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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环境下海军官兵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

张建国1△，郑楷炼2△，董 薇1，张 帆1，侯田雅1，毛晓飞1*

1.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心理系海军航空及特种心理学教研室，上海 200433
2. 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胰脾外科，上海 200433

［摘要］ 目的 了解热环境下海军官兵职业倦怠情况，探究社会支持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并分析心理资本在两者

间的中介效应。方法 随机抽取驻热区海军官兵 588 人，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军人职业倦怠量表、军人社会

支持量表和积极心理资本问卷进行调查。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探讨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元逐步回归方法分

析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的预测性，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热环境下海军官兵的

职业倦怠高于普通环境下的海军官兵（P＜0.01），其中成就感低表现得最明显（P＜0.01）。社会支持、心理资本和

职业倦怠存在相关性（P 均＜0.01），其中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韧性和希望 4 个因子能共同解释官兵职业倦怠方

差变异的 35.10%；中介效应模型和 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心理资本在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χ2/df＝4.762，拟合优度指数为 0.937，调整拟合优度指数为 0.904，规范拟合指数为 0.953，相对拟合指数为 0.939，增

值拟合指数为 0.962，塔克 -刘易斯指数为 0.951，比较拟合指数为 0.962，近似误差均方根为 0.080）。结论 热环境 
下海军官兵的心理资本在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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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job burnout of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ho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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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job burnout of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hot environment, explore the 
impact of social support on job burnout, and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between them. Methods A total  
of 588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stationed in hot environment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surveyed with self-compiled general 
situation questionnaires, military job burnout scale, military personnel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questionnaire.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job burnout, an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to test the mediating effect. Results The job burnout of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hot environ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the ordinary environment (P＜0.01), 
and the diminished achievement was the most obvious (P＜0.01). There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job burnout (all P＜0.01). Objective support, support utilization, resilience, and hope could jointly 
explain 35.10% of variance variability of job burnout.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and Bootstrap test showed that psychological 
capital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job burnout (χ2/df＝4.762, goodness of fit index was 0.937,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was 0.904, normed fit index was 0.953, relative fit index was 0.939, incremental fit index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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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62, Tucker-Lewis index was 0.951, comparative fit index was 0.962, and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was 0.080). 
Conclusion In the hot environment, psychological capital partially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job 
burnout of the naval officers and soldiers.

［ Key words ］ hot environment; military personnel; job burnout;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capital
［ Citation ］ ZHANG J, ZHENG K, DONG W,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job burnout of na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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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长期处于相对

封闭的环境，除高强度的训练，还要经常面临一些

特殊军事任务，如外训演习、抢险救灾等，这些高

危高压工作极易使其产生职业倦怠［1］，影响军队

军事绩效和战斗力水平。

职业倦怠指个体在长期工作应激情况下产生

的一系列综合反应，主要表现为个人成就感低、人

际关系敏感、自我评价低、消极怠工和容易出现疲

劳、头晕、胸闷等躯体不适［2］。社会支持是指人

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所能获得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各

种帮助与支持，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

利用度 3 个维度［3］。心理资本是指个体在成长和

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积极心理状态，主要包括自我

效能、希望、韧性、乐观 4 个维度，是促进个体成

长和提升的心理资源［4-5］。研究表明，心理资本可

以负向预测职业倦怠［6］，而社会支持缺乏既可以

直接导致职业倦怠，也可以通过其他因素间接导致

职业倦怠［7-8］。

热环境是指由太阳辐射、气温、周围物体表

面温度、相对湿度和气流速度等物理因素组成的，

对人体冷热感和健康产生影响的环境。热环境由环

境温度、环境相对湿度及环境风速 3 个环境要素共

同组成［9］。相关研究显示，热环境下军人的职业倦

怠水平较高［10］，同时热环境容易使官兵出现心理

疲劳［11-12］，而疲劳会导致职业倦怠［13］。本研究通

过分析热环境下海军官兵职业倦怠状况，探讨职业

倦怠、心理资本和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有

针对性地减轻热环境下海军官兵职业倦怠提供数据

支撑和参考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随机抽取驻热区海军官兵 656 人

进行问卷调查，去除掩饰性较高的问卷 68 份，回收

有效问卷 588 份，有效率为 89.63%。其中女 22 人、

男 566 人，独生子女 199 人、非独生子女 389 人， 

已婚 150 人、未婚 438 人，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

271 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 317 人。测试期间平

均干球温度为 35 ℃，相对湿度为 60%。

1.2 调查工具 （1）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采集基

本信息，包括官兵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 

度等。

（2）军人职业倦怠量表：由张金美等［14-16］编

制，共 35 个条目，包括成就感、躯体化、自我评

价、人际关系、消极怠工 5 个维度及 1 个掩饰因

子。量表采用 0～3 级评分，条目 6、8、17、25、

28、31 为反向计分题，得分越高表明职业倦怠越严

重。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73。

（3）军人社会支持量表：由唐开宏和张理义［17］ 

编制，共 23 个条目，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

支持利用度 3 个维度及 1 个掩饰因子。量表采用

1～3 级评分，得分越高表明社会支持水平越低。

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3。

（4）积极心理资本问卷：由张阔等［18］编制，

共 26 个条目，包括自我效能感、韧性、希望、乐

观 4 个维度。问卷采用 7 点评分（“1”代表“完

全不符合”，“7”代表“完全符合”），得分

越高表明心理资本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1。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21.0 和 Amos 21.0 软

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

表示，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以人

数和百分数表示。采用 Pearson 积差相关分析探讨

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社会支持

和心理资本对职业倦怠的预测性，并构建结构方程

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水准（α）为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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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海军官兵的职业倦怠评估情况 588 名海军官

兵的职业倦怠量表得分情况见表1。热环境下海军官

兵职业倦怠量表总分［（9.09±8.69）分 vs 8.05 分［19］，

t＝2.90，P＜0.01］、成就感维度得分［（4.36±3.88）
分 vs 1.90 分［19］，t＝15.38，P＜0.01）］高于普通环

境下的海军官兵，表明热环境对海军官兵职业倦怠

产生了不良影响。以是否为独生子女、婚姻状况及

文化程度进行分组比较，结果显示是否为独生子女

及不同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的海军官兵在职业倦怠

量表总分和各维度得分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0.05）。

表 1 热环境下海军官兵的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评估得分情况

项目
总分

n＝588

独生子女 婚姻状况 文化程度

是
n＝199

否
n＝389 Z/t值 未婚

n＝438
已婚

n＝150 Z/t值 高中及以下 
n＝271

大专及以上 
n＝317 Z/t值

职业倦怠 7 (3, 13) 6 (2, 12) 7 (3, 13) －1.55 7 (3, 12) 7 (3, 15) －1.42 6 (2, 11) 8 (3, 14) －1.93 
 成就感 4 (1, 6) 3 (1, 6) 4 (1, 7) －1.62 4 (1, 6) 4 (1, 7) －1.23 4 (0, 6) 4 (1, 7) －1.53 
 躯体化 1 (0, 2) 1 (0, 2) 1 (0, 2) －0.46 1 (0, 2) 1 (0, 2) －1.24 0 (0, 2) 1 (0, 2) －1.97 
 自我评价 1 (0, 3) 1 (0, 2) 1 (0, 3) －1.54 1 (0, 3) 1 (0, 3) －1.30 1 (0, 3) 1 (0, 3) －1.45 
 人际关系 0 (0, 0) 0 (0, 1) 0 (0, 0) －0.15 0 (0, 0) 0 (0, 1) －0.99 0 (0, 0) 0 (0, 1) －0.63 
 消极怠工 1 (0, 2) 0 (0, 1) 1 (0, 2) －0.91 0 (0, 1) 1 (0, 2) －0.95 0 (0, 1) 1 (0, 2) －1.37 
社会支持 1 (0, 3) 1 (0, 3) 1 (0, 3) －0.78 1 (0, 3) 1 (0, 3) －0.29 1 (0, 2) 1 (0, 3) －0.95 
 主观支持 0 (0, 1) 0 (0, 1) 0 (0, 1) －0.51 0 (0, 1) 0 (0, 1) －0.57 0 (0, 0) 0 (0, 2) －1.18 
 客观支持 0 (0, 0) 0 (0, 0) 0 (0, 0) －0.34 0 (0, 0) 0 (0, 1) －1.03 0 (0, 0) 0 (0, 0) －1.39 
 支持利用度 0 (0, 1) 0 (0, 1) 0 (0, 1) －1.00 0 (0, 1) 0 (0, 2) －1.54 0 (0, 1) 0 (0, 1) －1.12 
积极心理资本 5.66±0.72 5.68±0.69 5.65±0.73 0.58 5.66±0.70 5.67±0.76 0.14 5.64±0.71 5.68±0.72 0.56
 自我效能感 5.37±0.89 5.42±0.93 5.34±0.87 1.06 5.37±0.84 5.38±1.02 0.15 5.30±0.87 5.43±0.90 1.68
 韧性 5.49±0.96 5.45±0.96 5.51±0.96 0.71 5.51±0.94 5.42±1.02 0.98 5.55±0.95 5.44±0.96 1.43
 希望 6.04±0.78 6.07±0.74 6.02±0.80 0.65 6.03±0.79 6.08±0.75 0.64 6.04±0.79 6.04±0.78 0.04
 乐观 5.81±0.78 5.87±0.72 5.78±0.80 1.28 5.79±0.77 5.87±0.80 1.12 5.74±0.77 5.87±0.77 2.03*

数据以x±s或中位数（下四分位数，上四分位数）表示．*P＜0.05．

2.2 海军官兵的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评估情况 588名

海军官兵的社会支持量表和积极心理资本问卷得

分情况见表 1，结果显示是否为独生子女及不同婚

姻状况、文化程度的海军官兵在社会支持量表总

分及各维度得分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0.05）；在心理资本方面，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海军官兵在乐观维度上的得分高于高中及以下文

化程度的海军官兵（P＜0.05），在积极心理资本

问卷总分及其他维度得分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均＞0.05）。

2.3 海军官兵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的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性别、是否为独生

子女、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一般情况与海军官兵

职业倦怠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不相关（P 均＞

0.05）。海军官兵职业倦怠量表总分与社会支持量

表及积极心理资本问卷的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均两两

相关（P 均＜0.01，表 2）。

2.4 海军官兵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的

多元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社会支持和心理

资本对职业倦怠的影响，将海军官兵的职业倦怠得

分作为因变量，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各维度得分作

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韧性和希望 4 个维度进入回归方程 
（R2＝0.36，调整R2＝0.35，F＝46.45，P＜0.01），

并可以共同解释海军官兵职业倦怠方差变异的

35.10%。 客 观 支 持：b＝1.00，标 准 误（standard 
error，SE）＝0.34，β＝0.28，t＝2.98，P＝0.003；
支持利用度：b＝－0.86，SE＝0.33，β＝－0.22，t＝ 

－2.60，P＝0.010；韧性：b＝－3.41，SE＝0.39，β＝ 

－0.38，t＝－8.67，P＜0.001；希望：b＝－1.78，
SE＝0.55，β＝－0.16，t＝－2.94，P＝0.003。
2.5 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分析 构建以社会支持

为自变量、心理资本为中介变量、职业倦怠为因变

量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结果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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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热环境下海军官兵职业倦怠、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的相关分析结果

r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职业倦怠 1
2 社会支持 0.20** 1
3 主观支持 0.19** 0.98** 1
4 客观支持 0.22** 0.97** 0.93** 1
5 支持利用度 0.17** 0.96** 0.92** 0.89** 1
6 积极心理资本 －0.56** －0.19** －0.17** －0.19** －0.19** 1
7 自我效能感 －0.43** －0.11* －0.10* －0.12** －0.11** 0.85** 1
8 韧性 －0.55** －0.20** －0.18** －0.19** －0.20** 0.82** 0.55** 1
9 希望 －0.48** －0.17** －0.16** －0.18** －0.17** 0.87** 0.67** 0.60** 1
10 乐观 －0.40** －0.15** －0.13** －0.17** －0.15** 0.81** 0.62** 0.49** 0.70** 1

*P＜0.05，**P＜0.01．

图 1 社会支持、心理资本和职业倦怠的结构方程模型

图中数据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e1～e14:误差变异项 1～14．

表 3 心理资本在社会支持和职业倦怠间的中介效应与效果量

效应类型 效应值 效果量/% 百分位 95% CI 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95% CI
直接效应 0.143 56.08 (0.018, 0.589) (0.009, 0.569)
中介效应 0.112 43.92 (0.062, 0.192) (0.058, 0.182)
总效应 0.255 100.00 (0.088, 0.752) (0.073, 0.727)

CI：置信区间．

该模型拟合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拟合指

标：χ2/df＝4.762，拟合优度指数为 0.937，调整拟合

优度指数为 0.904，规范拟合指数为 0.953，相对拟合

指数为 0.939，增值拟合指数为 0.962，塔克 -刘易斯

指数为 0.951，比较拟合指数为 0.962，近似误差均方

根为 0.080，均达到测量学标准，模型可以接受。

通过百分位 Bootstrap 法和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检验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从原始数

据（n＝588）中有放回地重复随机抽取 5 000 个样

本，计算其 95% CI。结果（表 3）显示，社会支持

对职业倦怠的总效应校正95% CI为0.073～0.727，
不包含 0，说明社会支持的总效应显著；模型引入

心理资本后，社会支持对职业倦怠的直接效应校正

95% CI 为 0.009～0.569，不包含 0，说明社会支持

的直接效应显著；从社会支持对职业倦怠的中介效

应校正 95% CI 为 0.058～0.182，不包含 0，说明心

理资本的中介效应显著。结果表明，心理资本在社

会支持对职业倦怠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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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海军官兵职业倦怠现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热

环境下海军官兵职业倦怠量表的总分、成就感维度

得分均高于普通环境下海军官兵［19］，说明热环境

下海军官兵职业倦怠感更严重，主要表现为成就感

低。这提示相关管理部门应该合理安排高温环境中

官兵的工作和训练，做好防暑降温工作，缓解热环

境下官兵的职业倦怠。比如，及时配发防热装备，

加强高温防护；将体力消耗大的任务安排在一天中

温度较低的时段完成，温度最高的时段在室内休息

等。此外，在满足官兵物质需求的同时，还要提升

其工作的意义，满足官兵对成就感的需求，以免低

成就感带来的职业倦怠而影响工作绩效和战斗力。

3.2 职业倦怠与社会支持及心理资本的关系 本研

究发现，海军官兵心理资本的各维度得分与职业倦

怠总分均呈负相关（P 均＜0.01），与既往研究结

果［20-22］一致。心理资本作为个体积极心理的一种

核心要素，可以影响个体对压力的主观感知［23］，

心理资本越高，个体越会倾向于感知积极信息并对

结果进行积极归因，感知到的压力就越小，情绪的

稳定性就越大，对待工作的态度也就更为积极，从

而提升工作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避

免了职业倦怠［24］。

海军官兵社会支持的各维度得分与职业倦怠

总分均呈正相关（P 均＜0.01），即社会支持得分

越高（社会支持水平越低）职业倦怠越严重，与既

往研究结果［25-27］一致，缺乏社会支持的军人职业

倦怠更明显。社会支持能够激发军人的正面经验

和自我价值感，从而对身心健康产生直接而积极的

效应，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个体心身健康水平也越

高，缓解压力事件对健康的消极影响的能力也越

强，也就越不容易发生职业倦怠［28］。

贺斌等［29］发现，护士的心理资本和社会支持

可预测其工作倦怠，与本研究的回归分析结果一

致。本研究社会支持量表中的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

度维度进入回归方程，这说明只有能够实际得到的

社会支持才会对职业倦怠产生影响。积极心理资本

问卷中的韧性和希望维度进入回归方程，说明当身

处逆境和被问题困扰时，只有持之以恒、对目标锲

而不舍，并对未来充满希望，才能更好避免对职业

的倦怠。

3.3 心理资本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构建了社会支

持、心理资本和职业倦怠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

社会支持不仅能直接影响职业倦怠，还可能通过心理

资本影响职业倦怠，热环境下海军官兵的心理资本在

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社会支持能够激发正面体验、积极情绪，缓冲

日常生活中的应激事件对心理健康的损害作用［30］，

而心理资本也能发挥个体的积极情感、优秀品质

和积极心理状态，促进个体认识和发掘自身发展潜

力，提升个人幸福感，增强团队和组织的效能［31］。

社会支持和心理资本均能提升个人积极情绪，甚至

改善工作绩效。研究者认为，随着社会支持水平的

提高，个体心理资本水平也随之提升，最终使得工

作投入水平得到提高［30］，基本契合本研究结构方

程模型的结果。

基于本研究结果，部队管理部门可增加热环

境下官兵与家人、朋友的联系时间，理解、尊重官

兵，营造良好组织氛围，从而提高官兵的社会支持

水平，减少官兵职业倦怠的发生。此外，还可以利

用教育宣讲、交流谈心、团体心理训练等方式加强

官兵的心理资本，达到减轻海军官兵职业倦怠，提

高战斗力的目的。

本研究对热环境下海军官兵心理资本、社会

支持与职业倦怠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影响官兵的职业倦怠，今

后需继续研究官兵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仅

为横断层面的探索，以后还需加强纵向和质性等层

面的研究，以更利于该领域研究的深化及成果的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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