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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毕业综合演练期间武警医学生不良情绪、应对效能水平以及睡眠质量状况，探讨武警医学生

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应对效能量表、睡眠质量量表和抑郁–焦虑–压力量表对300名武警

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探讨毕业综合演练期间武警医学生不良情绪、应对效

能水平与睡眠质量的关系。结果：武警医学生的睡眠质量总分的平均分为6.46 ± 3.39。睡眠质量与不良

情绪、自信程度、胜任力和认知水平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应对效能在不良情绪与睡眠间中介效应显著。

结论：本研究武警医学生的整体睡眠质量良好，不良情绪水平偏低，应对效能水平较高，应对效能在不

良情绪与睡眠质量间起中介作用，为下一步的心理干预工作提供了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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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evel of adverse emotions, coping efficacy and sleep quality of armed 
police medical students during the graduation exercise,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adverse emotions 
and coping efficacy on the sleep quality of armed police medical students, and to provide a scien-
tific basis for psychological protection work. Methods: The Coping Efficacy Scale,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ventory and Depression-Anxiety-Stress Inventory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leep of 300 armed police medical students during the graduation exercise. Results: 
The mean score of the total sleep quality score of armed police medical students was 6.46 ± 3.39. 
Sleep qual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tres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onfidence level, com-
petence and cognitive level to varying degrees, and coping efficacy had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
fect in the effect of poor mood on sleep.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the overall sleep quality of armed 
police medical students was good, the level of bad mood was low, the level of coping efficacy was 
high, and coping efficac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ad mood and sleep quality, which 
provided an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next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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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睡眠是个体最基本的生理活动，会影响个体的多项心理品格(杨眉，2022)。军人时刻练兵备战，良好

的睡眠质量必不可少。毕业综合演练是军事院校学员能力培养的一种教学形式，通过毕业综合演练可全

面提高学员的综合能力，提高其第一任职能力。演练期间，训练接近实战，也是学员第一次接触战场演

练，可能出现各种不良情绪及失眠等身心反应。应对效能在个体面对各种不良情绪时能否积极应对起到

重要作用。研究发现，不良情绪水平可以影响睡眠质量(周晓娜等，2020)。应对效能量表可以评估个体应

对效能水平，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应对效能水平越高(吴朝亮等，2022)。研究发现，应对效能水平也可以对

睡眠质量产生影响(谭杏，2017)且应对效能可以中介不良情绪水平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吴朝亮等，2022)。
本研究旨在了解武警医学生毕业综合演练期间的不良情绪、应对效能、睡眠质量状况及其之间的关系，

进而探讨可能的路径来明确影响睡眠质量的内在机制，寻找提升武警医学生睡眠质量的有效途径，为维

护武警医学生心理健康提供实证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使用问卷法整体抽取某训练基地毕业综合演练期间武警医学生 300 人，得到有效问卷 254 份，有效

率 84.67%。武警医学生中男性 221 人(87%)，女性 33 人(13%)；年龄在 21~28 之间，平均年龄 24.13 ± 1.71；
文化程度中本科学历的有 199 人(78.3%)，专科学历有 55 人(21.7%)；独生子女 125 人(49.2%)，非独生子

女 129 人(50.8%)；家庭住址为城镇 115 人(45.3%)，农村 139 人(54.7%)；专业为检验医学 17 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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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医学 99 人(39%)，营区医学 83 人(32.7%)，卫生勤务 55 人(21.7%)；分配方式：已有单位接收 137 人

(53.9%)，等待毕业分配 117 人(46.1%)。 

2.2. 研究方法 

2.2.1. 人口学变量调查表 
性别、年龄、是否是独生子女、家庭住址、专业、分配方式等。 

2.2.2. 匹兹堡睡眠质量量表 
共 19 个项目，包括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和日间功

能障碍 7 个维度，用于评估个体的睡眠质量。总分从 0 到 21 分，大于 7 分提示有睡眠障碍，得分越低，

说明睡眠质量越好(郑棒等，2016)。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7。 

2.2.3. 抑郁–焦虑–压力量表 
共 21 个条目包括抑郁、焦虑以及压力 3 个维度，用来评估个体的不良情绪。量表采用 0~3 分评分，

“不符合”~“最符合”。抑郁、焦虑和压力维度的正常范围分别为小于等于 9、7 和 14，得分越高，说

明个体体验到的不良情绪越多(卢珊等，2020)。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6。 

2.2.4. 应对效能量表 
由我国学者童辉杰编制，共 17 个条目，包括自信程度、胜任力和认知水平三个维度。量表采用 1~4

计分法，完全不符合~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应对效能水平越高。该量表具有稳定的心里测量学特

性(童辉杰，2005)。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 

2.3. 调查方法 

对某训练基地，毕业综合演练期间的武警医学生采用问卷调查。由一名心理学研究生按照问卷调查

规范标准化施测，武警医学生匿名填写。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及构建不良情绪、应对效能与

睡眠质量的中介模型进行数据处理。 

3. 结果 

3.1. 武警医学生睡眠状况 

254名武警医学生的睡眠质量量表总分的平均分为 6.46 ± 3.39，其中总分 ≤ 7分有 165人，占比 65%；

根据中国成人睡眠质量标准，共 89 人存在睡眠质量不佳，占比 35%。见表 1。 
 

Table 1. Quality of sleep 
表 1. 睡眠质量 

总分 ≤7分(n = 165) ＞7 分(n = 89) 总体(n = 254) 

A 睡眠质量 0.72 ± 0.61 1.92 ± 0.68 1.14 ± 0.85 

B 入睡时间 0.74 ± 0.71 2 ± 0.72 1.18 ± 0.94 

C 睡眠时间 0.9 ± 0.6 1.58 ± 0.5 1.14 ± 0.65 

D 睡眠效率 0.08 ± 0.34 0.35 ± 0.6 0.18 ±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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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E 睡眠障碍 0.75 ± 0.55 1.47 ± 0.62 1 ± 0.67 

F 催眠药物 0 ± 0 0.33 ± 0.84 0.11 ± 0.52 

G 日间功能 1.33 ± 0.92 2.4 ± 0.7 1.71 ± 0.99 

睡眠状况总分 4.53 ± 2.03 10.06 ± 2.3 6.46 ± 3.39 

3.2. 武警医学生不良情绪状况 

武警医学生压力均分为 3.62 ± 4.2，焦虑均分为 2.57 ± 3.78，抑郁均分为 3.29 ± 3.86，均在正常范围

内，这说明武警医学生不良情绪水平较低。 

3.3. 武警医学生应对效能状况 

武警医学生自信程度均分为 3.07 ± 0.79，胜任力均分为 3.14 ± 0.64，和认知水平均分为 3.31 ± 0.64，
这说明武警医学生应对效能水平均处于中等偏上。 

3.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Harman 单因素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控制。结果显示，首因子的解释率为 20.35%，小于临界值 40%，

说明本研究无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5. 武警医学生睡眠质量、不良情绪与应对效能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结果显示，武警医学生的睡眠质量总分与压力、焦虑和抑郁均呈显著相关。见表 2。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r) 
表 2. 相关分析(r) 

 自信程度 认知水平 胜任力 抑郁 焦虑 压力 睡眠状况 

自信程度 1       
认知水平 0.422** 1      
胜任力 0.495** 0.801** 1     
抑郁 −0.563** −0.469** −0.538** 1    
焦虑 −0.583** −0.444** −0.474** 0.801** 1   
压力 −0.586** −0.414** −0.448** 0.748** 0.856** 1  

睡眠质量 −0.457** −0.371** −0.439** 0.401** 0.446** 0.464** 1 

注：**表示 p < 0.001。 

3.6. 应对效能在不良情绪与睡眠质量中的中介效应 

根据温忠麟等的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对应对效能在不良情绪与睡眠质量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温忠麟等，2022)。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武警医学生的不良情绪、应对效能、睡眠质量呈两两相关，以此

为基础，建立三个回归方程。 
回归方程 1：以睡眠质量为校标变量，不良情绪为预测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睡眠质量 = c × 不良情

绪 + e1。回归方程显著(F = 24.38, p < 0.001)，不良情绪可解释睡眠质量的变异量 23%。 
回归方程 2：以应对效能为校标变量，不良情绪为预测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应对效能 = a × 不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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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 e2。回归方程显著(F = 48.84, p < 0.001)，不良情绪可解释应对效能的变异量 37%。 
回归方程 3：以睡眠质量为校标变量，不良情绪、应对效能为预测变量建立回归方程。睡眠质量 = c′ 

× 不良情绪 + b × 应对效能 + e3。回归方程显著(F = 25.71, p < 0.001)，不良情绪、应对效能可解释睡眠

质量的变异量 29%，见表 3。 
 

Table 3. Tests for mediating effects of coping efficacy 
表 3. 应对效能的中介效应检验 

 睡眠质量 睡眠质量 应对效能 

 β t p β t p β t p 

年龄 0.10 1.72 0.086 0.08 1.27 0.204 0.07 1.32 0.189 

独生 −0.03 −0.62 0.539 −0.01 −0.17 0.864 −0.08 −1.44 0.151 

不良情绪 0.29 4.31 0 0.48 8.55 0 −0.59 −11.69 0 

应对效能 −0.32 −4.82 0       
r2 0.29 0.23 0.37 

F 25.71 24.38 48.84 

 
结果显示，方程一中不良情绪的 β值为 0.48 (t = 8.55, p = 0)，且该方程显著(F = 24.38, p < 0.001)，说

明不良情绪对睡眠质量的预测作用显著；方程二中职业压力的 β值为−0.59 (t = −11.69, p < 0.001)，且该

方程显著(F = 48.84, p < 0.001)，说明不良情绪对应对效能的预测作用显著；方程三在加入中介变量应对

效能后，职业压力的 β值从 0.48 下降为 0.29，(t = −4.82, p < 0.001)，且该方程依然显著(F = 25.71, p < 
0.001)，说明应对效能在不良情绪和睡眠质量之间有中介效应。由表 4 可知中介模型路径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表明不良情绪不仅能够直接预测睡眠质量，而且能够通过应对效能的中介作用预

测睡眠质量，中介效应值为 0.06，占总效应值 39.95%。 
 

Table 4. Decomposition of mediating effects of coping efficacy 
表 4. 应对效能的中介效应分解表 

 效应值 
Boot Boot CI Boot CI 相对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效应值 

总效应 0.15 0.02 0.11 0.18  
直接效应 0.09 0.02 0.05 0.13 60.05% 

应对效能的中介效应 0.06 0.02 0.03 0.09 39.95% 

4. 讨论 

本研究检验了焦虑、抑郁和压力不良情绪，通过应对效能中介预测睡眠质量。这表明，武警医学生

体验到的焦虑、抑郁和压力不良情绪越少，越能提高个体的应对效能水平，而高水平的应对效能又促进

良好的睡眠质量。 
Joseph 等的情感–认知理论表明(Joseph et al., 2012)，个体心理、生理状态是通过认知、情绪、行为

三者交互影响的过程改变的。当个体体验到焦虑、抑郁和压力等不良情绪时，常出现比较消极的行为风

格，导致个体心理、生理功能受损。本研究发现，焦虑、抑郁和压力等不良情绪既能直接影响个体的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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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质量，又能通过个体的应对效能水平间接影响个体的睡眠质量。总的来说，当个体体验到焦虑、抑郁

和压力等不良情绪，个体的认知会更消极，效能感缺失，睡眠质量也会受到影响(Charos et al., 2021)。而

焦虑、抑郁和压力等不良情绪水平偏低时，能提升个体应对压力的效能感，从而促进身心健康。 
综上，本研究构建了一个中介模型来探讨不良情绪预测武警医学生睡眠质量的机制，表明应对效能

在不良情绪预测武警医学生睡眠质量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这提示我们，在对武警医学生的毕业期间心

理工作中，关注武警医学生的情绪情感、增强武警医学生的应对效能对提升武警医学生的睡眠质量是十

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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