐菲等［18］比较了特勤飞行员、特勤潜水员、特勤

潜艇艇员与水面舰艇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结果发

现三类特勤人员在多个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水面舰

艇官兵，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不及水面舰艇官兵；而

在三类特勤人员中，飞行员的总体心理健康水平高

于潜水员和潜艇艇员，后两者无显著差异。由此可

见，虽然不同研究均报道了海军不同兵种之间的心

理健康水平存在差异，但研究结果的差异较大，各

兵种心理健康的不同特征值得进一步关注。

3.2 长远航任务对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影响 近年

来，随着维和任务、长远航任务、军事演习和训练压

力的增加，军人在执行军事任务期间的心理健康水

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海军方面，长远航对海

军官兵心理健康的影响成为研究热点。长远航任

务的航行时间长，执行任务的官兵远离家乡，长期

处于封闭空间，工作与生活环境均单一，导致官兵

的心理健康容易受到影响。有研究发现，执行长航

任务 4 个月后，海军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下 
降［19］。Meta 分析结果表明，长远航前后海军官兵

的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惧、精

神病性等因子的得分均显著升高，总体心理健康水

平下降［20］。还有研究者分析了长远航不同阶段海

军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如余浩等［21］比较了长航

15、50、90 和 140 d 舰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发现开

始阶段（15 d）和后续测验的分数差异显著，但后

续测验的总分没有显著差异，说明长航前期是心理

健康水平出现下降的关键时期。有研究显示经过 1
年半的长远航任务返航后，某舰艇 77 名官兵的心

理问题阳性率达到 40%［22］，提示长远航任务结束

也不代表心理健康就能恢复至正常水平，返航后官

兵的心理健康也应受到关注。

3.3 影响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个体因素 影响个

体心理健康的因素多种多样，研究者目前探究较多

的因素包括一般人口学因素、压力、人格、应对方

式、生活事件、社会支持等。如卢山等［23］通过回

归分析发现，压力和人格的神经质维度能显著预测

海军官兵 SCL-90 总分；陈晓丽等［24］发现，不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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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征的海军战士的心理健康水平差异较大，精神

质和神经质维度能够预测心理健康水平；张均等［25］

的研究结果显示，海军航空兵抑郁水平与年龄、级

别、军龄、积极应对、人格特征等因素显著相关。

余苒等［26］通过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发现生活事件

和社会支持影响海军军人抑郁水平，两者对抑郁的

预测率达到 0.40；海军舰艇艇员的焦虑情绪与文化

程度、工作能力及人格相关。此外，有研究发现心

理卫生服务的利用及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情况

也有一定影响［27］。一些海军官兵面对的特有因素，

如晕船［28］、高生活环境封闭度与工作负荷［29］等，

也能影响心理健康水平。

4 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干预研究 

研究者对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干预提供了很多

建议，如定期开展心理健康咨询、进行心理行为训

练、设置心理训练室、丰富业余文化生活及建立心

理测评档案等［16］；通过心理访谈、团体咨询等方

式，研究者探索了潜艇官兵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并提出心理健康的干预措施可以包括建立心理问题

预警机制、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充分发挥社会支持

系统的作用、开展心理活动和进行心理咨询等［30］。

但目前许多研究只是就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些针对性

建议，对海军官兵心理干预效果的实证研究还比较

少，干预方法也不同。周志刚［31］以海军机务人员

为对象，进行了一项大规模干预研究，干预形式为

心理健康教育宣讲（每月干预 1 次，为期 1 年），

结果发现经心理干预后，实验组心理应激反应显著

低于对照组，应对方式也更为积极。还有研究者通

过团体认知训练对海军官兵的心理健康进行干预，

结果发现干预后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负性自动思

维和睡眠情况均改善［32］。对军校学员的干预研究

发现，矫正负性认知偏向能有效改善焦虑情绪［33］。

5 小 结 

综合近 10 年来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相关文献

可以看出，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研究在研究主题上

不仅关注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的一般水平，更关心对

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兵种分类和

长远航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研究对象上，对不同

类型的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状况均有报道或比较；在

研究方法上，以调查法为主，部分研究者尝试通过

干预实验探讨不同心理健康干预方法的有效性。通

过这些报道，研究者对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现状有了

较为深入的了解，但目前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

工具和研究实用性等方面还存在改进空间。

在研究方法上，目前绝大多数研究使用了调查

法，只有个别研究使用实验法探究心理干预方法的

有效性［34-35］；另外，对长远航海军官兵的心理健康

研究则多使用准实验或非实验研究设计，缺少对照

组数据。调查法能够实现大规模数据采集，但得到

的结果往往只能是相关结果，不能进行因果推断。

若想探究各种因素对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和心理干

预的有效性，还需要更多的实验证据。另外，在长

远航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改进研究设计，通过对照

实验加强研究说服力。

在研究工具上，80% 以上的研究使用 SCL-90
作为调查工具，但 SCL-90 涉及的因子数量有限，

对其他军种中报道的成瘾行为［36］、外军中常见的

军事应激带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37-38］、潜艇官兵

易出现的幽闭恐惧［39］等心理问题并未涉及。全面

了解海军官兵情绪、行为、认知等各方面的心理问

题，需要研究者开发更多适用于海军官兵的心理健

康测量工具，并对海军官兵各类心理问题进行更深

入的探索。

当前研究并未就海军官兵心理健康水平与其

他军种的比较得到明确结果，其原因可能是调查样

本量较小，并且只调查了某一种或二至三种海军兵

种的心理健康水平［40-41］，缺少对海军全兵种、大

规模的调查数据，没有掌握海军官兵全面的心理健

康情况。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多样

本的海军官兵心理健康基线调查，以掌握各种精神

心理疾病的流行病学数据、各种心理问题的类别程

度等数据并据此进行顶层设计是未来海军心理科研

和工作的方向［42］。

近年来除了长远航任务，海军各兵种还要遂行

维和、守岛、演习等多种军事任务，虽然有研究以

参加海训、演习等海军官兵为调查对象［43-44］，但

缺少训练前后的比较研究。军事演习对官兵的影响

及演习中心理干预的作用等研究已在其他军种中开

展［45-48］，但在海军部队中，多样化军事任务对海军

官兵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

开展海军官兵心理健康研究，不能止于了解海

军官兵心理健康的一般状况，更应为海军官兵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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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建设提供实用意见和方法，这要求研究者进一

步深入一线官兵，开展干预研究，探讨适用于海军

的心理干预和心理健康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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