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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 背景 ]　职业潜水员长期面临如高气压、海底未知世界、密闭空间、紧急救援等特殊压力性
事件，容易产生各种不良心理反应，导致心理问题，从而影响工作效率和作业安全。研究如
何降低压力事件对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十分必要。

[ 目的 ]　探讨职业潜水员心理弹性在压力知觉与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 方法 ]　选取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间深圳、广州、天津、上海、厦门、长城、东海、北海8

家打捞局所有在岗未出海的 163名职业潜水员为研究对象，分别采用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
（CPSS）、心理弹性量表（CD-RISC）及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定职业潜水员的压力知觉、心理弹
性和心理健康。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职业潜水员压力知觉、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 结果 ]　回收有效问卷 163份（有效率 100%）。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总分及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敌对、偏执得分低于全国成人常模（P < 0.05），恐怖因子得分高于成人常模（P < 0.05），躯
体化、强迫症状、焦虑及精神病性与常模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同年龄、工龄和婚姻状况
组潜水员的压力知觉、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建立了职业潜水员
压力知觉、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三者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拟合度良好，各项拟合指标
分别为 χ2=12.46（P=0.330），χ2/df=1.132，GFI=0.979，TLI=0.997，CFI=0.998，RMSEA=0.029。结
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压力知觉对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有正向作用（B=0.32，P < 0.01），
心理弹性在压力知觉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效应量33%）。

[ 结论 ]　我国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水平高于普通人群。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水平与压力知觉
相关，心理弹性在压力知觉与心理健康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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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Commercial divers have been facing a variety of stressful events, such as 
hyperbaric environment, uncertainty of undersea, confined and limited space, and emergency 
rescue, which make them susceptible to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further reduce their 
performance efficiency and safety level. How to reduce the adverse influence of stressful events 
on mental health of commercial divers has become a major research topic.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analyz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mental resilience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of commercial divers.

[Methods] A total of 163 commercial divers, who worked at 8 salvage bureaus of Shenzhen, 
Guangzhou, Tianjin, Shanghai, Xiamen, Changcheng, Donghai, and Beihai and were on duty but 
without on-going salvage execution,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Symptom Check List 90 (SCL-90), 
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CPSS), and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to measure 
the perceived stress, resilience, and mental healt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was appli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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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的背景下，职业潜水员除
担负着海底工程和海上救捞作业的责任外，对国家海
防的保卫也起到重要作用。但职业潜水员长期面临如
高气压、海底未知世界、密闭空间、紧急救援等特殊
压力性事件，容易产生各种不良心理反应，导致心理
问题，从而影响工作效率和作业安全［1］。因此研究如
何降低压力事件对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
十分有必要［2-3］。
以往关于潜水员心理健康的研究大多从压力事

件、应激源、应对方式等角度考虑，较少从压力知觉
的角度进行研究。根据应激的认知评价理论，个体对
应激事件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对于应激事
件的认知评价［4］，个体对 “外在 ”压力事件的不同 “内
在 ”认知会对个体造成不同的影响，知觉到的压力高，
则易产生心理问题［5-6］。压力知觉就是对压力的评估
过程，是个体对环境中的威胁性刺激经过认知评价后
产生的心理反应。压力知觉影响心理健康已经得到研
究者的公认，但是压力知觉如何影响心理健康尚未明
确，有必要对其过程变量进行考察［7］。
心理弹性是指个体面对挫折或逆境时能有效地

应对和适应，并保持心理健康的一种能力，其在压力
与心理健康之间所起的保护性作用及作用机制已成
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8］。实证研究表明，压力知
觉与心理弹性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心理弹性对心理
困扰具有负向预测作用，且心理弹性在压力知觉对
心理健康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9］。但关于压力知
觉、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学生、
老年人、医护人员及企业员工［9-12］，缺乏对特殊职业
群体如职业潜水员群体的相关研究。作为一类高风
险、高压力的特殊职业群体，职业潜水员的压力知觉
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是否也通过心理弹性来实现，
有必要进行验证。本研究旨在分析心理弹性对压力

知觉与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为丰富压力知觉对心
理健康影响的机制和职业潜水员压力管理及心理健
康促进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调查于 2017年 12月至 2018年 3月间进行，选取

深圳、广州、天津、上海、厦门、长城、东海、北海 8

个打捞局中在此期间所有在岗未出海、工龄大于 1年
的163名职业潜水员进行现场问卷调查。
1.2   工具
1.2.1   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   
症状自评量表是目前最权威、最常用的心理健康测
试量表之一。共 90个项目，包含躯体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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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因子。采用 5级计分法（从无=1，轻
度=2，中度=3，严重=4，极严重=5）。总分越高，阳
性项目数（单项分≥2的项目数）越多，心理健康水平
越低。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为 0.97，内容效度和结构效
度较好［13］。
1.2.2   压力知觉量表（Chines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CPSS）   采用杨廷忠教授修订的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
该量表有 14个条目，包含紧张感和失控感 2个因子，
采用5点计分法（从不 =1，偶尔 =2，有时 =3，经常 =4，
总是 =5）。评估 3种压力情境：（1）日常琐事（2）重
大事件（3）资源的改变。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8，并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14］。
1.2.3   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由 Connor和Davidson编制的心理弹性问
卷，共 25个项目 3个因子，即坚韧性、力量性和乐观
性。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0表示 “完全不是这样 ”，
1表示 “很少这样 ”，2表示 “有时这样 ”，3表示 “经常

[Results] A total of 163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turned (valid rate, 100%). The total scores of SCL-90 and dimensional scores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depression, hostility, and paranoid ide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norms in China (P < 0.05); the 
score of phobi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norm in China (P < 0.05); the scores of somatization, coercion, anxiety, and psychoticism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categories of age/service time/marriage in perceived stress, 
resilience, and mental health. A model of perceived stress, resilience, and mental health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SEM. The model was 
fairly suitable indicated by χ2=12.46 (P=0.330), χ2/df=1.132, GFI=0.979, TLI=0.997, CFI=0.998, RMSEA=0.029. The model showed that 
perceived stress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mental health of the commercial divers (B=0.32, P < 0.01),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resilience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account for 33%.

[Conclusion] The commercial divers show better mental health than Chinese norm. Their mental health may be associated with perceived 
stress, and resilience may have mediating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Keywords: commercial diver; perceived stress; resilience; mental health; mediat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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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4表示 “几乎总是这样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
弹性越好。总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分量表内
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8、0.80和0.60，效度良好［9］。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6.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独

立样本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差异性统计检验，
对职业潜水员压力知觉总分及各因子、心理弹性总分
及各因子、心理健康总分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
水准α=0.05（双侧）。用AMOS 22.0建立结构方程模型
进行通径分析，模型评价指标包括：卡方值（χ2）、卡方
自由度比（χ2/df）、拟合优度指数（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Tuchker-Lewis指数（Tucker-Lewis index，TLI）、比较
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CFI）、近似误差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

2   结果
2.1   职业潜水员基本情况
共发放问卷 163份，回收 163份，回收率 100%。

选取的职业潜水员全部为男性，平均年龄（34.20± 

7.41）岁，平均工龄（12.46±7.39）年。已婚132人（81%），
未婚31人（19%）。
2.2   职业潜水员 SCL-90 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
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总分及人际关系敏感、抑

郁、敌对、偏执得分低于全国成人常模［15］（P < 0.05），
恐怖因子得分高于常模（P < 0.05），躯体化、强迫症状、
焦虑及精神病性得分与常模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
表1。

表 1   职业潜水员 SCL-90 评分与全国常模比较 (x±s)
Table 1   Comparison of SCL-90 scores in commercial divers

and national norm 

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

潜水员（n=163）
Divers

成人常模
National norm

t P

总分（Total scores） 119.24±33.24 129.96±38.76 -4.11 0.00

躯体化（Somatization） 1.37±0.42 1.37±0.48 0.00 1.00

强迫症状（Coercion） 1.59±0.62 1.62±0.58 -0.62 0.54

人际关系敏感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1.45±0.52 1.65±0.51 -4.77 0.00

抑郁（Depression） 1.35±0.42 1.50±0.59 -4.87 0.00

焦虑（Anxiety） 1.42±0.42 1.39±0.43 1.89 0.24

敌对（Hostility） 1.33±0.40 1.48±0.56 -4.61 0.00

恐怖（Phobia） 1.34±0.39 1.23±0.41 3.32 0.01

偏执（Paranoid ideation） 1.35±0.40 1.43±0.57 -2.49 0.01

精神病性（Psychoticism） 1.34±0.39 1.29±0.42 1.48 0.14

［注］全国成人常模不包括“其他”因子。
［Note］The national norm doesn't include “other” factor.

2.3   不同人口学特征职业潜水员压力知觉和心理弹
性比较
不同年龄、工龄和婚姻状况的职业潜水员心理

健康、压力知觉及心理弹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表 2   不同婚姻、年龄和工龄职业潜水员压力知觉、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的比较（x±s）
Table 2   Comparison of perceived stress, resilience, and mental health in commercial divers of different marital status, age, and service time

特征
Item

n
SCL-90总分
Total scores 

of SCL-90

失控感
Out of control

紧张感
Stress

压力知觉总分
Total scores 

of CPSS

坚韧性
Tenacity

乐观性
Optimism

力量性
Strength

心理弹性总分
Total scores 
of CD-RISC

全样本（Total） 163 119.24±33.24 19.70±6.59 17.12±5.88 36.62±11.23 30.49±8.52 8.93±2.71 23.12±5.99 62.81±15.91

婚姻状况（Marital status）未婚（Single） 31 120.55±27.08 20.29±6.82 17.55±7.16 37.84±11.90 30.16±7.63 8.16±2.85 23.52±6.43 61.97±16.09

已婚（Married） 132 118.93±34.62 19.56±6.56 17.02±5.57 36.33±11.13 30.57±8.75 9.11±2.66 23.03±5.91 63.01±15.92

年龄 *（Age，years） <30 64 121.50±28.13 20.64±6. 53 17.59±5.70 38.27±10.85 31.08±7.89 9.03±2.86 23.02±5.73 63.22±15.48

30~40 74 119.49±37.97 19.64±6.10 17.39±6.09 36.57±10.76 30.50±9.31 8.89±2.48 23.09±6.56 62.59±17.01

>40 24 113.62±30.99 17.79±7.79 15.33±5.48 33.13±13.00 28.96±7.91 8.54±2.95 23.46±5.99 62.20±14.34

工龄（Service time，years）<3 18 112.39±32.07 19.06±6.13 15.33±5.69 34.39±11.56 29.06±8.28 9.50±2.41 23.22±5.66 61.78±15.25

3~10 90 122.13±35.43 20.01±6.53 17.52±6.03 37.57±11.02 30.70±8.62 8.93±2.92 23.03±5.94 62.71±16.30

>10 55 116.75±29.81 19.40±6.59 17.03±5.68 36.62±11.26 30.62±8.56 8.72±2.46 23.24±6.29 63.31±15.74

［注］*：年龄缺失1例。
［Note］*: There is one missing value in age.

2.4   压力知觉、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相关分析
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总分与压力知觉总分及各

因子得分均呈正相关（P < 0.01），与心理弹性总分及各
因子得分均呈负相关（P < 0.01）。压力知觉总分及各因
子得分与心理弹性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呈负相关（P < 

0.05）。见表3。

2.5   心理弹性在职业潜水员压力知觉与心理健康之
间的中介效应
以心理弹性作为中介变量，压力知觉作为自变

量，心理健康作为因变量，建立三者关系的结构方程
模型。压力知觉作为第一潜变量，由失控感和紧张感
两个观测变量表示；心理弹性为第二潜变量，由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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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力量性和乐观性三个观测变量表示；心理健康
为第三个潜变量，由心理健康总分和阳性项目数两
个观测变量表示。Boostrap抽样 1 000次后模型拟合
结果为 χ2=12.46（P=0.330），χ2/df=1.132，GFI=0.979，
TLI=0.997，CFI=0.998，RMSEA=0.029，各项拟合指标表
明模型拟合良好。
心理弹性在压力知觉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效应

见图1。如图1所示，加入心理弹性中介变量后，职业
潜水员压力知觉对其心理弹性有负向作用（B=-0.36，
P=0.001），心理弹性对心理健康得分具有负向作用
（B=-0.45，P=0.001），压力知觉对心理健康得分有正向
作用（B=0.32，P=0.004）。职业潜水员心理弹性在其压
力知觉与心理健康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将压力
知觉对心理健康的效应分解，结果显示：心理弹性在
压力知觉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的中介效应量占33%，
见表4。

［注（Note）］**：P < 0.01。
图 1   心理弹性在压力知觉与心理健康之间的

中介效应通径图
Figure 1   Mediating effects of mental resilience in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stress and mental health in commercial divers

表 4   职业潜水员压力知觉对心理健康的效应分解
Table 4   Effects of perceived stress on mental health 

in commercial divers

影响路径
Contribution path

标准化效应值
Standardized effect value

效应量
Effect value

压力知觉→心理健康
Perceived stress→mental health

0.32 0.67

压力知觉→心理弹性→心理健康
Perceived stress→mental resilience→
mental health

0.36×0.45=0.16 0.33

压力知觉影响心理健康总效应
Total effects

0.32+0.16=0.48 1.00

3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状况总体

良好。心理健康总分及人际关系敏感、抑郁、敌对、
偏执得分低于全国成人常模，躯体化、强迫症状、焦
虑及精神病性与全国成人常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只
有恐怖因子得分高于全国成人常模，这可能与潜水工
作的高危性特点有关。以上结果与以往的研究基本
一致［16］，表明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水平高于普通人
群。以往调查显示，职业潜水员压力知觉总分高于普
通职业群体［12，14］。当前研究普遍认为，工作压力是影
响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的高危因素［17］，而本研究的结
果显示职业潜水员作为高压力的职业群体，其心理健
康水平反而高于普通春群，这似乎与普遍认识并不相
符，说明工作压力对心理健康的作用还可能受其他因
素的影响。
职业潜水员压力知觉、心理弹性及心理健康三

者之间均存在相关关系，与以往关于三者关系的理
论和研究相符［9-12］。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心理弹
性在职业潜水员压力知觉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部分
中介效应（效应量 33%），即压力知觉通过心理弹性
影响职业潜水员的心理健康。首先，职业潜水员压力

表 3   心理健康、压力知觉、心理弹性及各分因子的相关矩阵
Table 3   Correlation matrix of mental health, perceived stress, resilience, and related items

变量
Variable

SCL-90总分
Total scores 

of SCL-90

失控感
Out of control

紧张感
Stress

CPSS总分
Total scores 

of CPSS

坚韧性
Tenacity

力量性
Strength

乐观性
Optimism

心理弹性总分
Total scores 
of CD-RISC

SCL-90总分（Total scores of SCL-90） 1

失控感（Out of control） 0.298** 1

紧张感（Stress） 0.517** 0.671** 1

CPSS总分（Total scores of CPSS） 0.421** 0.899** 0.874** 1

坚韧性（Tenacity） -0.422** -0.186* -0.279** -0.158* 1

力量性（Strength） -0.528** -0.154* -0.376** -0.246** 0.824** 1

乐观性（Optimism） -0.464** -0.168* -0.381** -0.279** 0.590** 0.659** 1

心理弹性总分（Total scores of CD-RISC） -0.511** -0.155* -0.375** -0.247** 0.946** 0.930** 0.709** 1

［注（Note）］*：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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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对其心理健康得分具有直接正向作用（B=0.32，
P=0.004），说明职业潜水员知觉的压力水平越高，越
容易出现心理症状，心理健康水平越低，反之亦然，
这与其他职业群体中的研究结果一致［10-12，18］；其次，
职业潜水员压力知觉对心理弹性具有负向影响（B=-
0.36，P=0.001），压力知觉越高，心理弹性越低，这一
结果与心理弹性敏化效应理论一致，即过多的负性生
活事件或压力下，心理弹性水平降低［19］；最后，心理
弹性对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得分具有负向作用（B=-
0.45，P=0.001），心理弹性越高，越不容易出现心理症
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这一结果也符合前人的相关
研究［20］。以上结果说明压力知觉不仅直接影响职业
潜水员心理健康，还通过心理弹性间接影响心理健
康。职业潜水员的心理弹性是其心理健康的保护性因
素，能够保护职业潜水员免受或减缓职业压力的不良
影响。此结果也为解释为什么处于高风险、高压力环
境的职业潜水员心理健康水平反而优于普通人群提
供了另一个视角，即可能因为职业潜水员的心理弹性
在其中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当职业潜水员知觉到工
作压力增大时，会通过启动自我保护机制，调动个体
的保护性资源来抵御压力对健康的消极影响，维持相
对的心理平衡，维护自身的健康。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1）本研究结果显示，不

同年龄、工龄、婚姻状况的职业潜水员在压力知觉、
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课
题组对职业潜水员的经验认识不符合，这可能与部分
组内样本量小，组间样本量不等有关，需要进一步扩
大样本量进行验证。2）本研究所用 1986年 SCL-90全
国成人常模的判断标准可能有些滞后，提示研究者需
要建立职业潜水员群体的心理健康标准。3）本研究为
横断面调查，无法说明压力知觉、心理弹性及心理健
康的因果关系，后续可以采用纵向研究或者是聚合交
叉设计进一步检验职业潜水员压力知觉、心理弹性和
心理健康三者的关系。
综上所述，职业潜水员压力知觉、心理弹性、心

理健康之间均存在相关关系；心理弹性在职业潜水
员压力知觉与心理健康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职业
潜水员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多为难以改变的客观环
境因素所致，因此职业潜水员管理者、职业潜水员心
理健康工作者、职业潜水员本人及其他相关人员，一
方面可以通过提高职业潜水员的心理弹性，增强个体
抵御压力的保护性资源而维护其心理健康；另一方

面，可以通过改变职业潜水员对压力源的认知评价和
降低其压力知觉来减少对其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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