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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远海驻礁部队战士的心理素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其心理素质、健康主观评价、社会支

持三者之间的关系。方法　使用军人心理素质量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驻某礁 100 名部队战

士进行问卷调查。军人心理素质量表包括聪慧、忠诚、勇敢、自信和耐挫 5 个维度，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包括生理健

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 3 个维度，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他支持 3 个维度。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远海驻礁部队战士军人心理素质量表得分与总体军人心理素质常模进行比较，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 3 个量

表中各维度得分及总分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社会支持、健康主观评价和远海驻礁部队

战士心理素质之间的相互影响。结果　远海驻礁部队战士军人心理素质量表自信维度（沉着＋独立＋乐群）得分优

于总体常模（P＝0.030），其余 4 个维度得分与常模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

除远海驻礁部队战士军人心理素质量表忠诚维度得分与自测健康评定量表社会健康维度得分无相关性（P＝0.366）
外，军人心理素质量表、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3 个量表之间其余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呈正相关 
（P 均＜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健康是耐挫的影响因素（P＝0.006），家庭支持和生理健康是心理

健康的影响因素（P＝0.022，P＜0.001），家庭支持是生理健康的影响因素（P＝0.025）。结论　远海驻礁战士心理素

质易受岛礁环境的影响，需要从加强社会支持、提高自身健康认识两方面入手改善远海驻礁战士的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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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the soldiers stationed at a reef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quality, subjective evaluation of health and social support.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100 soldiers stationed at a reef using the military psychology 
quality scale, self-test health rating scale and comprehension social support scale. The military psychology quality 
scale includes five dimensions: intelligence, loyalty, courage, self-confidence and frustration. The self-test health 
rating scale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physical health,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health. The comprehension social 
support scale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family support, friend support, and other support. The scores of the military 
psychological quality scale of the soldiers stationed at the reef were compared with the norm of military mental quality 
using independent-sample t test.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and total scores for the three scales. 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between social support, healthy subjective evaluation and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soldiers stationed at the reef. 
Results　The scores of dimension confidence (calm＋independent＋sociable) of the soldiers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overall norm score (P＝0.030), and the difference for the other 4 dimension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he soldiers and the norm (all P＞0.05).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cores of all 
dimensions and total scor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between the three scales used in this study (all P＜0.01), except 
for loyalty dimension of military psychology quality scale and social health dimension of self-test health rating scale  
(P＝0.366).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ental health was the inf luencing factor of the 
tolerance (P＝0.006); family support and physical health were the inf luencing factors of mental health (P＝0.022,  
P＜0.001), and family support w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 of physical health (P=0.025).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of soldiers stationed at a reef is vulnerable to the environment of the reef.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quality by strengthening social support and improving their own health awareness of the soldiers.

[Key words]　reefs; military personnel; psychological quality; social support; health status
[Acad J Sec Mil Med Univ, 2019, 40(8): 889-893]

我国某礁远离大陆，对外联络、交通不便，相对

单调封闭的特殊环境可导致驻礁官兵心理素质水平下

降[1]。心理素质水平与战斗力息息相关，在目前新时代

战争模式下，军人心理素质已成为影响军事作业能力

的主要因素[2]。海礁的地理位置在军事上至关重要，但

目前国内对远海驻礁部队战士心理素质的研究较少，

而美军由于战后存在心理问题的士兵较多，开展了大

量精神关怀方面的研究，将精神卫生服务纳入军人初

级保健，建立了士兵常规心理健康筛查制度[3]。面对新

形势下的战争，研究我国远海驻礁部队战士心理素质

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支持和健康主观评价

与心理素质存在一定关联，但缺乏对远海驻礁部队战

士社会支持状况和健康主观评价的系统研究。本研

究旨在探讨偏僻的海礁环境对驻礁部队战士心理素

质和健康主观评价的影响及相应社会支持水平，并

对影响远海驻礁部队战士心理素质的因素提出干预

措施。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某礁驻守部队基层单位分

布随机抽取调查对象，共抽取驻礁战士 156 人，

选取其中男性、未婚、年龄 20～28 岁、驻礁时间为  

1 年以内、文化程度为高中以上者，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00 份。以总体军人心理素质常模[4]作为比较对象。

1.2　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研究。问卷包括：

（1）军人心理素质量表 [4]，共分 5 个维度：聪

慧、忠诚、勇敢、自信、耐挫。统计指标为各个

维度的总分及量表总分。（2）自测健康评定量 

表[5]，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 3 个维

度。统计指标为各维度总分及量表总分。（3）领

悟社会支持量表[6]，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其

他支持 3 个维度。统计指标为各维度总分及量表总

分。测评由专业人员按照统一指导语进行团体实

测，测评结束后当场收回问卷。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

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军人心理素质量

表得分平均值和总体常模平均值进行比较。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 3 个量表中各维度得分及总分

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

讨社会支持、健康主观评价和驻礁部队战士心理素

质之间的相互影响，变量筛选采用 enter 法。检验

水准（α）为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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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驻礁部队战士总体心理素质状况 驻礁部队

战士军人心理素质量表自信维度（沉着＋独立＋乐

群）的得分优于总体常模（P＝0.030），其余 4 个
维度得分与常模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见表 1。

表 1　驻礁战士军人心理素质量表得分与总体军人心理素质常模 [4] 比较

                                                     x±s 
量表 常模 n＝7 124 驻礁战士 n＝100 t 值 P 值

聪慧 (判断＋决策＋应变) 66.49±9.28 65.80±9.64 0.738 0.461
忠诚 (爱国＋奉献＋责任) 74.35±8.85 72.99±10.40 1.522 0.128
勇敢 (果断＋坚定＋顽强) 68.48±8.75 67.46±8.54 1.158 0.247
自信 (沉着＋独立＋乐群) 64.53±6.79 66.02±8.39 －2.171 0.030
耐挫 (适应＋承受＋调节) 65.42±8.20 63.81±8.95 1.947 0.052

2.2　驻礁部队战士军人心理素质量表得分与社会

支持之间的关系 军人心理素质量表各维度得分及

总分均与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呈正

相关（P 均＜0.01，表 2）。军人心理素质量表耐

挫维度的适应、承受、调节 3 个方面得分均与领悟

社会支持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呈正相关（P 均＜ 

0.01，表 3）。

表 2　100 名驻礁战士军人心理素质量表与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得分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r　

量表
军人心理素质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聪慧 忠诚 勇敢 自信 耐挫 总分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总分
军人心理素质量表
 聪慧 1
 忠诚 0.720** 1
 勇敢 0.830** 0.723** 1
 自信 0.760** 0.565** 0.753** 1
 耐挫 0.736** 0.677** 0.756** 0.669** 1
 总分 0.920** 0.849** 0.919** 0.842** 0.870** 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家庭支持 0.351** 0.366** 0.411** 0.302** 0.493** 0.437** 1
 朋友支持 0.335** 0.287** 0.367** 0.325** 0.456** 0.400** 0.836** 1
 其他支持 0.362** 0.321** 0.413** 0.324** 0.431** 0.419** 0.774** 0.848** 1
 总分 0.373** 0.347** 0.424** 0.338** 0.491** 0.447** 0.929** 0.953** 0.931** 1

**P＜0.01

表 3　100 名驻礁战士军人心理素质量表耐挫维度各方面与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得分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r　

量表
军人心理素质量表耐挫维度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适应 承受 调节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总分
军人心理素质量表耐挫维度
 适应 1
 承受 0.514** 1
 调节 0.579** 0.605** 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家庭支持 0.402** 0.395** 0.448** 1
 朋友支持 0.317** 0.378** 0.455** 0.836** 1
 其他支持 0.299** 0.378** 0.412** 0.774** 0.848** 1
 总分 0.363** 0.410** 0.467** 0.929** 0.953** 0.931** 1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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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驻礁部队战士军人心理素质量表得分与健康

主观评价之间的关系 除军人心理素质量表忠诚维

度得分与自测健康评定量表中的社会健康无相关性

（r＝0.091，P＝0.366）外，其他各维度得分及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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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与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呈正相

关（P 均＜0.01，表 4）。

2.4 驻礁部队战士健康主观评价与社会支持之间

的关系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与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呈正相关 
（P 均＜0.01，表 5）。

表 4　100 名驻礁战士军人心理素质量表与自测健康评定量表得分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r　

量表
军人心理素质量表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

聪慧 忠诚 勇敢 自信 耐挫 总分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社会健康 总分
军人心理素质量表
 聪慧 1
 忠诚 0.720** 1
 勇敢 0.830** 0.723** 1 
 自信 0.760** 0.565** 0.753** 1 
 耐挫 0.736** 0.677** 0.756** 0.669** 1 
 总分 0.920** 0.849** 0.919** 0.842** 0.870** 1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
 生理健康 0.233** 0.271** 0.328** 0.247** 0.410** 0.337** 1 
 心理健康 0.327** 0.350** 0.361** 0.334** 0.508** 0.426** 0.511** 1 
 社会健康 0.241** 0.091 0.285** 0.338** 0.310** 0.280** 0.362** 0.481** 1 
 总分 0.334** 0.290** 0.401** 0.381** 0.510** 0.431** 0.754** 0.854** 0.775** 1 

**P＜0.01

表 5　100 名驻礁战士自测健康评定量表与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得分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r　

量表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社会健康 总分 家庭支持 朋友支持 其他支持 总分
自测健康评定量表
 生理健康 1
 心理健康 0.511** 1
 社会健康 0.362** 0.481** 1
 总分 0.754** 0.854** 0.775** 1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家庭支持 0.402** 0.541** 0.661** 0.671** 1
 朋友支持 0.345** 0.484** 0.652** 0.622** 0.836** 1
 其他支持 0.293** 0.393** 0.599** 0.537** 0.774** 0.848** 1
 总分 0.370** 0.505** 0.680** 0.651** 0.929** 0.953** 0.931** 1

**P＜0.01

2.5　影响军人心理素质的因素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心理健康是耐挫维度的影响因素 [标
准化回归系数（β）＝0.303，t＝2.795，P＝0.006]，家

庭支持（β＝0.355，t＝2.334，P＝0.022）和生理

健康（β＝0.345，t＝3.983，P＜0.001）是心理健

康的影响因素，家庭支持是生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β＝0.397，t＝2.279，P＝0.025）。

3　讨　论

基层战士心理素质是保证战斗力的关键[7]。本

研究结果显示，除自信维度外，远海驻礁部队战士

军人心理素质量表其余各维度得分平均值均低于军

人心理素质总体常模平均值，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均＞0.05）。耐挫维度包括适应、承受、调

节 3 个方面，各方面得分均与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各

维度得分及总分呈正相关（P 均＜0.01）。根据生

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生物效应和社会因素均会

对心理素质产生影响[8]。在相对孤僻的环境下，官

兵在适应新环境、承受孤独、调节心理素质方面的

能力会受到影响[9]。因此，为了确保远海驻礁部队

战士心理素质能够达到军人心理素质标准，应重点

在适应、承受、调节 3 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从社

会支持与健康主观评价入手，帮助官兵更好地维持

良好的心理素质。

本研究结果显示，远海驻礁部队战士的心理

素质与社会支持密切相关。远海驻礁部队战士所处环

境偏僻，造成了驻礁部队战士与外界联系困难，社交

活动很少，从而使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下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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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心理素质[10]。调查研究表明，社会支持程度越高

的战士心理素质越好[11]。由此可见，加强对远海驻礁

部队战士的社会支持力度，多举办军民融合文化活

动，加强社会与岛礁的联系尤为重要[12]。

本研究结果显示，远海驻礁部队战士心理素

质与健康主观评价有关。偏僻的环境使官兵对自身

健康评价结果变差，其原因可能是平时医疗条件有

限，普通战士不能及时、准确地了解自身健康情

况，不能及时解决身体的小问题，从而影响心理健

康，对自身的健康情况也没有信心[13]。因此，可采

取定期派遣上级医师到基层为战士进行健康体检、

卫生知识宣讲、解决岛礁一线官兵的健康问题等方

法，保证岛礁军人的良好心理素质[14]。

本研究也着重分析了驻礁部队战士社会支持和

健康主观评价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自测健康评定

量表各维度得分及总分与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各维度

得分及总分均呈正相关（P 均＜0.01）。社会支持

是个体应对压力的重要资源，其可用性与负面情绪

有重要联系，如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抑郁[15]等。驻

礁部队战士社会支持程度越高，对自身健康评价也

就越高[16]。这也进一步证实了驻礁部队战士社会支

持与心理健康之间的联系[17]。因此，提升社会支持

力度可以让官兵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更自信，从而保

证良好的心理素质。

本研究显示心理健康是驻礁部队战士耐挫的影

响因素（P＝0.006），家庭支持（P＝0.022）和生理

健康（P＜0.001）是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家庭支持

（P＝0.025）是生理健康的影响因素。因此，保障驻

礁部队战士心理素质的关键在于提高其心理健康水

平，提高其对自身健康的心理认同，同时辅助提升

家庭支持力度，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全面提高驻守远

海礁部队战士心理素质的目标。

为了增强军人战斗力，需要提高军人心理素

质。本研究发现，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驻礁部队战

士耐挫维度适应、承受和调节方面容易受到影响，并

且与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有关。因此，需要加强对驻礁

部队战士的社会支持力度，以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水

平，从而更好地提升战斗力。与此同时，提高健康体

检频率和权威性，让部队战士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情况

有准确且全面的认识[10]，对提高官兵健康主观评价、

改善官兵心理素质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提高驻礁部队战士心理素质需要

从社会支持、健康主观评价入手，提高耐挫能力，

确保驻礁部队战士战斗力水平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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