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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背景］ 睡眠质量是影响军人作战能力和工作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目的］　探讨特殊工作环境下军人的睡眠质量与职业倦怠、职业压力的关系。

［方法］　对 2019 年 3—12 月处于特殊工作环境下的某部 3 处基层部队 886 名军人进行调查，
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职业倦怠量表、职业压力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
相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886 份，回收有效问卷 797 份，有效回收率为 89.9%。军人睡眠质
量指数的得分［M（P25，P75）］为 3.50（2.50，5.50）分，职业压力得分［M（P25，P75）］为 25.00

（17.00，33.00）分，职业倦怠得分［M（P25，P75）］为 3.45（3.07，3.88）分。军人睡眠质量指数、
职业倦怠、职业压力得分在不同性别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在不同年龄及学历
分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军人的睡眠质量与情感耗竭、人格解体、成就感低落、
职业压力呈正相关（r = 0.506、0.387、0.278、0.634，P < 0.01）。有睡眠障碍的军人职业倦怠、
职业压力水平高于无睡眠障碍的军人（P < 0.01）。情感耗竭、人格解体、成就感低落、职业压
力对睡眠质量有一定的影响，总解释率为 44.1%。

［结论］　特殊工作环境下的军人睡眠质量与职业倦怠、职业压力密切相关，积极缓解职业压
力、降低职业倦怠感对帮助军人在特殊工作环境中提高睡眠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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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leep quali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soldiers’ work ability and military 
capability.  

[Objectiv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leep quality, burnout,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of soldiers in special working environment. 

[Methods] A total of 886 soldiers from three troops in special working environment were 
selected from March to December 2019 and invited to complete th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 (PSQI),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 (MBI-GS),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Scale 
(OS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Of the 886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797 valid copies were returned, and the valid 
recovery rate was 89.9%. The median (P25, P75) score of PSQI was 3.50 (2.50, 5.50), the score of OSS 
was 25.00 (17.00, 33.00), and the score of MBI-GS was 3.45 (3.07, 3.88).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SQI, OSS, and MBI-G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P > 0.05), bu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age and education groups (P < 0.05). The sleep quality of 
the soldiers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emotional exhaustion, depersonalization, decreased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r=0.506, 0.387, 0.278, and 0.634, P < 0.01), 
respectively. The soldiers with sleep disorder showed higher levels of burnout and occup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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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than those without (P < 0.01). Emotional exhaustion, depersonalization, decreased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were effective predictors for sleep quality, accounting for 44.1% of variance.

[Conclusion] The sleep quality of soldiers in special working environment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burnout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Efforts 
in lowering burnout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may help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of soldiers.

Keywords: sleep quality; burnout; occupational stress; soldier

压力是影响人类身心健康、生活质量、工作效率
以及社会交往的一大障碍，压力和应激通过睡眠质
量直接影响着个体的身心健康［1］。军人作为一类特
殊的群体，有着特殊的使命任务，必须时刻保持高标
准的战斗力水平。但部分特殊环境下的军人由于长
时间处于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及高热、高寒、高辐射
的工作环境，往往有巨大的心理压力，极易产生睡眠
障碍，严重影响军人的工作质量和战斗力标准［2］。研
究发现军人睡眠质量与职业压力、职业倦怠、环境等
因素密切相关［3-4］。职业倦怠通常被认为是长期暴露
于压力环境中的结果，包括身体和精神的疲惫感［5］，
而职业压力则可能由多种压力源引起，包括工作任
务、个人能力、情绪、身心健康等因素［6］。在对不同
人群的研究中发现，睡眠质量受到职业压力与职业
倦怠的影响较大，当职业压力和倦怠增加时，失眠、
睡眠维持困难等症状也会随之增多［7-8］。因此研究特
殊环境下军人的睡眠质量与职业压力、职业倦怠之
间的关系对于提高特殊环境下军人睡眠质量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9 年 3—12 月期间，对长期处于高热、高寒、
高辐射等特殊工作环境下的某部 3 处基层部队采取
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 886 人进行问卷调查，由专业
的心理咨询师统一宣读指导语和注意事项，调查对
象可针对问卷随时进行提问，由调查人员详细答复，
在给予充足时间完成问卷后，统一回收。纳入标准 ：

（1）知情同意且自愿参加调查者 ；（2）现役军人、军
队文职人员 ；（3）持续处于特殊环境下工作 6 个月以
上者 ；（4）无可能影响调查结果的各类疾病。整个调
查过程中均有专业人员在场进行指导，调查对象在
测试前均被告知本次调查的目的与方法，征得同意
后进行问卷调查。本研究通过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
学中心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查（批号 ：K2019 伦审第
89 号）。

1.2   研究工具
一般人口学特征量表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人口

统计学资料调查表，包括姓名、性别、年龄、单位、学
历等。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量 表 是 美 国 匹 兹 堡 大 学 精 神 科 医 生
Buysse 博士等［9］于 1989 年编制的。该量表广泛适用
于睡眠障碍、精神障碍的患者评价睡眠质量，同时也
适用于一般人睡眠质量的评估，该量表在本研究中具
有良好的信效度（Cronbach α 系数为 0.82）。量表由 7

个模块 18 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按 0~3 等级计分，各
模块所含条目总平均分为该模块得分，累计各模块得
分为 PSQI 总分，得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越差，根据
评分标准，PSQI 总分≥ 7，认为个体有睡眠障碍［10］。

职业压力的测定采用 1972 年 House 和 Rizzo 编制
的职业压力量表［11］，1997 年经马剑虹和梁颖翻译成
中文版本。该量表共包含 11 个条目，反映了工作中员
工的压力感受。总分 11~66 分，分数越高，说明个体
在工作中体验到的压力越大，该量表在本研究中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其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

职 业 倦 怠 量 表 采 用 由 Schanfeli 与 Maslach 编
制，中 科 院 李 超 平 与 时 勘 修 订 的 职 业 倦 怠 量 表

（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General Survey，MBI-GS）［12］。
该量表属于通用型的量表，在国内外被研究者广泛使
用，其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是国内外公认的成熟
的量表。本职业倦怠量表包括三个维度 ：情感耗竭、
人格解体和成就感低落，情绪耗竭常。量表采用 Likert 

7 级评分法（0~6 分），得分越高，倦怠程度越强。各维
度得分为本维度下所有项目得分的平均值。量表总分
为所有维度累计得分的平均值。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4，各因子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
为 0.77、0.81、0.85。
1.3   统计学分析

 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二次录入，经核查确保数
据录入无误后再进行统计分析。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
性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中位数（M）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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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5 百分位数（P25，P75）进行描述，运用 SPSS 25.0

对非正态分布的数据进行秩和检验，通过对 PSQI、职
业压力和职业倦怠各因子进行相关分析，以性别、年
龄、学历为控制变量，对 PSQI、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
各因子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特殊工作环境下军人的一般情况

剔除不完整问卷 89 份，回收有效问卷 797 份，有

效回收率为 89.9%。研究对象男性 759 人，女性 38 人，
年龄为 17~45 岁，平均年龄为（22.93±3.80）岁。特殊
工作环境下军人 PSQI 得分 M（P25，P75）为 3.50（2.50，
5.50）分，职业压力得分 M（P25，P75）为 25.00（17.00，
33.00）分，职 业 倦 怠 得 分 M（P25，P75）为 3.45（3.07，
3.88）分。不同性别的军人睡眠质量、职业压力、职业
倦怠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年龄组及
不同学历的军人睡眠质量、职业压力、职业倦怠水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 1   特殊工作环境下不同特征军人的睡眠质量、职业压力、职业倦怠的比较［M（P 25，P 75）］
Table 1   Comparison of sleep quality, burnout,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among soldier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M (P25, P75)]

指标 组别 n（构成比 /%） PSQI 总分 职业压力总分 职业倦怠总分
性别 男 759（95.2） 4.00（2.00，5.50） 25.00（16.00，33.00） 3.44（3.06，3.87）

女 38（4.8） 3.50（2.88，7.13） 31.50（20.00，37.25） 3.68（3.17，4.25）
年龄 / 岁 ≤ 22（1） 446（56.0） 3.00（2.00，5.00） 24.00（14.00，32.00） 3.39（3.05，3.83）

23~28（2） 270（33.9） 4.00（3.00，5.50）a 26.00（18.00，34.00）a 3.46（3.11，3.86）
≥ 29（3） 81（10.2） 5.00（4.00，7.00）ab 28.00（19.75，35.00）a 3.79（3.22，4.07）ab

学历 高中以下（1） 379（47.6） 3.50（2.00，5.00） 23.00（13.00，30.00） 3.29（2.97，3.58）
大专（2） 172（21.6） 4.75（3.13，7.50）a 32.00（25.00，38.00）a 3.84（3.52，4.13）a

本科（3） 207（26.0） 4.00（2.50，5.50）ab 25.00（16.00，32.00）ab 3.48（3.07，4.01）ab

研究生（4） 39（4.9） 3.00（2.00，11.50）b 28.00（20.00，34.00）ab 3.58（3.06，4.03）ab

合计 797（100） 3.50（2.50，5.50） 25.00（17.00，33.00） 3.45（3.07，3.88）

［注］a ：与（1）比，b ：与（2）比 ；均 P < 0.05。

2.2   不同睡眠质量的军人职业倦怠、职业压力比较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特殊工作环境下军人的睡眠

质量与情感耗竭、人格解体、成就感低落、职业压力
呈正相关（r=0.506、0.387、0.278、0.634 ；P < 0.01）。

将睡眠障碍组和无睡眠障碍组的职业倦怠、职业
压力进行秩和检验，表 2 结果显示，无睡眠障碍组的
情感耗竭、人格解体、成就感低落、职业压力均低于
睡眠障碍组（P < 0.01）。

表 2   特殊工作环境下不同睡眠质量的军人职业倦怠各因子、
职业压力比较［M（P 25，P 75）］

Table 2   Comparison of burnout dimensions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among soldiers with or without sleep disorder in special 

working environment [M (P25, P75)]

组别 n（构成
比 /%）

职业倦怠
职业压力

情感耗竭 人格解体 成就感低落

睡眠障碍组 136
（17.1）

3.60
（3.00，4.20）

4.25
（3.50，4.75）

4.33
（3.83，4.79）

38.00
（32.00，43.00）

无睡眠障碍组 661
（82.9）

2.60
（2.20，3.20）

3.75
（3.00，4.00）

4.00
（3.50，4.17）

23.00
（14.00，31.00）

P <0.01 <0.01 <0.01 <0.01

2.3   职业倦怠各因子、职业压力对睡眠质量影响的线
性回归分析

将性别、年龄、学历等人口学因素作为控制变

量，纳入职业压力和职业倦怠各因子与睡眠质量的
线性回归分析，表 3 显示，情感耗竭、人格解体、成
就感低落、职业压力对睡眠质量具有一定影响，回
归 系 数 b=0.66，总 解 释 率 为 44.1%，回 归 方 程 为 Y = 

-2.934+0.323X1+0.230X2+0.554X3+0.118X4，方程有效
（F=112.715，P < 0.05）。

表 3   职业倦怠各因子、职业压力对睡眠质量影响的
线性回归分析

Table 3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n sleep quality in association 
with burnout dimensions and occupational stress among soldiers 

in special working environment

因子 b b’ t P

情感耗竭（X1） 0.323 0.098 2.567 0.010

人格解体（X2） 0.230 0.072 2.097 0.036

成就感低落（X3） 0.554 0.164 5.264 0.001

职业压力（X4） 0.118 0.419 11.675 0.001

3   讨论
睡眠是一种能够帮助个体快速恢复精力与体力

的重要生理功能。睡眠质量高不仅能够帮助个体保持
能力水平，也能够为促进个体能力提高提供基础条
件。军事活动作为一项特殊的作业劳动有着高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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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需要参与者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和灵活的思维能
力。随着现代军事活动日趋复杂，军人的精神压力日
益增大，而处于特殊工作环境下的军人更受到环境带
来的不利影响，更容易出现一系列的身心问题，例如
失眠、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记忆力下降等［13］，使
得军人战斗力水平不断下降，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心
理［14］。因此，研究特殊环境下军人的睡眠质量及其影
响因素对提高军事作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中特殊环境下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军人
的睡眠质量、职业压力、职业倦怠具有差异，这与执
行大项任务官兵［15］和高原高寒地区军人［16］的研究
结果一致。随着年龄越大，军人的睡眠质量越差，职
业压力、职业倦怠水平越高，这可能与军人在职业发
展受限，家庭、生活压力影响有关。睡眠质量、职业
压力、职业倦怠水平的不同也可能源于受教育水平不
同，对事物的承受能力和抗压能力不同［17］，而高学历
者在军队往往担任重要职务，其所受到职业压力也往
往较大［18］。

通过相关分析发现睡眠质量与职业倦怠各因子、
职业压力呈正相关，这与 Schult 等［19］的研究结果一
致。有研究发现个体的职业倦怠与职业压力水平影响
睡眠质量，有睡眠障碍的个体拥有更高的精神压力与
职业倦怠水平［20］。这表明特殊环境下军人的睡眠质量
与职业倦怠、职业压力密切相关，有睡眠问题的军人，
更容易出现情绪萎靡、个人成就感低落、心理压力增
大 ；而优质的睡眠则能够缓解压力，降低倦怠水平，
保持良好的情绪和工作状态。

回归分析结果提示情感耗竭、人格解体、成就感
低落、职业压力能够有效影响睡眠质量。张璐婷等［21］

对基层医生的研究也发现情感耗竭是影响睡眠质量
和职业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Giorgi 等［22］在对护士
群体的一项横断面研究中发现职业倦怠是影响睡眠质
量和工作表现的重要因素。Useche 等［23］也强调了情
绪在职业压力、健康和工作质量中的影响作用。因此，
可能是因为军人在白天受到特殊工作环境、职业压力
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疲于应对随之产生的消极情绪，
进而影响人际交往和工作热情，丧失对工作目标的追
求，产生懈怠和厌倦心理 ；不良的情绪体验及对工作
的倦怠、迷惘导致了夜晚睡眠质量的下降。

综上所述，特殊环境下军人的睡眠质量与职业压
力、职业倦怠的关系密切。可以通过调整不良的情绪
体验，树立良好的工作导向，帮助军人在特殊的环境

中良好的适应，降低其职业倦怠感和职业压力水平，
促进睡眠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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