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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顾了近20年来军事应激下的有关认知工效学研究，主要包括五部分：基本理论；应激对认知的
影响；研究方法；处理应激的方法；总结。其中在研究方法中重点是对已有事故的分析，竞争性游戏和虚

拟现实技术。在减少应激对认知不良影响的方法中值得注意的是：对抗应激人员的选拔、对人员的训练和

能够对抗应激的人－机系统的开发。对于我军今后类似研究提供了思路和可能入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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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事任务的特殊性，军事应激广泛存在。

目前军队装备自动化、数字化的提高，除了传统的

应激源外，高技术的军事装备对于官兵也形成了新

的应激源，应激对于认知工效的影响成为新的研究

热点。  
    美国工程心理学家Wickens指出三里岛核电站
核反应堆事故中，应激造成了控制室中值班人员的

判断和绩效的下降。在美军护卫舰Vincennes击落伊
朗民用飞机的事故中，应激也有类似的作用，美军

认为他们遭到了军用飞机的袭击。1989年3月，
Ontario 公司的Flight 363 从Dryden起飞时坠落燃
烧，其直接原因是双翼的雪和冰。Helmreich 对事
故进行了工效学分析，认为时间压力和其他的应激

源导致机长做出了致命的除冰和起飞的决策[1]，才

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在很多军事冲突中，军事人员

有时错误地攻击自己人或者盟军。军事分析发现了

很多原因，其中同认知有关的就是情境意识差（U.S. 
Army）、应激及焦虑。 

1 基本理论 

Hans Selye 是第一个完整提出应激定义的科
学家。他在1983年指出，面对应激时有两种反应，
一为特异的对特定应激源的反应；另一个是应激的

普遍反应（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s,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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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出GAS包括三个阶段：警觉反应、抵抗、耗竭。
随后有很多科学家就应激的生理及适应性反应进

行了研究，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开始关注应激与

认知之间的关系。 
    如Novaco所说，应激源对个体的要求及个体评
估自己满足这些要求的资源上产生了不平衡，个体

怀疑自己能否满足这些要求，是否具有迎接挑战的

能力，从而可能产生了应激。 
    如图1所示，个体情况可能会影响应激反应，
同样的应激源在不同的时间可能产生的应激反应

不同，这就同个体的敏感情况有关，比如身体状况、

可利用的资源等。个体特点有两方面的含义：个体

应对不同应激的能力；个体对应激源可能后果的评

估。个体性格[2]、一贯的行为方式、团体工作特点

及支持状况都会影响个体应激反应。而其他因素则

包括了环境因素等，而这并不是一定发生作用，有

可能在这个应激源作用下发生作用，另一个应激源

作用下不发生作用。在有机械的情况下，还包括机

械的设计等，当机器存在工效学问题时，就有可能

导致操作者的错误决策。人－机系统的任务中既包

括认知方面也包括非认知方面。人们一般认为应激

影响了操作中的认知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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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应激对认知影响的示意 

 
2 应激对认知的影响 

探讨应激对工作绩效影响的认知特征[8]，有

助于设计出容错性强的界面或者开发出能降低应

激效应的对抗技术。 
2.1 注意狭窄 

    应激情况下会出现知觉狭窄效应[3]，这样不利

于绩效，对于那些需要大量通道信息的任务影响更

大。 
2.2 注意分散 

    声音、温度的不适宜等各种原因都会引起注意
分散，甚至一些应激只引起注意分散。 
2.3 工作记忆损失 

    当被试（士兵）处在可知觉的应激环境中时，
工作记忆容量[3]下降，从而引起问题解决中的认知

困难，并且更多地对同工作记忆密切相关的情境意

识产生影响。 
2.4 固着于过去经验 

    多项研究[12]表明，在应激情况下，人们的创造

性得分降低，人们容易固着于过去经验带来的策

略。将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线索上，并继续找支

持该线索的新线索，形成固定的假设。 
2.5 策略控制

[4]
 

    被试并不是对应激源本身而是对知觉到或理
解的应激水平做出水平，因此，两个处于同样环境

的人应激水平有可能是不同的。他们会选择各自特

定的策略[5]：动员更多的资源，或消除应激源，或

改变策略，或什么也不做。 

3 研究方法 

3.1 实验室研究 

    在实验室研究中，将军事人员作为被试进行有
关研究，主要包括认知功能、心理运动能力等。 
3.2 事故分析 

事故分析中，研究人员通过分析重要的、灾难

性事件的资料，努力重建可能导致或者和事故有关

的条件，找到相关因素。在这个研究方法[6]中，不

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经验和理论背景，有可能带着

自己的某些假设，专门找符合自己判断的资料，而

忽略不支持自己判断的资料。 因此，应用该方法
时，最好是几个人一起进行，并制定一套规则，使

分析更为客观和准确。 
在这个研究方法中，还涉及到了统计问题。例

如，从以前类似事故中进行总结分析，就涉及到元

分析的问题。例如，William分析了历年飞行事故问
题后得出结论，这些事故中的认知原因中都有资源

管理和导航问题。 
进行事故分析研究[7]中，另一个问题是个体差

异的问题。如果一个事故中，这个人的易感性就高

于其他人，或者存在能力问题等，从分析这个事故

中得到的结论就很难推广到其他人身上。 
尽管人们应用事故分析的方法已有很多年，但

是应激工效学家应用它还是近十年的事情，有关的

研究论文还是比较少，在方法的应用上还有待于进

一步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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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模拟 

对于某些特定的任务，在模拟研究[8]中可以复

制一些，但并不是全部的情境。例如，应用飞机模

拟器，坦克模拟器进行训练等。这些都非常接近真

实的情况。但是，应激的情况很难在模拟环境中实

现。今后的研究应该考虑在模拟研究中加入应激的

因素，军事人员能够在没有面对真实应激时感受到

应激，其中认知的因素非常重要，而不仅仅是身体

上的应激。 
目前应用的模拟技术包括：电影；角色扮演；

竞争性游戏；军事演习等。 
比较好的模拟是指能够让参加者和外界环境

隔离，使他们能够在小环境中认知到自己的危险。

因此，在模拟环境中如何使被试感受到这个小环境

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这种想法：“这仅仅是游

戏”，“我知道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坏结果发生”

等。 
Armstrong回顾了很多有关角色扮演的研究，他

尤其比较了由专家做出的预测和冲突情境下角色

进行预测的正确性，基于角色扮演的预测的正确性

更为正确。例如，竞争性游戏中的心理学研究也关

注于应激和绩效。 
    目前有了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更为真实地模拟
现实环境及应激情况，更能够让被试产生真实的感

受，从而能够很好地产生相应的心理感受。因此，

越来越多的研究利用该技术研究应激和认知之间

的关系，以及决策的每个过程。 
3.4  现场研究 

    目前有关现场研究的报告多集中在对情绪及
心理健康的影响上，由于现场研究中心理技术应用

上的欠缺，以及很多报告没有公开，所以没有很多

的文献参考。但是，随着生理技术的发展，使即时

研究成为可能。例如，脑电、心电、呼吸频率、皮

电等。在军事人员进行操作的同时连续记录生理指

标的变化，从而研究其绩效的变化，并进一步可以

研究其预警系统的开发，以及对抗措施的研究。 

4 处理应激的方法 

4.1 消除或减少应激源
[14]
 

主要通过控制工作环境来达到目的，例如通过

降低噪音、适宜温度、合理的倒班制度等消除或者

减少某些应激源。 
 

4.2 选拔能够对抗应激的人员 

如图1所示，面对应激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
的表现[9]。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有不同的能力或者

对任务的熟悉程度不同。另外的原因可能在于，他

们对这个应激情境的评估不同，他们有可能认为任

务或者应激环境太难，而他们的能力不够应付，或

者他们评估为了完成任务所需要的努力不准确，因

此他们的动机和决策不同造成了绩效的不同。 
研究应激和认知绩效的科学家开始认识到，面

对应激时人的表现不同，说明理解个体间差别是非

常又重要的。但问题就在于我们怎样能够准确有效

地预测每个人在给定情境中如何被应激影响。例

如，在有关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研究中已经开始高

耐压人员的选拔。人们认为，低焦虑特质、对于非

一致性的追求、坚持、外向等同高耐压有关。也有

研究者发现延迟数字回忆测验，可以预测人－机系

统中人的压力水平。Reason发现，应激敏感性同简
单的“日常认知失败问卷”成绩有很大的相关。 
4.3 针对应激环境的训练[11] 
在Keinan和Friedland的研究中，以以色列军人

作为被试，要求他们在纸上找到随机分布的数字3。
最后被试有3个任务来评估。前两个任务后，被试
分别会有1.5 mA的电击在手指上，随后有一些不确
定的任务和不确定的电击相联系，从而对被试产生

压力。结果表明，一个混合训练可能会有效，也就

是在放松状态下学习基本技能，在应激情况下过渡

学习这些技能。因为应激情况下，人们学习速度会

减慢，所以学习时间就会相应延长。至于什么时间、

以什么方式在训练中引进应激还有待于我们进一

步研究。 
4.4 详细说明任务 

任务必须详细说明，任务的清晰程度在人－机

系统中有重要的作用。一些应激情况下，不清楚的

任务或者步骤以及任务结果的不确定性会增加应

激水平，导致绩效下降。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有关研究都是在实验室

中或者模拟情况下确定的任务，因此得到的结论没

有考虑任务不清晰的情况，不具有普遍性。在以后

的研究中，应该将任务表述作为变量，研究对工作

绩效的影响。 
4.5 战略性的应激反应 

认知加工过程分为控制的和自动化的两种。同

样对于应激的反应也可分为战略性的和反应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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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在战略性反应中，为了适应应激环境，个体

能够进行详细的规划。例如，面对必须进行选择的

时间压力时，决策者能够理智地选择决策过程，对

于那些重要的信息给予更多的关注，并首先完成。

决策者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没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所

有的细节，做结论时必定会忽略其中一些。对于一

个应激源的反应式反应是应激者的自动反应，导致

无法有效决策。 
4.6 对抗应激的人－机系统研发 

最后是关于人－机系统的研发，也就是在军事

应激环境下，该机器仍然能够保证人们不出任何问

题，准确完成任务。这就需要知道应激源是如何作

用于个人及群体的[10]。尽管相关研究也很少，但上

面已经讨论了有关应激如何作用于个人。有关军事

应激对群体行为发生怎样影响的研究就更少了。因

为，有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实验室研究中。 
个体的反映是系统设计的关键。系统应该被

设计成为能够对抗应激对人的影响。例如，应激可

能使人的注意范围变窄、思维广度变小，只考虑单

一的可能性。一个特殊设计的系统就应迫使使用者

考虑所有可能的原因，或者能够提供这样的事例。 
每个人在面临应激时，都会出现上述问题，

但是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称群体思维

（group thinking）。这种系统就应该设计为在应激
情况下，能够输入不同人的想法并且能够整合，提

出最优方案。但也有研究表明，这样的设计更多的

成为了一个阻碍，而不是帮助。后来的研究[15]表明，

群体互相之间的阻碍作用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

有关军事应激和认知的研究非常少，目前关于军事

应激如何影响群体认知，及最后影响工效的研究还

未见报道。如何在人－机系统中考虑群体认知的问

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5 总结 

随着高技术、自动化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军

事人员在人－机系统中面临的应激也越来越多，其

中更多的是有关认知方面[16]。因此，对于应激和认

知工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引起了研究界的广泛兴趣。 
本文回顾了应激的基本理论、军事应激和认知

关系的研究技术、减少应激对认知影响的可能方

法。其中在研究方法中重点是对已有事故的分析，

竞争性游戏和虚拟现实技术。在减少应激对认知不

良影响的方法中值得注意的是：对抗应激人员的选

拔、对人员的训练和能够对抗应激的人－机系统的

开发。 
在未来的有关军事应激和认知工效的研究依

然是军事心理学家、工程心理学家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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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Ergonomical Study about Military Stress 
Song Guoping 

(Lab of Ergonomics Psychology,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Military Hospital 467, Shijiazhuang 0508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d the cognitive ergonomical research about military stress. It wa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basic theory; effects of stress on cognition; methods of study; methods to cope with stresses; 
conclusion. In the part of methods, analysis of accidents, rivalrous game and reality stimulation were emphasized. 
In the part of coping, selection of persons who can cope with stress; training of the person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machine system were emphasized. It can provide possible starting for our country’s similar study. 
Key words: military, stressor, stress, cognition, ergonom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