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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战斗应激反应是军校学员战斗精神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应激源的假定与设计、
训练机理分析、训练环境构建、训练方法的选择四个方面探讨了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军校本科

学员战斗应激反应训练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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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习主席指出 “军队院校要坚持

面向战场、面向部队、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

赢育人才，使培养的学员符合部队建设和未来战

争需要，向着部队、实战、未来贴近、再贴近”。

《２０１４年全军军事训练指示》关于 “提升院校教育

和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中明确指出 “聚焦实战、

兼顾部队”。国防科技大学人才培养方案 （２０１２
版）中明确指出 “加强学员战斗精神培养，提高

军校学员的战场适应能力与承受能力”。战斗应激

反应是军校学员战斗精神培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战斗应激反应，是指战场心理及生理应激源

作用于参战人员所造成的失能性损害，通常伴有

躯体、心理症状和反应［１］。在海湾战争中，多国

部队因精神紧张自杀或误杀的伤亡占总伤亡的

８５％，战斗应激反应所致的战斗减员占战争总减员
人数的３０％以上［２］。因此，许多国家都致力于军

人战斗应激反应的预防和消除。目前，以色列、

美国都设立有战场心理伤防治机构，配备有专业

的医护人员，我军部分单位也利用声光电等显示

技术设立了若干模拟训练中心。实践证明，针对

引起战斗应激反应的应激源、个体因素和内部因

素，加强军人战斗应激反应训练是预防战斗应激

反应的有效方法。

由于军队院校训练场地、装备和时间等教学

资源的限制，军校本科学员开展战斗应激反应训

练目前仅仅停留在利用简易设备构成的模拟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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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阶段，还无法体验真实的战场环境。随着

计算机技术和模拟仿真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特定

范围内生成融逼真视觉、听觉和触觉等感觉于一

体的虚拟环境的技术，即虚拟现实技术［３］对训练

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通过运用虚拟现

实技术和手段，特别是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视觉

与听觉模拟技术，构建一个沉浸式的战场环境，

使受训对象在沉浸式的战场环境中得到逼真的情

境刺激和感知体验，能够培养其在残酷战场环境

中的心理稳定能力和承受能力。因此，利用虚拟

现实技术开展军校本科学员战斗应激反应训练，

对于提高军校本科学员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

适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军校本科学员战斗应激源的

假定与设计

　　根据战斗应激反应的形成机理，诱发产生战
斗应激反应的因素主要包括：应激源、个体因素

和内部因素［４］。应激源是指引起战斗应激反应的

刺激因素，如恶劣的战场环境。个体因素是指先

天的遗传因素和后天的心理素质。比如，某些先

天性疾病、心理承受能力差、性格孤僻等。内部

因素主要包括指挥混乱、内部关系紧张、缺乏凝

聚力和集体精神等。应激源是诱发产生战斗应激

反应的主导因素。研究表明，参战人员发生战斗

应激反应的概率与应激源的强度成正比［５］。因此，

开展军校本科学员战斗应激反应训练的首要工作

是假定与设计合理的应激源。

第一，就训练对象而言，要合理定位训练对

象的现实需求，体现较好针对性。军校本科学员

主要年龄集中在１７岁—２３岁之间，目前基本上都
没有上过战场参加过战斗。参战后主要是分队指

挥员，将直接面临惨烈的战场环境。考虑到军校

本科学员战斗应激反应的承受阀值和知识结构，

作战样式、作战指挥、作战保障、作战对手等领

域产生的应激源，可以结合具体的军兵种战时应

激反应训练时使用。因此，开展军校本科学员的

战斗应激反应训练的应激源主要还是来自于战场

环境，可以从巨大破坏的战斗环境情景、激烈震

撼的战斗过程情景、异常残酷的战斗后果情景三

个方面进行假定与设计。

第二，就训练环境而言，要考虑虚拟现实硬

件设备的支撑与成本，体现较好的可行性。虚拟

现实技术实质上是一种通过各种传感装备产生各

种物理现象 （如声、光、热）来刺激人体的感觉

器官的技术。人体的感觉器官将刺激信号转变为

神经信号，经过大脑分析最终形成人体的感觉。

人体的感觉主要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触觉、前庭感觉等等，其中视觉占人体感觉的

８０％。目前消费级的虚拟现实设备主要还是侧重于
视觉与听觉［６］。因此，军校本科学员的战斗应激

源应当利用虚拟现实设备产生的视觉与听觉沉浸

体验来产生，味觉、触觉等沉浸体验与交互体验

目前可以不做要求。

第三，就训练实施而言，要考虑到便于军队

院校组织开展训练，体现较好的管理性。由于军

队院校战斗应激反应训练还没有专门的训练场地、

训练经费与训练时间，因此设计战斗应激源应当

体现军事理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在军事理论课程

教学的同时，开展战斗应激反应训练。

基于上述三点考虑，军校本科学员战斗应激

源可以结合目前军队院校开设的军事理论必修课

程 “作战基础知识”第二章，即 “战场与战场环

境”关于 “现代战场的特征、战场环境对作战的

影响”等教学内容进行假定设计。另外，利用虚

拟现实设备开展沉浸式战斗应激反应训练时间不

能过长，否则将会产生眩晕等不良反应，一般不

超过十分钟较为理想。综上所述，军校本科学员

战斗应激源可以假定设计为以下三个场景： （１）
战斗环境情景：敌方高新尖武器装备的不断出现、

耀眼的爆炸火光、高高抛起的人员、炮弹的爆炸

声、子弹的呼啸声、飞机和坦克的轰鸣声、战士

们冲锋的震天呼喊声等； （２）战斗过程情景：突
然暴露于敌人精确火力打击之下，身边战友连续

倒下，采用特写的方式，几名战友在火力打击中

壮烈牺牲，血肉横飞［７］； （３）战斗后果情景：到
处是支离破碎的尸体、破损的武器装备、鲜血、

硝烟和伤员的呻吟声。

　　二、军校本科学员战斗应激反应

训练机理的分析

　　从构建训练环境的角度而言，军校本科学员
战斗应激反应训练理论依据主要体现为暴露疗

法［８］，即训练对象持续暴露在由虚拟现实技术与

设备构建的沉浸式战场环境中，使训练对象逐渐

习惯战场环境中不同的刺激源，心理逐渐趋于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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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从而逐渐适应战场环境，这是一种系统脱敏

方法。实践证明，克服军人紧张恐惧心理最有效

的方法，就是在训练中创造极其逼近真实作战的

战斗场景，让其体验作战过程中的紧张、恐惧、

惊慌、无助等各种刺激因素，从而积累在相应作

战环境中的战斗经验，达到适应战场环境的目的。

比如初次遇到炮击的人可能会被突如其来的爆炸

吓得惊慌失措，而多次经历过炮击，有一定经验

的军人，则会表现出从容不迫，并能根据炮弹飞

行的啸音准确地判断落弹的远近而采取相应的

措施。

从组训实施的角度而言，军校本科学员战斗

应激反应训练理论依据主要体现为生物反馈放松

理论［９］。众所周知，不同的情绪会引发不同的生

理状态的改变，人在紧张时会出现心跳加快、手

心冒汗、恶心头晕等症状，此时人体内部的各项

生理指标也会相应发生变化。这些生理指标包

括皮肤电、心率、皮肤温度、脑电等。生物反

馈放松是指将通过生理传感器检测到的各种生

理信号转换成曲线等视觉信息，然后反馈给训

练对象；通过这些视觉信息，训练对象能实时

直观看到自己的心理生理状态，然后通过有意

识地控制自身的心理生理活动，控制反馈信号

至心理生理稳定状态，从而适应战场的一种心

理放松理论。

　　三、军校本科学员战斗应激反应

训练环境的构建

　　在应激源的制作方面，可以依据前文假定与
设计的军校本科学员战斗应激源，采取两种方式

进行应激源的制作。一种是利用３ＤＭＡＸ等三维建
模软件建立各类场景模型，并利用开发工具如

Ｕｎｉｔｙ３Ｄ将各类３Ｄ模型与声音进行有效组织显示。
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便于灵活体现各类应激源的

沉浸体验，不足之处在于制作成本较高，时间较

长。另一种是３Ｄ效果视频，主要是通过选择合适
的影视内容进行３Ｄ转码，生成３Ｄ效果，创新一
个虚拟的电影院环境，通过投显得到一种在影院

看３Ｄ电影的效果。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内容能快
速生成，目前ＶＲ影院播放器的影视资源基本采取
该模式，不足之处在于画面角度有限，沉浸感

不强［１０］。

在虚拟现实支撑设备方面，可以利用各类成

熟的虚拟现实技术与设备，如头戴式显示设备、

洞穴式立体显示设备、墙式立体显示系统等［１１］构

建沉浸式军校本科学员战斗应激反应训练环境。

洞穴式立体显示设备与墙式立体显示系统由于能

够覆盖训练对象的所有视野，超宽视频、无任何

视角盲点，训练对象完全被一个立体投影画面所

包围，能够给训练对象提供一个身临其境的沉浸

感受，效果较好，但需要专门的训练场地，相关

的显示设备比较昂贵，安装与维护费用较高。头

戴式显示设备是目前最为典型、也是目前应用最

为广泛的虚拟现实显示系统，使用方便，随带随

用。目前体验效果较好、消费级的投显产品已经

在１５００元左右［１２］。

另外，外军认为，模拟练习的环境务求逼真，

在模拟器上进行战斗应激训练是安全和高效的训

练方式。目前，美国空军注重将应激源加入到模

拟器程序中，在模拟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对飞行

员施加声、光、热等干扰刺激、设备故障等突发

情况等，在贴近实战的理念下进行训练情境的设

置。例如，美军应激训练专家巴尔任德对在冷水

中憋气训练进行对比，在完成应激训练之后，冷

水中的憋气时间由２５秒提高为４４秒［１３］。

借鉴外军的成功经验，结合军队本科院校教

学训练实际，可以考虑到军队院校利用讲授军事

理论课程相关教学内容的同时，进行战时应激反

应训练，在应激源内容上可以利用３Ｄ效果视频，
在虚拟现实设备上可以采用 ＶＲ一体机。在实践训
练教学中，考虑到制作精良的战争题材游戏军事

游戏，例如 《荣誉勋章》、 《战地２》中有很多符
合应激源要求的视频，将这些视频截取下来，再

通过３Ｄ转码软件，例如通过狸窝视频转换器将２Ｄ
视频转换出３Ｄ效果视频。最后，将转换出３Ｄ效
果视频拷入ＶＲ一体机。为了便于课堂管理，可以
采购对应的专用设备充电车，当某个教室需要进

行战斗应激反应训练时，只需要把充电车推到对

应的班次即可［１４］。

　　四、军校本科学员战斗应激反应

训练方法的选择

　　实验证明，一方面，人的机体功能和生理结
构要适应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求得人与客观环

境条件变化所带来的代偿平衡，需要一个逐步适

应的过程。另一方面，由于训练对象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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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训练对象的适应过程与方法有所区别。

在开始战斗应激反应训练之前，采集受训对

象心理稳定状态下的人体内部的各项生理数据指

标，建立受训对象各项生理指标的数据库。在战

斗应激反应训练过程的刺激阶段中，采集受训对

象在刺激条件下的各项生理数据指标，重点是心

率、血压两个数据。系统分析比较受训对象的刺

激前与刺激后的两组生理数据指标变化，以生物

反馈理论为依据，将相关生理数据指标用曲线或

画面形象地呈现出来，使得受训人员实时掌握训

练过程中的生理数据变化。在战斗应激反应训练

的恢复阶段，根据相关的生理数据变化情况，为

受训人员量身定制科学的训练方法进行自主调节，

如心理放松方法、渐进性肌肉放松法、呼吸放松

法、静默法、引导想象法。通过选择针对性强的

训练方法，从而较好的避免认识上的主观随意性，

保证训练质量。

五、结束语

虚拟现实技术在心理学的应用研究表明，大

多数士兵在战场上心理产生的焦虑、恐惧等状态

主要是因为对未知环境的陌生、不熟悉，通过利

用虚拟现实技术与设备构建一个模拟 “实战”的

环境，使得受训者产生沉浸感，形成真实的心理

感受，在心理和技能上实现突破［１５］。相关研究证

明，应激训练能够有效降低焦虑、紧张和压力，

从而提高表现水平。例如，麦克莱伦研究发现，

对于没有飞行经验的飞行员，接受应激训练的比

没有接受训练的在飞行任务中表现得更加出色［１６］。

目前，美国海军已经将正式的应激预防训练课程

来支持海豹突击队的心理和生理训练［１７］。因此，

军校本科学员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开展战斗应激反

应训练，对于有效提高军校本科学员较快完成从

平时到战时的心理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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