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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综合心理干预对潜艇艇员心理健康水

平的影响, 方法：选择某部 $’* 名潜艇艇员为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实验组艇员进行心理测量、心理教

育、心理训练、心理咨询多种形式组合的综合心理干预措施，

对照组仅进行心理测量, 心理测量采用心理健康症状自评量

表（GDM#&"）, 结果：干预后艇员心理健康水平普遍提高，多项

指标均具有显著性差异（3 N "L "!）, 结论：综合心理干预可以

从多种指标上改善潜艇官兵的心理素质，对提高潜艇艇员的

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确实、可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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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 引言

潜艇艇员是世界公认的高危职业之一, 艇员要经

常面对“生”与“死”的挑战和各种军事突发事件的考

验，更要具有优秀的心理素质,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

努力探索提高潜艇艇员心理素质的有效方法, 近两年，

我们在教学和训练过程中，对潜艇艇员实施了综合的

心理干预，在教育、训练、咨询、疏导的方法上进行了积

极有效的探索和实践研究，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HG 对象和方法

H, HG 对象

实验组：海军潜艇艇员 *( 人，全部男性，年龄

!& P ’%岁，平均年龄（$’L $! Q %L +&）岁；对照组：海

军潜艇艇员 !0( 人, 全部男性，年龄 !& P ’" 岁，平均

年龄（$’L $$ Q %L ’0）岁, 经统计检验，实验组与对照

组的年龄与文化程度无显著差异（3 R "L "+）,
H, IG 方法

!, $, !) 实验组) 在实验组艇员队开展以心理测量、

心理教育、心理训练、心理咨询多种形式组合的综合

心理干预措施,! 心理测量：进行心理教育、心理训

练和心理咨询前，选用心理健康症状自评（GDM#&"）

量表［!］，对潜艇官兵进行心理测量，在此基础上，开

展心理教育, ! 3 后选用相同量表，运用相同的方法，

对该艇员队官兵进行重复测量, " 心理教育：心理

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军事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军事活动

中信息的处理、军人情绪情感的调控、锤炼军人过硬

的意志品质、军人的内在动力特征、军人个性心理特

征的培养、高技术武器装备对军人心理的影响、军人

的心理健康及其调控、现代心理战等内容, 开展心理

教育时，注意结合官兵心理测量的结果和存在的心理

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 心理训练：心理训练

的项目主要有自我认知训练、沟通训练、抗挫折训练、

团队精神训练、抗恐惧训练、意志品质训练、攀岩训

练、自我放松训练、呼吸训练等内容，有些心理训练的

内容，例如爬越鱼雷发射管训练、快速漂浮训练、损害

管制训练、盲过潜水艇训练等结合了潜艇部队训练的

内容，使心理训练与潜艇训练的实践结合的更加紧

密,$ 心理咨询：心理咨询采取团体咨询和个别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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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相结合的方式! 对于官兵中普遍存在的、带有倾向

性的、工作学习训练中的心理问题，我们采取心理教

育、心理训练、团体咨询的综合方法；对于个别艇员在

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中存在的个性化的问题，则选

择个别心理咨询的方法去解决!
"! #! #$ 对照组$ 对照组艇员，除选用 %&’()* 心理健

康症状自评量表进行心理测量外，未进行任何形式的

心理干预!
"! #! +$ 社会条件$ 两次测验时间间隔 " ,，研究期间

艇员全部经历了“%-.%”重大社会危机!
统计学处理：用 %/%%"*0 * 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总分、总症状指数（总均分）、阳性项目数和各因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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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进行 ! 检验，对实验

组实验前后的得分进行配对 ! 检验!

!" 结果

!! #" 心理干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艇员心理健康状况

的组间比较" 实施心理干预前，我们对实验组和对照

组共 #12 名潜艇艇员进行心理检测，结果表明，潜艇

艇员心理健康的指标，无论是在总分、总均分、阳性项

目数和各个单项因子测验结果的组间比较，均未见到

有显著性差异（3,4 "），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具有可

比性!

表 "$ 心理干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艇员心理健康状况的组间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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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理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艇员心理健康状况

的组间比较" 对实验组艇员实施各项综合心理干预

（测评、教育、训练、咨询等）措施，" , 后对实验组和对

照组潜艇艇员的心理健康进行症状自评量表检测! 由

3,4 # 可见，采取综合心理干预的潜艇艇员，与未采取

综合心理干预的艇员相比较，在强迫症状、敌意、恐怖

+ 个单项心理健康指标方面均有明显的好转，其他各

指标也有好转的倾向!

表 #$ 心理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艇员 %&’()* 得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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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心理干预前、后实验组艇员心理健康状况的自

身比较 " 对综合心理干预前、后，实验组潜艇艇员

#$%&’( 心理健康测查的结果进行组内自身前后对照，

结果表明，在总分、总均分、强迫症状、人际敏感、焦

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多种心理健康指标

上，心理干预均起到了明显的效果（)*+ ,）! 组内综合

心理干预前与综合心理干预后相比，干预后潜艇艇员

心理健康的水平普遍提高，多项指标均具有显著性差

异（! - (. (/）! 在抑郁和其他不适（ 睡眠、饮食障碍）

等因子上，实验组在综合心理干预前、后也具有显著

性差异（! - (. (0）!

表 ," 心理干预前后实验组艇员 #$%&’( 得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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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我海军在潜艇训练和执行各种任务的过

程中，所反映和表现出的许多事例表明，潜艇艇员应

当而且必须具备优秀的心理素质和良好的心理健康

水平! 潜艇部队的各级政治部门、管理部门和训练部

门，也积极开展了以提高潜艇艇员心理素质和心理健

康水平为主要目标的心理工作! 例如，有的部队开展

了部分内容的心理教育讲座，有的部队开展了一定课

目的心理训练，有的部队开展了心理咨询工作，有的

部队进行了官兵心理素质的测量等! 但是，上述方法

单一应用部队后，对提高潜艇艇员的心理素质有哪些

方面的影响，对提高潜艇部队官兵的心理健康水平能

否真正起到促进作用，尚未见报道!
本项研究采取了综合心理干预的方法，对潜艇艇

员实施心理测量、心理教育、心理训练和心理咨询等

多种形式的心理干预! 实践证明，综合心理干预对于

提高潜艇艇员的心理素质具有确实的效果! 无论是对

提高艇员队的整体心理素质，改善团体心理氛围，还

是对改善和提高艇员自身心理素质方面，都呈现出了

综合心理干预的显著效果!
心理测量是在综合心理干预前期首先要做的工

作! 我们选用的 #$%&’( 症状自评量表，能比较全面、

快速地反映出被试近期内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教育

主要从改变艇员认知、转变态度入手，帮助艇员学会

运用心理学的观点去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

题，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自我和环境等问题；心理训

练一般放在心理教育之后进行，主要从对人的行为改

变入手，帮助艇员在心理训练过程中感悟人生、挖掘

潜能、增强自信；心理咨询从心理测评后就可以有针

对性地开展工作，从疏导个别人的心理问题入手，着

重解决个人比较突出的、自身难以解决的心理问题，

实行个性化的心理干预；团体心理咨询则从解决部分

人的心理困惑入手，着重解释和回答官兵在成熟和成

长过程中的各种心理问题，释惑答疑，整体提高艇员

的心理健康水平!
本项研究的结果表明，综合心理干预可以从多种

指标上改善潜艇艇员的心理素质，对提高潜艇艇员的

心理健康水平具有确实、可靠的效果!
对潜艇官兵实施综合心理干预，是一项科学、严

肃的工作，要求参与人员一定要具有爱军、爱兵的基

本态度，要有扎实的心理学理论和实践以及开展心理

测量、教育、训练、咨询的必需知识，能够对官兵提出

的心理学问题给予科学、准确地解释和正确地引导!
因此，应加强潜艇部队心理学专门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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