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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用中医理论探讨长航人员的睡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采用 ＰＳＱＩ对长航返航后７ｄ内的１４３名官兵进行调
查。结果：１）长航官兵睡眠指数为（７４１±３５５）。ＰＳＱＩ＞７的官兵有６６人，占总人数的４６２％。与国内常模比，长航人员的睡
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和睡眠指数均显著偏高（Ｐ＜００１）；与南方某区官兵比较，长航人员在睡眠质
量、睡眠时间、睡眠障碍的得分显著偏高（Ｐ＜００１），而睡眠效率和日间功能障碍显著低于南方某区官兵（Ｐ＜００１）。２）不同职
别、不同军龄的官兵之间，睡眠指数有统计学意义。ＰＳＱＩ部分因子与文化程度、年龄、婚姻状况等显著相关，但相关系数较低。
结论：长航人员睡眠状况较差，职别、军龄等是其主要影响因素，其病理变化总属阴阳失调，多与心脾肝有关，其他可能影响因素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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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时间的航海生活给官兵身体健康带来很大影
响，其中很重要一点是对于睡眠状况的影响。长航睡

眠环境条件的改变，如噪声，振动，摇晃等；航行中频繁

更次替换，生物节律被打乱；肩负的任务所造成的紧

张、焦虑等。失眠可能导致军人易怒、焦虑、抑郁、消

极、易疲劳、注意力分散、警惕性下降、不协调、反应迟

缓、判断力差和健忘等［１－２］。失眠症，又名“不寐”“不

得眠”“不得卧”“目不瞑”等。其含义与现代医学“失

眠”概念基本一致，但对失眠症的理论认识却各有不

同。我们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ＰＳＱＩ）量表［３］对长航官兵进行测评，全面

了解长航官兵睡眠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应用中医理论

对长航人员睡眠状况进行机制辨析，对于维护长航官

兵身体健康，保持战斗力具有重大意义。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整群抽取某舰长航男性官兵为样本。
年龄２０～３７岁，平均（２６５４±３９７）岁。以是否自愿
参加测试作为纳入标准，以资料不完整或有明显错误

者为排除标准。发放问卷１６２份，有效回收１４３份，有
效回收率为８８％。
１２　评定工具　评定量表分２部分：１）一般情况调查
表，包括年龄、军龄、职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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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等。２）ＰＳＱＩ量表［３］，包括７个因子１９个项目，分
别为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

碍、使用睡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每个因子０～３分，
累积各因子得分为总分，总分范围为０～２１。分值越
高，表明睡眠质量越差。以 ＰＳＱＩ总分等于 ７为临界
值，ＰＳＱＩ≤７为睡眠质量好，ＰＳＱＩ＞７为睡眠质量差。
１３　质量控制　由专业人员进行统一指导语详细讲
解后，现场集中测试，由受试者独立填写完成，现场收

回。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数据用
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应用 ｔ检验、方差分析进
行统计，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数据缺失值
以实际应答人数作为总数。

２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所有的调查数据采用双录入法，并经
核查、校正，得到一个正确的数据集。本次研究纳入

１６２人，排除１９人，总有效率为８８％。被试者均为男
性，年龄２０～３７岁，平均（２６５４±３９７）岁。其中职别
情况为：军官１３名，战士１２１名，未填写职别者９名；
婚姻状况为：已婚人员６０名，未婚人员７８名，未填写
婚姻状况者５名；年龄：２０～２５岁６２名，２６～３１岁５６
名，３２～３７岁２４名；文化程度：中高中及以下学历者
７２名，大专者４７名，本科及硕士１３名，未填写文化程

度者：１１名；军龄：≤３年者１４名，４～６年者４３名，７～
９年者３６名，≥１０年者４５名，未填写军龄者５名；身
体质量指数（ＢＭＩ）：＜２４者１０１名，≥２４者３６名，未
填写身高体重者８名。
２２　长航官兵睡眠情况与正常成人比较　共发放问
卷１６２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４３份，有效率８８％。长航官
兵睡眠指数为（７４１±３５５）。以 ＰＳＱＩ总分等于７为
临界值，ＰＳＱＩ≤７为睡眠质量好，ＰＳＱＩ＞７为睡眠质量
差。睡眠质量好的官兵有７７人，占５３８％；睡眠质量
差６６人，占４６２％。与常模［４］和南方某区官兵［５］比

较，ＰＳＱＩ部分因子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１）。

表１　长航官兵睡眠情况与南方某区官兵、国内常模比较（珋ｘ±ｓ）

ＰＳＱＩ因子 长航人员　　 南方某区官兵 国内常模

睡眠质量 １４２±０９２△△ １０９±０８３ ０６３±０６７
入睡时间 １８７±０９５ １８９±１７５ ０７０±０５８
睡眠时间 １４４±１０１△△ １０７±０６７ ０７０±０８６
睡眠效率 ０８４±１０５△△ ２９８±０２２ ０１５±０４７
睡眠障碍 １０９±０６０△△ ０８７±０５５ ０９０±０４４
催眠药物 ００９±０４１ ００４±０２９ ００６±０２４

日间功能障碍 ０７０±０７９△△ １２１±１００ ０７３±０８３
睡眠指数 ７４１±３５５△△ ９１５±３６０ ３８８±２５２

　　注：与国内常模比较，Ｐ＜００１；与南方某区官兵比较，△△Ｐ＜

００１。

表２　ＰＳＱＩ＞７长航官兵在不同条件下ＰＳＱＩ各因子得分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睡眠质量 入睡时间 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 睡眠障碍 催眠药物 日间功能障碍 睡眠指数

职别

干部 ６ ２３３±０５２ ２３３±０５２ ２１７±０７５ １５±１０５ １６７±０５２ ０６７±１０３ １６７±０５２ １２３３±１８６

战士 ５６ ２０４±０７４ ２３４±０８２ ２０９±０９６ １３９±１２２ １３６±０５９ ０１４±０５２ １０５±０８２ １０４１±２２９
文化程度

本科以上 ６ ２３３±０５２ ２３３±０５２ ２１７±０７５ １５±１０５ １６７±０５２ ０６７±１０３ １６７±０５２ １２３３±１８６
大专 ２３ ２０９±０５１ ２５２±０５９ １９６±１０７ １２２±１２８ １３９±０５８ ００９±０４２ １２２±０７４ １０４８±２２３

高中以下 ３１ ２００±０８９ ２１６±０９３ ２２６±０８２ １６１±１１５ １２９±０５９ ０１３±０５０ ０９４±０８５ １０３９±２４３
年龄（岁）

２０～２５ ２８ １９３±０７７ ２３９±０７９ ２００±０９８ １０４±１１７ １３２±０５５ ０２９±０７１ ０９３±０８１ ９８９±２１８
２６～３１ ２５ ２１６±０７５ ２３２±０８５ ２１２±０９３ １６０±１１９ １４８±０６５ ００８±０４ １１６±０８ １０９２±１９８
３２～３７ １３ ２１５±０５５ ２４６±０６６ ２１５±０９０ １７７±０９３ １２３±０４４ ０１５±０５５ １４６±０６６ １１３８±２６３
军龄

≤３ ８ １６３±０９２ ２５±０７６ １７５±１０４ ０５０±１０７ １２５±０４６ ０２５±０４６ ０７５±０８９ ８６３±１０６
４～６ ２２ ２０９±０６８ ２５５±０６０ １８２±０９６ １２３±１０７ １３２±０５７ ０１８±０５９ １０９±０８１ １０２７±２１６
７～９ １４ ２００±０８８ ２２９±０８３ ２５７±０６５ １５７±１３４ １４３±０６５ ０２９±０７３ １００±０８８ １１１４±２１８
≥１０ ２２ ２２３±０５３ ２２３±０９２ ２１４±０９４ １７７±１０２ １４１±０５９ ００９±０４３ １３６±０６６ １１２３±２３５

婚姻状况

已婚 ２７ ２１９±０５６ ２２６±０９８ ２３０±０８２ １６７±１１１ １４１±０６４ ０１５±０５３ １３３±０７３ １１３０±２４６
未婚 ３９ １９７±０８１ ２４６±０６０ １９２±０９８ １２１±１１７ １３３±０５３ ０２１±０６１ ０９７±０８１ １００８±１９８
ＢＭＩ
＜２４ ４２ ２００±０６２ ２４８±０７４ ２０５±０９４ １３６±１１０ １２９±０５５ ０２４±０６６ １０２±０８４ １０４３±２３８
≥２４ ２４ ２１７±０８７ ２２１±０８３ ２１３±０９５ １４６±１２８ １５０±０５９ ００８±０４１ １２９±０６９ １０８３±２０４

　　注：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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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不同职别、文化程度、年龄、军龄、婚姻状况和
ＢＭＩ条件下长航官兵的 ＰＳＱＩ各因子得分情况　就职
别而言，干部的ＰＳＱＩ因子得分普遍高于战士；就文化
程度而言，本科以上学历的长航官兵ＰＳＱＩ得分大多高
于大专和高中；就年龄而言，睡眠指数以３２～３７岁年
龄组最高；就军龄而言，≥１０年组的睡眠指数最高；就
婚姻状况而言，已婚人员的睡眠指数高于未婚人员；就

ＢＭＩ而言，≥２４组的睡眠指数高于＜２４组。（表２）。
２４　睡眠质量差的长航官兵 ＰＳＱＩ各因子与职别、文
化程度、军龄、年龄、婚姻状况和ＢＭＩ之间的相关性

由表３可见，睡眠效率与军龄呈显著正相关，催眠
药物与职别呈显著负相关，日间功能与文化程度呈显

著负相关，与年龄呈显著正相关；睡眠指数与职别、婚

姻状况呈显著负相关，与年龄、军龄呈显著正相关。

（表３）
表３　ＰＳＱＩ＞７长航官兵ＰＳＱＩ各因子与各影响

因素的相关关系（ｒ）

ＰＳＱＩ因子 职别 文化程度 年龄 军龄 婚姻状况 ＢＭＩ

睡眠质量 －０１２３ －０１２６ ０１３８ ０２０２ －０１４５ ００４０
入睡时间 ０００２ －０１５７ ００１８ －０１６７ ０１２９－００８７
睡眠时间 －００２５ －０１０２ ００６８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８ ００１８
睡眠效率 －００２７ －０１０１ ０２６０ ０３３１－０１９７ ００３２
睡眠障碍 －０１５８ －０１８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７ －００６４ ０１７５
催眠药物 －０２６２ －０１８９ －０１１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９－０１３４
日间功能 －０２２５ －０２８００２５０ ０２１９ ０２２４ ０１２２
睡眠指数 －０２４８ －０１８８ ０２６６ ０３３８－０２６８ ００６１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　讨论
睡眠对健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随着社会节奏的

加快，失眠发病率逐渐上升，因此越来越多研究者关注

失眠。若睡眠出现问题如睡眠剥夺、睡不着、眠浅、昼

夜颠倒等，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很大影响［６］。中医认

为，机体阴阳的转输和阴阳的盛衰变化是产生失眠的

病理机制［７］。若阴阳失调，必然影响心神，神志不安

乃至失眠。失眠可能造成很多不良影响，如情绪焦躁、

疲劳感、注意力不集中、警惕性下降、反应迟缓、记忆力

下降等［１－２］。长航是确保中国海上通道安全，捍卫中

国海外利益的重要举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长航对

人体的身心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其中对睡眠的问题

尤其值得重视，因此如何解决长航官兵的健康问题十

分重要，睡眠问题是其中之一［８－１０］。

美军对有近期作战经验的军人进行调研发现

８２６％的自觉曾有过睡眠剥夺的经历［１１］。张红梅［５］

对２０７７名南方某区官兵睡眠状况的调研发现，
６７６％的官兵存在睡眠障碍。胡爱霞等人［１２］对９５名
远洋航行官兵进行的调研发现７５２％的人 ＰＳＱＩ得分

≥７分，睡眠状况与职别、是否有远航经验和工作岗位
是否需要换班等因素相关。

本次结果显示：ＰＳＱＩ＞７的长航人员占总人数的
４６２％，ＰＳＱＩ总分为（７４１±３５５），高于国内常模
（３８８±２５２），且在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
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和睡眠指数等６个因子得分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在睡眠质量、睡眠时间及睡眠障
碍三个因子得分上显著高于南方某区官兵（Ｐ＜
００１）。中医认为，思虑劳倦太过，损伤心脾。心伤则
阴血暗耗，神不守舍；脾伤则食少纳呆，生化乏源，营血

亏虚，不能上荣于心以致心神不安。如《景岳全书·

不寐》中指出：“劳倦思虑太过者，必致血液耗亡，神魂

无主，所以不眠。”长航官兵长期在海上生活，跨过不

同时区导致生物钟紊乱，值更制度的实施以及对亲友

的思念，都会导致长航官兵睡眠障碍，因此除心理调适

外，应适当采用药物或非药物疗法对长航官兵睡眠进

行保障。

除以上影响因素外，职别和军龄也对睡眠状况有

一定影响。本研究发现，军官在催眠药物和睡眠指数

上得分显著高于士兵，这可能与军官工作任务重、家庭

责任大有关。军龄越长，睡眠状况越差，这与其他研究

结果相一致［１３］，其中尤以１０年以上军龄的官兵睡眠
状况最差。可能原因是军龄长的官兵在舰上担任一些

重要职务或岗位，压力和责任重大有关，此外可能还涉

及转业、晋升等因素影响。体重指数对于睡眠状况没

有统计学意义，这与前人研究相一致［５］。情志所伤，

肝失条达，气郁不舒，郁而化火，火性上炎，扰动心神，

神不安宁以致不寐。此外，饮食不节，肠胃受损，宿食

停滞，酿为痰热，壅遏于中，痰热上扰，乃至不寐，这就

是《素问·逆调论篇》中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

从ＰＳＱＩ各因子与影响因素的相关关系还发现，除
职别和军龄外，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年龄对长航官兵

的睡眠状况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但相关系数值偏低。

对于长航官兵睡眠状况的影响因素有待进一步探讨，

可以通过增大样本量，增加调研条目如工作站位是否

需要换班等因素加以考察。

失眠的原因有很多，经过对长航官兵的调研，发现

其失眠的出现多于心脾肝有关，此外，由于长航期间饮

食的特殊性［１４］，其睡眠质量变差还与胃气不和有关。

其病理变化总属阴阳失调。睡眠障碍容易导致记忆力

下降、注意力不能集中，精神涣散，焦虑、易怒等情绪改

变，人际关系紧张等，导致工作效率下降、军队战斗力

减弱等。因此，在长航人员中开展睡眠教育和管理是

（下接第９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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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存在统计学意义，符合《中国植物志》［２］的记载，

将喜马拉雅紫茉莉分属于山紫茉莉属，但其准确分类

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形态

学资料是一种肉眼可以观察到的性状，在实际应用中

最为方便，所以在分类上应用最广。目前被子植物的

分类和命名主要还通过形态学的资料进行［１７］。因此，

首先可以通过实地考察，解剖原植物，从传统的形态学

上进行初步的分类。其次，可以借助染色体分类法（又

称为细胞分类法）推测喜马拉雅紫茉莉分别与紫茉莉

属和山紫茉莉属植物的亲缘关系，主要是通过观察染

色体数目、染色体在减数分裂时的配对行为，比较染色

体形态结构及带形。第三，研究喜马拉雅紫茉莉不同

部位的化学成分，并比较与其亲缘关系相近的种，达到

从内部结构分类的目的。分子分类学（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Ｓｙｓｔ
ｍａｔｉｃｓ）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交叉学科，是检测、描述并
解释生物在分子水平上的多样性及其演化规律的科

学［１８］。研究者可以测定喜马拉雅紫茉莉植物的ＤＮＡ，
弄清其ＤＮＡ序列，并结合上述方法，达到系统、准确的
分类目的，正本清源，为医药学者的正确用药及相关研

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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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必要的。此外，对于一些严重睡眠障碍的官兵应重

点予以关注，在后续研究中，笔者也将针对这部分人群

进行深入研究，并在相关药物研发上予以关注，同时在

非药物疗法，如耳穴疗法、健身功法、心理调适等方面进

行普及，切实保障长航官兵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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