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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我国军人社会支持特点及其与抑郁的关系&方法
!

采用军人社会支持量表!对来自海%陆%空%武警的

!#$#$

名军人进行问卷调查!使用
;0;;!,"#

软件统计分析数据&结果
!

我国军人社会支持存在很高的利用率!在遇到困难时几

乎都能够从组织或亲友获得帮助&武警的社会支持整体高于陆%海%空军#军官的主观支持高于士官和战士!士官的客观支持低于

军官和战士#

'#

岁以下军人的主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高于
'#

岁以上军人&军人社会支持与抑郁呈负相关"

"̀ #"2+)

!

!

#

#"#!

$&

结论
!

军人社会支持越高!患抑郁的概率越小&

#关键词$

!

中国#军事人员#社会支持#抑郁

#中图法分类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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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是指人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中所能获得的物质和

精神上的各种帮助和支持!包括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

利用度
2

个部分"研究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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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损害作用!是预

防老年抑郁'产后抑郁和大学生抑郁的保护因素(

!*'

)

!并对心理

健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2

)

"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职业群

体!其社会支持系统存在于自己的军营关系网络中!直接影响

着青年军人的心理健康'官兵的心理弹性和心理应激水平!以

及对军人职业的满意度(

(*)

)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我国军人

社会支持的特点!了解我国军人社会支持的现状!探讨社会支

持与抑郁的影响作用"

B

!

资料与方法

B"B

!

一般资料
!

陆'海'空'武警共
(

个军兵种
!!(##

名军人

参与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
!#$#$

份!有效率
1'"!$3

"男

!#21+

名!女
!#,

名!平均年龄$

''"2,c2"1$

%岁"各兵种所占

比例#其中陆军
+)2(

名$

+'")+3

%!海军
!((2

名$

!2"+(3

%!

空军
1(2

名$

,"1,3

%!武警
(,$

名$

(")!3

%*其中军官
!!(,

名

$

!#"123

%'士官
($21

名$

(2"'!3

%'战士
(,!,

名$

($",)3

%"

B"C

!

方法

B"C"B

!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

采用经崔红等人修订的肖水源编

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

)

!共有
!#

个条目!包括主观支持$

(

条%'客观支持$

2

条%和对支持利用度$

2

条%

2

个维度!经修订

后考虑到了军人的生活环境及社会成员的构成"国内多项研

究均表明社会支持量表在军人群体中建立了军人常模!具有较

好的信效度!可以用于评估军人社会支持状况(

1*!#

)

"

B"C"C

!

国际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

UV;*M

%

!

该量表由美国

国立精神研究所
/6F?DEE

编制!广泛应用于抑郁的流行病学调

查!量表共有
'#

个题项!

(

个维度#抑郁情绪'躯体症状与活动

迟滞'积极情绪'人际"通常使用
!)

分作为分界点!总分小于

!)

分为无抑郁!

!)

!#

'#

分为轻度抑郁!

'#

!#

'(

分为中度

抑郁!

(

'(

分为重度抑郁"曾有研究者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了

!)#(+

名普通人!建立了全国常模!认为该量表中文版适用于

我国不同年龄群体!是一个可靠且有效的抑郁症状自评测量工

具(

!!

)

"故本研究选择
UV;*M

用于评估军人的抑郁状态"

B"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HcC

表示!不同组间计量指标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检验水准
#

#̀"#$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B

!

军人社会支持现状
!

本次参与调查的
!#$#$

名军人中!

在遇到急难情况时!几乎所有军人都能从朋友'家人'战友和组

织中得到帮助!

+,"!'3

的军人认为有
2

个以上的亲密关系可

以给予支持和帮助!

))"($3

的军人认为有些战友'同事或邻居

,$$(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Z4*##2!'2

%*军队心理卫生科研课题$

!'gW\!#2

%"

!

作者简介#余苒$

!1+'b

%!助理研究员!硕

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军人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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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很关心自己"在遇到烦恼时的倾诉方式中!

2+"(+3

军人会

选择向关系极为密切的个人诉说!以获得支持和理解!遇到烦

恼
1$"!!3

的军人会寻求帮助!见图
!

"

!!

社会支持
!

!

!#

#社会支持量表的
!#

个条目*选项
!

!

(

#每一个条

目下的
(

个选项

图
!

!!

军人社会支持来源

C"C

!

社会支持军种上的差异性分析
!

对不同军种的军人社会

支持量表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得知!陆军'海军'空军和

武警在社会支持总分和各因子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进一步两两分析后得知!空军在社会支持总分上

明显高于陆军和海军$

!

#

#"#$

%!武警在主观支持'客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2

个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陆军'海军和空军$

!

#

#"#$

%!见表
!

"

C"D

!

社会支持职级上的差异性比较
!

对不同职级的军人社会

支持量表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得知!不同职级的军人在

社会支持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进一步两两分析后得知#军官的主观支持高于士官和战

士$

!

#

#"#$

%!但在支持利用度上低于战士和士官$

!

#

#"#$

%!

士官的客观支持低于军官和战士$

!

#

#"#$

%!见表
'

"

C"E

!

社会支持年龄上的差异性
!

对不同年龄段的军人社会支

持量表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得知!不同年龄段的军人在

社会支持总分和各因子得分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进一步两两分析后得知#

'#

岁以下的军人主观支持和

支持利用度高于其他年龄组$

!

#

#"#$

%!

')

岁以下主观支持较

高$

!

#

#"#$

%!

2!

岁以上客观支持较高$

!

#

#"#$

%!见表
2

"

表
!

!!

不同军种军人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各因素得分比较&

HcC

'

社会支持$分% 陆军 海军 空军 武警
0 !

客观支持
'2")1c("$+ '2")(c("+! '("!2c("+2

'$"$$c("!'

6Q%

'+"')1 #"###

主观支持
!'"2+c$")( !'"##c$"() !'"+,c$"'#

!(",#c)"!2

6Q%

22"!1' #"###

支持利用度
,"$(c'"'' ,"$'c'"!' ,"+'c'"!(

1"+#c'"!!

6Q%

2+"2$' #"###

总分
(("(+c1"1, (("#!c1"1)

()"!#c,"!+

6Q

$#"22c,",2

6Q%

$#")+1 #"###

!!

6

#

!

#

#"#$

!与陆军比较*

Q

#

!

#

#"#$

!与海军比较*

%

#

!

#

#"#$

!与空军比较

表
'

!!

不同职别军人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各因素的比较&

HcC

'

社会支持$分% 战士 士官 军官
0 !

客观支持
!2"#2c$"$)

%

!'"!1c$"(+

%

!'"))c$"'#

6Q

'+"(#+ #"###

主观支持
'2"12c2"++

Q

'2"1)c("!+

6

'(",,c("'#

6Q

'+")', #"###

支持利用度
,")(c'"'$

%

,")'c'"'#

,"21c'"#'

6Q

$",(2 #"##2

总分
($")!c,",1

Q

(("++c1"#$

6

($"1(c,",)

Q

!2"2+' #"###

!!

6

#

!

#

#"#$

!与战士比较*

Q

#

!

#

#"#$

!与士官比较

表
2

!!

不同年龄段军人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各因素的比较&

HcC

'

年龄$岁%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支持利用度 总分

#

'#

'2"+2c("(2

%F

!'"11c$",(

Q%

,"$(c'"$'

%

($"'+c!#"!(

Q%

'#

!#

')

'2"$!c("(2

%F

!'"('c$")#

6%F

,"(,c'"2+

(("('c1",2

6

')

!#

2!

'("2+c$"#2

6QF

!!"2,c$"#$

6Q

,"'1c'"21

6

(("#$c1"1!

6

2!

!

(#

')"!)c$"$+

6Q%

!!"$2c("1'

6

,"'1c'"2' ($"11c!#"2(

$

(#

')"2$c)"+#

6Q

!'"'2c$")( ,"$#c'"() (+"#,c!'"((

!!

6

#

!

#

#"#$

!与
'#

岁以下比较*

Q

#

!

#

#"#$

!与
'#

!#

')

岁比较*

%

#

!

#

#"#$

!与
')

!#

2!

岁比较*

F

#

!

#

#"#$

!与
2!

!

(#

岁比较

表
(

!!

UV;*M

得分与社会支持得分的相关分析

社会支持
UV;*M

得分

" !

年龄

" !

兵龄

" !

客观支持
b#"'),#"##' b#"#+!#"##! b#"#1$#"###

主观支持
b#"2#(#"##! #"#1(#"##' #"#12#"##!

支持利用度
b#"2$'#"##2 b#"#!1#"#2$ b#"#2'#"#'2

总分
b#"2+)#"##! b#"##!#"#)! b#"#!1#"#+'

C"F

!

军人社会支持与抑郁的关系
!

对
UV;*M

得分'年龄'兵龄

分别与社会支持量表的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分和对支持

的利用度得分作积差相关分析后得知!我国军人抑郁与主观支

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均呈负相关$

!

#

#"#!

%!主观支持与年

龄和兵龄呈正相关$

!

#

#"#!

%!客观支持与年龄呈负相关$

"̀

b#"#+!

!

!

#

#"#!

%!与兵龄呈负相关$

"̀ b#"#1$

!

!

#

#"#!

%!年

龄与支持利用度呈负相关$

"̀ b#"#!1

!

!

#

#"#$

%!见表
(

"

D

!

讨
!!

论

!!

以往众多研究揭示了普通人群社会支持与抑郁症状之间

的关系!而在军人群体中两者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相对较少(

!'

)

"

本研究全面调查了我国海陆空武警在内的各个军种军人的社

会支持状况以及社会支持与抑郁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

我国军人对社会支持存在很高的利用率!这与我军的优良军营

传统密不可分!军队历来提倡官兵平等'爱兵如子!战友是亲

人!有难同当!军营的互助互帮气氛一直很深厚!绝大多数军人

在遇到困难时愿意向组织和个人提出需求"

我国军人的社会支持在军种'职别'年龄段上存在一定的

差异性"$

!

%军种差异#武警的主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均高于

陆'海'空军"这是因为我国武警的工作主要是对内维护国家

安全稳定!防止暴力事件'群体性事件'反恐作战和日常警卫巡

逻等勤务!与地方接触频繁!因而得到社会支持的渠道较陆'

海'空军多"$

'

%职别差异#士官总体社会支持低于战士和军

1$$(

重庆医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2'

期



官"士官作为基层骨干力量!既要与战士一起生活!共同训练!

又要担任起最基层的管理工作!日常需要独立承担更多责任!

因此在觉察支持上相对较低"$

2

%年龄段差异#

'#

岁以上军人

社会支持总体低于
'#

岁以下军人"

'#

岁以下军人作为刚刚

入伍进入部队的新兵!属于家庭'干部和士官照顾的对象!获得

各种支持较多"而随着军龄的增长!则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

任和家庭责任!扮演付出者的角色"

我国军人社会支持与抑郁呈显著负相关!即社会支持程度

越高则抑郁症状越少!反之则抑郁症状越高"且以往的研究表

明社会支持会对人们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较高的社会

支持度能够给个体带来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与帮助!从而能够

减少心理压力的产生!降低心理疾病的发病率(

!2

)

"另有研究

者发现社会支持是抑郁发生的缓冲'保护性因素(

!(

)

!社会支持

的缺乏增加个体患抑郁的风险!而良好的社会支持降低抑郁的

发生率!更有利于促进抑郁症的康复"因此!本研究对于预防

军人抑郁的发生!以及消除其他心理疾患的发生具有重要的意

义"全社会可以进一步改善军人的生活环境并建立良好的社

会沟通机制!维护官兵心理健康!有效预防军人抑郁及其他心

理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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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产科出血的技术流程并进行系统培训"各级妇幼保健机构

或区域性产科急救中心牵头!对辖区的助产技术服务机构产科

医务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培训!重点针对孕产妇前五位死

因开展系列专项培训和技术练兵!同时根据辖区孕产妇死亡评

审'危重孕产妇评审中发现的影响因素进行专题培训"省'市

级大型医疗保健机构加强妊娠合并症'并发症诊治新技术培

训!强化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血栓性疾病等严重并发症的规范

诊治!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各级产科急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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