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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的自杀问题是我军密切关注的公共卫生

问题。军人自杀不但严重危害个人生命安全，给其

家庭和相关人员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导致部

心理弹性在军队人员睡眠质量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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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估军队人员的睡眠质量、自杀意念与心理弹性水平，探讨心理弹性在睡眠质量和自杀意念之

间的调节作用。方法 于 2020 年 5 月整群抽取某部官兵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量表、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IOSS） 和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评估官兵的睡眠质量、自杀意念和心理弹性水平。 
结果 共回收问卷 13 831 份，其中有效问卷 10 367 份，有效率为 74.95%。某部官兵的PSQI 量表总分为（5.04±3.60）
分，睡眠质量差检出率为 21.13%（2 191/10 367）；SIOSS 总分为（2.84±3.33）分，自杀意念检出率为 3.30% 
（342/10 367）；心理弹性量表总分为（70.54±15.32）分。不同性别、学历的官兵睡眠质量、自杀意念和心理弹性

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控制社会人口学变量后，睡眠质量（β＝0.46，P＜0.01）、心理弹性 （β＝ 

－0.31，P＜0.01）及两者交互项（β＝－0.20，P＜0.01）均对自杀意念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结论 心理弹性在睡眠

质量与自杀意念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建议开发适合军队的心理弹性训练，通过训练提升官兵的心理弹性来缓冲

睡眠质量差等危险性因素对官兵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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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leep quality, suicidal ideation and mental resilience of military personnel, and 
explore the role of mental resilience in moderating sleep quality and suicidal ideation. Methods Participants were recruited 
from military personnel by cluster sampling in May 2020.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scale, self-rating idea of 
suicide scale (SIOSS) and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ir sleep quality, suicidal 
ideation and mental resilience, respectively. Results A total of 13 831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of which 10 367 were 
effective,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74.95%. The total score of PSQI scale was 5.04±3.60,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poor sleep 
quality was 21.13% (2 191/10 367); the total score of SIOSS was 2.84±3.33,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suicidal ideation was 
3.30% (342/10 367); and the total score of CD-RISC was 70.54±15.3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leep quality, 
suicidal ideation and mental resilience among officers and soldiers with different genders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s (all  
P＜0.05). After controlling for sociodemographics, sleep quality (β＝0.46, P＜0.01), mental resilience (β＝－0.31, P＜0.01) 
and their interaction (β＝－0.20, P＜0.01) had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s on suicidal ideation. Conclusion Mental 
resilience play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sleep quality and suicidal ideation. Tailored mental resilience training 
should be developed for officers and soldiers to improve their mental resilience, so as to attenu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risk 
factors such as poor sleep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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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战斗力下降，影响军事任务的完成，甚至可能被

敌方利用制造舆论，严重危害部队的安全稳定。研

究显示，睡眠是自杀的一个重要危险性因素［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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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针对美军年轻战士的研究发现，在控制抑郁、

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和物质滥用等因素后，睡眠

问题仍对自杀意念有显著预测作用［4］。对加拿大

军队的一个大样本调查发现，失眠会显著增加无心

理问题健康军人自杀意念的产生［5］。目前针对我

国军人睡眠与自杀意念关系的研究尚少，有必要进

行大样本的研究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与一般人群相比，影响军人睡眠的因素中有很

大一部分难以改变。由于职业特殊性，军人的睡眠

容易受到多样化军事任务、高强度实战化训练、

夜间值班值守等客观因素影响［6］。因此，除了制定

一系列睡眠政策、组织睡眠干预等直接措施，需找

到一些可以缓冲睡眠质量差引起的不利影响的保护

性因素。心理弹性（即个体在面对压力时能够良好

适应并积极发展的“反弹能力”）可能是一个重要

的保护性因素。根据心理弹性的保护模型，尽管危

险性因素会对个体造成不良的影响，但心理弹性可

以充当“调节器”的作用，与危险性因素发生交互

作用从而减少消极后果产生的可能性和程度［7］。

Johnson 等［8］总结了 77 个实证研究，支持心理弹性

在危险性因素与自杀倾向之间起调节作用。因此，

本研究推测心理弹性也可能对军人的睡眠质量与自

杀意念的关系起调节作用。

本研究以军队某部官兵为样本，探讨军人的睡

眠质量与其自杀意念间的关系；同时考察心理弹性

是否在其中起调节作用，以期找到对军人的有效保

护性因素，来缓冲睡眠质量差等危险性因素的不利

影响，尽可能减少非战斗减员，并据此开展针对性

的训练计划。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 2020 年 5
月对军队某部官兵的睡眠质量、自杀意念与心理弹性

水平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13 831 份。

1.2 研究工具  
1.2.1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量表 采用 PSQI 量表中文修订版［9］ 

测量官兵睡眠质量，该量表由 19 个自评条目和 
5 个他评条目组成。参与计分的是前 18 个自评条

目，分为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

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能障碍 7 个

因子。每个因子按照 0～3 分计分，7 个因子得分

相加为 PSOI 总分，总分越高代表睡眠质量越差。

以 7 分为是否存在睡眠问题的参考界值，PSQI 总
分＞7 分为睡眠质量差、≤4 分为睡眠质量好、

5～7 分为睡眠质量一般。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
1.2.2 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elf-rating idea of suicide 
scale，SIOSS） 采用夏朝云等［10］编制的 SIOSS
测量官兵的自杀意念。该量表包括绝望、乐观、

睡眠和掩饰 4 个因子，共 26 个条目。采用 2 级计

分法，选择“是”计 1 分，“否”计 0 分，绝望、

乐观和睡眠 3 个因子得分相加为 SIOSS 总分，总

分越高，自杀意念越强。以 SIOSS 总分≥12 分作

为初步筛选有自杀意念者的参考界值，并以掩饰

因子≥4 分为测量不可靠。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4。
1.2.3 心理弹性量表 采用 Yu 和 Zhang［11］修订的

中文版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测量官兵的

心理弹性。该量表由 25 个条目组成，分为坚韧、

自强、乐观 3 个因子。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从

0 分（从来不）～4 分（一直如此）。3 个因子得分

相加为心理弹性总分，总分越高代表心理弹性水平

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
1.3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

行统计检验［12］，结果得到第 1 个因子解释的变异

量为 23.53%（＜40%），说明本研究中的数据共

同方法偏差效应不明显。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19.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计数资料以人

数和百分数表示。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方差分析比

较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官兵的睡眠质量、自杀意念

和心理弹性水平。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睡眠质

量、自杀意念、心理弹性、年龄和军龄之间的相关

性。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检验心理弹性在睡眠质量与

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作用，并用简单斜率检验［13］可

视化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社会人口学信息 本研究共收回问卷 13 831
份，剔除缺失和测量不可靠的问卷，最终获得有

效问卷 10 367 份，有效率为 74.95%。有效率相对

较低，是由于问卷设置并不强制被试回答所有条

目，出现较多缺失问卷。10 367 名官兵中男性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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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49%（10 003 人）、女性占 3.51%（364 人），

已婚占 33.90%（3 514 人）、未婚及其他婚姻状

况占 66.10%（6 853 人），大专及以下学历者占

65.87%（6 829 人）、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 34.13% 
（3 538 人），年龄 18～59（27.20±5.91）岁，军

龄 1～40（7.88±5.84）年。

2.2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官兵的睡眠质量、自杀

意念和心理弹性水平 10 367 名官兵的 PSQI 量表

总分为（5.04±3.60）分，睡眠质量好、一般、差

者分别占 50.79%（5 265 人）、28.08%（2 911 人）、

21.13%（2 191人）；SIOSS总分为（2.84±3.33）分，

SIOSS 总分＜12 分者占 96.70%（10025 人）、≥ 

12 分者占 3.30%（342 人）；心理弹性量表总分为

（70.54±15.32）分。

采用单因素完全随机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社

会人口学特征官兵的睡眠质量、自杀意念和心理

弹性水平，对于不满足方差齐性的均值比较，采

用 Welch 检验［14］。结果（表 1）显示，与女性官

兵相比，男性官兵的睡眠质量更好（F（1, 10 365）＝ 

11.76，P＜0.01），自杀意念水平更低（F（1, 10 365）＝ 

7.76，P＜0.01），心理弹性水平更高（W（1, 395.77）＝ 

28.97，P＜0.001）；与已婚官兵相比，未婚及其

他婚姻状况官兵的睡眠质量更好（W（1, 6 834.86）＝ 

31.94，P＜0.001），自杀意念水平更低（W（1, 6 875.85）＝ 

15.58，P＜0.001），心弹性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W（1, 7 520.68）＝0.88，P＞0.05）；与本科及以上学

历的官兵相比，大专及以下学历官兵的睡眠质量更

好（W（1, 6 926.45）＝86.81，P＜0.001），自杀意念水平

更低（W（1, 6 524.65）＝37.29，P＜0.001），心理弹性水

平更低（W（1, 7 805.99）＝4.27，P＜0.05）。

表 1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官兵的睡眠质量、自杀意念

和心理弹性水平比较

x±s

 组别 n 睡眠质量 自杀意念 心理弹性

性别

 男 10 003 5.02±3.59 2.82±3.33 70.68±15.35
 女      364 5.68±3.76** 3.32±3.42**66.67±13.93**

婚姻

 已婚   3 514 5.33±3.69 3.02±3.41 70.73±14.63
 未婚及其他   6 853 4.90±3.54** 2.74±3.29**70.44±15.66
学历

 大专及以下   6 829 4.81±3.54 2.69±3.20 70.32±15.81
 本科及以上   3 538 5.50±3.67** 3.12±3.56**70.96±14.31*

*P＜0.05，**P＜0.01.

2.3 睡眠质量得分、自杀意念得分、心理弹性得

分、年龄和军龄之间的相关性 Pearson 相关分析

显示，睡眠质量得分与自杀意念得分呈正相关（r＝ 

0.63，P＜0.001），与心理弹性得分呈负相关（r＝ 

－0.37，P＜0.001）；自杀意念得分与心理弹性得

分呈负相关（r＝－0.52，P＜0.001）；年龄与睡

眠质量得分（r＝0.06，P＜0.001）、自杀意念得分 
（r＝0.05，P＜0.001）均呈正相关，与心理弹性得

分无相关（r＝0.01，P＞0.05）；军龄与睡眠质量

得分（r＝0.05，P＜0.001）、自杀意念得分（r＝0.05，
P＜0.001）、年龄（r＝0.93，P＜0.001）均呈正相

关，与心理弹性得分无相关（r＝0.01，P＞0.05）。

2.4 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 检验心理弹性在睡眠

质量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作用，先对睡眠质量和

心理弹性分数做中心化处理，并生成睡眠质量和心

理弹性的乘积项，然后以自杀意念为因变量进行

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表 2）显示，控制身份、性

别、婚姻状况、学历、年龄和军龄等社会人口学变

量后，睡眠质量、心理弹性及两者的交互项均对自

杀意念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 均＜0.01），说明

心理弹性在睡眠质量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效应 
显著。

表 2 预测自杀意念的多变量回归分析结果

步骤 自变量
自杀意念

β ΔR2 累积R2

第一层 身份 －0.03* 0.005** 0.005
性别 0.01
婚姻 0.01
学历 －0.03*

年龄 0.02
军龄 0.02

第二层 睡眠质量 0.46** 0.486** 0.491
心理弹性 －0.31**

第三层 睡眠质量×心理弹性 －0.20** 0.037** 0.528
*P＜0.05，**P＜0.01. β：标准化回归系数；R2：决定系数.

为了更直观地分析心理弹性的调节作用，根据

心理弹性分数将被试分成高心理弹性组（心理弹性

得分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被试，n＝1 796）和低

心理弹性组（心理弹性得分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

被试，n＝1 585），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并绘制调节

效应图。结果（图 1）显示，在低心理弹性组中，

随着 PSQI 总分增加（睡眠质量降低），自杀意念

水平也迅速提高（β＝0.61，P＜0.001）；而在高

心理弹性组中，随着 PSQI 总分增加，自杀意念水

第 12 期．周佳楠，等．心理弹性在军队人员睡眠质量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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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高的斜率相对平缓（β＝0.47，P＜0.001）。

说明低心理弹性组官兵的睡眠质量对自杀意念的预

测作用高于高心理弹性组的官兵，心理弹性在睡眠

质量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中起一定的缓冲作用。

图 1 心理弹性对睡眠质量与自杀意念关系的调节作用

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该部官兵整体睡眠质量一般

［PSQI 总分为（5.04±3.60）分］，睡眠质量差的

检出率为 21.13%。何静文等［15］研究显示，434 名

海军官兵的 PSQI 总分为（5.85±3.37）分，检出率

为 26.5%；程祺等［16］对各军种共 1 887 名军人调查

结果显示 PSQI 总分为（5.61±3.09）分，检出率为

12.5%。本研究中军人的 PSQI 总分略低于以往研

究，睡眠质量差的检出率在两者之间。

该部官兵整体的自杀意念水平较低［SIOSS
总分为（2.84±3.33）分］，自杀意念的检出率

为 3.30%。胡艳等［17］研究 729 名封闭环境中训

练的官兵得到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 1.92%；刘伟

立等［18］研究 727 名新兵得到平均 SIOSS 总分为

3.58±3.28，检出率为 3.54%；而何静文等［15］研究

434 名海军官兵得到 SIOSS 总分为（7.05±3.98）
分，检出率为 9.9%。各研究的自杀意念检出率差别

较大，这可能与不同研究中所测量的军人群体来自

不同单位、不同地域并且承担着不同的任务有关。

除了性别，其他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官兵之

间睡眠质量的差异和自杀意念水平的差异与以往研

究结果［16,19-20］基本一致。关于性别，目前已有的研

究结果并不一致，这可能与女性官兵人数远少于男

性官兵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与男性官兵相比，

女性官兵的睡眠质量更差，自杀意念水平更高；对

于这一结果，应慎重对待，其背后原因还需通过访

谈等质性研究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学历官兵的心理弹性水平

更高，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21］。高学历官兵通过

学习可以获得更多积极应对压力的方式，对危险性

因素的认知更全面，拥有更多资源和机会；此外，

高学历官兵经历过更多升学压力的考验，也锻炼了

他们的压力应对能力，因此其心理弹性较低学历者

高。另外，男性官兵的心理弹性水平高于女性官

兵。这可能是因为男性官兵一般需要承担更多的

战训任务，更多奋斗在一线作战岗位上，工作经验

相对丰富，在执行任务中也更得心应手；同时，男

性官兵的职业发展空间往往较大，社会适应性相对 
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控制身份、性别、婚姻状

况、学历、年龄和军龄这些社会人口学变量后，睡

眠质量和心理弹性均对自杀意念具有显著的预测作

用。该结果验证了睡眠质量差作为军人群体经常面

临的不利影响因素之一，可能会增加官兵的自杀意

念，与已有研究结果［4,5,15］一致。同时，心理弹性作

为保护性因素，可直接降低官兵的自杀意念。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心理弹性在睡眠质量与自

杀意念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这说明心理弹性

这个保护性因素能与睡眠质量发生交互作用，从而

降低睡眠质量差对官兵带来的不利影响，这一研究

结果符合前人提出的理论模型（即心理弹性的保护

模型）［7］。军人所承担的军事任务往往具有很强

的突发性，要求其随时能够投入到战斗中；因此，

军人常处于应激状态，警觉性高，加上生物节律紊

乱，较容易出现睡眠质量问题［6］。而拥有良好的心

理弹性有助于其发挥坚韧、自强等个人资源优势，

调整对睡眠的认知，有效调节情绪，保持乐观的心

态，从而缓冲睡眠质量差等危险因素引起的不利 
影响。

由此可见，无论是心理弹性对自杀意念的直接

负向预测作用，还是心理弹性通过与睡眠质量交互

作用来缓冲睡眠质量差对自杀意念的正向预测作

用，都体现出心理弹性这一保护性因素的重要性。

这对于降低官兵自杀风险，促进其良好适应具有现

实的指导意义。一方面，在部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时，不仅要关注官兵面临的不利处境及消极发展结

果，更要善于发现其自身存在的潜力和资源，相信

他们可以积极应对。另一方面，针对军人群体开展

心理干预和训练时，除了直接开展睡眠干预、自杀

干预等工作，也可以从提升官兵的心理弹性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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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降低危险性因素的不利影响、提升整体身

心健康水平的目的。因此，开发适合军队的心理弹

性训练并融入到我军的日常训练工作是一个值得探

索的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研究采用自我

报告法收集数据具有一定局限性，未来应考虑从上

级领导、家庭成员、战友等多角度丰富有关变量的

观测指标。第二，本研究并未对被试的抑郁情况进

行测量，抑郁症患者常伴有睡眠问题和自杀意念，

个别被试如患有抑郁症，可能对本研究结果产生一

定影响。第三，本研究是一个横断面调查，无法证

明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后续需进一步展开相应追踪

研究验证目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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