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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某部岸勤官兵与某部驻岛官兵睡眠质量比较——基于倾向性评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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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海军岸勤官兵与驻岛官兵之间睡眠质量的差异。方法 随机抽取 440 名海军某部岸勤官

兵和 439 名海军某部驻岛官兵，使用自编人口学问卷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对其睡眠状况进行调查。 

结果 岸勤官兵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421 份，有效率为 95.7%；驻岛官兵回收有效问卷 424 份，有效率为 96.6%。倾向

性评分匹配后，319 名岸勤官兵和 319 名驻岛官兵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及 PSQI 总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均＜0.05）。控制性别、年龄及婚姻状况等人口学因素后，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官兵睡眠质量越差（β＝

0.123，P＜0.01），驻岛官兵比岸勤官兵睡眠质量差（β＝－0.095，P＜0.05）。结论 与岸勤官兵相比，驻岛官兵的

睡眠质量更差。对特殊岗位作业的官兵应加强睡眠卫生教育，改善其睡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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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sleep quality between naval coast servicemen and servicemen stationed on island—based on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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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sleep quality between naval coast servicemen and servicemen 
stationed on island. Methods A random sample of 440 naval coast servicemen and 439 servicemen stationed on island 
was surveyed for sleep quality using self-designed demographic questionnaire and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Results A total of 42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coast servicemen,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5.7%; 42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rom servicemen stationed on islan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6.6%. Afte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leep duration, sleep efficiency, sleep disorders and PSQI total 
scores between 319 coast servicemen and 319 servicemen stationed on island (all P＜0.05). After controlling for general 
demographic factors (gender, age, and marital status), it was found that the higher the education level was, the worse the 
sleep quality was (β＝0.123, P＜0.01), and servicemen stationed on island had worse sleep quality than coast servicemen  
(β＝－0.095, P＜0.05). Conclusion Sleep quality of servicemen stationed on island is worse than that of coast servicemen. 
Sleep hygiene education should be enhanced for military personnel in special positions to improve their slee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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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对人的精神和体力的恢复具有重要意

义。军人是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相对封闭的环

境、高强度的训练、频繁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等都会

对官兵的睡眠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军人睡眠障碍发

生率一般会高于普通人［1］，这些睡眠问题不仅会

影响军人平时的生活和训练，还会对部队的战斗力

产生严重影响［2］。

不同兵种官兵的睡眠情况可能存在差异。比

如驻岛官兵地处偏远的海防前沿，远离大陆，补给

困难，承受高温、高湿、高盐等恶劣自然环境的影

响，此外生活艰苦而单调，缺乏较完整的社会支持

系统。相比于驻岛官兵，岸勤官兵周围的自然环境

和社会环境可能较好。为了解不同兵种之间睡眠质

量的差异，本研究对海军某部岸勤官兵和海军某部

驻岛官兵的睡眠状况进行了调查。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9 年 4 月至 7 月，采用随机抽

样法对海军某部岸勤官兵和海军某部驻岛官兵的睡

眠状况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排除了有重大躯体疾

病或精神疾病的个体。

1.2 研究方法 测试均在研究者统一指导下进

行。在海军某部岸勤官兵中共发放问卷 440 份，回

收有效问卷 421 份，有效率为 95.7%；在海军某部

驻岛官兵中共发放有效问卷 439 份，回收有效问卷

424 份，有效率为 96.6%。

1.3 自编一般人口学问卷 包括年龄、性别、受

教育程度及婚姻状况。

1.4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量表［3］ 该量表由 19 个自评条目

和 5 个他评条目构成，其中第 19 个自评条目和 5
个他评条目不参与计分，参与计分的 18 个自评条

目分为 7 个因子（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

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应用、日间

功能障碍），每个因子按 0～3 分计分。7 个因子

得分合计为 PSQI 总分，总分＞7 分者睡眠质量差，

总分≤7 分者睡眠质量好，分数越高者睡眠质量越

差。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Cronbach α 系

数为 0.764。
1.5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以兵种变量（岸勤官兵＝1，驻岛官兵＝0）
为因变量，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婚姻状况

为协变量，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进行 1 ∶ 1 匹配，设定卡钳值为

0.05。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两组

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以中位数（平均秩次）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秩和

检验；计数资料以人数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

验或 Fisher 确切概率法。回归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

归并使用逐步法。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PSM 前两个不同兵种的海

军官兵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婚姻状况方面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1）。按照 1 ∶ 1
匹配后，319 名岸勤官兵与 319 名驻岛官兵在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及婚姻状况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P 均＞0.05）。见表 1。

表 1 PSM 前后不同兵种海军官兵一般人口学资料

指标
PSM前 PSM后

岸勤官兵 N＝421 驻岛官兵 N＝424 P值 岸勤官兵 N＝319 驻岛官兵 N＝319 P值

年龄/岁, x±s 28.19±6.74 24.90±4.34 ＜0.01 25.53±4.23 25.55±4.46 0.942
性别, n     0.001 0.794
 男 394 416 312 311
 女 27 8 7 8
受教育程度, n ＜0.01 0.283
 初中及以下 2 19 2 7
 高中或大专 136 222 135 141
 本科 259 181 178 169
 研究生及以上 24 2 4 2
婚姻状况, n ＜0.01 0.840
 未婚 244 341 236 238
 已婚 175 82 81 80
 离异 2 1 2 1

PSM：倾向性评分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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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兵种海军官兵睡眠状况比较 PSM 后，

319 名岸勤官兵 PSQI 总分为（5.90±3.43）分，

319 名 驻 岛 官 兵 的 PSQI 总 分 为（6.48±3.14）
分；驻岛官兵与岸勤官兵的主观睡眠质量、入睡

时间、催眠药物应用及日间功能障碍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 均＞0.05），而睡眠时间、睡眠效

率、睡眠障碍及 PSQI 总分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均＜0.05）。见表 2。

表 2 海军岸勤官兵与驻岛官兵睡眠状况比较

中位数 ( 平均秩次 )

因子
PSM前 PSM后

岸勤官兵 n＝421 驻岛官兵 n＝424 P值 岸勤官兵 n＝319 驻岛官兵 n＝319 P值
主观睡眠质量 1 (394.15) 1 (451.65) ＜0.001 1 (311.25) 1 (327.75) 0.208
入睡时间 1 (407.51) 1 (438.38) 0.054 1 (319.68) 1 (319.32) 0.979
睡眠时间 1 (381.33) 1 (464.38) ＜0.001 1 (296.51) 1 (342.49) ＜0.001
睡眠效率 0 (375.27) 0 (470.39) ＜0.001 0 (294.82) 0 (344.18) ＜0.001
睡眠障碍 1 (399.24) 1 (446.60) 0.001 1 (303.96) 1 (335.04) 0.009
催眠药物应用 0 (423.00) 0 (423.00) 0.999 0 (319.50) 0 (319.50) 0.999
日间功能障碍 1 (414.82) 1 (431.12) 0.302 1 (325.95) 1 (313.05) 0.342
PSQI总分 5 (378.03) 7 (467.65) ＜0.001 5 (301.17) 5 (337.83) 0.012

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M：倾向性评分匹配．

2.3 海军官兵睡眠状况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

分析 将不同兵种作为自变量（岸勤官兵＝1，驻

岛官兵＝0），与一般人口学因素一起放入回归模

型，使用逐步法分析（调整后 R2＝0.02）发现，受

教育程度越高的官兵睡眠质量越差（β＝0.123， 
P＜0.01），驻岛官兵较岸勤官兵睡眠质量差（β＝ 

－0.095，P＜0.05）。

3 讨 论

本研究对海军某部岸勤官兵和某部驻岛官兵共

845 名海军官兵的睡眠质量进行了调查，发现驻岛

官兵的睡眠质量比岸勤官兵差，通过回归分析进一

步发现不同兵种对官兵的睡眠质量是有影响的。梁

学军等［4］对 328 名海防部队的驻岛官兵进行了调

查，杨春等［5］也对 339 名驻岛官兵进行了调查，结

果均发现不少驻岛官兵存在睡眠障碍。与岸勤官兵

相比，驻岛官兵睡眠质量较差可能与海岛上高温、

高湿、高盐等恶劣自然环境及补给受限等因素有

关。研究显示，不适宜的温度和湿度会影响个体的

睡眠质量［6］。驻岛官兵长期处于封闭的海岛环境，

远离亲人朋友，缺乏相对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驻

岛官兵的社会支持现况也不容乐观，尤其是军龄

低、独生子女、未婚的官兵［7］。这些因素可能也

会影响官兵的睡眠质量。

睡眠对于军人来说非常重要。目前，美军卫生

部已将军人睡眠健康的重要性等同于运动和营养，

将这三者作为美军健康运动的三大支柱。探究不同

部队官兵睡眠问题的差异有助于针对性地改善军人

睡眠问题。应对在特殊岗位作业的官兵加强睡眠卫

生教育，采取预防和干预措施以改善其睡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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