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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驻守高原地区执行运输任务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为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简
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驻守高原地区某汽车团的 １５６名军人为研究对象，应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 － ９０）进行调查。结果　 高原
运输军人躯体化、焦虑、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评分均高于军人常模，抑郁因子评分低于军人常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均 ＜ ０． ０１）。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评分均高于中国成人常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均 ＜ ０． ０１）。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军人 ＳＣＬ － ９０ 躯体化、强迫、焦虑、精神病性四个因子评分及总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结论　 高原运输军人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水平与常模相似，但躯体化、焦虑、恐怖、精神病性症状更明
显，受教育程度可能是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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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原有着独特的自然气候与地理环境特征。具
有低气压、低氧含量、平均温度低、昼夜温差大、日照

时间长、紫外线强等特点［１］。作为高原移居者的军

人在进入高原地区时，会出现高原反应或高原

病［２］，并可能影响其认知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３ － ５］。

世界军事大国历来都十分重视高原地区独特的地理

环境和气候特点对部队官兵的影响，成立专门的高

原医学研究机构对如何改善军人在高原环境下的身

心功能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６］。随着军事医学

的发展，各国逐渐认识到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与部

队的战斗力和后勤保障息息相关。虽然我国已经完

成了中国军人心理素质的概念、结构和相关测评工

作［７ － ８］。但目前关于高原运输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

的报道较少。因此，本调查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９０，ＳＣＬ － ９０）对高原移居者的

某汽车团军人进行评定，了解高原环境下运输军人

的心理健康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善其心理健康

状况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以驻守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
市（平均海拔 ２８００ 米）的某汽车团军人为研究对
象。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团
８９７ 名军人中抽取 １５７ 人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
１５７ 份，回收有效问卷 １５６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９９． ３６％。

１． ２　 调查工具

采用 ＳＣＬ － ９０ 进行调查。该量表由 Ｄｅｒｏｇａｔｉｓ
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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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９７３ 年编制，共 ９０ 个项目，包括躯体化、强迫症
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

神病性和其他共 １０ 个因子。采用 １ ～ ５ 分 ５ 级计分
法，１ ～ ５ 分依次代表没有、轻度、中等、相当重、严
重。总评分和因子评分越低，表明心理状况越好。

１． ３　 调查方法

集中被调查者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由经过系

统培训的人员采用现场无记名方式进行调查，时间

１． ５ 小时，允许提前交卷。填写前已充分告知被调
查者本研究结果仅作科研之用，不会泄露个人的任

何信息，无需对调查结果承担相关责任和担心。要

求被调查者独立完成，当场收回。

１． 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进行统计分析。分类资料如性
别、学历等采用例数和百分数表示，计量数据如年

龄、量表评分等采用（ｘ— ± ｓ）表示。量表评分多组间
比较采用 Ｆ分析及均数多重比较。Ｐ ＜ ０． ０５ 认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 １５６ 名对象均为男性，年龄 １９ ～ ４２
岁，平均（２１． ２ ± ０． ７）岁；已婚 ３８ 人（２４． ４％），未婚
１１８ 人（７５． ６％）；战士 １３０ 人（８３． ３３％），干部 ２６ 人

（１６． ６７％）；驻守高原一年 ３５ 人（２２． ４％），两年 ９７
人（６２． ２％），三年及以上 ２４ 人（１５． ４％）；具有高中
（中专）学历 １０８ 人（６９． ２％），大学专科 ２５ 人
（１６． ０％），本科及以上学历者 ２３ 人（１４． ８％）；家庭
经济状况：很好（１２ 万 ／年）５ 人（３． ２％），中上（９ ～
１１ 万 ／年）２０ 人（１２． ８％），中等（６ ～ ８ 万 ／年）６６ 人
（４２． ４％），中下（４ ～ ５ 万 ／年）４７ 人（３０． １％），差
（＜ ４ 万 ／年）１８ 人（１１． ５％）；研究对象入伍前就世
代原居住地在高原地区的有 １４ 人（９． ０％），未曾居
住在高原地区的有 １４２ 人（９１． ０％）。

２． ２　 ＳＣＬ － ９０ 评分结果

高原运输军人躯体化、焦虑、恐怖和精神病性因

子评分均高于军人常模［９］，抑郁因子评分低于军人

常模，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 ＜ ０． ０１）。躯体
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评分均高

于中 国 成 人 常 模［１０］，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Ｐ均 ＜ ０． ０１）。见表 １。

２． ３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军人 ＳＣＬ －９０评分比较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军人 ＳＣＬ － ９０ 躯体化、强
迫、焦虑、精神病性四个因子评分及总评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见表 ２。不同年龄、
是否为独生子女、不同经济状况、不同驻守高原时间

的军人 ＳＣＬ － ９０ 总评分及各因子评分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均 ＞ ０． ０５）。

表 １　 高原运输军人 ＳＣＬ － ９０ 评分与常模比较（ｘ— ± ｓ，分）

组　 　 别
ＳＣＬ － ９０ 评分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高原运输军人（ｎ ＝ １５６） １． ９３ ± ０． ５３ａｂ １． ７６ ± ０． ５４ｂ １． ７１ ± ０． ６４ １． ６０ ± ０． ６４ａｂ １． ６９ ± ０． ４５ａｂ

军人常模（ｎ ＝ １９６６２） １． ５５ ± ０． ５７ １． ７７ ± ０． ６０ １． ７８ ± ０． ６１ １． ６４ ± ０． ６０ １． ５２ ± ０． ５２

成人常模（ｎ ＝ １３３８） １． ３７ ± ０． ４８ １． ６２ ± ０． ５９ １． ６５ ± ０． ６１ １． ５０ ± ０． ５９ １． ３９ ± ０． ４３

Ｆ ７１． ３２ ３９． ９１ ３０． ２０ ４５． ６５ ５６． ６１

Ｐ ＜ ０． 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６６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组　 　 别
ＳＣＬ － ９０ 评分

敌意 恐怖 妄想 精神病性 总平均分

高原运输军人（ｎ ＝ １５６） １． ６０ ± ０． ３３ １． ６１ ± ０． ４２ａｂ １． ６６ ± ０． ３４ １． ７５ ± ０． ５６ａｂ １． ７８ ± ０． ５５

军人常模（ｎ ＝ １９６６２） １． ６２ ± ０． ６２ １． ３５ ± ０． ４５ １． ６７ ± ０． ６３ １． ５１ ± ０． ５０ １． ６３ ± ０． ３０

成人常模（ｎ ＝ １３３８） １． ４６ ± ０． ５５ １． ２３ ± ０． ４１ １． ４３ ± ０． ５７ １． ２９ ± ０． ６６ １． ７６ ± ０． ４２

Ｆ ４５． ６７ ４６． ５７ ６１． ２１ ４５． ５４ ７０． ３２

Ｐ ０． ０７８ ＜ ０． ０１ ０． ０８９ ＜ ０． ０１ ０． ９０１

注：ＳＣＬ － ９０，症状自评量表；ａＰ ＜ ０． ０１，与军人常模相比；ｂＰ ＜ ０． ０５，与成人常模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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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军人 ＳＣＬ － ９０ 评分比较（ｘ— ± ｓ，分）

组　 　 别
ＳＣＬ － ９０ 评分

躯体化 强迫 人际关系敏感 抑郁 焦虑

高中（ｎ ＝ １０８） １． ６３ ± ０． ４９ １． ６１ ± ０． ５３ １． ６９ ± ０． ６１ １． ５７ ± ０． ４５ １． ５６ ± ０． ５８

专科（ｎ ＝ ２５） １． ８３ ± ０． ７６ １． ７８ ± ０． ３６ １． ５４ ± ０． ３４ １． ６４ ± ０． ６７ １． ７２ ± ０． １３

本科及以上（ｎ ＝ ２３） ２． ３７ ± ０８５ ２． １５ ± ０． ５６ １． ８９ ± ０． ４４ １． ６７ ± ０． ４３ ２． ３２ ± ０． ２５

Ｆ ５１． ７０ ２１． ７１ ２２． ４６ ４５． ２８ ４１． ９４

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４９ ０． １３５ ０． ６７１ ０． ００３

组　 　 别
ＳＣＬ － ９０ 评分

敌意 恐怖 妄想 精神病性 总平均分

高中（ｎ ＝ １０８） １． ６８ ± ０． ６７ １． ７６ ± ０． ６７ １． ５６ ± ０． ２７ １． ４８ ± ０． ５１ １． ６１ ± ０． ５２

专科（ｎ ＝ ２５） １． ６９ ± ０． ３４ １． ７７ ± ０． ３７ １． ６８ ± ０． ３６ １． ９０ ± ０． ７９ １． ７７ ± ０． ７３

本科及以上（ｎ ＝ ２３） １． ７７ ± ０． ３６ １． ８１ ± ０． ３４ １． ７２ ± ０． ３５ １． ９２ ± ０． １０ ２． ０７ ± ０． ７３

Ｆ ３４． ８９ ５６． ２１ ３８． ９１ ３１． ３３ ３３． ６２

Ｐ ０． ７１９ ０． ０８９ ０． １７８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１

注：ＳＣＬ － ９０，症状自评量表

３　 讨　 　 论

以往研究结果表明高原军人心理健康状况较

差［１１］。本次调查结果表明高原运输军人心理健康

状况接近军人平均水平，与以往研究结果不相同。

可能与部队重视军人心理健康以及物质条件和运输

条件有所改善有关，同时运输流动性大、环境变化快

可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在躯体化、焦虑、抑

郁、恐怖、精神病性方面与既往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１１］。可能原因如下：第一，生理素质是心理素

质的基础，独特的高原环境对人体产生生理影响的

同时，也影响着军人的心理活动；第二，本次调查中

有 ９１． ０％的军人未曾生活在高原上，初上高原时易
出现焦虑、忧虑、畏惧等；第三，本次调查的高原军人

承担着进藏运输的繁重任务，机械作业单一，长期累

积使得军人感到苦闷烦躁；第四，驻地营区偏远，交

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缺乏与家人、朋友之间必要

的互动交流。

本调查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军人心理健康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高中学历者优于专科或本

科以上者，与既往研究结果［１２］一致。可能是接受过

高等教育的军人，在部队军衔较高，承担事物多、责

任重，对自身要求高，同时面临军改，并且年龄偏大

的军人，婚姻、家庭等生活事件较多。

以往研究结果表明，高原军人随着驻守时间延

长，心理健康水平下降［１３］。而本次调查结果与之不

同。这与军人职业得到社会尊崇、待遇大幅提高、部

队生活条件的改善有关。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调查

对象均为男性，结论的外推性受限，调查工具较单

一，可能不能完整反映其心理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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