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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gle-multimachine operation is a kind of coherent operation to multiweapon of single army, 
which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military skill training. The operators should not only have abundant stamina 
and skilled craftsmanship, but also well mental character in the process of skill exercise. The paper carries on 
a study on mental character of operators in single-multimachine system. On the basis of pertinent experiment, 
the paper analyzes experiment data through 16 personality mental measures, seeks after mental character of 
single-multimachine system operators, provides the method for selection of mental factor of sin-
gle-multimachine system operators, and provides some theory basis on selecting and cultivating of sin-
gle-multimachine system ope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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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单人多机操作是单个军人对多种器材进行连贯的操作，它是军事技能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技能的训练过程中，不仅要求操作手具备充沛的体能、娴熟的技能，同时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品

质。本文主要针对单人多机操作手的心理方面进行研究。通过有针对性的实验，利用卡氏 16 人格因素

测试，科学分析实验数据，探索单人多机操作手应具备的心理品质，为单人多机操作手心理因素的确

定提供了方法，为单人多机操作手的选拔、培养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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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 实验基本情况 

单人多机操作是单个军人对多种器材进行连贯的

操作。它主要是培养单个军人对于多种器材的操作技

能，以便在各种因素造成的战斗减员情况下，能够保

证战斗的顺利进行。在技能的训练过程中，不仅要求

操作手具备充沛的体能、娴熟的技能，同时还必须具

备良好的心理品质。本文主要针对单人多机操作手的

心理方面进行研究。通过有针对性的实验，科学分析

实验数据，探索单人多机操作手应具备的心理品质，

为单人多机操作手的选拔、培养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1 实验目的 

在技能训练趋于熟练的情况下，通过对比正常作

业单人多机操作的作业绩效和在加体能后单人多机操

作的作业绩效，从而综合分析单人多机操作手应具备

的心理品质[1]。 

2.2 实验内容 

2.2.1 基本数据测量 

采集被测试人员的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肺

活量、心率、血压、视力、视度、臂展等情况。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劳动质量科学管理的

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200763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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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卡氏 16 人格因素测试 

借助卡氏 16 人格因素测试软件，采取问卷调查的

方式对被测试人员的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恃强

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敏感性、怀疑性、幻

想性、世故性、忧虑性、实验性、独立性、自律性、

紧张性等十六种人格因素进行测试[2]。 

2.2.3 体能练习与测试 

主要传授被测试人员 10 米×5 往返跑的动作与技

巧，在往返跑达到动作熟练情况时，参照军人通用体

能训练标准对被测试人员 10 米×5 往返跑进行考核[3]。

只有达到通用体能训练标准的人员方能进行下一步的

实验，未达标准的人员需继续进行训练，必须达到标

准时才能进入下一步实验。 

2.2.4 正常作业单人多机操作训练及测试 

选择防空兵侦察器材中的三种单兵操作器材，在

各单项操作成绩达到标准后，对三种器材的整置进行

连贯操作，测量相关的实验数据。 

2.2.5 加体能后的单人多机操作训练及测试 

被测试人员在进行 10 米×5 往返跑后，对三种器

材的整置进行连贯操作，测量相关的实验数据。 

2.3 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为某院校男生 31 名。31 人作为一个整

体团队，分为 8 组先后进行实验，组与组之间不进行

实验数据的交叉比较。 

2.4 实验方法 

实验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2.4.1 实验准备阶段 

对被测试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与动员，使被测试人

员了解实验的过程与重要意义，使其在思想上高度重

视。对被测试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并进行人格测

试，了解被测试人员的身体与心理健康状况，安排被

测试人员进行简单的 10 米×5 往返跑练习与测试。 

2.4.2 三种器材的技能训练与测试阶段 

对三种器材的整置、撤收等操作进行训练，使被

测试人员熟练掌握三种器材的操作。包括单人单机和

单人多机两个方面，两方面分阶段先后进行，达到对

三种器材的操作娴熟标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实

验。 

2.4.3 加体能后的技能训练与测试阶段 

结合 10 米×5 往返跑这个体能科目，对三种器材

的整置、撤收等进行操作，包括平常的训练与最终的

测试。分为体能测试后的单人单机和体能测试后的单

人多机两个方面，两方面分阶段先后进行，获得实验

数据。 

2.4.4 实验数据统计分析阶段 

根据前几个阶段的实验数据，运用分析软件进行

科学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相关结果[4]。 

3 实验数据分析 

实验中所采集的数据主要包括正常作业单人多机

操作的时间、动作和精度，加体能后单人多机操作的

时间、动作和精度，并通过计算得出了单人多机操作

手的作业绩效。研究时均采用选取作业绩效排名前、

后 10 名的操作手进行分析对比。 

3.1 正常作业和加体能后作业绩效前 10 名的心

理指标分析 

图 1 是单人多机操作手在正常作业和加体能后作

业绩效前 10 名的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测试报告。图

中细线为单人多机操作手在正常作业作业绩效前 10

名的人格因素平均值；粗线为单人多机操作手在加体

能后作业绩效前 10 名的人格因素平均值。 

通过从图 1 中可以看出：两种情况下作业绩效前

10 名的学员在心理方面并没有明显差异。说明部分正

常作业作业绩效高的学员在加体能后作业绩效下降的

主要原因应是学员本身的体能造成的，与心理无关。 

3.2 正常作业和加体能后作业绩效后 10 名的心

理指标分析 

图 2 是单人多机操作手在正常作业和加体能后作

业绩效后 10 名的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测试报告。图

中细线为单人多机操作手在正常作业作业绩效后 10

名的人格因素平均值；粗线为单人多机操作手在加体

能后作业绩效后 10 名的人格因素平均值。 

从图 2 中可以看出：两种情况下作业绩效后 10

名的学员在心理方面并没有明显差异。说明部分正常

作业作业绩效低的学员在加体能后作业绩效提高的主

要原因是学员本身的体能造成的，与心理差异关系不

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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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问卷测试报告（1） 

 

3.3 正常作业和加体能后作业绩效均在前、后 10

名的心理指标分析 

图 3 是单人多机操作手在正常作业和加体能后作

业绩效均在前、后 10 名的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测试

报告。图中细线为单人多机操作手在两种情况下作业

绩效均在前 10 名的人格因素平均值，共有 6 人；粗线

为单人多机操作手在两种情况下作业绩效均在后 10

名的人格因素平均值，共有 7 人。 

从图 3 可以看出：两种情况下作业绩效均在前 10

名的学员与均在后 10 名的学员在聪慧性、有恒性、敢

为性、怀疑性、世故性、忧虑性、实验性、独立性、

自律性等方面没有明显差异，但在乐群性、稳定性、

恃强性、兴奋性、敏感性、幻想性、紧张性等方面存

在较大差异。说明除去体能对单人多机操作手作业绩

效的影响外，心理品质的差异也会对单人多机操作手

的作业绩效产生较大的影响。 

 

图 2. 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问卷测试报告（2） 

143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Conference on 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Engineering

978-1-935068-14-3 © 2010 SciRes.



 
 

 

 

 

 

图 3. 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问卷测试报告（3） 
 

4 单人多机操作手应具备的心理品质 

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单人多

机操作手，不仅体能与技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心理品

质也对技能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在单人多机

操作手的选拔与培养上也应重视其心理品质。 

4.1 性格开朗、外向热情 

单人多机操作手应该具备性格开朗、外向热情的

特点。此类人通常和蔼可亲，与人相处、合作与适应

的能力比较强；喜欢与他人共同工作，愿意参加或组

织各种集体活动，不斤斤计较，容易接受别人的批评。

相反，性格孤独、冷漠的人，通常固执、落落寡合，

喜欢吹毛求疵；宁愿独自工作，而不愿意同他人或集

体共同协作。由于单人多机操作手需要熟练掌握多种

器材的操作，不可避免的要向其他单人单机操作手学

习，开朗热情的性格则有助于同其他操作手进行交流，

有效地提高其操作技能。 

4.2 情绪稳定、成熟现实 

情绪稳定、成熟现实的人通常能够以沉着的态度

应付各种现实问题；行动充满魄力，具有维持团体的

精神。而情绪容易激动的人，通常易受环境的支配，

对生活、工作中所遭遇的阻挠或挫折不能泰然处置，

易生烦恼；在面对复杂、艰苦、恶劣的环境时，心神

动摇不定，不能面对现实，时时会急躁不安。因此，

在选拔和培养单人多机操作手时，不仅要求其具有情

绪稳定、成熟现实的品质，还应加强在各种残酷环境

中的适应性训练，以保证在战时仍能发挥较高的技战

术水平。 

4.3 争强好胜、独立积极 

单人多机操作手在操作多种器材时，在体能与精

力的消耗上，在操作方法的优化上都有别于单人单机

操作。因此争强好胜、独立积极是其应该具备的品质，

也是提高技能水平的内在动因之一。这种类型的人非

常看重自身的能力与才识，喜欢坚持自己的观点。虽

然有时会表现出固执、武断、自以为是，但只要加以

引导，就会成为促进其提高能力的积极因素。同时，

还应注重培养其谦逊的品格，使其能够接受别人的意

见，在保证独立思考的同时，能够正视自己，取长补

短。 

4.4 轻松兴奋、直面挫折 

单人多机操作手的技能形成过程要长于单人单机

操作手，所经历的困难也要多于单人单机操作手，因

此，具有轻松兴奋、直面挫折的品质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类型的人通常活泼、愉快、健谈；对人对事，热

心而富有感情。虽然常常会因为过分冲动而导致行为

变化莫测，但只要注重培养其严肃谨慎的品格，使其

能够认识到做事应该深思熟虑，言行审慎，就可以充

分发挥他们的特点：即在面对困难及挫折时，始终能

够保持轻松愉快、热情兴奋的心情，直面挫折，愈挫

愈勇，永不言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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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理智客观、自主坚强 

理智客观、自主坚强是单人多机操作手的基本素

质之一。这种类型的人在任何坚苦的环境下，面对任

何困难，都能够以理智、客观、坚强、独立的态度来

处理当前的问题，能够非常合理地支配自己的感情和

行为，自律严谨。同时，他们非常重视自身的文化修

养，避免在处理问题时感情用事或加入过多的主观色

彩。但他们有时也会表现出过分骄傲，冷酷无情等特

点，因此，还必须对其加强谦虚、热情的品格教育。 

4.6 富于创造、敢于幻想 

单人多机操作手在操作时必须遵循一定的操作规

程。但由于其操作多种器材，如果完全墨守成规，没

有根据自身特点寻找更加适合自己的操作方法，虽然

也能保证任务的完成，但始终不能有效提高技能水平。

因此单人多机操作手应该具备富于创造、敢于幻想的

品质。这种类型的人更富有创造力，能够充分发掘自

身的潜力。但有时由于其不太注重现实，常常会不务

实际，因此，也必须加强对于规章制度的学习，使其

在保持其创造力的同时，力求做到不鲁莽行事，妥善

处理问题。 

4.7 心平气和、持之以恒 

单人多机操作手面对多种器材的操作，其动作繁

多，环境复杂。尤其在战时，可能面对的是战斗减员

的情况，因此单人多机操作手应该具备心平气和、安

逸宁静的品质。保证其在各种环境下维持内心的平衡，

不因内心紧张或过度兴奋而无法自控。但平时训练时

也应注意避免因容易知足而缺乏进取心的现象。培养

其持之以恒的品格，做事尽职尽责，有始有终。 

5 结束语 

通过实验对单人多机操作手应具备心理品质展开

研究，为操作手心理指标的确立提供了方法，在一定

程度上使心理指标的量化成为可能。随着实验不断深

入，实验类型的逐渐扩展，心理指标和标准将会更加

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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