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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中，潜艇艇员一期士官和多期士官的针掉次

数分别多于潜艇岸勤人员一期士官和多期士官 

（P 均＜0.01），而两组人员的任务完成时间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见表 4。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多

期士官的领悟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与既往研究结果[15]一致。领悟力反映了人对社会的

适应能力和道德判断能力，潜艇艇员长期处于孤

立、密闭、受限制的环境中，加之长时间的水下航

行，噪声大、污染重，这些均会对其社会适应能力

和道德判断能力造成影响，而这种影响在上艇时间

较长的多期士官群体中体现得更突出。

本研究结果显示，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

的记忆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在实

际访谈中潜艇艇员普遍反映存在记忆力下降的现

象，这可能与本研究的样本量少或采取的研究方法

表 1　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领悟力对比

人员类型
潜艇艇员 潜艇岸勤人员

t/Z 值 P 值
n 领悟力评分 n 领悟力评分

战士 29 12.00 (9.00)a 32 13.00 (6.00)a Z＝－1.83 0.07
一期士官 42 12.19±2.02b 40 12.75±1.89b ���W＝1.29 0.20
多期士官 70 11.21±2.16b 87 12.70±1.73b ���W＝4.67 ＜0.01
全体 141 11.56±2.13b 159 12.68±1.75b ���W＝4.90 ＜0.01
a: 数据以中位数 (极差) 表示; b: 数据以 x±s 表示

表 2 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记忆力对比

x±s

人员类型
潜艇艇员 潜艇岸勤人员

t 值 P 值
n 记忆力评分 n 记忆力评分

战士 29 15.88±2.03 32 15.83±2.52 0.08 0.94
一期士官 42 18.35±6.38 40 17.04±1.97 0.49 0.62
多期士官 70 15.93±2.23 87 15.70±2.09 0.58 0.56
全体 141 16.57±8.43 159 16.30±2.23 0.38 0.70

表 3　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双手协调性对比分析

人员类型
完成时间 t/s, x±s 脱轨次数 中位数 (极差)

潜艇艇员 潜艇岸勤人员 t 值 P 值 潜艇艇员 潜艇岸勤人员 Z 值 P 值
战士 109.61±28.58 123.30±34.48 －1.67 0.10 1 (7) 3 (8) －1.37 0.17
一期士官 139.51±39.22 137.88±46.95 0.74 0.46 2 (5) 2 (3) －2.20 ＜0.05
多期士官 139.26±37.81 130.26±59.03 1.34 0.07 2 (11) 1 (6) －2.21 ＜0.05
全体 130.54±27.81 126.22±24.03 1.25 0.09 2 (7) 2 (7) －2.25 ＜0.05

潜艇艇员战士、一期士官、多期士官、全体人数分别为 29、42、70、141 名, 潜艇岸勤人员战士、一期士官、多期士

官、全体人数分别为 32、40、87、159 名

表 4　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手指灵活性对比分析

人员类型
完成时间 t/s, x±s 针掉次数 中位数 (极差)

潜艇艇员 潜艇岸勤人员 t 值 P 值 潜艇艇员 潜艇岸勤人员 Z 值 P 值
战士 105.06±24.03 100.20±21.92 0.82 0.41 1 (7) 1 (5) －1.28 0.20
一期士官 107.14±17.02 105.11±28.10 0.40 0.69 2 (4) 1 (8) －3.08 ＜0.01
多期士官 111.70±34.11 106.12±23.22 2.46 0.06 2 (8) 1 (6) －4.52 ＜0.01
全体 109.54±27.81 105.22±24.03 2.65 0.08 2 (6) 1 (6) －5.39 ＜0.01

潜艇艇员战士、一期士官、多期士官、全体人数分别为 29、42、70、141 名, 潜艇岸勤人员战士、一期士官、多期士

官、全体人数分别为 32、40、87、15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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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局限性有关，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本研究结果提示，潜艇艇员与潜艇岸勤人员

的作业能力（双手协调性、手指灵活性）在一期

士官和多期士官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P＜0.01），说明在潜艇环境条件下生活一定的时

间后，潜艇艇员的作业能力会受损。潜艇艇员，尤

其是服役时间较长的士官，因长期处在高强度军事

作业及潜艇内高温、高湿、高振动、封闭等慢性应

激环境中，其认知功能会受到影响。而诸多的认知

因素如视觉、注意、知觉策略等均对动作控制产生

影响，操作能力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体认

知功能的损伤。为了改善潜艇艇员的作业能力，美

国海军潜艇医学研究所设计了“8 h 值勤、16 h 休
息”的执勤时间表，并在潜艇上进行了试验，结果

发现该执勤时间表能够从整体上改善睡眠质量，提

高艇员的警觉性[16]。

潜艇环境对上艇时间不同的潜艇艇员心理品

质的影响不尽相同，艇上的心理工作既要加强常规

性心理服务工作，更应重视对重点人员实施有针对

性的心理服务工作。尤其是上艇 3 年后的一期和多

期士官，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些敏感的时期

合理安排轮休轮岗，以减少其认知功能的进一步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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