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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岛官兵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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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驻岛官兵的睡眠质量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方法　采用９０项症状清单（ＳＣＬ９０）和匹兹堡睡眠质量

指数（ＰＳＱＩ）对３２８名驻岛官兵（研究组）及３００名内地官兵（对照组）进行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的问卷调查。结果　研究组ＳＣＬ

９０各因子与对照组相比，强迫、焦虑、抑郁症状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或０．０５）；研究组ＰＳＱＩ总分及睡眠

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ＰＳＱＩ与ＳＣＬ９０

各因子间相关系数除睡眠药物外均存在正相关关系。结论　驻岛官兵的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应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健

康和睡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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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睡眠问题已成为当前

影响人们心理健康的突出性问题。驻岛官兵作为一个特殊群

体，担负着守岛保家、维护海洋权益的使命，但海岛封闭、人稀、

自然条件恶劣、地理位置特殊，容易对驻岛官兵心理健康造成

影响［１２］。本研究对某海防部队的驻岛官兵进行了问卷调查，

为针对驻岛官兵的睡眠与心理特点开展心理卫生教育，制定有

效的心理干预措施提供参考和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整体随机抽样，随机选取某海防部队

３２８名男性驻岛官兵作为研究组，以无记名的方式集中填写问

卷，共收回有效问卷３２８份，有效率１００％。官兵年龄１８～３５

岁，平均（２３．８±４．５）岁；驻岛时间４个月至６年，平均（２．４±

１．８）年；已婚７１人（２１．７２％），未婚２５７人（７８．２８％）；文化程

度：高中以下２８人（８．６０％），高中２５１（７６．５９％），大专及以上

４９人（１４．８１％）；干部５６人，战士２７２人。随机抽取内地部队

３００名官兵作为对照组，两组在年龄、学历、婚姻等方面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１．２　调查方法

１．２．１　９０项症状清单（ＳＣＬ９０）　量表包括反映躯体化、强迫

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症状、焦虑症状、敌对情绪、恐怖症

状、偏执症状、精神病性和其他等１０个方面的因子，共９０个症

状，每项症状的严重程度从“１”（没有症状）到“５”（极严重）分为

５级，因子得分大于或等于２分为阳性结果
［３］。

１．２．２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　该量表由１９个项目构

成，分为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

碍、睡眠药物的应用和日间功能障碍７个因子，每个因子按０、

１、２、３计分，累计得分为ＰＳＱＩ总分（０～２１分），ＰＳＱＩ＞７分为

中国成人睡眠质量有问题的参考值，总分越高，睡眠质量越差。

ＰＳＱＩ成分得分大于或等于２分表示在该成分上质和量较差或

很差［４］。

１．２．３　自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　包括年龄、职别、驻岛时间、

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入伍前家庭居住地等。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建立数据库，计量资

料以狓±狊表示，组间比较用狋检验、相关分析等多种统计方

法，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驻岛官兵的睡眠质量　研究组 ＰＳＱＩ总分为（７．８８±

４．４２），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６．１８±３．１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各因子得分中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

眠效率、睡眠障碍及日间功能障碍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见表１。

２．２　驻岛官兵心理健康状况　将驻岛官兵ＳＣＬ９０各种因子

得分与对照组比较：驻海岛官兵无论在强迫均分、抑郁均分、焦

虑均分各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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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以上各种心理症状的对比，见表２。

表１　　驻岛官兵ＰＳＱＩ各因子得分与对照组比较（狓±狊）

项目 调查组（狀＝１４１８）对照组（狀＝６００） 狋 犘

睡眠质量 １．６１±０．８６ １．２１±０．８７ ６．０２５ ＜０．０１

入睡时间 １．４０±０．８１ １．０５±０．７４ －１３．８７１ ＜０．０１

睡眠时间 １．３８±０．７５ １．１６±０．６２ －８．６２４ ＜０．０１

睡眠效率 １．１２±０．４５ ０．８９±０．３６ －６．９４２ ＜０．０１

睡眠障碍 １．３１±０．８７ １．０５±０．５３ －８．６５１ ＜０．０１

睡眠药物 ０．２１±０．２２ ０．１９±０．１８ －１．２１４ ＞０．０５

日间功能 １．８７±０．９５ １．４６±０．９３ －１０．２３８ ＜０．０１

总分 ７．８８±４．４２ ６．１８±３．１３ －２１．３１６ ＜０．０１

　　：犘＜０．０１，与对照组相比。

２．３　驻海岛官兵心理健康状况与睡眠质量　ＰＳＱＩ总分及各

因子分与ＳＣＬ９０总均分和各因子得分呈明显正相关，包括躯

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

病性（犘＜０．０１或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驻官兵心理健康状况与对照组ＳＣＬ９０总分及

　　　各因子得分比较（狓±狊）

项目 调查组（狀＝３２８） 对照组（狀＝３００） 犘

躯体化 １．５８±０．５９ １．５７±０．５４ ＞０．０５

强迫 １．８４±０．６８ １．７６±０．５８ ＜０．０５

人际敏感 １．８１±０．６３ １．７９±０．６３ ＞０．０５

抑郁 １．７８±０．６５ １．６２±０．５４ ＜０．０１

焦虑 １．６９±０．５７ １．５３±０．４９ ＜０．０１

敌对 １．６３±０．５１ １．６４±０．５３ ＞０．０５

恐怖 １．４０±０．５２ １．３８±０．４２ ＞０．０５

偏执 １．６９±０．６８ １．６７±０．５７ ＞０．０５

精神病性 １．５２±０．５８ １．５３±０．４６ ＞０．０５

　　：犘＜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

表３　　驻岛官兵ＰＳＱＩ与ＳＣＬ９０各因子的相关分析

因子 躯体化 强迫 焦虑 抑郁 敌对 恐怖 偏执 人际敏感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均分

睡眠质量 ０．２９１ ０．３５２ ０．２８９ ０．３１２ ０．２６７ ０．２１３ ０．２２８ ０．２９８ ０．２７２ ０．３８１ ０．３２９

入睡时间 ０．１３６ ０．１５４ ０．１４５ ０．１８１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５ ０．１３１ ０．１５０ ０．１５７ ０．２６４ ０．１８１

睡眠时间 ０．２６９ ０．２８９ ０．３４１ ０．３２４ ０．２８７ ０．２６３ ０．２９０ ０．２７２ ０．３１９ ０．３７９ ０．３４６

睡眠效率 ０．１８２ ０．１６３ ０．２１７ ０．１９５ ０．２２７ ０．１２７ ０．１６６ ０．１６４ ０．１４４ ０．２６５ ０．２１５

睡眠障碍 ０．４３１ ０．３９７ ０．３８５ ０．３９２ ０．３５８ ０．３１２ ０．３６３ ０．３５１ ０．３７６ ０．４１３ ０．４２７

睡眠药物 ０．３５２ ０．２５４ ０．２８８ ０．２４９ ０．２４５ ０．２８６ ０．２１７ ０．２０６ ０．２８１ ０．２９１ ０．２９７

日间功能 ０．３６１ ０．３９９ ０．３５８ ０．３９５ ０．３４１ ０．２６０ ０．３１５ ０．３５７ ０．３１４ ０．３８７ ０．３８９

总分 ０．４５９ ０．４７１ ０．４６３ ０．４６４ ０．４４０ ０．３６８ ０．３８９ ０．４１２ ０．４５０ ０．５４６ ０．５１２

３　讨　　论

睡眠是一种心理生理现象，睡眠活动的变化及规律与生理

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是反映身心健康的重要指标。睡眠质量

差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日间功能，还同许多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

的发生、发展有关［５］。

本调查结果表明，驻海岛官兵 ＰＳＱＩ总分为（７．８８±

４．４２），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６．１８±３．１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各因子得分中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

眠效率、睡眠障碍及日间功能障碍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

在海岛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下会对官兵的睡眠质量造成影响。

其原因可能同海岛封闭、人稀，自然条件恶劣以及生活方式或

其他因素有关。因此，驻岛官兵的睡眠障碍问题应引起管理者

的重视，可以从官兵存在的主要睡眠问题着手，提高睡眠效率，

有针对性地调整和改善其睡眠质量。

本调查发现，在强迫均分、抑郁均分、焦虑均分方面与对照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而其他各因子无显著

相关，与吴新文等［６］的调查结果一致。这主要是驻岛部队生活

环境相对封闭，官兵同外界接触很少，而且平素训练比较艰苦，

从而使其内心产生疑虑、压抑和自责，继而产生了无所适从的

焦虑和抑郁感。

对驻岛官兵睡眠质量和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分析发现，

ＰＳＱＩ总分及各因子得分与 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得分呈明显正相

关，包括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

偏执和精神病性。提示驻岛官兵的睡眠状况与心理健康水平

密切相关，心理健康状况越好，睡眠质量越高；同样睡眠质量

好，心理健康水平也越高。因此，研究表明睡眠质量和心理健

康状况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共同促进的关系，这同国内外的

许多研究报道相一致［７８］。因此，不断改善驻岛官兵的精神和

物质生活，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健全的个性，并定期进行睡

眠健康教育，合理安排作息时间，掌握睡眠的自我调节、自我催

眠、定时睡眠的技巧，改变其认知和行为方式，重新构造认知应

对策略，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各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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