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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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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探讨内地官兵高原驻训期间睡眠质量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心理应激自评问卷"

3A[L

#%匹兹堡

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3AY?

#%疲劳症状自评量表%自编一般资料调查表对
12*

名高原驻训官兵进行现场心理测评$结果
!

"

#

#高原

驻训官兵总体睡眠质量均值为
2($#\)(10

!

1"(2J

睡眠质量较好!

!2()J

睡眠质量较差!

)1(!J

睡眠质量一般$"

!

#睡眠质量较

差官兵的疲劳及心理应激得分显著高于睡眠质量好的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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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应激%疲劳程度%自评

演习信心程度%自评健康状况与
3AY?

总分呈显著正相关"

9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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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应激%疲劳程度%自

评演习信心程度和自评健康状况进入
3AY?

总分回归方程!且预测变异量为
)$(#J

$结论
!

高原条件下驻训官兵的心理应激状

况%疲劳程度影响睡眠质量!官兵对演习的自信程度%健康状况的评估也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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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睡眠是军人有效开展军事活动和维持身心健康的

重要保证)长时间持续作业*恶劣的环境*高强度的军事训练

等都会对军人的睡眠产生不良影响)高原寒冷*低氧环境尤其

影响军人的睡眠)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主要针对高原驻地军

人#发现长期驻守者$时间在
#

年以上%可能因为长期缺氧环

境*应激性生活事件*心理健康状况等诸多因素导致睡眠状况

较差&

#

'

)然而短期进驻高原官兵的睡眠情况如何#受哪些因素

影响#目前的相关研究较少&

!

'

)本研究对赴高原外训的平原部

队官兵睡眠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可能的影响因素#为未来高原

外训部队睡眠相关的卫勤保障提供依据)

>

!

对象与方法

>(>

!

调查对象
!

抽取某部装甲旅赴西藏参加高原演习的部分

官兵为研究对象#排除既往有精神疾病及严重躯体疾病者#采

取随机抽样方式#抽取
1

个营#共计
12*

名军人)所有官兵本

着自愿原则#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方案符合伦理学要求)

研究对象男
1#"

人$

0*()J

%#女
1*

人$

#"(.J

%(年龄
#.

"

)$

岁#平均$

!!("\)(1

%岁(军龄
#

"

#$

年#平均$

)(.\)(!

%年(士

兵
!11

人$

2)(!J

%#士官
#**

人$

1)(1J

%#干部
#$

人$

)(2J

%(

学历为初中
*1

人$

!"(2J

%#高中
#$)

人$

)2(2J

%#中$大%专

#$!

人$

)2()J

%#本科及以上
1"

人$

0(.J

%)

>(?

!

调查工具
!

$

#

%一般资料调查!包括健康状况自评*对演

习的自信程度以及一般人口学资料$年龄*性别*军龄*籍贯*学

历等%)健康状况自评
#

"

2

分别为+非常好,到+很不好,#对演

习的自信程度自评
#

"

2

分别为+非常有信心,到+非常担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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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应激自评问卷$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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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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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

个条目#条目内容均反映各种应激症状#

#.2)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1$

卷第
!2

期

"

基金项目$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军事预研基金$

ADZ!"#1̂A"#

%(第三军医大学
!"#2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2*"")#""$

%)

!

作者简介$孟旭阳$

#**$I

%#本科在读#主要从事军事心理学研究)

!

#

!

通信作者#

[/N='8

!

GC-CG

!

GNN4(7%4(:-

)



要求被调查者根据一周来的感受#采用
)

级评分$

#

表示从无(

!

表示有时(

)

表示经常%#各条目之和转换为标准分数
L

#

L

%

."

分说明心理应激明显)问卷信度为
"(.$

#效度较理想&

)

'

)

$

)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3AY?

%

&

1

'

!由美国匹兹堡大学医

学院睡眠专家
>4

M

,,7

编制#用于评价
#

个月内的睡眠质量)

该量表由
#*

项自评和
2

项他评条目组成#其中第
#*

项自评条

目和
2

项他评条目不计分#参与计分的
#0

个条目组成
.

个因

子#为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

碍*催眠药物应用和日间功能障碍)每个成分的评分计
"

"

)

分#累计分值即为睡眠质量总分#分值越高表明睡眠质量越差)

3AY?

总分为
"

"

!#

分#

.

分为划界分#小于或等于
.

分为睡眠

质量好#大于
.

分为睡眠质量差&

2

'

)

3AY?

在国内*外广泛使

用#中文版同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

%疲劳症状自评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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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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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2

个条目#分为
2

大项目#采用
2

级评

分#得分越高表明疲劳程度越严重)总分
'

2"

分*

2#

"

.2

分*

.$

"

#""

分和
%

#"#

分#分别表示疲劳症状+稍微有点,*+有些

明显,*+相当明显,和+非常明显,$信度为
"(0"

%

&

$

'

)

>(@

!

调查方法
!

采用现场心理测评的方式进行#由两名第三

军医大学心理学院专业人员负责实施#在安静的环境下进行#

以确保调查资料的准确性)统一发放量表
1$1

份#剔除漏答*

错答等无效量表#回收有效量表
12*

份)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A3AA!!("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处

理#采用
?

检验及回归分析#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12*

名军人
3AY?

总体情况分析
!

12*

名军人
3AY?

总均

分为$

2($#\)(10

%分#平均睡眠持续时间为
.(*.;

)以
3AY?

总分
&

.

分为睡眠质量差#总分
'

1

分为睡眠质量好#作为参考

界值#有
!2()J

$

##$

"

12*

%睡眠质量较差#

1"(2J

$

#0$

"

12*

%睡

眠质量较好#

)1(!J

$

#2.

"

12*

%睡眠质量一般)依据进藏演习

官兵对高原适应情况的自评情况#发现自评高原环境适应较好

的官兵$占
.$(.J

%其
3AY?

总均分明显低于不适应组$

2()1\

)()$>:G$(2!\)(.)

#

?H)(#!#

#

%

$

"("#

%#与华东地区
#00.

名军人相比#睡眠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H"("#1

#

%

&

"("2

%)但明显低于
12"

名高原常驻官兵$海拔
1"""

"

12""

N

%

&

0

'及
*0

名进藏$未超过
)

个月%官兵的睡眠质量&

*

'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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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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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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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1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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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睡眠质量官兵心理应激*疲劳总分及各因子分比较

!

睡眠质量差的官兵心理应激*疲劳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高于

睡眠质量好的官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不同睡眠质量官兵心理应激(疲劳总分

!!!

及各因子分比较&

T\:

'

项目 睡眠质量好$

(H)1)

%睡眠质量差$

(H##$

%

?

心理应激
1.()0\0(1$ 2.(.2\#"(12

I*($0

=

疲劳总分
))().\*(#. 12(!$\#)(!$

I#"(."

=

困倦感
.(10\!(2" #"(1#\)(10

I*(0#

=

情绪不安感
$(1"\#(*2 *(#*\)(#.

I##(#*

=

不快感
$()0\!("1 0(11\!(0$

I0(1!

=

怠倦感
$(20\!(!) 0($1\)(")

I.(0"

=

视觉疲劳感
$(2!\!(#! 0(2*\)("$

I0("!

=

!!

=

!

%

$

"("#

?(@

!

睡眠质量与心理应激*疲劳*自评演习信心程度*自评健

康状况相关分析
!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3AY?

总分*主观睡眠质

量*睡眠障碍*日间功能障碍与心理应激*疲劳*自评演习信心

程度*自评健康状况呈显著正相关$

%

$

"("#

%#睡眠效率与心

理应激*疲劳*自评演习信心程度呈正相关$

%H"(")0

#

"("10

#

"(")!

$

"("2

%#见表
!

)

表
!

!!

睡眠质量与心理应激(疲劳等的相关分析

项目 心理应激 疲劳 自评演习信心程度 自评健康状况

3AY?

总分
"(2#.

5

"(100

5

"(!2*

5

"()2!

5

主观睡眠质量
"(121

5

"()*)

5

"(#*$

5

"()#"

5

入睡时间
"(!.$

5

"(!).

5

"(##"

=

"(#*$

5

睡眠时间
"(!**

5

"(!#)

5

"("0"

"(#1!

5

睡眠效率
"("*.

=

"("*)

=

"(#""

=

"(#!0

5

睡眠障碍
"()*1

5

"()*)

5

"(!"0

5

"(!*1

5

催眠药物
"(#)"

5

"(#2)

5

"(###

=

"(#."

5

日间功能障碍
"(1.!

5

"(2"$

5

"(!12

5

"(!)0

5

!!

=

!

%

$

"("2

(

5

!

%

$

"("#

?(A

!

睡眠质量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以样本的
3AY?

总分为

因变量#年龄*军龄*是否是独生子女*职别*学历*演习自信程

度*应激总分*疲劳总分*自评健康状况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

步线性回归分析)在
"

H"("2

水平下#应激总分*疲劳总分*演

习自信程度*自评健康状况进入了回归方程)总方程的相关系

数为
"($"

#决定系数
F!

为
"()$#

)回归方程为
Z

$

h

%

H

"(!0*.#e"(0!!.!e"(".".)e"(10#.1

#回归方程有效

$

JH$1("#)

#

%

$

"("#

%#见表
)

)

表
)

!!

应激(自评健康(疲劳及演习自信程度与

!!!

睡眠质量的回归分析

项目
#

4H ? %

心理应激$

h#

%

"(!0* "("1. $("*# "("""

健康状况$

h!

%

"(0!! "(#01 1(1$* "("""

疲劳总分$

h)

%

"("." "("#2 1(.#* "("""

演习表现$

h1

%

"(10# "(#.$ !(.)1 "(""$

@

!

结
!!

论

!!

各国军方高度重视军人群体的睡眠问题)来自美军心理

咨询调查团队的一项官方报道指出#睡眠困扰是影响军事安全

与作战效能的一个重要因素)睡眠质量不好或睡眠时间不足

等#容易导致军人警觉性降低#在执行任务中出现差错#尤其是

一些复杂*高级的心理任务#如制定作战计划*执行军事行动

等#更易受到睡眠缺失的影响&

#"

'

)据国外一个精神健康咨询

小组的最近报道#有超过一半的士兵把执行军事任务的失败归

因于睡眠不足)

本研究发现有
!2()J

的高原驻训官兵睡眠质量较差#主

要表现在日间功能障碍$

$1($J

%*入睡困难$

22(#J

%*睡眠障

碍$

21()J

%和主观感觉睡眠质量差$

2"(0J

%)表明内地官兵

在进驻高原开展军事训练近
)

个月后#主要的睡眠困扰表现在

经常感到困倦*做事精力不足#

)"N'-

内不能入睡#夜间易醒

或早醒*自觉睡眠质量差等)但与进藏不到
)

个月或
#

年以内

的官兵相比#本研究群体的总体睡眠质量较好)可能原因是部

队实施了高原实训前的人员选拔#并且加强了本次参加高原外

训官兵的高原卫勤知识宣讲#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参训官兵对高

原环境良好的心理适应性#对睡眠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分析发现#睡眠质量与疲劳*心理应激*自评健康状

况以及对演习的自信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并且以上
1

个因子均

进入回归方程#解释
)$(#J

的变异量)有研究&

##/#!

'表明#睡眠

质量与疲劳有关#疲劳感增加会影响睡眠质量)驻训官兵在历

经近
)

个月的高原军事训练后#身体困倦感*不快感等一系列

疲劳症状增加#继而对其睡眠质量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反

之#睡眠质量不高也会使身体的疲劳程度增加#从而产生恶性

循环)而
>'&B=G-

等&

#)

'的研究也表明#个体睡眠缺乏会导致疲

!.2)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1$

卷第
!2

期



劳)丁蓉等&

#1

'报道参加非战争军事行动官兵的心理应激反应

主要表现为紧张*疲劳等)本研究也发现睡眠质量较差的高原

驻训官兵在演习训练过程中#有着较高的应激水平和疲劳症

状)同时来自于个体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肯定*演习的自信程度

等#均对睡眠产生正性影响#因此#演习过程中对官兵身体健康

的保障#士气的鼓舞和良好心理状态调适与引导#都能够有效

地改善并促进参训官兵的睡眠质量)

+使命行动,高原联合演习#有力地磨练了内地参训部队的

特殊环境军事作战能力#同时也为我军医疗卫勤保障提出了新

的要求)针对高原条件下参训官兵的睡眠*高原应激等身心问

题#部队与某三甲医院全方位推进军事演习与卫勤保障的联演

联训合作#对参训部队官兵开展了全维的医学
/

心理
/

勤务保

障#全程配备医学专家*心理工作者*卫勤保障人员随时保障各

种身心健康问题#通过医学知识宣讲*心理讲座与辅导*定期监

测健康状况等#为参训官兵提供了强大的医疗后勤保障)本研

究调查分析了参训官兵的睡眠问题#发现高原条件下参训官兵

的心理应激状况*疲劳程度影响睡眠质量#并且官兵对演习的

自信程度*个人健康状况的评估也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因

此在高原驻训演习期间#需要注重官兵身体健康状况#加大医

疗
/

心理
/

后勤保障力度#科学管理官兵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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