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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摘  要：在国家长期和平的大背景下，实战化军事训练虽能有效提升官兵战斗

技能和部队作战能力，但对参训官兵的心理考验却不一定真实有效。基于实战

研究战场环境下人的心理状态及其变化规律，对指导我军当前的军事训练、乃

至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文章首先对国内

外战场心理压力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述评。同时，立足我们的国情军情，

本文对战场心理压力的研究突破口，即以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官兵为研究对象进

行了全面分析，并从积极心理学视角对下一步重点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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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ng-term peace, there is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study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the changing 

factors of the soldiers in the battlefield environment based on actual comba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research content of psychological pressure on the 

battlefield at home and abroad, and gives a prospect of the specific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the fu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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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中央军委 2019 年 1 号命令中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要求全军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

打仗意识，始终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把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聚焦实战、

对接实战，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按

实战要求去训练”成为当前军事训练的基本要求，也是部队开展心理训练工作

的根本宗旨。

从古至今，战争从未停止，但战争的形态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

陆军军事学院已退休院长鲍勃·斯克尔斯少将曾在文章《克劳斯维茨与第四次

世界大战》中提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化学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物理和

数学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电脑战争，第四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将是一

场有关人本身的战争。美国能在之前的几种战争中得满分，但很不幸的是，近

期的所有战争都是有关人本身的战争。在这方面，美国只能得零分。越南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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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伊拉克战争就是例证。”斯克尔斯少将因此得出结论：一支军队只有保持心

理与身体同样健康，才能在未来战争中居于领先位置［1］。

无可否认，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实战化军事训练必要且必需。但是，

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实战化军事训练虽然可以显著提升官兵的战斗技能，

大力提升部队的作战能力，但对参训官兵的心理考验却不一定真实有效。因为

演习虽有胜负，但不会有死亡；训练虽有枪炮轰鸣，但不会有断肢残臂。平时

再逼真的军事演习，都无法完全真实地呈现战场的残酷情境，由此带给官兵的

心理体验也必将与实战有着天壤之别。在我国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的时代背景下，

基于实战研究战场环境下人的心理状态及其变化规律，对指导我们当前的军事

训练、乃至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

战争对军人心理的影响，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的研究领域，也是军事心

理学的源起和目标。由以色列 Gal R. 和美国 Mangelsdorff A. D. 主编的《军事心

理学手册》在国际上被公认为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最全面的军事心理学专著，

该书共包含军事职业中的选拔、分类与任用，人的因素与军事绩效，环境因素

与军事绩效，军事活动中的领导，个体与群体行为，临床、咨询、组织心理学，

特殊对象与特殊情景 7 个章节［2］。这是军事心理学领域的通用体系架构，与“战

场心理压力”直接相关的研究内容大多散落其中，并未被独立提出。

1.1　CSR 和 PTSD 相关研究

战斗应激反应（Combat Stress Reaction，CSR），在《美国国防部指南》

中被定义为“军人在战斗或者非战争军事行动中经历了压力事件，从而产生的

期待性、预测性、躯体上、认知上、情感上及行为上的反应”［3］。早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就注意到发生在参战官兵身上的一系列压力反应，不过

由于那时人们认识有限，往往将其称为思乡病（Nostalgia）或炮弹休克（Shell 

Shock），认为是由于炮弹爆炸引发的神经官能症，而出现该症状的官兵则会被

视为“胆小鬼”。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斗应激反应被看作战斗疲劳（Com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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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austion），人们认为疲劳是引发应激反应的最主要因素。一直到越南战争以后，

这种在战争中出现的生理心理反应才正式被命名为战斗应激反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斗应激反应伴发精神症状的发生率是 28.5%；到

1942 年，因精神病原因退出战场的人员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当时所能动员的参战

人员的数量；到 1982 年，在黎巴嫩战争中普通伤员与战斗应激反应病员之比已

经达到 1:1.2，由此可见战斗应激所造成的减员现象十分严重［2］。这也是为何

战斗应激反应在军事心理学研究中地位如此重要的原因。目前，各类关于战斗

应激反应的发生率并不固定，因为它与战事的激烈程度、士兵个体心理承受能

力等多因素有关，但总体趋势是越来越高。近 20 年来，世界各国对战斗应激反

应的研究逐年增加。与 1998 年相比，2017 年与战斗应激反应相关的研究论文数

增加了近 9 倍，而引文数则增加了 100 余倍。特别是在战斗应激反应的类型、

影响因素、心理干预原则和方法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3］。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是另一个与战场压

力环境有关的概念，最初是在参加越南战争的军事人员和老兵中观察到的，因

此在最开始也被称为“越南综合症”，后来在《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三版）（DSM- Ⅲ，1980）中被正式提出。在 DSM- Ⅳ（2000）中，PTSD 被定

义为一种焦虑症，其特点包括暴露于创伤事件后出现的焦虑失调伴随持续且显

著的重复体验症状、逃避创伤相关刺激，以及可归因于过度警觉反应的问题［4］。

从概念定义可以看出，现在的 PTSD 早已不再局限于最初的“战争后遗症”，而

是涵盖地震、车祸、伤病等多种多样的生活性创伤事件。

总体而言，目前 CSR 和 PTSD 几乎占据国外军事心理学的半壁江山。这类

研究多以表现出躯体、行为、精神等方面异常的军人为研究对象，主要从流行

病学、神经生物学、病因学等方面，对其成因、诊断与治疗等进行研究和实践。

这类研究多为精神病学、脑科学的研究领域。

1.2　军事环境中的压力研究

心理学家保罗·巴尔通和阿德勒依据美军几场军事行动为范例进行了实证

研究，在《维和行动中心理压力的维度》一文中就军事行动中的心理压力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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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五个表现显著的一般性维度，它们分别是孤立、不确定、无能为力、厌倦和

威胁、危险。目前来看，这五个维度把军事行动中的特殊压力源区分得非常细致。

巴尔通在《军事环境中的压力》一文中分析了美军发生的几大军事行动，例如“正

义事业行动”（巴拿马，1989）、“沙漠盾牌”和“沙漠风暴”行动（海湾战争，

1990-1991）、“维护民主行动”（海地，1994）等，并重点关注了参战士兵和

他们家庭的心理压力，以及在执行军事行动过程中心理调节的研究。巴尔通认为，

军事任务中的心理压力可能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并会降低军人的心理健康水

平、士气和执行任务的心理准备；对于在军事行动中不同方面的心理压力源，

要想办法抵消或降低这些压力源的影响；团队凝聚力和人格坚韧性可以缓和亲

历战斗所引发的不良效应［5］。

1.3　人因素相关研究

二战期间，部分军事心理学家开始关注战争环境、装备设计等外因性压力

源带给人的影响。他们从最初协助工程师对飞机座舱、设备显示装置、防护服、

瞄准具等装备的设计，到后来研究高温、高寒、睡眠剥夺及长时间穿着防化服

等各类严酷战场条件下的工作绩效。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人的生理、心理因素与

工作效率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以战场环境下人的生理、心理状态为研究对象，

但不同国家研究的侧重点并不一样。例如，美国对心理因素的强调是英国的四倍，

而英国对生理学的强调是美国的两倍［2］。这类研究的共同点还在于，更加注

重研究武器装备、操作空间等外部因素对人生理、心理所产生的影响，也即“人 -

机 - 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类研究的最终目标是改善环境、改进设计，提

高人操作设备的效率和可靠性。也因此，现在的人因素研究多属于工程心理学

的研究范畴。

1.4　积极心理学相关研究

随着近年来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及蓬勃发展，以马丁·塞利格曼为代表的美

国积极心理学家自 2008 年开始，与美国陆军开展名为“全面士兵健康项目”的

合作，旨在打造一支心理与身体同样健康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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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该项目主要涵盖三部分内容，分别是：①心理健康测试：建立“全

球评估工具”（Global Assessment Tool，GAT），用于全面衡量士兵在情绪、社会、

家庭和精神四个方面的健康情况。②在线培训课程：开发五类课程，其中必修

一门，即创伤后成长课程；选修四门，包括情绪健康模块、家庭关系模块、社

会关系模块和精神健康模块。士兵将依据评估分数被推荐学习相关课程。③复

原力训练：通过对全体陆军士兵开展作战前的心理训练，防止创伤后应激障碍

的发生，并促进创伤后成长。该部分是整个项目中最重要的实践部分，但目前

仍属于前导性研究。塞利格曼在其著作中提及，每个月都会有 150 名军士到宾

夕法尼亚大学接受为期 8 天的训练，同时向军事基地直播培训过程。随后，由

这些接受过培训的军士充当培训师，负责在整个陆军部队中进行推广。到 2010

年底，大约有 2000 名军士接受相应培训，从中还将遴选出 100 名最优秀的军士

担任主培训师。当然，面对 110 万陆军，培训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逐步推出。

2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

我国心理学学科发展几经波折，军事心理学相关研究也是直到 1985 年 5 月

的“桥头会议”后才正式开启［6］。20 世纪 60 年代，我军的精神心理医学专

家在“抗美援朝”、中印边界反击战等战争中，对参战官兵精神心理疾病的发

生情况有过零星报导，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人精神疾病的治疗和预防

上。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开始研究军人心理障碍和心

理健康问题，并主要对其发展原因、诱发因素和预防方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

究［7］。21 世纪初，伴随着信息技术对战争形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对军人心

理的研究也开始步入新阶段，由原来单纯对军人心理问题的研究，发展到如何

进行心理战和心理防护的研究。有关单位还开始着手军人心理素质选拔、培养

和训练的相关研究。

在中国知网主题检索栏键入“战场心理压力”和“战时心理压力”，分别

检索出 4 条和 12 条结果，其中与本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献仅 2 篇，分别是邓明辉

等人的《论美军战时心理疏导工作中的压力控制能力培养》和张勇的《战时军

人心理压力及工作可靠性研究》。前者主要介绍了美国军人学习察觉战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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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兆的方法以及应用必要技巧缓解压力反应［8］；后者则从人因素研究视角，构

建了战时心理压力模型，并从生理、心理两个方面分析了战时压力对军人所产生

的影响，同时还在文末对缓解战时压力、提高工作可靠性提出了对策建议［9］。

在国防大学军事期刊数据库中以“战场心理压力”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有 99

条记录，其中直接相关有 9 篇文献。这 9 篇文章中，介绍美军军心士气及战斗

精神培育的有 2 篇，研究战斗应激反应的有 5 篇，从心理防护角度进行理论阐

述的有 1 篇，还有 1 篇学位论文主要研究高技术战争对军人心理的影响。 

台湾心理出版社出版的《军事心理学》在第五篇“战场心理学”中，用一

个章节论述了战场压力的相关问题。该书认为“军人进入战场，所面对的战场

情况是人类最强烈的压力来源之一。各国如何在战场上克敌制胜，战场压力的

控制与管理是一个重要课题”［10］。作者孙敏华、许如亨以军事行动中的军

人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为研究对象，从战争的过程与心理特征、战场压力来源与

反应、战场压力的应对策略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

3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总体而言，国内外虽没有明确提出“战场心理压力”这个概念，但与之相

关的各类研究由来已久，发展较为成熟。对比之下，国外的相关研究几乎都来

源于战场实际，相应成果还能迅速在实战中获得应用和实践。这种扎根军事需

求的实证研究，方法科学、数据详实、结果可信，值得我们大力学习借鉴。受

研究历史的制约，国内关于战场心理压力的文献略少，已有研究多为现状分析，

且主要停留在概念解读、理论构想上，实证研究非常罕见，这一点与国外研究

形成较大反差。

此外，国内、国外在相关研究中还分别呈现如下特点：

（1）国外相关研究重修补轻建设。国外关于战场心理压力的研究，以 CSR

和 PTSD 为代表，主要是对已罹患疾病的个体进行诊治，发挥的是传统心理学的

“修补”功能，而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对处于战场压力下的正常个体和群体的“建

设”功能，则是在近年才得以展现，且目前尚未大规模应用。这一点与心理学

发展历程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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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相关研究过于偏向心理战。以中国知网为例，前面提及的以“战

场心理压力”和“战时心理压力”为关键词仅检索出十余条结果，而以“心理

战”为主题关键词共出现 1822 条记录，超出百余倍之多。随着高技术武器系统

的信息化，现代战争形态正发生着重大变革。在这种背景下，将心理战纳入研

究范畴本无可厚非。但我们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作战样式、武器装备

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战争的基本要素不会改变，人依然是所有军事行动的主导

者。武器装备、各类高精尖设备只是人的感官、能力、拳头的进一步延伸而已。

在我国军事心理学发展历程短、发展水平不高的现实面前，抛开战争形态，深

入分析实战环境下个体和集体的心理压力源及其影响因素，应比信息化条件下

的心理战研究更为基础、更为紧迫。

4　总结与展望

聚焦实战、对接实战，要求我们必须对实战环境下人的心理状态及其变化

规律有清晰透彻的了解。如此，才能有效指导部队当前的军事训练，合理应对

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

然而，由于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的现实背景，我军目前仍在服役的绝大部分

官兵均没有实战经历。因此，实战环境下的心理压力研究也就无法得到真正意

义上的开展，致使该研究领域尚存大片空白。基于此，笔者建议应从如下两方

面加强相关研究：

（1）以对越自卫反击战为突破口，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对越自卫反击战是

指于 1979 年 2 月 17 日至 3 月 16 日爆发在我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在短短一个

月的时间内，我方占领了越南北部 20 余个重要城市和县镇，宣布胜利后即撤回

国内。随后，因持续频发的边境冲突，我军又在 80 年代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边境

轮战。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军在 1962 年中印战争之后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对外

战争，先后有数十万官兵参与其中。这部分参战老兵虽然绝大部分已退伍回到

地方，但却是国内目前少有的具有实战经历的人群之一。他们目前的平均年龄

约在 60 岁，身体素质、记忆水平、表达能力都处在较好的水平。此外，因为当

时的参战官兵数量较大，这部分样本人群寻找起来并不困难。因此，笔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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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对越自卫反击战对突破口，以对越自卫反击战参战老兵为研究对象，灵活

采用访谈法、问卷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对他们的参战经历进行深度挖掘，从中

了解战场压力源、战场心理压力及其变化规律、相关影响因素等重要内容。

当然，对越自卫反击战距今已有 40 年之久，在武器装备、作战样式等方面

同现代战争存有天壤之别。因此，对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研究应聚焦于个体、集

体等战场的基本要素上，对武器装备、指挥样式等受现代信息技术影响较大的

要素还需谨慎对待。这部分内容，可以通过现代局部战争、联合演习、反恐维

稳等进行交叉验证研究。

（2）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剖析战场心理压力，加强现实问题研究。作为一门

从积极角度研究传统心理学研究内容的新兴科学，积极心理学被称为心理学领

域一场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革命。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美国陆军已从 2008 年

开始，就与美国积极心理学家共同开展名为“全面士兵健康项目”的合作，旨

在打造一支心理与身体同样健康的军队。这也是军事心理学领域非常值得人关

注和期待的新话题。

战场心理压力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战场心理压力，而是帮助

作战官兵有效应对这类压力，确保他们在重压之下仍能积极履行使命，顺利完

成任务。积极心理学恰好提供了一个有别于传统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帮助我们

在研究战场心理压力时，更加关注正向战场心理压力的表现方式和影响因素，

从而帮助部队提高在和平环境下心理训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官兵的心理

建设效果。此外，积极心理学还能够在战场心理压力管理中发挥重大作用，确

保部队在关键时刻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消极战场心理压力，时刻保持作战人

员昂扬的战斗精神，从而有效防止非战斗减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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