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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战医疗训练对医务人员心理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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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野战医疗训练对医务人员的心理健康

及状态#特质焦虑的影响2 方法：野战救护所展开训练前后的

军队医务人员 !!( 人，应用症状自评量表（1LF#&"）和状态#特
质焦虑问卷（13GX）测查2 结果：医务人员开展训练前后 1LF#
&" 总分、阳性均分均略高于中国军人常模，训练后焦虑、强迫

症状和躯体化因子分均高于军人常模（1 ] "2 "/）2 训练前人

际关系敏感、焦虑、强迫症状和躯体化等各项因子分均无统计

学差异（1 [ "2 "/），训练后状态焦虑平均值高于训练前（1 ]
"2 "!），特质焦虑与训练前相比无统计学差异（1 [ "2 "/）2
结论：医务人员的焦虑特质在野战医疗训练前后无显著性变

化，但焦虑心理和部分心理健康指标的变化明显2
【关键词】军队医务人员；野战医疗训练；状态#特质焦虑量

表；自我评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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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 引言

野战条件下医疗保障训练是增强卫勤保障能力

的有效途径，针对野战医疗训练对医务人员心理状况

的影响我们在野战训练前后进行心理问卷调查，旨在

探讨影响产生的心理表现和水平，为探索制定不同人

格军人军事活动中不良心理反应的干预方案提供基

本参考资料2

ED 对象和方法

E2 ED 对象 D 军队中心医院组成野战医疗队员，!!(
名军人，年龄（()2 % _ (2 $）岁，文化程度为本科 ’+
人，大专 $& 人2
E2 FD 方法D 被测试对象进行野战医疗训练科目按上

级要求执行，时间 +" R2 在训练 !/ R 和训练后 $ R 应

用症状 自 评 量 表（ 1LF#&"）和 状 态#特 质 焦 虑 问 卷

（13GX）不记名测查2
统计学分析：用 1E11 !(2 " 统计软件包 2 检验和

!$ 进行统计2

FD 结果

FG ED ;?>HIC 总分D 阳性均分与中国军人常模［!］比

较训练前、后均略高于中国军人常模（1 ] "2 "!）2 因

子分训练前人际关系敏感、强迫症状、焦虑及躯体化

等各项均低于军人常模，无差异（1 [ "2 "/）；训练前

后比较因子分改变前三位是焦虑、强迫症状及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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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训练后均高于军人常模（表 !）"

表 !# $%&’() 各因子分值野战训练前后与全军常模比较

（! " #）

参数
训练前

（$ * !!+）

训练后

（$ * !!+）

中国军人常模

（$ * !(,,-）

躯体化 !" +. / )" )+ -" -+ / )" )-0 !" 12 / )" 1.

强迫症状 !" 11 / )" )3 -" +1 / )" )30 !" 2. / )" ,)

人际关系敏感 !" 1, / )" )3 !" (. / )" )3 !" 2. / )" ,!

抑郁 !" +- / )" )+ !" .+ / )" )+ !" ,3 / )" ,)

焦虑 !" +, / )" )! -" 13 / )" )-0 !" 1+ / )" 1+

敌对 !" +. / )" )+ !" ,( / )" )+ !" ,+ / )" ,-

偏执 !" -) / )" )- !" .3 / )" )- !" +3 / )" 31

恐怖 !" +2 / )" )! !" 3- / )" )! !" ,( / )" ,3

精神病性 !" +3 / )" )! !" 1+ / )" )! !" 1! / )" 1!

阳性均分 !" ,1 / )" 1! !" 2- / )" 3. !" ,+ / )" +)

总分 !3," -+ / 3!" 1+ !3(" -+ / 31" +, !33" !) / 3+" -)

0% 4 )" )1 &# 中国军人常模"

!" ! # $%&’() # 各因 子 训 练 前! - 分 2" (,5（( 6
!!+），! + 分者 2" (,5（+ 6 !!+）；训练后因子分! -
分者训练前 -25（+! 6 !!+），! + 分者 ," !(5（2 6 !!+，

表 -）"
!" *# $+,- 状态焦虑（$’,+）与特质焦虑（+’,+）训

练前后的平均值均低于中国常模［!］# 训练前高特质

焦虑 - 人中伴有等状态焦虑 - 人，中等特质焦虑伴有

低水平状态焦虑 !+ 人；训练后在特质焦虑人群中，高

特质焦虑伴有高状态焦虑 -! 人，伴有中等状态焦虑

( 人，伴有低水平状态焦虑 !+ 人" 训练前后状态焦虑

变化显著（% 4 )" )!），特质焦虑无差异（% 7 )" )1，表

-，+）"

表 -# 野战医疗拉动训练前后心理状况阳性变化人数

（$ * !!+，分值）

焦虑

- +

强迫

- +

躯体化

- +
高状态 6

特质焦虑
中状态 6

特质焦虑
低状态 6

特质焦虑

训练前
（$）

- ! ! ! ! ! ) 6 - , 6 . -+ 6 +3

训练后
（$）

2 - , - !3 + + 6 ! ( 6 . +) 6 +2

*# 讨论

本组调查中焦虑、强迫症状及躯体化是野战医疗

表 +# $89: 野战医疗所训练前后拉动训练 （$ * !!+）

参数 $ 最大值 ! " # %

$’98# 训练前 -( ,( +2" +! / ," (- 4 )" )!

# # # 训练后 33 2, 3-" 3+ / 2" ,2

8’98# 训练前 3- ,2 +1" .! / 2" -3 7 )" )1

# # # 训练后 3, ,. +." -, / 2" +.

训练中主要的心理改变" 焦虑症状训练前占 -" ,5 ，

训练后为 ." )5；$89: 测试结果训 练 前 检 出 $’98
-1" ,5 ，8’98+2" !5，训练后检出 $’98 +." (5，8’
983)" 25 ，表现出焦虑症状的人数明显低于状态焦

虑者，同时在 $%&’() 中! - 分的 ( 人中有 2 人同时

表现为特质焦虑也提示两量表之间相关性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易焦虑的个体，在遇到应激事件时，心境易被冲

击，感到紧张、烦乱，感到身体上的不适感" 作为一种

人格特质且具有个体差异的焦虑倾向，具有指引人行

为的能力，使个人的行动具有指向性" 应激条件下，

血乳酸水平增高［+］，可以增加机体的疲劳感，也表现

为躯体化症状" 血乳酸水平增高、去甲肾上腺素能活

动增加等生物学因素也是焦虑症发生的诱因［3 ; 1］适

度且可控的情况下，这种焦虑可以视为正常的应激反

应，医护人员展开的各项救护项目技能反应达标优

良，符合“倒 < 理论”，这可能与军队医务人员自我调

整能力较高有关，调查中强迫症状的改变理论上也支

持之"
在本组调查中野战医疗救护训练是战时卫勤保

障工作的要求，熟悉不愉快的心理体验，建立成熟的

心理防御机制才能保障医疗任务的良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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