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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新兵对自己疾病和健康的关注程度，以及这些疾病观念、求医行为与其心理健康状况之

间的关系．方法 对 865名消防新兵分别进行 90项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焦虑自评量

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疾病观念与求医行为问卷

（self-rating scale of illness conception and health seeking behavior，SSICHSB）测评．结果 （1）消防新兵 SCL-90除

人际关系、抑郁、敌对因子外，其余因子分均高于全国常模；和军人常模相比，躯体化和焦虑显著高于军人常

模；SDS评分和 SAS评分均高于全国常模；（2） SCL-90总分和各因子分、SAS总分与 SDS总分和疾病观念与求

医行为总分和各因子分均呈负相关；（3）以 SCL-90各因子、抑郁自评量表各因子、焦虑自评量表各因子为自变

量，疾病观念与求医行为总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焦虑因子、SAS总分和强迫状态因子进入回归方程，

结果有统计学意义（ ＜0.05）．结论 消防新兵存在明显的躯体化、焦虑、抑郁症状，且症状越明显，疾病观

念与求医行为越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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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llness conception， health seeking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in recruits. Methods 865 recruits were evaluated by Symptom Checklist 90 （SCL-90），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and Self-Rating Scale of Illness
Conception and Health Seeking Behavior（SSICHSB） . Results（1） Except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depression

and hostility，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in other factors of SCL-90 between recruit and the national norm.

Somatization and anxiety sc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ghan the military norm. The scores of SAS and SD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for recruits compared to national norm. （2） There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otal

score， each factor score of SCL-90， the total score of SDS， the total score of SAS and SSICHSB; （3） Stepwise

lines regression found three factors including anxiety， the total score of SAS and obsessivenes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whe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as the total score of SSICHSB. Conclusion There are obvious

somatization，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recruits. The more obvious the symptoms are， the more passive the i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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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ion and health seeking behavior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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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部队是一支特殊的部队，承担各类应急救

援工作，具有封闭性、开放性和危险性并存的特

点，而消防新兵作为其中的又一特殊群体，能否

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训练任务和部队环境，积极

对待自己的健康状况、并保持身心健康，具有重

要意义.

前期研究已经提示，消防新兵存在一定的抑
郁、焦虑、躯体症状倾向[1]．为进一步了解新兵对

自己疾病和健康的关注程度，以及这些疾病观念、

求医行为与其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笔者对

2012年 12月入伍的 865名消防新兵进行了 90项

症状自评量表（SCL-90）、焦虑自评量表（SAS）、

抑郁自评量表 （SDS） 和疾病观念与求医行为

（SSICHSB）的量表评估，旨在为新兵的心理健康

及今后做好健康保健与指导工作提供线索、依

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865名消防新兵，均为男性，年龄 16～23岁，

平均（18.64±1.33）岁；受教育年限 6～17 a，平

均 （11.00±1.75） a；独生子女 646 名，占

74.68%．

1.2 方法

采用问卷测评的形式，组织新兵独立完成；所

有测试统一指导语，记名问卷，并当场收回，回收

率 100%．一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

族、受教育年限、家中排行以及籍贯等人口学资

料．症状自评量表[2]（SCL-90），共 90个条目，包

括 10 个因子，即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

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

他．抑郁自评量表[2]（SDS）和焦虑自评量表[2]（SAS）

均为 20个项目． 疾病观念与求医行为问卷 [3]

（SSICHSB）由 16个条目组成，分 3个因子，分别

为：（1）童年时期疾病观念的形成、影响因子，

分数越高表明疾病观念越多受到童年时期家庭成

员的影响，且倾向于对疾病有较多的关注、恐惧

感；（2）成年时期对疾病与健康的观念、态度因

子，分数越高表明现在对疾病比较担心、恐惧，

对待疾病持有较悲观的体验；（3）求医方式与行

为，分数越高表明现在对待疾病很积极，认为疾

病的康复与自己的努力有很大的关系．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应用

检验、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分析．以 ＜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新兵心理健康状况

以 SCL-90总分大于 160分，或任一因子分大

于 2，或阳性项目数大于等于 43者为阳性，以此

标准，865名新兵中有 158人为阳性，占总人数的

18.27%，其中不良症状主要表现为躯体化因子．

SDS 总分大于 50 分为阳性，60 分以上为中度抑

郁，新兵中出现抑郁的人数为 255人，占 29.48%，

其中中度以上人数为 70 人，占所有抑郁人数的

27.45%．此外，SAS总分大于 50分为阳性，60分

以上为中度抑郁，新兵中出现焦虑的人数为 118
人，占 13.64%，而中度以上人数为 56人，占所有

焦虑人数的 47.46%．

2.2 一般社会学特征、SCL-90、SAS、SDS与

SSICHSB的测评结果分析

新兵 SCL-90除躯体化和焦虑因子外，其余因

子分均低于军人常模 [4]；SCL-90除人际关系、抑

郁、敌对因子外，其余因子分均高于全国常模 [5]；

SDS总分和 SAS总分均高于全国常模（ ＜0.05），

见表 1．SSICHSB各因子分见表 2．

2.3 一般社会学特征、SCL-90、SDS、SAS 与

SSICHSB 各因子分之间的 Pearson 相关分

析

结果显示年龄和受教育年限与 SSICHSB总分

和各因子不存在相关性（ ＞0.05）；SCL-90总分
和各因子分与 SSICHSB各因子分和总分均呈负相

关（ ＜0.01）；SAS、SDS总分与 SSICHSB总分和

各因子分呈负相关（＜0.01），见表 3．
2.4 一般社会学特征、SCL-90、SAS、SDS 与

SSICHSB总分的逐步回归分析

以 SSICHSB总分作为因变量，以一般社会学

特征、SCL-90、SAS、SDS各因子分作为自变量，

进行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共有 3个因子进入回

归方程，分别为焦虑因子、SAS总分和强迫状态因

子．3个变量的决定系数 r2为 0.218，对方程检验

F=79.849， ＜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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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总分

年龄 0.059 -0.001 -0.024 0.026

受教育年限 0.062 -0.019 -0.052 0.01

躯体化 -0.175** -0.321** -0.38** -0.387**

强迫状态 -0.207** -0.339** -0.358** -0.407**

人际敏感 -0.154** -0.337** -0.349** -0.372**

抑郁 -0.181** -0.382** -0.376** -0.419**

焦虑 -0.196** -0.372** -0.398** -0.43**

敌对 -0.148** -0.326** -0.36** -0.367**

恐怖 -0.17** -0.373** -0.344** -0.397**

偏执 -0.133** -0.316** -0.338** -0.346**

精神病性 -0.2** -0.337** 0.371** -0.46**

总均分 -0.2** -0.389** -0.414** -0.446**

焦虑自评量表 -0.221** -0.346** -0.382** -0.426**

抑郁自评量表 -0.168** -0.297** -0.299** -0.344**

表 3 一般社会学特征、SCL-90、SAS、SDS与 SSICHSB各因子分之间的 Pearson相关分析(r值，n＝865）

Tab. 3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factor between general soc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CL-90,

SAS, SDS and SSICHSB (r，n＝865）

项 目 因子 1 因子 2 因子 3

得 分 18.49±6.94 25.45±7.36 10.43±3.18

表 2 SSICHSB各因子得分（x±s）
Tab. 2 The score of each factor in SSICHSB（x±s）

项 目 新兵（n＝865） 军人常模 （n＝19 662） 全国常模（n＝1 388） t1 t2

躯体化 1.59±0.59 1.55±0.57 1.37±0.48 2.088 11.041

强迫状态 1.73±0.53 1.77±0.60 1.62±0.58 -2.503 5.858*

人际关系敏感 1.53±0.51 1.78±0.61 1.65±0.61 -14.081 -6.622

抑郁 1.45±0.56 1.64±0.60 1.50±0.59 -10.025 -2.634

焦虑 1.53±0.57 1.52±0.52 1.39±0.43 0.535 7.225

敌对 1.42±0.58 1.62±0.62 1.46±0.55 -9.872 -1.807

恐怖 1.31±0.49 1.35±0.45 1.23±0.41 -2.644 4.57

偏执 1.44±0.52 1.67±0.63 1.43±0.57 -13.334 0.313

精神病性 1.43±0.46 1.51±0.50 1.29±0.42 -5.299 8.914

总均分 1.51±0.48 - 1.44±0.43 - 4.134

SDS 44.84±11.72 - 41.88±10.57 - 7.429

SAS 39.69±11.53 - 37.23±12.58 - 6.283

表 1 新兵 SCL-90、SDS、SAS与常模比较（x±s）
Tab. 1 Comparison of the SCL-90, SDS and SAS between the recruits and the national norm（x±s）

t1：新兵与军人常模比较；t2：新兵与全国常模比较.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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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标准回归系数

焦虑 -1.948 0.686 -0.163 -2.841 0.005

SAS -0.132 0.026 -0.222 -4.98 0.001

强迫状态 -1.674 0.672 -0.129 -2.492 0.013

表 4 SSICHSB总分的逐步线性回归分析

Tab. 4 The stepwis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total score of SSICHSB

3 讨论

消防新兵对于刚刚开始的部队生活，无论是身

体素质还是心理素质都处于适应阶段，有研究发现，

各种心理方面的紊乱经常会出现在最初的时期[6].本次

问卷测评结果显示：新兵存在明显的躯体化、焦

虑、抑郁症状，与既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SCL-90总分和各因子

分、SAS 总分、SDS 总分与 SSICHSB 各因子分和

总分均呈明显负相关，即说明症状比较明显的新

兵，其抑郁、焦虑、躯体化表现更多是由于在训

练、参军后出现，与童年时期影响关系不密切；然

而，大部分新兵并不担心现在的健康状况，从而也

导致了对疾病的关注程度不高，对病症抱有无所谓

和不重视的态度，忽略了疾病是可以早期预防和治

疗的．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对 SSICHSB总分有影响

的因子为焦虑、SAS总分和强迫状态，当焦虑、强

迫越明显时，新兵的疾病观念与求医行为越被动，

这一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相关分析的发现．

本次调查中发现，新兵入伍 3周以来，仍处在

应激状态中，无论对于生活还是日常训练，都还没
有彻底的适应，目前存有轻至中度的焦虑、强迫是

正常的，但是这种状态不易持续太久，这些潜在或

者已经存在的症状已经使他们对于自身健康的关注

程度下降，以至于很多人直接忽略了身体的健康状

况．

疾病观念与求医行为问卷为 2012年研制，目

前使用该量表进行的相关研究还不多，因此，本研

究结果还有待于在更多的群体、更大的样本量中来

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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