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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某部官兵面对 的心理状态调查

张志群
,

李 茄
,

安王新
,

时 勘 ①

武警医学院医学心理学教研室
,

天津
,

摘要 目的 了解武警官兵面对 的心理状态
。

方法 采用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制

的
“

全 国民众非典调查问卷
”

新版 量表
,

对武警某部官兵 人进行测试
。

结果 武警某部官兵

心理状态项 目 中的
“

自己 的生活是快乐的
” 、 “

能够勇敢地面对问题
”

等正性心理状态得分均较高

岁组正性心理状态
、

积极应对方式
、

对 相关信息认知
、

熟悉度
、

可控制感和社会支持得

分均高于 岁组 尸 或 尸
。

结论 武警官兵面对 的心 态较积极
,

但应特别重

视年龄较小 的战士的心理状态 武警部队仍 需建立完善的心理干预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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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英 文 巧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的缩写
,

又称为非典型肺炎
,

简称非典
。

由于这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
,

人们对其

缺乏认识
,

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恐慌
,

因此
,

防治非

典
,

更要注意心理卫生
。

我们对武警部分官兵 的心

理调查
,

旨在了解武警官兵心理状态
,

为进一步干预

提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对象 武警部队某部官兵 人
,

均为男性
,

其中战士 人
,

军官 人
〕

年龄 岁 以下

人
,

〕 岁 人
。

健康状况良好以上 人
,

一般

人
,

较差或很差 人
。

方法 依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制的
“

全

国民众非典调查问卷
”

新版 川
,

该量表内容包括

最近一周心理状态 列 出最近一周各种心理状

态
,

把心理状态按对被试的影响分为正性 项 和

负性 项
。

应对方式 按应对机制的不同分为

个维度
,

每个维度包括如下 内容
。

维度 正面应

对 适当地发泄 自己的情绪
,

做一些不一定能解决

问题的事
,

但至少我在做事
、

做一些 冒险的尝试 维

度 否认 就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

努力从

光明
、

积极的一面看待灾难
,

试图忘记曾发生过的灾

难或疫情的事情 维度 自我控制 能努力保持 自

己的情绪稳定
,

让其他人少知道一些关于灾难的负

面消息
,

认真思考 自己该说什么
,

该怎么做 维度

寻求社会支持 和其他人交谈
,

以便了解更多有关

情况
、

接受他人的关心和理解
,

与人交谈
,

倾诉内心

的烦恼 维度 承担责任 有问题时
,

多想想 自己

方面的原因 责怪或批评 自己
、

为 自己的行为道歉
,

并做一些事情
,

集中注意力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

我知道该怎么做
,

所 以加倍努力 维度 逃 离躲

避 希望出现某种奇迹让灾难消失
,

通过吃东西
、

抽

烟
、

药物等方式使 自己感觉好些
,

祈祷神灵或祖先保

佑自己永不染上灾难 维度 解决问题 为使事情

变好
,

积极做些事情
,

集中注意力去考虑下一步该怎

么办
,

我知道该怎么做
,

所以加倍努力 维度 重新

评价 寻找新的信念或信条
,

重新找到生活中重要

的方面
,

希望 自己能改变事件或者改变 自己的感受
。

信息认知 分为总体和正
、

负面信息 个项 目
。

其它 熟悉度
、

可控制感
、

无助感
、

社会支持
。

调

查时
,

由研究者向部队管理干部说明量表的填写方

法
,

然后由管理干部向战士分发量表
,

采用无记名方

式填写
,

限时完成
,

回收后由研究者按标准打分
。

收

回有效问卷 份
。

统计分析 应用 邢 软件进行资料处理
。

岁与 岁组的组间比较采用 检验
。

作者简介 张志群 一 ,

女
,

硕士
,

讲师
。

从事精神医学与心理卫

生研究
。

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结果

武警某部官兵最近一周心理状态 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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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性项 目得分较负性项 目高
,

表明大多数被试心理

状态乐观
、

积极
。

正性项 目得分较高的前 项 总的

来说自己的生活是快乐的
,

能够勇敢地面对问题
,

做

事能集中注意力
。

负性项 目得分较高的前 项 觉

得总是有精神上的压力
,

觉得心情抑郁不快乐
,

觉得

无法克服困难
。

实验把被试分为 〕 岁和 岁

两组
,

岁组正性心理状态得分均大于 岁组

尸 或 尸
,

而负性心理状态 中除
“

觉是

自己没用
”

外
,

其余均无统计学意义 尸
。

武警某部官兵面对 的应对方式
、

信息认

知及其它项 目得分情况 结果见表
。

应对方式分

为积极和消极应对
,

岁组积极应对方式得分均

高于 岁组 尸 或 尸
,

而消极应对

方式中的
“

否认
”

和
“

逃离 一 躲避
”

两组间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尸
。

关于对 信息认知
,

岁组总体信息认知及正面
、

负面信息认知分数均大

于 岁组 尸
。

对 相关事件的熟悉

度
、

可控制感和社会支持
,

岁组得分也高于

岁组 尸 或
。

无助感两组间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或 尸
。

表 武警某部官兵最近一周心理状态各项目得分 无 士 、

项 目 总体 岁组 岁组

正性

做事能集中注意力

担当有用角色

觉得处事时可以拿定主意

觉得 日常生活是有趣味的

能够勇敢地面对问题

总的来说
,

自己生活是快乐的

负性

因为担忧而失眠

觉得总是有精神上的压力

觉得无法克服困难

觉得心情抑郁
,

不快乐

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觉得 自己没用

与 岁组比较
’

尸
, ’ ‘

尸

士

士

士

士

士 芜

士 为

士 荟

士 关 黄

士 开 并

士 关

肠 士 关 关

士 任 苦

士

土

士

士

士

土

土

土

卯 士

士 如
士

士

士

土 刃

土

士

士

士 关

士

土

卯 土

士

士

土

表 武警某部官兵面对 的应对方式
、

信息认知及其它项 目得分 士 、

项 目 总体 二 〕 岁组 岁组

应对方式
正面应对

否认
自我控制

寻求社会支持
承担责任
逃离 一 躲避

解决问题
重新评价

信息认知

总体信息认知
正面信息认知

负面信息认知

其它

熟悉度
可控制感
无助感

社会支持

士

土

士

上

土

士

士

士

士 并

士

士 并 关

士 书 井

士 杆

士

士 餐 关

士 铸

士

士 科
肠 士

士

士

士

土

士

土

士

土

巧 土 努

士 铸

士 资

士

士

士

土

士 印
土

肠 土

土 赞 长

士 并

士

士 并 长

士 团
士

土

土

与 岁组比较
‘ 尸

, ’ ‘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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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

对人类健康危害极

大
,

不但引起了各界人士 的关注
,

而且正在国内外

引起极大的反响
,

并产生了许多特殊的社会现象和

社会心理问题
。

国内外一些学者针对这一现象做
了及时的调查研究〔“

一 〕。

我们对被试心理状态调查发现
,

正性心理状态

乐观
、

积极倾向 得分较高
,

而负性心理状态得分

则较低
,

表明多数被试心理状态较积极
。

但一些负

性心理问题仍然值得关注
,

如负性心理状态中得分

较高的
“

觉得总是有精神上 的压力
” 、 “

觉得心情抑

郁
、

不快乐
”

等项 目
。

这些负性情绪如果长时间得

不到排解
,

则会影响武警官兵的身心健康
,

严重的

会催患各种精神疾病
,

如神经衰弱
、

抑郁症
、

焦虑症

等
。

如有的战士心理承受能力较差
,

在疫情出现时

不愿意值勤
、

上 岗
,

甚 至 表 现 为逃 避
、

抗 拒等行

为阁
。

而那些因有接触史被隔离的战士
,

如果没有

一个乐观
、

积极的心态
,

则更是不能很好地配合工

作人员做好隔离
、

消毒等工作
。

因此
,

积极的心理

状态在非典时期尤为重要
。

分析不同年龄组发现
,

年龄较大的战士较年龄小者心理状态乐观
、

积极
,

其负性情绪也较少
。

本调查发现
,

岁以上组较 岁 以下组能更

多地应用积极应对方式
,

对 相关事件认知 比

较全面
,

对有关信息较熟悉
,

可控制感较强
,

社会支

持系统较完善
。

这可能与年龄较小的战士生活经

历少
、

身心发育还不太成熟
、

获取知识的途径有限

有关 因此
,

他们表现在对 信息的认知方面及

有效应对方式都不及年龄较大者
。

作为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

不仅我 国
,

而

且全世界都在总结经验教训
,

认为应加强 国际间合

作
,

建立定期检验公共卫生设施的制度
,

并大力提

倡讲究社会公德
、

重视心理健康教育
,

加强人们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承受能力
。

为了进一步增强武警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
,

抵

御各种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
,

必须建立有效的心理

干预机制
,

完善组织机构
,

配置有一定工作能力的

心理医生
,

注重平时的心理健康教育与战时 特殊

时期 心理引导相结合 尤其对于年龄较小的战士
,

更要加强心理引导
。

心理医生应 了解每个人的具

体情况
,

有针对性地解决心理问题
,

帮助他们建立

和利用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成熟的应对机制
,

以

引导武警官兵保持积极心态
,

战胜
“

非典
”

等突发事

件
。

参考文献

〔门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编 健康心态
,

战胜
“

非典
”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

以〕
一

〔〕 】洲
,

耐
,

坛坦 ,

以
·

公 。

丘叨 川

飞〔 铭
,

哪
,

, 以

〔〕
,

如
朋 。 〔〕 川 , ,

卯

〔〕 日 ‘ 〔〕
〔 ,

,

〔〕张岩
,

王宪利
,

刘红
,

等 非典型肺炎防治期间武警官

兵不良心理反应及对策〔〕武警医学
, ,

收稿 日期 二 朋 一 一 修回 日期 一 一 以

·

书讯
·

《实用军人心理学 》一书出版发行

《实用军人心理学 》一书日前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发行
。

全书分上
、

下 册
,

上册主要论述军人心理学

的基本知识
,

下册介绍 了不同军人群体常见心理问

题及其预防
、

军人在不同环境心理问题及其调适等
。

全书内容简明
,

浅显易懂
,

科学性
、

针对性
、

应用性和

指导性较强
。

该书由广州军区联勤部卫生部组织人

员编写
,

王应立
、

李健主编
,

为部队广大官兵提供了

一本贴近部队实际
、

贴近官兵需求
、

贴近实战要求的

军人心理参考书
,

适合部队心理服务骨干学习借鉴
,

也适合广大官兵心理知识普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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