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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IM : To inve 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state anxi2
ety , trait anxiety , and positive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tate s in

young military servicemen. METHODS : Following surveying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ive Scale s , State2Trait Anxiety

Inventory in 112 military servicemen ,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affective experience , anxiety liability and emotional state s

were compared in order to asse ss their mental condition. RE2
SULTS : The score s of negative emotion was significantly corre2
lated with that of state anxiety or trait anxiety ( P < 0101) ,and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negative emotion and trait

anxiety was larger than that between negative and state anxi2
ety . There was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2
tive affect and trait or state anxiety. Compared with service2
men ,service women were found to have higher score s in state

anxiety , trait anxiety and negative affect , but lower score s in

positive affect. CONCL USION : There i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affective and anxiety status , and military women are

more liable to negative emotion and anxiety state than service2
men.

【Keywords】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ive scale s ; state2trait

anxiety inventory ; mental health ; military person2
nel

【摘 　要】目的 : 研究青年官兵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及正负性

情绪的相关性. 方法 : 采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与状态 - 特质

焦虑问卷 (STAI) 对某部 112 名官兵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

估 ,比较情绪体验、焦虑倾向与正负性情绪等因素的相关性.

结果 : ①负性情绪与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分值呈显著性相关

( P < 0101) ,负性情绪与特质焦虑相关系数大于与状态焦虑

的相关系数 ; ②正性情绪与特质焦虑、状态焦虑之间呈显著性

负相关 ( P < 0101) ; ③女性军人状态焦虑、特质焦虑、负性情

绪分值较男性军人高 ,而正性情绪分值比男性低. 结论 : 军人

情绪与焦虑状态显著相关 ,女性军人比男性军人更易有焦虑

和负性情绪.

【关键词】正性负性情绪量表 ;状态 - 特质焦虑量表 ;精神卫

生 ;军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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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社会的一种特殊职业群体 ,军人经常会面临

各种复杂的军事环境和遭遇多样的应激源 ,其心理素

质 ,尤其是情绪状态 ,对部队的战斗力尤为重要 ,负性

情绪是影响军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1 ] . 对官兵情

绪的不同状态如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 ,以及焦虑状态

和人格特质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 ,有利于寻找和实行

有效的进行心理状态调整的应对措施[2 ] . 为探讨官

兵的情绪状态 ,本实验采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 [3 ]

( Positive and negaive affective scales , PANAS) 、状态2
特质焦虑问卷 (State2t 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对

某部队 112 名军人进行团体心理测试 ,分析状态焦虑

和特质焦虑与情绪因素的相关性 ,旨在对军人负性情

绪的预防和调适提供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 1 　对象 　陆军航空兵通信站某单位全体官兵 117

人 ,共计发出调查问卷 117 份 ,其中除 5 人的问卷因

个人资料不详而无效外 ,有效问卷的被调查者 112

人. 收回 112 份 , 有效问卷 112 份 , 有效率为

9517 % ,问卷中无缺项 , 其中男性占 5810 % ,女性占

4210 % ;18～39 岁 ,其中小于 20 岁占 4219 % ,20～29

岁占 5217 % ,30～39 岁占 415 % ;文化程度包括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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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中、专科和本科 ,其中初中占 1017 % ,高中占

6610 % ,专科占 819 % ,本科占 1413 %.

1 . 2 　方法

1. 2. 1 　测验工具 　采用用于测量正性情绪、负性情

绪、情绪体验和人格特质焦虑倾向的 PANAS、S - AI

和 T - AI 等测查工具.

PANAS 是要求官兵根据自己近 1～2 wk 的实际

情况在每一个词后相应的 5 个供选的发生频度 (几

乎没有 - 1 分、比较少 - 2 分、中等程度 - 3 分、比较

多 - 4 分、极其多 - 5 分) 答案上划圈 ,该量表由 20

个形容词组成 ,包含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维度 ,各以

10 个形容词描述. 正性和负性情绪分值的最小值和

最大值均分别为 10 分和 50 分. 正性情绪测评由 10

个描述正性情绪的形容词组成 ,如注意力集中的、备

受鼓舞的、自豪的等 ;负性情绪测评由 10 个描述负性

情绪的形容词组成 ,如内疚的、易怒的、恐惧的等. 对

该量表中的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两个分量表进行统

计分析[4 ] .

STAI 包括状态焦虑问卷 (S2AI)和特质焦虑问卷

( T2AI) . S2AI 由 20 个陈述组成 ,列出的是人们常常

用来描述他们自己的陈述 ,要求官兵根据此时此刻的

感觉对 20 个陈述选择最符合的数字来表示各自的感

受 ,在每一陈述后相应的答案上划圈 ; T2AI 也由 20

个陈述组成 ,列出的也是一些人们常常用来描述他们

自己的陈述 ,但要求官兵根据平时的感觉对 20 个陈

述选择最符合的数字来表示各自的感受 ,在每一陈述

后相应的答案上划圈.

1. 2. 2 　测验过程及统计处理 　测试前进行统一讲解

指导 ,集体自行填写 ,要求官兵不要对任一陈述花太

多时间去考虑 ,回答无对错 ,但所作出的回答应该最

符合各自的感受. 测验后当场回收试卷. 采用 SPSS

1210 软件进行分析 ,将正性情绪、负性情绪、S2AI 值

和 T2AI 值进行相关分析 ,不同性别之间采用 t 检

验.

2 　结果
2 . 1 　正性情绪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 PANAS 是一

种状态性情绪而非特质性情绪量表 ,正性情绪和负性

情绪可同时被体验 ,个体有正性情绪体验 ( PANAS 的

正性分值为 28147 ) 的同时 , 也有负性情绪体验

(PANAS 的负性分值为 20177) , 采用 Pearson 相关

分析法对 PANAS 与 STAI 中各指标作相关分析 ,结

果见 Tab 1.

Tab 1 所见 ,PANAS 的正、负情绪指标相关系数

为 - 01299 ( P < 0101) ,系数的绝对值较小 ,似表明

正负性情绪并非互相背离存在的 ;正性情绪与状态焦

虑负相关系数为 - 01479 ,而负性情绪与状态焦虑和

特质焦虑呈正相关 ,且均呈显著性相关 ( P < 0101) ;

相对于负性情绪和状态焦虑而言 ,正性情绪与特质焦

虑有更高的负相关 ( - 01510) ,且两者相关系数有着

显著性相关 ;特质焦虑与负性情绪呈显著性正性相关

(01714) ,负性情绪与特质焦虑的相关性大于负性情

绪与状态焦虑之间的相关 ,负性情绪与特质焦虑的分

值也有显著性相关 ;与负性情绪和特质焦虑相比 ,状

态焦虑和特质焦虑有相似的相关性 (01719) ,且状态

焦虑与特质焦虑的相关也呈显著性.

表 1 　正性负性情绪与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之间的相关性

Tab 1 Correlations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 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 　 ( n = 112)

Item
Score

( x ±s)

Pearson correlation

Positive Negative S2AI T2AI

Positive 28147 ±6159 1 201299a 201479a 201510a

Negative 20177 ±6161 1 01697a 01714a

State 45129 ±9150 1 01719a

Trait 40195 ±9159 1

a P < 0101 vs the item of identical row respectively.

2 . 2 　官兵情绪状态、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性别差

异 　男性官兵有着比女性官兵为强的正性情绪 ,而女

性官兵的负性情绪、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分值均较男

性军人为高 ( Tab 2) .

表 2 　男女官兵正性负性情绪、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的比较

Tab 2 　Comparis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 state anxiety

and trait anxiety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 x ±s)

Gender n Positive Negative S2AI T2AI

Male 65 2916 ±619 1911 ±613 3913 ±8160 4311 ±818

Female 47 2618a ±518 2311a ±614 4312a ±1015 4814a ±916

a P < 0101 vs male.

3 　讨论
情绪的不同状态如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会影响

健康和行为 ,加强正性情绪、减少负性情绪已成为解

决健康和行为问题的重要手段和常用策略. 对不同

人群情绪状态的了解 ,探明其典型的情绪特征 ,有助

于针对性地寻找有效的措施[5 ] . 官兵们在纪律性、组

织性相对较强的环境中进行军事化的训练和生活 ,而

男女官兵即使在同一环境中 ,但个性和性别的差异也

使得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情绪状态 ,对这些官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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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特点的掌握 ,有益于探讨合适可行的心理指导

措施.

尽管已有研究提示 ,焦虑作为一种内在资源 ,是

构成情绪的重要因素[1 ] . 而其两种表现形式2特质焦

虑和状态焦虑在负性情绪形成的过程中可能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但对三者关系的系统探讨却较少 ,在军

人群体中进行的研究更显缺乏.

情绪具有正、负两个不同的、相互独立的维度特

征 ,即个体有正性情绪体验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没有负

性情绪的体验[6 ] . PANAS 的正、负性情绪的相关比

较低 ,表明此量表有较理想的区分效度. 状态焦虑指

一种短暂的情绪体验 ,特质焦虑指一种相对稳定的人

格特质. STAI 旨在区别评定短暂的焦虑情绪状态和

人格特质性焦虑倾向. 结果显示正性情绪与特质焦

虑、状态焦虑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 ,负性情绪与特质

焦虑、状态焦虑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 说明焦虑是影

响情绪的主要因素之一 ,有效缓解焦虑是调整我军官

兵的情绪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关键因素.

同时 ,虽然发现负性情绪与两种焦虑都有明显的

相关性 ,但与特质焦虑的相关系数更大 ,说明特质焦

虑在负性情绪中所占成分较大. 提示部队的心理卫

生工作远远不够 ,有待进一步加强 ,应该研究切实可

行的心理训练措施 ,加强平时军人的心理素质训练 ,

增加军人对军事环境的适应能力 ,培养其良好的个

性 ,尤其要加强对焦虑等负性情绪的控制和调节[7 ] .

因此 ,在做军人情绪评估时在重视观察焦虑的前提

下 ,把筛查特质焦虑人群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女性军人担负着社会角色中的双重身份 ,必然存

在着特殊性. 本研究在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量表、负

性情绪量表调查中发现 ,女性军人总分值较男性军人

高. 因此 ,在对广大官兵进行广泛加强心理指导和教

育的基础上 ,应注意观察女性军人的心理特点 ,强化

心理适应过程 ,提高应激因素的承受能力[8 ] ,保持好

良好的心态 ,使其在战斗集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9 ] .

我们首次利用正负性情绪量表在中国军人中调

查评估心理健康以及特质焦虑和状态焦虑之间的关

系. 负性情绪与特质焦虑之间的差异性大于状态焦

虑. 因此 ,提示在评估情绪时可提前调查筛选特质焦

虑人群作为参考对照. 正性情绪与特质焦虑、状态焦

虑之间有明显的负相关 ,说明焦虑是影响情绪的主要

因素之一 ,有效缓解焦虑是调整我军官兵的情绪 ,培

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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