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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1993~2013 年常驻高海拔地区军人心理健康状态的横断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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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论文有一定现实意义。方法比较规范，层次清楚。但有以下问题： 

意见 1：年代的表达应该是 19XX年 X月 X日 

回应：部分已经修改。感谢您的宝贵意见。文章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数据的重新梳

理。在该过程中作者发现，来源期刊多数未报道数据收集的年、月、日，所以在年代表达的

精确度上的确存在困难。对于年代缺失的问题，文中解释了此“年代”推论的方法，即“文

中数据收集的年代（以下简称年代）均用发表年减去 2 年得到（报告中给出的除外)，因此

本研究年代区间为 1993 年至 2013 年的 20 年间”。 

 

意见 2：“人际敏感因子与 5年后的离婚率呈显著负相关，……人际敏感因子得分可能会影

响 5年后的离婚率”，这一结果解释缺乏依据，难道越敏感离婚越低？ 

回应：已作修改。请见文章讨论。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意见 3：建议参考其他人群的研究结果，看军人与其他人群的变化有什么异同。 

回应：已作修改。对比了大学生和农民工心理健康横断历史元分析的结果。感谢您的宝贵意

见。 

 

 

审稿人 2意见： 

意见 1：本文使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方法，对高原军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

选题与当前我军战略方向紧密相连，研究具有较大的军事意义。但元分析选取的论文期刊质

量偏低，一般刊物 29篇，核心期刊只有 12篇，影响研究结论的可信程度，建议多参考国外

最新研究文献，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提升论文整体质量。 

回应：已作补充修改。请见文章。感谢您的宝贵意见。首先，国外研究高原军人心理健康的

文献数量很少，这可能与存在跨文化、跨地域影响因素有关，且多数集中在认知功能和空军

飞行员的研究方面。本研究聚焦国内常驻高原军人（陆军）心理健康，国外军人的数据不能

用来进行横断历史元分析（否则就混淆了研究对象），因而仅在讨论部分增加了国外的相关

结果作为依据。其次，国内高原军人心理健康研究起步晚，数量少，本文在筛选文献标准和

过程上有严格限定（包括了纳入标准、排除标准、文献检索和文献编码等），严格控制了论

文质量。最后，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表明，不论期刊来源如何，年代效应依旧是显著的。 

 

 

审稿人 3意见：文章运用元分析技术对高原军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分析，有一定价值。但

以审阅人的学术理解，文章存在的问题是： 

意见 1：元分析技术介绍太过简略，缺乏充分的如样本、指标选择、方法过程等关键技术的

合理性讨论；对 1993-2013 大约 20年间的高原军人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推论性判断，是个困



难的学术任务。38篇研究报告的元分析结论合理性需要很好地介绍。文章这方面的说服力

较弱。 

回应：首先，横断历史研究在心理学报曾发布 4 篇，文章均有引用；方法原创作者的外文文

献也引用若干。此方法最近一次发表在心理学报是 2015 年，最早一篇是辛自强等 2009 年发

表的关于中学生的研究，方法论证的非常详尽，关键技术成熟；其次，对比衣新发等关于军

人心理健康的研究可知，高原军人心理健康研究只占军人心理健康的很小部分，且起步较晚，

但不能因为如此就不做研究，故文献数量本身不占优势；且通过阅读大量元分析文章发现，

很多国外元分析文章也只利用十几、二十篇来源文献加以分析，因而文献数量并不是决定性

因素；最后，本文的创新性之一就在于对象特殊，解决了军事任务和战略方向亟待解决的问

题。正是通过严谨的文章筛选才最终选定了这些文章为研究对象（详见文中对论文选择的指

标及过程描述，包括了纳入标准、排除标准、文献检索和文献编码等，严格控制了论文质量）。 

 

意见 2：心理健康状况改善原因的分析框架无法说服人。军人心理健康与 GDP，消费指数之

类的因果链条太远了，若这样，还需要与一般人比较。文章似乎可以不讨论这方面的内容，

而可以进行人口学变量讨论。由上，感觉此文的学术质量尚未达到《心理学报》的发表标准。 

回应：横断历史的研究视角和特色是通过社会历史变迁去推断它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选

取军费占 GDP 比值、消费指数、离婚率，也正是因为在军人心理健康领域已有模型中有政

策、家庭的影响，研究需要直接、量化的相关指标做统计分析，去推断社会指标和心理健康

的关系。这也正是文章区别于其他人口学变量讨论心理健康话题的一大特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4意见：在高原地区工作值守的军人为国防做了巨大贡献，关于他们的心理健康，特

别是变迁规律的研究，对于正确估计军人心理变迁规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采用横断

历史元分析的方法开展研究，思路清楚，方法规范，得出了有价值的结果。然而，文章还有

些写作问题： 

 

意见 1：文章摘要需要修改，学报似乎不采用这种结构化的摘要。 

回应：已作修改。请见文章中文摘要部分。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意见 2：为什么选择这三类社会指标，最好能给出一个更有力的理论框架或文献依据等。 

回应：已作修改。请见文章引言部分。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意见 3：结果和讨论中对社会指标和心理变迁的关系的陈述和解释都要更为审慎。例如，轻

易不要说“影响”之类的因果陈述。另外，推理要更为严密。例如“简单来说，全局性的居

民消费越多高原军人心理问题就越少，心理越健康就越能够拉动消费”，这些表述缺乏明确

实证依据和逻辑。 

回应：已作补充，部分推理不慎严密的部分已删除。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意见 4：对于心理变好趋势的讨论，应更多着重讨论为什么整体能变好，从理论上做出分析，

并对比在很多其他群体上发现的心理变差趋势；而对于每年的波动性变化，似乎不宜过度阐

述，因为这里面的偶然性很大，是否如作者推断的原因，证据和逻辑似乎都不那么确凿。 

回应：已作对比讨论，略微删减。请见文章讨论部分。感谢您的宝贵意见。作者认为讨论社



会指标、社会事件以及政策因素一是能够更好的凸显横断历史研究的特色，二是呼应了军事

需求-资源模型，三是对比了衣新发等人针对军人心理健康的折线图发现相似性，所以文章

保留了部分阶段波动的分析。 

 

意见 5：讨论中可适当总结研究的意义，并据此提出具体政策建议。 

回应：已作补充。请见文章结论与局限性部分。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意见 6：其他写作问题：小数点后保留 2位小数。文章中的图制作要更为规范，如要有坐标

名称，不要出现英文等。文章中的很多表述可以推敲，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内文章

中说“我国、国家”，都可以。被试来源的高原区域的三个地名，可能要稍微解释，特别是

川藏、青藏都指代什么。全文的文字，都要仔细推敲,确保规范流畅。 

回应：细节部分已修改。青藏、川藏已在文中说明，请见文章“2.2 文献变量编码及特点”部

分。部队样本抽样依据部队所属单位整建制抽取，故文中青藏地区是指部署在青海-西藏沿

线的部队，川藏地区是指部署在四川-西藏沿线的部队。川藏、青藏沿用了部队编制归属的

习惯称呼，因保密原因无法详尽阐明。感谢您的宝贵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1意见：主要问题：论文中的一些相关并不能推测因果关系，如 

军费上升与心理症状的负相关，很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心理症状下降，与军费无关。 

又如，人际敏感因子的下降也无法推测离婚率的上升。 

数据相关必须有内在关系的证据，否则没有学术意义。 

如全球变温暖、雾霾变严重与离婚率也可能是正相关，但没有内在联系的证据就不能作为一

个学术观点。 

回应：首先，文中数据呈现的分析结果显示，军费占 GDP 比值、居民消费水平和离婚率确

在 SCL-90 的不同因子分上存在显著相关，且这种相关是有方向的。此种相关的存在的确可

能是由于其他原因产生（中介、调节效应等），其内在机制、通路不明，有待进一步研究，

文中已提到。（但也有可能不存在中介等其他通路，当然这都需要科学严谨的实验论证）。其

次，文中分析从未提及因果关系，在推论时也只用了“可能、也许、影响”等较为保守的相

关关系陈述。对词语的理解和解读因人而异，可能有所偏差，文中可进一步修改。在涉及因

果问题方面，任何研究都是很难做到的。文章属于横断历史分析，其特色就是将年代、社会

等宏观视角引入研究，文章要论证的主要观点就是在常驻高海拔地区军人心理健康维度上是

否存在“年代效应和社会指标”的影响。最后，文中讨论部分仅依据数据已经呈现的客观现

实进行了学术观点的谨慎阐释。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观点或科学研究证明“全球变温暖、雾

霾变严重与离婚率就不存在内在联系”。物理学届的“量子”、“全息”，哲学上“联系”的观

点，甚至是“蝴蝶效应”，都在说明“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所以才有那么多现象之下的内在

等待我们去揭示，才能启发从不同视角去探寻真理，才是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