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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国赴黎巴嫩维和卫勤保障人员个性特征%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为合理制订维和人员心理

健康教育方案提供依据$方法
!

应用卡特尔
$6

项个性因素测定"

$6.(

#%应对方式问卷%症状自评量表"

+NO!5%

#及相关因素问卷

对
"#

名赴黎巴嫩维和卫勤保障人员进行调查$结果
!

"

$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NO!5%

总分及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焦虑%敌对

性%精神病性因子分显著低于中国军人常模"

!

#

%0%"

#$与中国军人常模比较!

$6.(

呈高聪慧性%稳定性%兴奋性%世故性%自律

性!低乐群性%敏感性%怀疑性%忧虑性和紧张性特点'应对方式中解决问题%求助因子分显著高于国内军人常模"

!

#

%0%$

#!自责

因子分均显著低于军人常模"

!

#

%0%$

#!幻想%退避%合理化因子分与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

:

#维和卫勤保障

人员
+NO!5%

总分及各因子分与不成熟及混合型应对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呈显著正相关!与求助因子分无显著相关

性'除精神病性因子分外!

+NO!5%

总分及其它各因子分与解决问题因子分呈显著负相关'

+NO!5%

总分与乐群性%兴奋性%敏感性

呈显著负相关!焦虑%精神病性与紧张性呈显著正相关"

!

#

%0%"

#$结论
!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良好!具备胜任

维和任务的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以解决问题%自责为主!减少不成熟应对方式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维和卫勤保障人员心理健康水平$

关键词"维和'卫勤保障'心理健康'个性特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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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卫勤保障人员在执行维和任务时#面对任务区陌生环

境*气候*疾病*战乱的威胁#部分官兵经常性处于急性或慢性

心理应激状态#严重者导致心理障碍#给部队带来一系列消极

影响'张理义等(

$

)研究表明#心理问题已被确定为维和部队非

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之一'本研究采用心理测验的方法#对

:%$$

年赴黎巴嫩维和卫勤保障人员的人格特征*应对方式及

心理健康进行科学分析#为维和官兵顺利完成维和任务提供心

理学的支持和保障'

>

!

资料与方法

>0>

!

一般资料
!

:%$$

年赴黎巴嫩维和卫勤保障人员共
"#

名#年龄
:$

!

#*

岁#平均$

4%0")X60%6

%岁&其中#男
#%

名#女

$#

名&干部
4*

名#士官
$6

名'

>0?

!

方法与工具

>0?0>

!

测评方法
!

在卫勤保障人员赴黎巴嫩维和中期$第
#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成都军区优秀学科带头人培养基金资助项目$

:%%*

%&全军军队心理卫生科研课题$

$:gOT4:#

%&成都军区,十二五-医学科研重

点课题$

Q$:%%%5

%'

!

$

!

通讯作者%

;=E

!

$4*56$*:""*

&

_!H@3E

!

RD!

?

D@9

?

>@2

$

$640G2H

'



个月%进行测试'向受试者介绍测评目的和方法#获取被试者

知情同意*取得配合后#采用团体*实名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

共回收有效问卷
"#

份'

>0?0?

!

测试工具
!

问卷由以下量表组成!$

$

%相关因素问卷#

包括年龄*性别*军龄*职别*婚姻*文化程度等基本信息'$

:

%

症状自评量表$

+NO!5%

%

(

:

)

#共
5%

个条目#包括
5

个因子'$

4

%

应付方式问卷(

4

)

#共
6:

个条目#包括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

想*退避和合理化
6

个分量表'$

#

%卡特尔
$6

项个性因素测定

$

$6.(

%

(

#

)

#由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编制#测验共有
$*)

题#采

用三级评分#问卷以
$6

种相对独立的基本个性因素$即主要因

素%*

#

项次级个性因素类型和
#

项应用预测个性因素$即
*

种

次级个性因素%来评价个性特征#对不同因素的组合进行综合

性分析#从而全面评价个体的个性特点和心理健康状况'

>0@

!

统计学处理
!

应用
+.++$4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以
3XC

表示#数据间的比较采用
%

: 检验或
8

检验#

采用
+

K

=@BH@9j8

相关分析#以
!

#

%0%"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0>

!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NO!5%

*

$6.(

及应对方式评定结果

!

与
:%%#

年冯正直等(

"

)关于中国军人
+NO!5%

常模比较#除抑

郁*恐怖*偏执因子分外#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NO!5%

总分及其

它因子分均显著低于常模$

!

#

%0%"

%#见表
$

&应对方式中解决

问题*求助因子分显著高于国内军人常模(

6

)

$

!

#

%0%$

%#自责

因子分均显著低于常模$

!

#

%0%$

%#幻想*退避*合理化因子分

与常模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0%"

%#见表
:

&表
4

中

$6.(

测试结果显示#聪慧性*稳定性*兴奋性*世故性*自律性

因子分显著高于中国军人常模(

)

)

$

!

#

%0%"

%&乐群性*敏感性*

怀疑性*忧虑性和紧张性因子分显著低于常模$

!

#

%0%"

%'

表
$

!!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NO!5%

总分和各因子分与

!!!

军人常模比较#

3XC

%分$

因子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

'Y"#

%

军人常模

$

'Y$:*#6

%

8

躯体化
$0:$X%04*

#

$046X%0#6 :0*5

强迫
$04#X%0##

#

$0"6X%0": 40")

人际关系
$0:*X%0#:

#

$0#"X%0#5 :056

抑郁
$04$X%0"% $0#$X%0#5 $0#%

焦虑
$0:$X%046

#

$04"X%0#6 :0*6

敌对性
$0:4X%04%

#

$045X%0"% 405#

恐怖
$0:%X%045 $0:"X%0#% $0%$

偏执
$0:5X%0#* $045X%0"% $0#)

精神病性
$0:%X%04*

"

$04:X%0"% :0$5

总分
$$406:X4#0*6

#

$:6056X4)0)6 :0)6

!!

"

!

!

#

%0%"

#

#

!

!

#

%0%$

#与军人常模比较'

表
:

!!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应对方式与军人常模比较#

3XC

%分$

应对方式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

'Y"#

%

军人常模

$

'Y$:*#6

%

8

解决问题
%0*4X%0::

#

%0:*X%0:: $)05%

自责
%0#)X%045

#

%0)#X%04% a"0%4

求助
%0)%X%0$5

#

%0#6X%0:6 *0*#

幻想
%064X%0:5 %06:X%0:* %0:4

退避
%06%X%0:5 %06%X%0:) %0%:

合理化
%06$X%0:* %0"5X%0:" %0"#

!!

#

!

!

#

%0%$

#与军人常模比较'

?0?

!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6.(

与
+NO!5%

总分之间的相关性

分析
!

相关分析显示#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NO!5%

总分与乐群

性*兴奋性*敏感性呈显著负相关$

!

#

%0%"

%&与个性特征中其

它因子分无显著相关性'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NO!5%

总分与

不成熟及混合型应对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呈显著正

相关#与求助因子分无显著相关性$表
#

%'

表
4

!!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6.(

因子分与军人

!!!

常模比较#

3XC

%分$

因子 研究对象$

'Y"#

% 军人常模$

'Y$4#"%

%

8

乐群性
"0:#X:0$6

"

"055X$044 a:0#"

聪慧性
60%%X$06"

#

#0)%X$0)* "0"6

稳定性
604:X$05*

#

"0":X$06% :0*"

恃强性
"05%X$0)" "0#4X$045 $05%

兴奋性
)0$*X:0$"

#

60%$X$0"6 40*#

有恒性
#0):X$0*) #055X$0#4 a$0%:

敢为性
60#%X$055 60$5X$0#: %0)"

敏感性
405#X$05*

#

"04%X$0#" a#0*"

怀疑性
404*X$05#

#

#04"X$066 a40"#

幻想性
"0$%X$0)" "04%X$046 a%0*$

世故性
60%6X$0*$

"

"0#%X$0#* :0"*

忧虑性
40)%X$044

#

"0#$X$0#6 a50$%

实验性
#066X$05) #0*"X$04# a%06*

独立性
#06#X$0": #0")X$0#: %044

自律性
"0*#X$0"#

#

"0:%X$04) :054

紧张性
#0)#X$05:

#

"05:X$0#) a#046

!!

"

!

!

#

%0%"

#

#

!

!

#

%0%$

#与军人常模比较'

?0@

!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6.(

*应对方式预测
+NO!5%

总分的

逐步回归分析
!

以
+NO!5%

总分为因变量$

c

%#以
$6.(

*应对

方式各因子分为自变量$

g

%#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影响
+NO!5%

总分的主要因素依次为自责*敏感性*乐

群性'

4

个变量的决定系数
7

:

Y%0#54

#对方程进行检验#

2Y

$:0%$

#

!Y%0%%

#见表
"

'

表
#

!!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6.(

&应对方式与
+NO!5%

总分

!

之间的
+

K

=@BH@9j8

相关分析#

'Y"#

%分$

$6.(

因子
+NO!5%

总分 因子
+NO!5%

总分

应对方式

因子
+NO!5%

总分

乐群性
a%04:#

" 怀疑性
%0%":

解决问题
a%0#4$

#

聪慧性
%0:*4

幻想性
a%0$")

自责
%06$4

#

稳定性
a%0%5*

世故性
a%0%:)

求助
a%0%%*

恃强性
a%0:5"

忧虑性
%0:4$

幻想
%0"*6

#

兴奋性
a%04%"

" 实验性
%0%%%

退避
%0""$

#

有恒性
a%0$$$

独立性
%0:**

合理化
%0#":

#

敢为性
a%0:45

自律性
a%0$$%

敏感性
a%04$"

" 紧张性
%0$)#

!!

对相关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

!

!

#

%0%"

#

#

!

!

#

%0%$

'

表
"

!!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6.(

&应对方式预测

!

+NO!5%

总分#因变量$的逐步回归分析

变量
Q +>10_BB2B Q=>@ 8 +3

?

0

常量
450)55 $)0%#6 a :044" %0%:"

自责
#605"$ $$0)$* %0#56 #0%%) %0%%%

敏感性
"054* :06)) %0:6: :0:$* %0%44

乐群性
60$") :0556 %0:": :0%"" %0%#)

@

!

讨
!!

论

有报道称执行维和任务第
4

!

6

个月属维和心理上的,枯

燥期-#本阶段官兵逐步适应维和的生活与工作#但因部队封闭

式管理*工作相对单调枯燥*回国的时间还比较长#易导致维和

官兵出现心理应激及适应障碍#属心理问题多发阶段(

*

)

'本次

调查结果显示#第
*

批赴黎巴嫩维和卫勤保障人员整体心理健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康状况良好'人格作为心理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制约着个体

对外界刺激的感受与认知方式*情绪*行为反应方式(

5

)

'对维

和卫勤保障人员个性特征进行分析#发现该群体个性特征呈高

聪慧性*稳定性*兴奋性*世故性*自律性#低乐群性*敏感性*怀

疑性*忧虑性和紧张性特点'应对方式作为应激源与应激反应

之间的中介因素#对个体身心健康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

)

'

研究结果显示#维和卫勤保障人员面对应激和压力#主要采用

解决问题*求助等成熟的应对方式#而较少选择不成熟和混合

型应对方式'分析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

$

%维和卫勤保障人

员在出发前都经过心理学测试筛选#队员基本由优秀干部和骨

干士官组成#整体心理素质较高&$

:

%带队领导对维和官兵心理

问题较为重视#部队在集训期及执行维和任务期间#针对以往

部队执行维和任务期间出现的常见心理问题及相关调研结果#

积极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素质训练及适时心

理干预有关'$

4

%也可能与目前黎巴嫩局势比较安全*稳定#维

和人员生活*工作条件大为改善有一定关系'

相关分析显示#

+NO!5%

总分与不成熟及混合型应对方式

$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呈显著正相关#与解决问题因子分

呈显著负相关#说明选择解决问题者#心理健康水平较高&选择

不成熟或混合型者#心理健康水平愈低'与以往研究结果(

$:

)

不同的是#

+NO!5%

总分与求助因子分无显著相关性#可能与该

群体文化程度及自身综合素质较高*自尊心重*对自我和社会

的认识更加准确*表现出更强的独立性和主动性*认为向人求

助有失身份而选择求助的应对方式并不能有助于心理健康水

平的提高有关'有研究表明#面对各种压力#良好的个性和情

绪状态在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健康的冲击中起着缓冲作用#从

而达到保护心理健康的目的(

$:

)

'维和卫勤保障人员
+NO!5%

总分与乐群性*兴奋性*敏感性呈显著负相关'此结果说明#心

理不良的个体以紧张性*适应性焦虑*忧虑性*怀疑性表现更为

突出#而具有,乐群*稳定*宜与人相处*自律*做事果敢*低焦虑

和紧张性*少怀疑性-等个性特征对心理健康起正向调节作用#

该结果为维和官兵心理健康教育和以后执行维和任务人员的

选拔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有利于进一步提高维和卫勤保障

人员心理健康水平#保证维和任务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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