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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航后期护航官兵睡眠质量与积极心理健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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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长远航后期护航官兵的睡眠质量与积极心理健康状况及两者间的关系。方法 随机整群

抽取某部护航官兵 154 人，在长远航第 180 天时，采用匹兹堡睡眠指数（PSQI）量表和简版心理健康连续体量表

（MHC-SF）（成人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共 152 人完成有效问卷。在长远航第 180 天时，护航官兵 PSQI 总分

为（7.16±3.47）分，高于军人常模［（5.41±3.09）分，P＜0.01］，其中有 46.71%（71/152）的官兵睡眠质量差（PSQI
总分＞7 分）；MHC-SF 总分为（3.57±0.99）分，社会幸福感维度得分为（3.59±1.07）分，心理幸福感维度得分为

（3.71±1.06）分，均高于全国常模［（3.24±1.00）分、（3.14±1.20）分、（3.44±1.10）分，P 均＜0.01］。护航

官兵 PSQI 总分与 MHC-SF 总分及情绪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维度得分均呈负相关（r＝－0.34、－0.40、 

－0.32、－0.28，P 均＜0.01）。结论 长远航后期，近半数护航官兵存在睡眠问题，但总体积极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幸福感较高。睡眠问题对官兵的积极心理健康状况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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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leep quality and positive mental health of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during late long-time esc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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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leep quality, positive mental health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during late long-time escort. Methods A total of 154 escort officers and soldiers were selected from a naval 
fleet by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and mental health continuum short form 
(MHC-SF) for adult were used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180th day of the long-distance navigation. Results A total of 
152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On the 180th day of the long-distance navigation, the total score of PSQI (7.16±3.47)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military norm (5.41±3.09, P＜0.01), and 46.71% (71/152) of the officers and soldiers 
suffered from poor sleep quality (the total score of PSQI＞7). The total score of MHC-SF was 3.57±0.99, the score of social 
well-being dimension was 3.59±1.07, and the scor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imension was 3.71±1.06, which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ational norm (3.24±1.00, 3.14±1.20, 3.44±1.10, all P＜0.01). The total score of PSQI of 
escort officers and soldier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MHC-SF and the scores of emotional well-being, 
social well-being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imensions of MHC-SF (r＝－0.34, －0.40, －0.32, －0.28, all P＜0.01). 
Conclusion During the late long-time escort, nearly half of the escort officers and soldiers have sleep problems, while the 
overall positive mental health is well and the sense of well-being is high. Sleep problems adversely affect the positive mental 
health of officers and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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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期长短是影响舰员心理状态最为关键的因

素之一［1］。长远航期间，相当一部分护航官兵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睡眠质量下降及心理状态波动［2-4］， 
且出现概率和严重程度会随航行时间的推移而升

高，在长远航后期，官兵的睡眠质量和心理状况会

降到较低值［1,5-7］。这不仅会影响官兵的身心健康，

更会影响任务的完成和部队战斗力［8］。既往国内相

关研究多使用症状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

自评量表等来测量护航官兵的心理健康状况［3,9-10］， 
侧重于消极取向的心理健康［11］，而关于护航官兵

积极心理健康状态的研究尚少［12］。积极取向的心

理健康强调人的幸福状态，指个人能够认识并实现

自己的能力，可以应对生活中的压力、进行有效的

工作，并能够为社会带来贡献［11］。为了促进对护

航官兵心理健康状况多层次、全方面的了解，本研

究将从积极心理健康的角度出发，探讨长远航后期

官兵的睡眠质量、积极心理健康水平及两者的相互

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选取某部

154 名护航官兵为研究对象，于航行第 180 天进行

测评，所有问卷均在测验工作者指导下现场填写

并回收。共 152 人完成有效问卷，有效应答率为

98.70%。所调查护航官兵年龄为 19～39 岁，平均

（26.53±4.49）岁；男 141 名，女 11 名。本研究方

案获得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伦理委员会

审批，所有受试者均为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研究工具

1.2.1 匹兹堡睡眠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量表［13］ PSQI 用于评估个体最近 
1 个月的主观睡眠质量，包括 19 个自评条目和 5
个他评条目，仅前 18 个条目参与计分，构成主观

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

障碍、催眠药物应用及日间功能障碍 7 个因子。条

目采用 0～3 级计分，所有因子分相加构成量表总

分，分值越高睡眠质量越差。PSQI 以 7 分为划界 
分，≤7 分为睡眠质量好，＞7 分为睡眠质量差［14］。

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4，重测信度为 0.99，

效度检验符合测量学要求［15］。

1.2.2 简版心理健康连续体量表（mental health 
continuum short form，MHC-SF）（成人版）［16］ MHC-SF
用于评估个体近期的积极心理健康状况，包括情绪

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 3 个维度，共 14
个条目，要求被试评估在过去 2 周到 1 个月内自己

察觉到条目所述情况的次数。量表采用 0～5 级计

分，分值越高个体的幸福感越强。该量表总的内部

一致性信度为 0.94，情绪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和心

理幸福感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92、0.83
和 0.91，效度检验符合测量学要求［16］。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使用单样本 t 检验比较本研究样本的 PSQI
得分与军人常模的差异及 MHC-SF 得分与全国常

模的差异，使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讨 PSQI 得分与

MHC-SF 得分的相关性。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长远航后期护航官兵的睡眠质量 在长远航

第 180 天，护航官兵 PSQI 总分为（7.16±3.47）分，

高于军人常模［（5.41±3.09）分］［17］，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6.27，P＜0.01）。152 名护航官兵

中，71 人 PSQI 总分＞7 分，睡眠质量差的发生率

为 46.71%。护航官兵 PSQI 各维度得分见表 1，其

中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和睡眠效率得分排在

前 3 位，≥2 分者分别有 56 人（36.84%）、89 人

（58.55%）和 87 人（57.24%）。

2.2 长 远 航 后 期 护 航 官 兵 的 积 极 心 理 健 康 
状况 在长远航第 180 天，护航官兵的 MHC-SF 总

分、社会幸福感维度得分和心理幸福感维度得分均

高于全国常模［16］（P 均＜0.01），情绪幸福感维度

得分与全国常模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2）。

2.3 长远航后期护航官兵睡眠质量与积极心理健

康状况的相关性 在长远航第 180 天时，护航官兵

的 PSQI 总分与 MHC-SF 总分、情绪幸福感维度得

分、社会幸福感维度得分、心理幸福感维度得分均

呈负相关（r＝－0.34、－0.40、－0.32、－0.28、 
P 均＜0.01），其中 PSQI 总分与情绪幸福感维度得

分相关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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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近半数（46.71%）护航官兵

在长远航后期存在睡眠质量差的问题，平均 PSQI 总
分高于军人常模。有研究显示，海军官兵的睡眠质

量低于其他军种［18］；在海军官兵中，舰艇官兵的睡

眠质量又低于岸勤官兵［19］。护航官兵的睡眠问题

主要集中在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及睡眠效率 3
个维度上，总体特征为对睡眠质量的整体评价低、

入睡时间久、睡眠效率低。在长远航中，航行时间

长，护航官兵生活环境存在单调封闭、高温、高

湿、高噪声等特点，作息习惯改变，饮食结构相对

不平衡［20-21］，都会对睡眠产生不利影响，而这种影

响会随着航行时间的推移不断累积。即便在航行中

期，官兵可以通过自身调整努力适应，其心理能量

也会在这些心理损害因素的持续作用下逐渐消耗，

表现为睡眠质量在长远航后期继续呈现下降态势［1］。

本研究中，护航官兵在长远航后期的平均

MHC-SF 总分、社会幸福感维度得分和心理幸福感

维度得分均高于全国常模（P 均＜0.01），情绪幸

福感维度得分与全国常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情绪

幸福感包括满意度（体验到对生活的满意度）和积

极情感（情绪是否愉快），这 2 个部分与个体近期

情绪状态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在长航后期，护航

官兵的焦虑、抑郁状态会更明显，因而长航后期情

绪幸福感维度得分会比其他 2 个维度得分低［1］。

社会幸福感指个体的社会生活功能发挥的程度，用

于研究个人在社会参与和社会融合方面的最佳运

作状态，包括社会利益、社会接纳、社会贡献、社

会成长和社会融合 5 个部分［22］。一方面，护航官

兵承担的任务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具有极高的社

会贡献度；另一方面，护航官兵为保卫国家奋战在

前线，其任务本身就会促进国家和社会越来越好，

社会成长度高；此外，部队是一个积极向上、高凝

聚力的集体，每位官兵都是这个集体中必不可少的

重要成员，社会融合度高。因而，护航官兵的社会

幸福感较全国常模高。心理幸福感指个体遇到挑

战时对自己独特才干的认识和努力生活的程度，包

括自我接纳、生活目标、独立自主、环境掌控、

个人成长和与他人的积极关系 6 个方面［22］。一方

面，护航任务可以给予官兵特殊的价值感和荣誉 
感［12］；另一方面，部队向来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

心理工作，也可以帮助护航官兵提升心理幸福感。

因此，护航官兵的心理幸福感也较全国常模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 PSQI 总分与 MHC-SF 总分及

各维度得分呈负相关，表明睡眠质量差对护航官兵

的积极心理健康水平有消极影响。其中，PSQI 总
分与情绪幸福感维度得分的相关性最高，可能的解

释是，在 3 种类型的幸福感中情绪幸福感受当下情

绪状态影响最大，而睡眠质量降低会直接导致个体

负性情绪增加，对生活的满意度降低［12］，因此睡

眠质量对情绪幸福感的影响最大。社会幸福感和心

理幸福感中包括对社会的兴趣感和与他人关系的评

价，有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明显增加官兵的人际关

系敏感性和敌对性［23］，因而睡眠质量差也对社会

幸福感和情绪幸福感有不利影响。

表 1 长远航后期护航官兵匹兹堡睡眠指数量表 7 个维度的得分情况

N＝152

维度
得分构成比, n (%)

平均分, x±s
0 分 1 分 2 分 3 分

主观睡眠质量 10 (6.58) 86 (56.58) 47 (30.92) 9 (5.92) 1.36±0.70
入睡时间 16 (10.53) 47 (30.92) 51 (33.55) 38 (25.00) 1.73±0.96
睡眠时间 49 (32.24) 57 (37.50) 33 (21.71) 13 (8.55) 1.07±0.93
睡眠效率 49 (32.24) 16 (10.53) 37 (24.34) 50 (32.89) 1.58±1.26
睡眠障碍 15 (9.87) 124 (81.58) 11 (7.24) 2 (1.32) 1.00±0.48
催眠药物应用 138 (90.79) 10 (6.58) 1 (0.66) 3 (1.97) 0.14±0.51
日间功能障碍 81 (53.29) 62 (40.79) 9 (5.92) 0 0.53±0.61

表 2 长远航后期护航官兵简版心理健康连续体量表总分、各维度得分及与常模对比

x±s
项目 长远航护航官兵 n＝152 全国常模［16］ n＝1 981 t值 P值

简版心理健康连续体量表总分 3.57±0.99 3.24±1.00 4.11 ＜0.01
情绪幸福感维度得分 3.33±1.17 3.24±1.20 0.97 0.09
社会幸福感维度得分 3.59±1.07 3.14±1.20 5.15 ＜0.01
心理幸福感维度得分 3.71±1.06 3.44±1.10 3.0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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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长远航后期，近半数护航官兵睡

眠质量较低，但总体积极心理健康水平较高，尤其

是社会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较高。睡眠质量与积极

心理健康水平具有中等程度相关性，尤其与情绪幸

福感相关性最高。因此，建议关注护航官兵在长远

航后期的睡眠情况，通过协助护航官兵养成良好的

睡眠卫生习惯、适当组织睡前放松活动、开展促进

睡眠方法讲谈等方式改善官兵睡眠质量，同时以加

强思想教育和心理关怀等方式提高官兵的情绪幸福

感和积极心理健康水平，增强官兵对长远航中心理

损害因素的适应力和应对能力，保证长远护航任务

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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