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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急进高原对汽车兵心理应激和神经内分泌%免疫功能的影响!为高原汽车兵心理应激

防护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

随机整群抽取由低海拔环境急进高海拔环境执行运输任务的某部汽车兵
!.#

名!

分别在执行任务前"出发前第
5

天!营区!海拔
#..*

$%完成任务时"出发后第
50

天!藏区!海拔
45..*

$应用应

激反应问卷"

6;\

$%状态
1

特质焦虑问卷"

6Y:A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YB6\

$进行心理应激评估!于心理检测后

第
-

天
0

'

..

"

/

'

..

抽空腹肘静脉血!采用放射免疫方法"

;A:

$检测血清皮质醇"

BQ;Y

$%

"1

羟色胺"

"17Y

$及白

细胞介素
1#

"

A?1#

$水平&结果
!

执行任务后汽车兵
6;\

总分"

40+"4]!/+5-

$分显著高于执行任务前"

53+03]

!#+40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04

!

"

#

.+.!

$&与执行任务前比较!执行任务后汽车兵
6;\

各因子!

6Y:A

的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及
YB6\

的消极应对因子分显著高于执行任务前!积极应对因子分显著低于执行任务

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与执行任务前比较!执行任务后汽车兵血清
A?1#

%

"17Y

%

BQ;Y

水平均升

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急进高原执行任务作为强烈应激可导致汽车兵出现不良心理应

激!并引起机体神经内分泌系统改变!对机体免疫能力产生一定的抑制&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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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兵急进高海拔环境执行运输任务!持续暴露

于高原低压缺氧#昼夜温差大#紫外线强等恶劣自然

环境!驾驶纪律严格#安全责任重大!长时间注意力高

度集中的驾驶作业!导致汽车兵经常处于高生理#心

理应激状态!易造成心身应激性损害$

!

%

"个体应激时

心理状态的变化必然对生理功能调节产生正性或负

性的影响!而生理的变化也必然伴随相应的心理变

化"机体在各种应激状态下!多出现以下丘脑
1

垂体
1

肾上腺皮质轴和交感神经
1

肾上腺髓质轴反应为主的

变化!导致机体神经内分泌及免疫系统的变化!这常

常被视为应激的标志$

-

%

"本研究旨在通过动态监测

汽车兵急进高原过程中心理应激自评分和部分血清

单胺类神经递质水平的变化!探索急进高原执行任务

对汽车兵心理应激#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为汽车兵心理应激防护提供科学依据"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随机整群抽取
-.!"

年
3b!.

月由

低海拔环境急进高海拔环境执行运输任务的某部汽

车兵
!.#

名!均 为 男 性!年 龄
!3

"

4.

岁!平 均

'

-"+40]4+/#

(岁*其中士兵
5!

名'

-3+-"c

(!士官
"/

名'

"4+0-c

(!干部
!0

名'

!#+.5c

(*文化程度&大专

及以 上
40

名 '

44+54c

(!高 中 或 中 专
"5

名

'

".+..c

(!高中以下
#

名'

"+##c

("所有被试者常

规体格检查无异常!无精神异常病史和家族史"本研

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获被试者知情同意后

进行"

>+?

!

方法

>+?+>

!

问卷调查
!

分别在执行任务前'出发前第
5

天!营区!海拔
#..*

(#完成任务时'出发后第
-#

天!

藏区!海拔
45..*

(进行心理测试!心理学量表检测

评估过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向受试者介绍测评目的

和具体方法!统一指导语和问卷填写方式!实名问卷

调查!答卷当场收回"选取以下量表作为心理应激评

价指标&'

!

(应激反应问卷'

6;\

(

$

5

%

&共
-/

个条目!分

情绪反应#躯体反应和行为反应
5

个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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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

^.+3.-

!重测信度为
.+3!5

"

'

-

(状态
1

特质焦虑问卷'

6Y:A

(

$

5

%

!由状态焦虑和特质

焦虑
-

个分量表组成"'

5

(特质应对方式问卷

'

YB6\

(

$

5

%

&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
-

个维度构成!用

于反映被试者面对困难挫折时的积极与消极的态度

和行为特征"

>+?+?

!

血清学神经内分泌和免疫功能指标检测
!

心

理测试后第
-

天早上
0

&

..b/

&

..

对测试对象抽取空

腹肘静脉血
"*?

!

!-..I

)

*%M

离心
!.*%M

!分离血

清!

b0.d

冻存待测"测定指标包括&血清白细胞介

素
1#

'

A?1#

(#

"1

羟色胺'

"17Y

(及皮质醇'

BQ;Y

("采

用放射免疫方法'

;A:

(!试剂盒均为北京四正柏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产品!严格按说明书进行操作!由第三

军医大学中心实验室专业人员一次性批内检测"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966!3+.

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量资料以
H]>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组内前后对比采用配对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执行运输任务前#后汽车兵心理应激评价指标

比较
!

结果显示!执行任务后汽车兵
6\;

总分及各

因子分均显著高于执行任务前'均
"

#

.+.!

(*

6Y:A

的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因子分显著高于执行任务前

'

"

#

.+.!

或
"

#

.+."

(*

YB6\

的积极应对因子分显

著低于执行任务前'

"

#

.+."

(!消极应对因子分显著

高于执行任务前'

"

#

.+.!

("见表
!

"

表
!

!!

执行任务前后汽车兵
6Y:A

%

6;\

%

YB6\

评分

!!!

比较&

( !̂.#

'

H]>

'分(

因子 执行任务前 执行任务后
! "

6\;

总分
53+03]!#+40 40+"4]!/+5- -+04

#

.+.!

!

情绪反应
!/+#0]/+4# -4+5#]!.+/" 5+#!

#

.+.!

!

躯体反应
!5+"-]#+54 !#+/3]0+44 5+.!

#

.+.!

!

行为反应
/+/#]5+"3 !.+-#]4+0! -+.#

#

.+."

6Y:A

!

状态焦虑
53+40]/+#5 4"+5-]!.+5" 5+0/

#

.+.!

!

特质焦虑
4-+/"]3+"! 4#+3!]!.+## -+4/

#

.+."

YB6\

!

积极应对
-3+"4]/+55 -#+3#]#+"4 -+!-

#

.+."

!

消极应对
!0+50]"+43 -4+#-]#+/" #+30

#

.+.!

?+?

!

执行运输任务前#后汽车兵血清
A?1#

#

"17Y

#

BQ;Y

水平比较
!

执行运输任务前后汽车兵血清

BQ;Y

#

"17Y

#

A?1#

水平变化见表
-

"与执行运输任

务前比较!执行任务后汽车兵血清
BQ;Y

#

"17Y

#

A?1#

水平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或
"

#

.+."

("

表
-

!!

执行任务前后汽车兵血清
BQ;Y

%

A?1#

%

"17Y

!!!

水平比较&

( !̂.#

'

H]>

(

项目 执行任务前 执行任务后
! "

BQ;Y

'

M

F

)

*?

(

!54+#"]5!+0# !4/+"-]4.+!4 -+03

#

.+."

"17Y

'

M

F

)

*?

(

!5+50]/+40 -3+4-]-.+55 4+34

#

.+."

A?1#

'

DF

)

*?

(

!#+#4]#+3- !3+4!]!!+"/ -+5.

#

.+.!

@

!

讨
!!

论

!!

既往研究表明!面对应激!高原条件下汽车兵整

体心理健康较差$

4

%

"本研究结果显示!执行任务后汽

车兵
6;\

总分及各因子分!

6Y:Y

的状态焦虑#特质

焦虑及
YB6\

的消极应对因子分显著高于执行任务

前!积极应对因子分显著低于执行任务前"说明与执

行任务前比较!急进高海拔环境执行任务汽车兵普遍

处于较高心理应激水平!出现了应激相关的躯体#心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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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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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行为症状!如情绪烦躁#焦虑#抑郁及自感躯体不

适#易疲劳#反应迟钝等!并对其应对方式和情绪产生

了显著影响!应引起高度重视!有必要进一步探讨造

成汽车兵心身损害的机制并选择适宜的心理行为干

预措施!以提高其心理应激防护能力"

应激反应是机体受到强烈或有害刺激后产生的

全身非特异性适应性反应!既有认知#情绪和行为等

变化!又有神经内分泌和机体免疫等生理功能的显著

变化$

"

%

"为明确汽车兵在高原应激环境下执行驾驶

作业时心身应激损害的程度!本研究在文献检索及前

人研究$

#10

%的基础上!选取急进高海拔环境执行运输

任务前#后汽车兵空腹肘静脉血
BQ;Y

#

"17Y

和
A?1#

作为生理应激反应强度监测指标"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机体处于高度应激激活状

态时!以下丘脑
1

垂体
1

肾上腺'

79:

(轴功能亢进最为

明显$

/13

%

*作为调节
79:

轴的重要因素!糖皮质激素

是
79:

轴中与应激关系最为密切的激素!应激反应

系统失调!与
79:

轴对
BQ;Y

反馈过度有关$

!.1!!

%

"

本研究中!执行任务后汽车兵外周血清
BQ;Y

水平显

著高于执行任务前!分析可能与汽车兵急进高海拔环

境执行运输任务时!长期暴露于应激环境致使机体处

于高度应激状态!

79:

轴活性增加!下丘脑释放促肾

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

B;X

(过度分泌!作用于垂体

所释放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

:BY7

(相应释放!引起

外周器官肾上腺皮质合成和释放糖皮质激素'

>B6

(

增加!致循环系统血清醛固酮水平增高"本研究结果

提示可通过检测血清
BQ;Y

水平的变化!作为评估急

进高海拔环境执行运输任务汽车兵应激状态和水平

的客观指标"

高原低氧环境可改变大脑的生物化学过程!对大

脑功能造成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单胺神经递质对缺氧

非常敏感$

!-1!5

%

"

"17Y

作为中枢神经系统重要单胺类

神经递质!直接或间接参与人的情绪调节!也是评价

机体应激状态的重要指标之一$

!4

%

"

"17Y

不仅参与

调节情绪#嗜好和睡眠!在学习#记忆等认知过程中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

"17Y

系统功能障碍可导致内环境

功能紊乱$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执行任务前比较!

执行任务后汽车兵外周血
"17Y

水平显著升高!可能

与长期慢性应激抑制了
"17Y

进入中枢神经系统的

调控作用!导致中枢
"17Y

功能活动降低!引发机体

内分泌功能失调有关!其外显表现为抑郁#焦虑不安!

易激惹!不能有效应对应激及认知障碍等症状"

神经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是维持机体内环境稳

定的重要系统!不适当或过度应激则会引起一系列神

经内分泌#自身免疫和精神功能方面的紊乱$

!#

%

"

A?1#

细胞因子作为机体应对应激时在细胞间传递信号#进

行免疫调节的重要蛋白质*大脑组织中
A?1#

的生成是

79:

轴激活与糖皮质激素分泌之间的一个重要中间

环节$

!0

%

*它介导了应激导致的人体记忆功能减退与抑

郁行为#认知和情感障碍等$

!/1!3

%

"本研究结果中!急

进高海拔环境执行任务后汽车兵血清
A?1#

水平显著

高于执行任务前!与李玲等$

-.

%

#张金涛等$

-!

%研究结果

相似"分析原因可能与汽车兵长时间高海拔环境下

执行驾驶作业作为一种强烈的应激刺激!对机体免疫

功能产生了一定的抑制有关"研究结果说明高强度

不良应激长期超出个体应对能力!机体血清
A?1#

水平

显著升高!导致机体免疫功能受到抑制!并降低机体

防御疾病的能力!提示有必要选择适宜的心理行为干

预增强机体的心理应激防御能力和免疫能力"

本研究表明!急进高海拔环境执行运输任务作为

一种强烈的应激行为!可导致汽车兵高心理与生理应

激水平"在心理应激监测的同时!也可选取血清
"1

7Y

#

BQ;Y

和
A?1#

作为生理应激监测的预警指标!

对有效监测机体内环境平衡!减少面对军事应激时出

现的心理和生理损伤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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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M

之内表现!因为持续时间短!缺少典型的

临床特征而容易被忽视!心电图检出率低$

!.1!!

%

"本研

究发现!心电网络信息系统诊断超急性期心肌梗死灵

敏度#准确度及阴性预测值均高于传统床旁心电图

'

!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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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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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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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

.+...

(!且
4$6

高于传统床旁心电图"谢金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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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发现!超急性期心肌梗死的心电图改变多见于急

性心梗发生的
-E

以内!特征性改变为
Y

波宽大#高

耸及
6Y

段抬高"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比较了两种诊

断方式对
-E

内
6Y

段抬高的超急性期心肌梗死的诊

断效能!结果发现!心电网络信息系统灵敏度#准确度

及阳性预测值均高于传统床旁心电图'

!

-

^!.+!"3

#

"+34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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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且
4$6

高于

传统床旁心电图!提示与传统床旁心电图检查相比!

心电网络信息系统可以提高超急性期心肌梗死和
-E

内
6Y

段抬高的超急性期心肌梗死的诊断效能"笔者

分析原因可能是多数心肌梗死患者既往都做过心电

方面的检测!心电网络信息能永久保存心电图数据!

建立心电数据库!对于相同患者的心电数据!该系统

可以自动与既往心电图进行分析比对!可同屏显示患

者当前#前一份和最早的心电图!并在报告中显示出

波形的变化和结论"另外!该系统中测量值均由仪器

直接测量!避免了手动测量所造成的误差!提高了疾

病的诊断精确率"

综上所述!与传统床旁心电图检查相比!心电网

络信息系统最大限度地简化了心电检查流程!降低了

检测报告时间和就诊费用!为患者的诊治提供更多的

时间!并且提高超急性期心肌梗死和
-E

内
6Y

段抬

高的超急性期心肌梗死的诊断效能!较好地解决超急

性期心肌梗死检出率低的问题!并快速实时地为临床

医生提供诊断治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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