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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构建海勤中高级干部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方法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和研究，筛选出海

勤中高级干部的健康评价指标，然后进行专家咨询，最终确立海勤中高级干部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结果 海勤

中高级干部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生理健康指标、心理健康指标、社会健康指标、行为健康指标和体能健康指

标。结论 海勤人员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初步形成，规范了海勤中高级干部健康评价工作。为制定相关卫生政

策、采取疾病预防控制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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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indexes system of health of senior cadres in shipboard.

Methods Using reference scanning and specialist counsel, we established a series of evaluation indexes for senior

cadres shipboard personnel health. Results The evaluation indexes for senior cadres shipboard personnel health con-

sisted of 6 sorts of indexes: physical health indexes, mental health indexes, social health indexes, behavior health in-

dexes, stamina health indexes. Conclusion The evaluation indexes system of health in shipboard personnel is a stan-

dard for health evaluation, which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and basic data for health policy,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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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海勤人员是指海军的水面舰艇、常规潜艇、核动
力舰艇、海上运输舰艇上的工作人员及潜水员。海勤
人员作为海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及主要战斗力，他们的
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其中中、高级干
部作为海军现代化主力军，日常政治教育、军事训练、
家庭责任使得其心身压力日益增加，出现身体和心理
亚健康乃至疾病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所以从某种意
义上说保健康就是保打赢，保健康就是保战斗力。如
何客观、全面地评价他们的健康状态就显得尤为重
要。本文在对海勤中高级干部健康现状和健康危险因
素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又回顾了健康评价指标的
相关文献，通过专家咨询，旨在建立针对海勤中高级干
部的健康评价指标体系，以规范其健康评价工作。

1 海勤中高级干部健康危险因素和健康现状
1.1 危险因素 海勤中高级干部除了受到风浪

引起的晕船、新鲜水果蔬菜不足、淡水资源不足、活动
空间狭小、跨时区引起的生物钟紊乱、高温、高湿、噪
声、振动、电磁场、次声、通风、采光、空气污染物[1]等
因素的影响外，还承受着政治教育、军事训练、人员管

理、晋升转业、子女教育、与家人两地分居及各种应酬
等特殊的压力，所有这些都对其心理和身体的不同部
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1.2 健康现状
1.2.1 亚健康状态严重 海勤中高级干部除了

受到一般海勤官兵的健康危险因素外，还承受着上述
的特殊压力，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他们更容易处于亚
健康状态。从陈斐等[2]对海勤疗养员亚健康状况的
研究结果可以得到验证。

1.2.2 疾病谱呈现一定的规律 我们对执行长
远航任务官兵的发病情况进行研究发现：口腔疾病、
脂肪肝、慢性消化道疾病、关节炎、腰肌劳损、结石、屈
光不正等排在海勤中高级干部检出疾病的前几位。
这与冯肖等[3]对海勤官兵疾病谱及胡霞云等[4]对海勤
官兵体检结果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1.2.3 心理问题普遍 由于海勤官兵常年处在
一个特殊的环境中，所以针对海勤官兵心理特点的研
究也很多，从这也可以看出海勤官兵容易出现各种心
理问题且严重程度较高。海勤中高级干部作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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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当然也容易产生紧张、烦躁、焦虑、抑郁、睡

眠障碍、感知觉能力下降等心理问题[5-6]。

2 海勤中高级干部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7-11]，结合海勤中

高级干部的特点，初步确立了5个维度的46个健康评

价指标。我们将海勤中高级干部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分为目标层、功能层和实现层三个层次。目标层是从

总体上反映海勤中高级干部的健康状况；功能层是表

示系统的评价方面；实现层是系统的评价指标，它是

由各单项指标来体现的，见表1。

表1 海勤中高级干部健康评价维度及指标

评价维度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社会健康

行为健康

体能健康

评价指标

血尿素氮、谷丙转氨酶、骨密度、血红蛋白、血压、血脂、视力、听力、肺活量、类风湿因子、慢性病患病情况、两周患病情况、牙齿

功能、身体主观感受

睡眠质量、抑郁焦虑感、充满希望、注意集中度、短时记忆力、长时记忆力、情绪控制力、环境适应力、心理耐受力、心理自控力

社交范围、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合作能力、竞争能力、沟通能力、决策能力、物质帮助、精神安慰

每天吸烟的数量、每周饮酒次数及数量、每周熬夜次数（23：00以后睡觉）、每周吃早饭次数、每周久坐（看电视、打牌、玩游戏超

过2 h）次数、每周运动次数、定期体检

3 000 m跑步、俯卧撑、仰卧起坐、10 m×5折返跑、400 m游泳、身高体重指数（BMI）

3 讨 论

海勤中高级干部健康状况的评价是一个涉及众
多方面、众多领域和众多学科的问题。构建一套操作
性强，能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海勤中高级干部健康
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评价和规划完善相关的
预防控制措施与干预策略。因而，这种评价指标体系
也将成为制定海勤中高级干部相关卫生政策的重要
参考依据。为了使海勤中高级干部健康评价指标体
系更加合理，并能代表海勤中高级干部的实际需求，
在体系构建和指标选取过程中，我们着重考虑了以下
几个方面的原则：

首先，以海勤中高级干部的健康现状及健康危险
因素为基础。不同的人群有不一样的健康危险因素
和常见病、多发病。海勤中高级干部是一个非常特殊
的人群，不但有着区别于其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还
有着独特的常见病、多发病。我们在深入分析了每一
项健康危险因素的基础上并结合其常见病、多发病，
找出其对身体的潜在的危害，从而确立了针对其危害
的评价指标。这样建立的指标体系不但反映了海勤
中高级干部的实际需求，还减少主观的偏差。

其次，以指标的可操作性为前提。由于海勤中高级
干部的健康危险因素很多，那么要全面评价海勤中高级
干部的指标也相应的会很多，但由于某些敏感性的指标
对于评价海勤中高级干部的健康可能比较重要，但由于
其操作性较差，会导致总体评价结果出现偏差。

最后，考虑了军人的特殊身份。虽然体能的好坏
与个体健康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军人是个特殊的战
斗集体，所以有着区别于一般人群的地方。我们参考
2006年解放军总参谋部发布的《军人体能标准》，也
将其作为一个维度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由于《军人
体能标准》是在23项科研试验和500余万组数据的基
础上完成的，具有结构合理、内容科学、标准适度等特

点。我们在指定体能维度的指标时参照了上述标准，
并结合海军特色增加了400 m游泳这一项指标。

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构建的海勤中高级干
部健康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多维度、连续性的评价指
标体系，包括海勤中高级干部的生理、心理、社会、行为
和体能五个维度。指标体系由主观指标和生化指标组
成，由海勤中高级干部根据自身生理、心理、社会状态
的主观体验而做出自我评估及客观的检验结果共同来
完成对其健康状态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各维度间既
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这样既可以根据研究目的不同，
选择不同维度对海勤中高级干部健康的某个方面进行
单独评价，也可以依据各维度的权重，通过综合评估方
法来综合评价海勤中高级干部的综合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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