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心理学前沿
2021 年 7 月第 3卷第 7期

基金项目：武警新兵新训期心理适应的提高策略（WHL202103）。

通讯作者：张志群（1972-），女，天津人，武警后勤学院军事心理学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心理评估。

文章引用：赵波，马瑞，张志群．武警新兵知觉压力和抑郁的交叉滞后分析［J］．中国心理学前沿，2021，3（7）：756-761．

https://doi.org/10.35534/pc.0303091

武警新兵知觉压力和抑郁的交叉滞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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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武警新兵知觉压力和抑郁的交叉滞后作用。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武警某部新兵 1050 名，

使用知觉压力量表（PPS）、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访谈和测评。结果：（1）前后测心理资本和心理适

应均存在显著差异；（2）前后测的知觉压力和抑郁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关系；（3）交叉滞后分析结果显示，

前测知觉压力可以正向显著预测后测抑郁，前测抑郁可以正向预测后测知觉压力。结论：武警新兵知觉压力

和抑郁呈现正向相互预测作用。

关键词｜知觉压力；抑郁；交叉滞后分析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在全球约有 3.3 亿抑郁症患者，是首要的致残原因，也是疾病负担的重大因素［1］。抑郁症严重时可

能会导致自杀，有研究者统计，有 65%—80% 的抑郁症患者会出现自杀意念，终身存在自杀意念的概率

高达 15%—25%［2］。在以中国军人对对象的研究中，同样认为抑郁是自杀意念形成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3］。

杨毅等人在探讨军人自人自杀意念及影响因素时发现，军人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 4.9%，自杀意念的形成

也是受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冯正直在对全军军人进行抑郁流行病学特点调研时发现，军人抑

郁的发生率为 18.1%［5］。应激或压力性事件是引发抑郁的重要因素［6，7］。知觉压力是个体对环境中的

威胁性刺激经过自己的认知评价后产生的心理反应［8］。

武警新兵从社会进入军营，面对全新的挑战，必然会经历一系列压力，在特定的环境中，压力与抑

郁之间的关系之间呈现出何种关系，这也是本研究的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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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武警某部 2020 年入伍新兵 1050 名为研究对象，均为男性，进行三次测查，

第一次测查时间为新兵入伍后一周（T1），随后每间隔一个月后进行一次测查（T2、T3），删除规律做

答和无效问卷，取三次均参加测查的问卷为最终有效问卷，有效问卷量为 801 份，从 T1 到 T3 样本流失

率为 23.7%，独生子女 239 人，非独生子女 562 人，年龄为 19.70±1.54 岁。有效样本与流失样本在是否

独生子女（χ2=0.139，p>0.05）、知觉压力（t=0.993，p>0.05）、抑郁（t=-0.573，p>0.05）均不存在显

著差异，说明样本流失为非结构性流失。

1.2  研究工具

1.2.1  知觉压力量表（PPS）

采用杨廷忠修订的知觉压力量表［8］。包括控制感和紧张感 2 个维度，共 14 个条目，采用 Likert 五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感知压力越大。测查的 Cronbach’α 系数分别为 0.85、0.89、0.90。

1.2.2  抑郁自评量表（SDS）  

采用抑郁自评量表［9］。包括 20 个条目，采用 Likert 四点计分，题目反向计分后，标准分大于或

等于 53 分，判定为抑郁状态，得分越高表明新兵抑郁状态越严重。测查的 Cronbach’α 系数分别为 0.84、

0.88、0.90。

1.3  施测程序  

征得新训单位干部和新兵同意，以建制中队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测查前向新兵说明研究目的，所

有问卷当场收回。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采用 SPSS24.0 和 Amos23.0 进行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2  结果分析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三次测量中，分别有 6 个、5 个、5 个因子的未

旋转特征值大于 1，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 27.92%、34.21%、37.84%，均小于 40% 的临界值，

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2  描述性统计以及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T1 时点测量时抑郁得分高于 53 分的共 153 人，占总人数的 19.1%，其中轻度抑郁状态的 125 人，



·758·
武警新兵知觉压力和抑郁的交叉滞后分析 2021 年 7 月

第 3 卷第 7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30309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约占 15.6%，中度抑郁状态的 25 人约占 3.1%，重度抑郁状态的 3 人，约占 0.4%。T1 时点知觉压力得分

为 34.97，T2 时点知觉压力得分为 33.61，T3 时点知觉压力得分为 33.00。见表 1。对三次测量的知觉压

力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次测量存在显著差异：F=24.117，p<0.05，进一步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各时点之间差异均显著，知觉压力的变化趋势为线性变化：F=24.292，p<0.05，；T1 时点抑

郁得分为 35.62，T2 时点抑郁得分为 34.30，T3 时点抑郁得分为 33.05。对三次测量的抑郁进行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次测量存在显著差异：F=34.966，p<0.05，进一步配对样本 T 检验发现，各时

点之间差异均显著，抑郁的变化趋势为线性变化：F=69.628，p<0.05。见表 2。

表 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M±SD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M±SD

T1 T2 T3 F P
知觉压力 34.97±7.17 33.61±8.29 33.00±8.92 25.117 0.000

抑郁 35.62±7.80 34.30±8.74 33.05±9.49 34.966 0.000

表 2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Table 2  Repeated measures analysis of variance

I J I-J T P
知觉压力 T1 T2 1.366 5.421 0.000

T3 1.975 7.028 0.000
T2 T3 0.609 2.756 0.006

抑郁 T1 T2 1.320 4.981 0.000
T3 2.573 8.354 0.000

T2 T3 1.253 5.178 0.000

2.3  知觉压力与抑郁的交叉滞后分析

知觉压力和抑郁在三个时点呈两两正相关。见表 3。采用 Amos23.0 考察知觉压力与抑郁的交叉

滞后效应，结果显示，知觉压力和抑郁呈相互预测作用，该模型拟合情况尚可：χ2=16.695，df=3，

CFI=0.996，GFI=0.993，RMSEA=0.076。见图 1。

表 3  知觉压力、抑郁相关性分析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on

T1 知觉压力 T1 抑郁 T2 知觉压力 T2 抑郁 T3 知觉压力 T3 抑郁
T1 知觉压力 1

T1 抑郁 0.764** 1
T2 知觉压力 0.582** 0.536** 1

T2 抑郁 0.512** 0.594** 0.805** 1
T3 知觉压力 0.528** 0.494** 0.738** 0.680** 1

T3 抑郁 0.429** 0.507** 0.641** 0.721** 0.813** 1

注：**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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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知觉压力和抑郁交叉滞后分析

Figure 1  Cross-lag analysis of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on

3  讨论

3.1  武警新兵知觉压力、抑郁的发展趋势

由结果可知，武警新兵在三个月新训期间，感知到的压力和抑郁状态呈显著下降趋势，表明新兵的

负性应激事件中感知到的压力不断减少，也能顺利完成新训任务。知觉压力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变化的，

它受个体认知评价影响［10］。影响个体感知压力的因素包括压力源、应对策略、应对资源、认知评价等因素，

压力源可能来源于外在人的或事件，也有可能来源于个体内在的想法［11］，具体包括个人方面、实体环境、

组织内部、组织外部和群体压力等五个方面；应对策略可分为以问题中心的应对，即个体努力把焦点放

在处理压力源的外在情境，以情绪中心的应对，即个体试图去调节压力的负向情绪，焦点在于调整这个

压力源对内在情感的影响；应对资源是个体或环境和某些稳定的特征，用来管理和适应压力；认知评价

包括初评、次评和再评，它是一种对结果的预期以及影响进行评估的动态过程。对抑郁的影响因素相关

研究中认为，通常是由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等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其中应付方式、父母养育方式、生

活事件及社会支持等起着重要的作用［12］。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新兵在新训期间，知觉压力和抑郁的发

展即有保护性因素，也有危险因素，但总的来看，新兵收获到的支持较多，也更多的采用积极的应对策

略来解决生活、训练、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3.2  武警新兵知觉压力、抑郁的交叉滞后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知觉压力可以正向预测抑郁，该研究同时指出，在知觉压力对抑郁的作用过程中，

存在中介变量［13］，同样的结论在类似的研究中也得到了支持［14，15］。Gmelch 在 1988 年提出压力循环理论，

该理论包括四个部分：（1）压力源，是指外界对个体施加的特殊要求；（2）个体知觉，即个体感知到压力；

（3）应对反应，当个体面对压力时，会采取相应的应对方式；（4）结果，不同的应对方式产生的结果。

该理论还认为适当的压力会促进个体进步，但当感知到压力过高时，会造成身心损伤，人格特质、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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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人际关系、主观知觉、环境等因素都会对感知压力造成影响，其中认知、环境等因素是可变的［16］。

结合压力循环理论模型，抑郁状态会影响个人对环境和自我的认知，从而对个体产生新的压力源，就种

新的压力源又被个体感知从而继续产生影响。

通过交叉滞后分析可知，要减轻新兵的抑郁状态，可以从知觉压力入手，也可以通过压力对抑郁影

响过程中的中介因素入手，积极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减轻新兵的心理压力，在新训单位构建和谐

团结的氛围，增进人际关系，加强新兵与家人、朋友的沟通，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除此之外，还可以

有针对性的干预新兵的心理资本，增加新兵心理韧性，为有效应对压力事件，增进更多保护性因素［17］。

在群体上，重点关注义务兵的抑郁状态［5］，重点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和科学心理疏导，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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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oss-Lag Analysis of Perceived Pressure and Depression in 
Armed Police Recruits

Zhao Bo Ma Rui Zhang Zhiqun

Department of Military Psychology Teaching and Research, Logistics University of People’ s Armed 
Police Force, Tianjin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ross-lag effect of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on in armed police 
recruits. Methods: A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1,050 recruits from a certain unit of the 
armed police, and the Perceived Stress Scale (PPS) and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SDS) were used 
for interviews and evaluation. Results: (1)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before and after testing; (2) Perceived pressure before and after testing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 of depression; (3) The results of cross-lag analysis 
showed that perceptual pressure before and after testing can be positive Significantly predict post-test 
depression, and pre-test depression can positively predict post-test perceived pressure. Conclusion: 
Perceived pressure and depression of armed police recruits present a positive mutual predictive effect. 
Key words: Perceived pressure; Depression; Cross-lag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