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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军训保健工作的安全隐患防范研究
郭美艳

华侨大学厦门校区门诊部　福建厦门　361021

【摘要】目的　比对分析不同军训安全保健工作在安全隐患防范方面产生的效果。方法　将某高校某院系 2021 年 9 月设

置为对照期，2022 年 9 月设置为观察期，分别纳入 1000 名当年入学且参与军训的新生。军训期间，分别采用常规安全风险防

范模式以及全面系统化安全风险防范模式。比对两个时期，学生军训期间的风险事件发生情况以及遭遇风险事件后等待专业医

疗救治的时间。结果　观察期内，学生军训期间的风险事件总发生率为 4.90%，低于对照期的 11.00%，P ＜ 0.05。观察期内，

学生在军训期间遭遇风险事件后，等待专业医疗救治的时间为（5.13±1.15）min，低于对照期的（12.45±2.52）min，P ＜ 0.05。
结论　在大学生军训期间，负责保健工作的人员应采用全面系统性安全隐患防范模式，可有效降低大学生在此期间发生风险事

件的概率，缩短风险事件发生后等待专业医疗救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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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军训是我国高校经常组织开展的活动，旨在强健学生体

魄，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形成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因

此，军训存在必要性，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支持、理解 [1]。

但受学生个体化差异的影响，军训期间的学生个体安全隐患

如下：其一，疲劳过度。军训通常都很紧凑和高强度，学生

们可能会因为疲劳过度而导致免疫力下降，容易生病。其二，

高温中暑。军训通常在夏季或初秋进行，学生们在高温、暴晒

环境下训练，容易发生中暑，严重的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其三，

水分不足。在高强度训练中，学生们容易出汗过多，如果没

有及时补充水分，可能会导致脱水。其四，饮食不规律。军

训期间，学生们的饮食时间可能会受到影响，不规律的饮食

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其五，体能不足。一些体能较差的学生，

在军训中可能会因为体力不支而出现问题。其六，心理压力。

军训的严格纪律和高强度，可能会给学生们带来一定的心理

压力。其七，意外伤害。例如摔倒、扭伤等，尤其是在进行

体能训练或军事技能训练时，可能会发生意外伤害。基于此，

在军训期间，做好安全保健工作，有效防范安全隐患至关重要。

本研究旨在分析不同军训安全保健工作在安全隐患防范方面

产生的效果，现围绕研究过程及结果作如下报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综述

以某高校某院系作为研究对象，2021 年 9 月开学新生

军训作为对照期，2022 年 9 月开学新生军训作为观察期。两

个时期参与军训的学生基本信息如下：（1）对照期。共选

择 1000 名学生（该院系该年入学新生 1046 人，共有 1000 人

参加军训），男女比 550 ∶ 450，年龄区间 18 ～ 20 岁，平

均（18.75±0.46）岁；体质量指数区间 18 ～ 25kg/m2，平均

（21.13±0.48）kg/m2；（2）观察期。共选择 1000 名学生（对

应年份入学新生 1056 人，共有 1000 人参加军训），男女比

549 ∶ 451，年龄区间 17 ～ 21 岁，平均（18.67±0.51）岁；

体质量指数区间 17 ～ 25kg/m2，平均（21.01±0.45）kg/m2；

两组学生的性别、年龄、军训前体质量指数三项基础资料的

分布情况均未发现统计学差异性（P ＞ 0.05），可开展比对

试验。

1.2 研究方法简析

对照期，负责军训保健工作的人员采用常规安全风险防

范模式，主要是在军训前对学生身体情况进行基础调查（面

对面询问学生是否有既往病史，是否能够参加军训等），叮

嘱学生在军训期间注意补充水分，按时吃饭，避免因营养摄

入不足引发风险。

观察期，负责军训保健工作的人员采用全面系统化安全

风险防范模式，要素如下：（1）风险预防。在军训开始之前，

应该对参训学生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识别存在的健康问题，

并对体能较差或有特殊病情的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帮助。

同时，进行科学的健康教育，让学生了解军训中可能遇到的

健康风险和应对方法。（2）环境监控。在军训期间，应该密

切关注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紫外线等，并根据环境变

化调整训练计划，如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高强度训练，提供

防晒和防暑措施等。（3）健康监测。定期检查学生们的生理

和心理状态，如体温、脉搏、血压、情绪等。注意观察学生

的食欲、睡眠、精神状态等，及时发现健康问题。（4）应急

处理。准备完善的急救措施和设备，对于突发的健康问题和

安全事故，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5）恢复调整。军训后，

应帮助学生进行身体和心理的恢复调整，如提供充足的休息

时间，进行舒缓的身体活动，提供心理咨询等。（6）持续改进。

在整个军训过程中，不断收集和分析数据，评估保健工作的

效果，发现问题并进行改进。

1.3 观察指标界定

（1）统计并比对两个时期内，学生军训期间，各类风险

情况的发生率，包括疲劳过度、高温中暑、体能不足、意外伤害、

心理压力。（2）统计并比对两个时期内，学生在军训期间出

现高温中暑、疲劳过度、意外伤害等情况开始到接受专业医

疗救治的时间。

1.4 统计学分析

以SPSS25.0统计学软件分析本研究的有关数据，以“t”

检验计量资料，以“χ±s（均数 +标准差）”表示；以“χ2”
检验计数资料，以“n（%），即例数（百分比）”表示，当 P

＜ 0.05 时，表明比对项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2 结果
2.1 两个时期内学生军训期间风险事件发生情况对比

观察期内，学生军训期间的风险事件总发生率为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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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是有自身的管理体系的，这样可以对医院的事务进行

有效管理。检验科室同样也需要建立医学经验管理体系，这样

能够不仅能够让检验科室更加有秩序，同样也能有效促进检验

结果的正确性。这一体系主要是对检验科室工作人员的职责、

实验操作步骤、采购物品的质量以及行为规范等进行统一的管

理，能够从方方面面来提高临床医学检验的质量 [6]。

3 结语
临床医学检验质量影响着医院检验科室的质量以及医院的

医疗质量和水平。对此，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对临床医学检验的

各个环节的管理和控制，有效保证每一个环节的质量，这样才

能保证临床医学检验的准确性，为临床医师和患者提供更加精

准的检验报告，进而实施更加有效的治疗，提高医院的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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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症和情感障碍占 77.08%，但是神经症、癔症和其他精神

障碍占 22.92%。可见神经症性障碍亦是无抽搐电休克的适应

症，无抽搐电休克病程适应范围大于有抽搐电休克，且无绝

对的禁忌症 [4]。无抽搐电休克具有适用范围广，治疗效果显

著及极高的安全性，为临床治疗精神病开辟了新道路，值得

精神科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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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对照期的 11.00%，P ＜ 0.05。

表 1：两个时期内学生军训期间风险事件发生情况对比[n（%）]

风险事件 观察期（1000） 对照期（1000） χ2 P 值

疲劳过度 13（1.30） 35（3.50） - -

高温中暑 1（0.10） 3（0.30） - -

体能不足 10（1.00） 30（3.00） - -

意外伤害 0（0.00） 2（0.20） - -

心理压力 25（2.50） 40（4.00） - -

总发生 49（4.90） 110（11.00） 25.424 ＜ 0.001

2.2两个时期内学生遭遇风险事件后等待专业医疗救治的

时间对比

观察期内，学生在军训期间遭遇风险事件后，等待专

业医疗救治的时间为（5.13±1.15）min，低于对照期的

（12.45±2.52）min，P ＜ 0.05。

表 2：两个时期内学生遭遇风险事件后，等待专业医疗救治的

时间对比（χ±s）

组别（n） 等待时间（min）

观察期（49） 5.13±1.15

对照期（110） 12.45±2.52

t 值 19.426

P 值 ＜ 0.001

3 综合讨论
全面系统性安全风险防范模式在大学生军训期间的应用

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保障学生健康。这种

模式涵盖了风险预防、环境监控、健康监测、应急处理和恢

复调整等多个环节，全方位地保护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健康，

有效防止了因军训引发的各类健康问题 [3]。其二，提高军训

效果。确保学生在良好的身心状态下进行军训，可以提高军

训的质量和效果。同时，及时发现和处理健康问题，也能减

少因健康问题导致的训练中断。其三，减少安全事故。通过

对环境和学生健康状态的监控，以及及时、有效地应急处理，

可以大大减少军训期间的安全事故，如中暑、受伤等 [4]。其四，

促进学生的健康素养。通过健康教育，可以让学生了解军训

中可能遇到的健康风险和应对方法，提高他们的健康素养，

有利于他们的长期健康。其五，提供改进依据。模式中的持

续改进环节，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可以发现保健工作的不

足和问题，为改进工作提供依据。其六，节省资源。通过预

防和早期干预，避免了重大健康问题的发生，从而节省治疗

和恢复的资源。本研究结果显示，将全面系统性安全风险防

范模式应用于大学生军训期间的安全保健工作后，可以显著

降低学生在军训期间发生安全风险事件的概率。不仅如此，

一旦风险事故发生后，学生等待专业医疗救治的时间也会明

显缩短。由此表明，此种风险防范模式极具应用价值，应在

我国高校得到广泛地应用。

参考文献：
[1] 钟华 . 大学生军训致运动损伤的生物力学分析及防护

安全教育策略 [J]. 医用生物力学，2023，38(02):416.
[2] 匡卫东 . 高校大学生军训安全机制问题摭探 [J]. 成才

之路，2021，(33):18-20.
[3] 王红军，王大立 . 浅谈大学生军训保健工作的安全隐

患与防范 [J]. 中国校医，2020，34(01):77-78.
[4] 谢甫城，林焙钦，郑焰华，等 . 普通高等院校学生军

训风险及其防控对策 [J]. 管理观察，2019，(13):133-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