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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过去31年间新兵和老兵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变化。方法：基于横断历史研究，采用相关和回

归分析及效果量指标对89组新兵和134组老兵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1) 新兵

组各因子的平均分在过去31年间不存在显著的变化趋势，而老兵组各因子的平均分在过去31年间呈显著

下降趋势(P < 0.001)，年代对这一下降趋势的解释率从13%到32%不等。2) 新兵组有三个因子的平均

分下降幅度达到小效果量水平，老兵组平均分下降幅度达到大效果量的有七个因子，达到中效果量的有

两个因子。3) 老兵组各因子平均分均显著高于新兵组(P < 0.001)。结论：新兵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老

兵组，在过去31年间比较稳定，老兵组心理健康状况随年代推移显著改善。这表明，部队可以继续从宏

观和微观层面加强军人心理健康维护工作，并针对不同人群进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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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s in mental health of recruits and veterans dur-
ing the past 31 years.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cross-temporal meta-analysis, the data 
in SCL-90 of 89 groups’ recruits and 134 groups’ veterans were analyzed by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effect amount. Results: 1) The trend of all the factors in the mean scores of 
the recruits group with the years was not significant, but the mean scores in the vetera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years (P < 0.001), and the interpretation rate of 
years ranged from 13% to 32%. 2) Three factors in the mean scores of the recruits group de-
creased to the level of small effect. Seven factors in the mean scores of the veteran group de-
creased to a large effect, and two factors decreased to a medium effect. 3) All the factors in the 
mean scores of the vetera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ecruit group (P < 
0.001). Conclusion: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recruits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veterans, 
and it kept relatively stable in the past 31 years.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the veterans has been 
improved significantly over the yea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military could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work of mental health maintenance in soldiers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and deploy i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row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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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国家安全而言，军事安全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前提，而军人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守护者。已有研究

证明，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体现了部队战斗力的高低，是其作战效能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王佳，冯正直，

蒋娟，夏蕾，王毅超，2017)。2018 年，我军发布了最新的内务条令，其中明确指出部队各级要按照层次

要求，有针对性地对官兵心理卫生问题开展相应工作，如定期进行心理检测，做好心理疏导、心理咨询

以及心理教育等，旨在提升军人心理素质，有效维护心理健康状况。与此同时，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

与军人心理健康相关的研究(曾宪科等，2019；田道文等，2019)，并得出了诸多结论；也有研究者试图对

这些研究进行系统性总结，如衣新发等人基于横断历史研究的方法对 1990~2007 年间的中国军人的心理

健康进行了回顾，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军人心理健康状况在这十八年里逐渐向好，且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关键变量之一，不同学历、不同来源的军人间表现也不同(衣新发，赵倩，蔡曙山，2012)。在我军推进

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的过程中，这些结果带来一定启发。 
然而，该研究并没有考察新兵和老兵的心理健康变化特点。一般而言，我军将入伍的前三个月的青

年称为新兵。这三个月是新兵适应军队环境的关键时期，就入伍青年而言，对部队环境的适应性程度，

是心理健康的指标之一。但是，这些有志青年抱着“保家卫国”的信念来到部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三

个月，是否顺利完成身份角色的转变，心理健康状况有没有出现波动，对这指标的评定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个体心理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在这些系统中，系统与个体

相互作用并影响着个体，这些系统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那么，在适应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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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或者长期在部队工作、生活之后(即适应外层系统的过程中)，心理健康又会有什么变化，这也是值得

探讨的问题，将有助于我军对新兵和老兵群体的心理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和部署，更好地提升战斗力。

因此，本研究对过去从 1990~2020 年这 31 年间新兵和老兵的心理健康变化进行了横断历史分析。 

2. 研究方法 

2.1. 资料 

研究资料为 1990~2020 年间与新兵和老兵心理健康相关文献和调查研究，共 89 组新兵数据和 134 组

老兵数据，具体内容包括 SCL-90 症状自评量表中的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

偏执和精神病性等 9 个因子的平均分分数和标准差。 

2.2. 文献检索 

首先，在国内最常用的数据库中进行文献检索，即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网等，检索词有

“SCL-90”、“症状自评量表”、“心理健康”、“心理卫生”和“军人”、“士兵”、“军官”、“战

士”、“新兵”、“军队”、“部队”、“官兵”等，并对这些检索词进行匹配，组成并列的题名、关

键词和中文摘要的主题词。文献检索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11 月。 
其次，对搜集到的所有文献进行整理、筛选，文献剔除标准如下：1) 平均数和标准差没有明确报告

或存在明显错误且难以修正的文献；2) 无法判断研究对象属于新兵还是老兵身份的文献；3) 非原始数据

的文献，如元分析。另外，对于重复发表的同一批数据，只保留发表时间最早且数据完整的一篇。 
最终，根据新兵和老兵的标准(即入伍三个月内的为新兵，三个月以上的为老兵)拆分了 89 组新兵数

据和 134 组老兵数据。 

2.3. 统计处理 

首先，对文献中的主要指标进行整理，包括数据收集年代、样本量、平均分、标准差等。通常情况

下，SCL-90 量表采用的是 1~5 级评分，大多数文献采用的也是这种计分方法，但也有少数文献采用的是

0~4 级评分，此时需要对其进行分数转换，即将各维度平均分加 1 分，这样，所有文献最终都是 1~5 级

的评分方式。关于数据收集的年代，一般情况下，文献中会有说明，此时便以文献为准；对于文献中没

有提及数据收集年代，且难以做出推断时，参考以往横断历史的文献，需要将文章发表的年代减去 2 作

为数据收集年代(辛素飞，姜文源，辛自强，2019；辛素飞，王一鑫，2019；辛素飞，岳阳明，辛自强，

2020)。此外，为了精确量化新兵组群体与老兵组群体 SCL-90 各因子的平均分从 1990 到 2020 年的变化

幅度，本研究采用了效果量 d 值作为其衡量标准。 

3. 结果 

3.1. 新兵组与老兵组 SCL-90 各因子平均分随年代的变化趋势 

根据以往横断历史研究的数据分析思路(辛素飞，梁鑫，盛靓，赵智睿，2021；辛素飞，时蒙，张夫

伟，2019)，首先需要针对不同群体(新兵组和老兵组)，计算其 SCL-90 各因子的平均分与数据收集年代之

间的相关系数。其次，进行回归分析，其中，被预测变量为 SCL-90 各因子平均分，预测变量为数据收集

年代。需要说明的是，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对每组数据的样本量进行了加权。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对新

兵组而言，即使对样本量进行了加权，SCL-90 所有因子的平均分与数据收集年代间也不存在显著相关关

系，即变化趋势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 > 0.05)；对于老兵组而言，在对样本量进行加权的基础上，SCL-90
各因子的平均分与数据收集年代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各因子平均分随年代推移而降低(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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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且年代能够解释其变异中的 13%~32%，其中，解释度最高的是对人际关系和精神病性两个因子，

均达到了 32% (见表 1)。这些结果表明，新兵组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在 1990~2020 年间变化不明显，而

老兵组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随年代推移显著改善。 
 

Table 1.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between the mean scores of each factor in SCL-90 and the year of the recruit group 
and the veteran group  
表 1. 新兵组与老兵组 SCL-90 各因子平均分与年代间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子 
新兵组 老兵组 

β R2 β R2 

躯体化 −0.06 0.00 −0.36** 0.13 

强迫 −0.04 0.00 −0.45** 0.20 

人际关系 −0.20 0.04 −0.56** 0.32 

抑郁 −0.07 0.01 −0.55** 0.30 

焦虑 −0.12 0.01 −0.46** 0.21 

敌对 −0.07 0.01 −0.52** 0.27 

恐怖 −0.12 0.02 −0.41** 0.17 

偏执 −0.08 0.01 −0.54** 0.29 

精神病性 −0.11 0.01 −0.56** 0.32 

注：**代表 P < 0.01，β为回归系数，R2为决定系数。 

3.2. 新兵组与老兵组 SCL-90 各因子平均分随年代的变化量 

为了进一步精确量化新兵与老兵组 SCL-90 各因子平均分从 1990 年到 2020 年的变化幅度，本研究对

效果量 d 值进行了计算，其公式为 d = (M2020 − M1990)/SD，其中 SD 为 1990 年至 2020 年这 31 年间的因子

平均分之间的标准差。根据 Cohen 的观点，当 d 值(绝对值)达到 0.80 时，变化量为“大效果量”；达到

0.50 时，则变化量为“中等效果量”；达到 0.20 时，则变化量为“小效果量”(Cohen, 1988)。按照这一

标准，可以判断：对新兵组而言，因子平均分下降幅度达到小效果量有人际关系、焦虑和恐怖因子，其

余六个因子平均分的下降幅度均不明显；对老兵组而言，有七个因子的平均分下幅度达到了大效果量，

分别是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平均分下降幅度达到中效果量的有

两个，即躯体化和恐怖(见表 2)。这一结果表明，总体来看，相比于新兵组，老兵组的心理健康状况在过

去 31 年间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 
 

Table 2. Changes of each factor in SCL-90 of the recruit group and the veteran group from 1990 to 2020 
表 2. 新兵组与老新兵组 SCL-90 各因子从 1990 至 2020 年的变化量 

因子 
新兵组 老兵组 

M 变化 SD d M 变化 SD d 

躯体化 −0.06 0.44 −0.14 −0.33 0.52 −0.64 

强迫 −0.03 0.47 −0.06 −0.78 0.54 −1.43 

人际关系 −0.18 0.47 −0.38 −0.63 0.54 −1.17 

抑郁 −0.06 0.44 −0.14 −0.60 0.5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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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焦虑 −0.09 0.42 −0.21 −0.48 0.49 −0.98 
敌对 −0.06 0.44 −0.14 −0.54 0.54 −1.00 
恐怖 −0.09 0.35 −0.26 −0.33 0.44 −0.75 
偏执 −0.06 0.44 −0.14 −0.63 0.51 −1.23 

精神病性 −0.06 0.38 −0.16 −0.48 0.47 −1.02 

注：M 变化为 1990 至 2020 年间某因子平均分的变化量，SD 表示过去 31 年间某因子平均分之间标准差，d 代表 1990
至 2020 年某因子平均分变化的效果量。 

3.3. 新兵组与老兵组 SCL-90 各因子平均分间的差异 

由于在本研究中新兵与老兵的样本非同时存在，无法采用平均效果量来对这两组群体心的心理健康

水平进行比较。因此，我们首先采用折线图的形式对两个群体各因子均分进行了描述(见图 1)。由图 1 可

以形象地看出，老兵组在九个因子上的平均得分都明显高于新兵组。 
 

 
Figure 1. Comparison of the mean scores of each factor in SCL-90 between the recruit group and the veteran group 
图 1. 新兵组与老兵组 SCL-90 各因子平均分的比较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新兵组和老兵组在 SCL-90 各因子的平均分进行了差异检验，结果表明，老兵

组在各因子的平均分分数均显著高于新兵组(见表 3)。这一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新兵组的心理健康状况

要显著好于老兵组。 
 

Table 3. The difference test results of the mean scores of each factor in SCL-90 between the recruit group and the veteran 
group 
表 3. 新兵组与老兵组 SCL-90 各因子平均分的差异检验结果 

 M 新兵组 M 老兵组 t P 

躯体化 1.43 1.55 −4.14 <0.01 

强迫 1.54 1.67 −3.76 <0.01 

人际关系 1.50 1.62 −3.86 <0.01 

抑郁 1.38 1.55 −6.08 <0.01 

焦虑 1.38 1.50 −4.16 <0.01 

敌对 1.35 1.52 −5.97 <0.01 

恐怖 1.23 1.33 −4.28 <0.01 

偏执 1.37 1.50 −4.11 <0.01 

精神病性 1.33 1.43 −4.4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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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研究发现，新兵组心理健康状况优于老兵组，且在 1990~2020 年间新兵组心理健康状况比较稳定，

而老兵组心理健康状况随年代推移显著改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与已有文献结果不太一致。有

研究者认为，新兵心理健康状况逐年变好，但其文献数据并未显示出有统计学意义(王春花，张洁，2016)，
还有研究发现新兵心理健康状况较差(张磊，吴兆书，朱媛，2020；李俊楠，宇文卫涛，2020)。针对这些

问题和矛盾，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解释。一般而言，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青年的心理状况会

有所波动，表现出焦虑、紧张、困惑等不良情绪(郝文清，2006)，心理健康状况可能会下降。而本研究发

现，新兵组的心理健康相对较好，且过去 31 年间比较稳定。 
首先，这一现象可能反映了历年的入伍青年，都对部队持有期待、好奇等积极心态，体现了入伍青

年保家卫国的决心。原因主要在于，动机是行为的源泉和驱动力，积极的动机往往会使个体有良好的表

现(汤泉等，2020)。基于此，刘晓鹏和徐乐乐等人通过比较 2009 年和 2016 年入伍新兵的动机，结果发现，

应征入伍的青年都有较好的入伍动机，且 7 年间每年基本没有变化，多数青年认为当兵可以磨练自己的

意志，是为国防事业尽义务，或者表达当兵是从小的理想(刘晓鹏，徐乐乐，2018)。本研究认为，新兵组

心理健康状况较好的原因，与其积极的动机存在密切关系。其次，该现象可能与我军已做的一些工作与

努力有密切关系。比如，自本世纪初开始，应征青年必须通过征兵心理检测系统的评估(武圣君，2006)，
达到入伍标准后才有资格成为一名合格的新兵。换言之，每一名应征青年除了进行身体检查和政审之外，

还需进行心理检测，其目的除了是淘汰智力低下的人群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早发现并减少具有潜在心理

问题和心理健康隐患的青年入伍。这从源头上提升了入伍青年的素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新兵葆有积

极的心理状态。 
然而，部队生活是相对封闭的，军人训练任务多、管理严格，其职业具有特殊性(王毅超，蒋娟，冯

正直，2016)。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外层系统，即环境因素会对个体的心理状况产生影响。因而，随着部

队生活的深入，新兵逐步渡过了新鲜感与兴奋期，变成了老兵，其心理健康状况出现略微的波动属于正

常现象。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在过去 31 年间，老兵的心理健康状况逐年变好，且相对而言改善程度较

大。这一结果与相关研究结论具有一致性(衣新发，赵倩，蔡曙山，2012；赵梦雪等，2017)，即一定程度

上表明：宏观层面上，我军不断推进的强军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方面建设成

效明显，总体上改善了老兵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间接地提升了战斗力水平，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军事安

全。此外，就微观层面而言，部队对心理卫生工作的重视也在发挥优势，部队对和谐军营的强调、训练

计划的科学部署、心理和行为的训练、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施等干预方法取得了令人欣慰的效果(化振等，

2020；朱晓丽等，2021)。基于此，建议部队继续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加强军人心理健康维护工作，并针对

不同人群进行部署。比如，在制度和政策制定方面，将心理卫生工作作为经常性工作，加大科研投入，

探究新兵和老兵群体心理健康变化的深层原因和机制，为心理健康的维护和提升明确方向；个人层面上，

可以就不同群体进行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教育宣讲，从而更有效地提升官兵心理健康维护的自觉意识，增

强官兵对环境适应的能力，提高官兵应对军事作业的能力，多措并举，最终促进部队组织心理健康的发

展。 

5. 结论 

本研究发现，新兵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老兵组，在过去 31 年间比较稳定，老兵组心理健康状况随年

代推移显著改善。这表明，部队可以继续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加强军人心理健康维护工作，并针对不同人

群进行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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