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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集训期新兵心理应激及相关影响因素，为新兵心理素质训练和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

问卷调查法，整群抽取２０１３年某部集训期新兵共７２０名，应用应激反应问卷（ＳＲＱ）、艾森克个性问卷（ＥＰＱ）、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ＴＣＳＱ）、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进行团体心理测试和分析。结果　集训期新兵ＳＣＬ９０总分和各因子分均显著低于２０００年新

兵常模 （犘＜０．０１）；与２００４年中国军人ＳＣＬ９０常模比较，躯体化、焦虑、恐怖因子分显著高于国内军人，敌对性、偏执因子分显著

低于国内军人（犘＜０．０５），独生子女及兵源所在地为城镇户口的新兵心理应激反应较重，不同文化程度新兵心理应激总分和各因

子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相关分析结果显示，ＳＣＬ９０总分、ＳＲＱ总分与情绪稳定性、消极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

（犘＜０．０１），与内外倾、掩饰性呈显著负相关（犘＜０．０１），ＳＣＬ９０总分与ＳＲＱ总分呈显著正相关（犘＜０．０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对集训期新兵心理应激有显著预测作用的因子依次为：消极应对、稳定性、内外倾、精神质、是否独生子女。５个变量的决定系数

犚２＝０．５５８，犉＝１６３．６５，犘＜０．０１。结论　２０１３年集训期新兵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良好，个体心理健康状况、个性特征和应对方式

对集训期新兵心理应激有显著预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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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兵集训期正处于角色转换、逐步适应军营生活的关键心

理应激期，生理、心理、社会应激的考验对新兵身心产生较强的

冲击，易造成心理健康水平降低。研究表明，心理应激对心理

症状具有直接预测作用，应激水平越高心理症状越多［１］。个

性、应对方式是影响个体心理应激的重要中介变量，对心理应

激有显著的预测作用［２］。过去，对新兵心理应激及相关因素的

探讨较少，本研究旨在对２０１３年入伍新兵心理应激与个性、应

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进行调查，为有针对性地做好

新兵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素质训练提供理论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某部２０１３年入伍集训期新兵为调查对象，于

入伍后第４周进行团体调查测试。剔除无效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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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集训期新兵心理应激比较（狓±狊，分）

项目 独生子女（狀＝２６８） 非独生子女（狀＝４５２） 城镇户口（狀＝２５０） 非城镇户口（狀＝４７０） 狋１ 狋２

情绪反应 １９．６３±４．９０ １７．７１±４．３２ １９．３８±４．８０ １７．９２±４．４９ ２．６８ａ ２．０５ｂ

躯体反应 １４．０４±３．４９ １２．６０±３．１５ １３．９１±３．５０ １２．６８±３．１５ ２．８０ａ ２．４０ｂ

行为反应 ８．９２±１．９６ ８．３５±１．８６ ９．０３±２．１０ ８．３２±１．８２ １．８９ ２．３９ｂ

ＳＲＱ总分 ４５．４０±１０．０２ ４１．１８±８．９２ ４５．１０±１０．０６ ４１．４７±９．０６ ２．８５ａ ２．４６ｂ

　　ａ：犘＜０．０１，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比较；ｂ：犘＜０．０５，城镇户口与非城镇户口比较。

７２０份，有效率为９８．５％。被测试者（下文简称被试）均为男

性，年龄１６～２４岁，平均（１８．６５±１．７８）岁；独生子２６８例

（３７．２％），非独生子４５２例（６２．８％）；文化程度：大专或本科以

上１６３例（２２．６％），高中或中专４００例（５５．６％），初中１５７例

（２１．８％）；入伍地来自农村 ４７０例（６５．３％），城镇 ２５０人

（３４．７％）。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问卷　整个施测过程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统一指导语和问卷填写方式，无记名问卷，问卷当场收回。测

量工具：（１）应激反应问卷（ＳＲＱ）
［３］，姜乾金等编制，共２８个条

目，分情绪反应、躯体反应和行为反应３个方面，用于评估个体

心理应激反应的相应心身症状及程度。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为０．９０２，重测信度为０．９１３。（２）艾森克个性问卷

（ＥＰＱ）
［４］，由龚耀先修订，测定人格中的精神质（Ｐ分）、内外倾

（Ｅ分）和神经质（Ｎ分）、掩饰性（Ｌ分）４个维度，是测定个性的

１种标准量表。（３）特质应对方式问卷（ＴＣＳＱ）
［４］：由积极应对

和消极应对２个维度构成，用于反映被试面对困难挫折时的积

极与消极的态度和行为特征。（４）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
［４］：

共９０个条目，包括９个因子，即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

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主要用来衡量被试自觉症

状及严重程度，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１．２．２　调查方法　比较不同人口学特征新兵心理应激；比较

２０１３年集训期新兵与２０００年新兵常模、２００４年中国军人

ＳＣＬ９０总分和各因子分；进行集训期新兵心理应激、应对与个

性的相关性分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量资料用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对新兵心

理应激与个性、应对进行相关分析，以ＳＲＱ总分作为因变量，

以集训期新兵人口学特征、个性、应对各因子分作为自变量，进

行多元回归分析，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集训期新兵ＳＲＱ特点　独生子女新兵ＳＲＱ总分和躯

体、情绪反应分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犘＜０．０１），行为反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兵源所在地为城镇户口的新兵ＳＲＱ总分和

躯体、情绪、行为反应分均显著高于非城镇户口新兵，比较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１。不同文化程度新兵心

理应激总分和因子分比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

０．０５）。

　　２０１３年集训期新兵ＳＣＬ９０总分和各因子分均显著低于

２０００年新兵常模（犘＜０．０１）；与２００４年中国军人ＳＣＬ９０比

较，躯体化、焦虑、恐怖因子分显著高于国内军人，敌对性、偏执

因子分显著低于国内军人（犘＜０．０５），其他因子分与国内军人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见表２。

２．２　集训期新兵心理应激、应对与个性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

分析结果见表３，ＳＣＬ９０总分、ＳＲＱ总分与情绪稳定性、消极

应对方式呈显著正相关（犘＜０．０１），与内外倾、掩饰性呈显著

负相关（犘＜０．０１），与积极应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ＳＣＬ

９０总分与精神质呈显著负相关（犘＜０．０５），与ＳＲＱ总分呈显

著正相关（犘＜０．０１）；ＳＲＱ总分与精神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表２　　集训期新兵ＳＣＬ９０总分和各因子分与新兵

　　　常模、国内军人比较（狓±狊，分）

因子 新兵（狀＝７２０）
新兵常模

（狀＝６３７５）

国内军人

（狀＝１２８４６）

躯体化 １．４６±０．５６ １．５１±０．５５ａ １．３６±０．４６ｂ

强迫 １．５４±０．５０ １．７３±０．５３ｂ １．５６±０．５２

人际关系 １．４３±０．４６ １．７２±０．５７ｂ １．４５±０．４９

抑郁 １．３８±０．４８ １．５８±０．５５ｂ １．４１±０．４９

焦虑 １．３９±０．４７ １．５３±０．５０ｂ １．３５±０．４６ａ

敌对性 １．３４±０．４０ １．４８±０．５５ｂ １．３９±０．５０ｂ

恐怖 １．３０±０．４０ １．３８±０．４７ｂ １．２５±０．４０ｂ

偏执 １．３５±０．４３ １．５７±０．５７ｂ １．３９±０．５０ａ

精神病性 １．３２±０．３５ １．５０±０．４７ｂ １．３２±０．５０

总均分 １２４．９２±２４．７９ １３９．７３±２２．４３ｂ １２６．９６±３７．７６

　　ａ：犘＜０．０５，ｂ：犘＜０．０１，与新兵比较。

表３　　集训期新兵心理应激与个性、应对之间的相关分析

相关系数ｒ 内外倾 稳定性 精神质 掩饰性 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 ＳＲＱ总分

ＳＣＬ９０总分 －０．１８３ｂ ０．２２５ｂ －０．０８９ａ －０．１３１ｂ ０．０２７ ０．４７５ｂ ０．７８６ｂ

ＳＲＱ总分 －０．２００ｂ ０．３５５ｂ ０．０２８ －０．２０４ｂ －０．０１９ ０．６５１ｂ １．０００

　　ａ：犘＜０．０５；ｂ：犘＜０．０１。

表４　　集训期新兵各影响因素对ＳＲＱ总分的多元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标准回归系数 狋 犘

常数 ２０．７９８ ３．２２４ － ６．４５０ ＜０．０１

消极应对 １．３７３ ０．０６５ ０．６０３ ２１．１８０ ＜０．０１

稳定性 １．００４ ０．１０７ ０．３３１ ９．３５２ ＜０．０１

内外倾 －０．５２７ ０．１４３ －０．１０３ －３．６８１ ＜０．０１

精神质 －０．５８９ ０．１７４ －０．１１７ －３．３７４ ＜０．０１

独生子女 －３．１１１ １．００１ －０．０８２ －３．１１０ ＜０．０１

　　－：无数据。

２．３　集训期新兵人口学特征、个性、应对对心理应激的回归分

析　结果发现，共有５个因子进入回归方程，依次为：消极应

对、稳定性、内外倾、精神质、是否独生子女。对方程内变量单

独检验，５个自变量对因变量（ＳＲＱ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５个变量的决定系数犚２＝０．５５８，犉＝１６３．６５，犘＜

０．０１。见表４。

３　讨　　论

随着军队信息化建设加速推进，为征集更多高学历和高素

质青年入伍，从２０１３年起，全国征兵时间由冬季调整到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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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对新兵进行心理应激及相关影响因素研究，有助于提高新

兵心理应激承受能力，增强身心健康。本研究结果显示，２０１３

年集训期新兵ＳＣＬ９０总分及各因子分显著低于新兵常模，与

王家华等［５］研究一致，表明该部队新兵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良

好，心理应激程度较轻。但集训期新兵躯体化、焦虑、恐怖因子

分显著高于中国军人，与刘俊丽等［６］研究一致，说明集训期新

兵还没完全适应军队紧张而高强度的军事训练和严格的管理，

表现出一定的躯体化和焦虑、恐怖等心理问题。人口学特征显

示独生子女、兵源地在城镇的集训期新兵心理应激程度高，心

理健康状况相对较差，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７９］，提示

在进行心理素质训练和心理健康教育中，注意把握新兵心理健

康教育的针对性，将此类人群作为心理干预的重点对象。

应激认知交互作用理论认为，心理应激由应激源、应激中

介调节因素、应激反应３个方面构成，心理应激反应的强度和

类型不仅取决于刺激的性质与特点，还取决于介于刺激和反应

之间的中介调节因素［１０］。其中，人格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心

理变量，是个体对应激的认知评价及应对等心理调控能力的重

要基础［１１］。本研究结果显示，集训期新兵心理应激与个性中

情绪稳定性呈显著正相关，与内外倾、掩饰性呈显著负相关，说

明个性趋向外倾、情绪趋向稳定、精神质倾向较低的个体对环

境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应对方式作为应激的中介因素，可通过

改变对应激事件的认知评价，调节相应的躯体或情感反应等来

影响应激的强度［１２］。集训期新兵心理应激总分与消极应对方

式呈显著正相关，说明消极应对心理应激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

用，提示在应激条件下，个体若采取消极应对方式，更易导致心

理问题的发生。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个性、应对方式是影响心理应激的重

要中介变量，二者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１３１５］。对集

训期新兵心理应激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显著预测作用的中

介因素依次为消极应对、稳定性、内外倾、精神质、是否独生子

女，能解释心理应激总分值数变异的５５．８％，说明这５个因子

可作为集训期新兵心理应激严重程度的重要预测指标，也为集

训期新兵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素质训练提高其心理应激

水平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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