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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一个月后救援部队官兵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常文军△，张　迁△，朱诗应，阮芳铭，曹广文

第二军医大学抗震救灾防疫二队，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目的：了解抗震救灾１个月后部队心理健康状况，探索重要相关事件对部队指战员心理健康的影响。方法：在应急

救援开始后３２～４２ｄ对驻映秀镇成都军区某红军师炮兵团、济南军区某师炮兵团和四川武警部队三支主力部队指战员为研究

对象，随机整群抽样１７０人，采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进行调查。救援部队人员ＳＣＬ９０因子分值分别与中国正常人常模和

中国军人常模比较，采用两样本ｔ检验确定差异显著性。结果：７８份调查表符合要求纳入分析。救援部队官兵的ＳＣＬ９０总

分为１３０．２５±３３．０７，阳性项目数为２７．５９±１５．７５，各因子分值在１．２８～１．６４之间；与中国正常人１８～２９岁常模相比，救援部

队官兵躯体化症状因子偏高（Ｐ＜０．０５），而人际关系敏感因子偏低（Ｐ＜０．０１）；与中国军人男子组常模比较，救援部队官兵强

迫因子、人际关系敏感因子、抑郁因子、焦虑因子、偏执因子和精神病性因子均偏低（Ｐ＜０．０５）；比较参与和没有参与遇难者遗

体挖掘处理的官兵，发现参与组在睡眠和饮食因子有较低的评分（Ｐ＜０．０１），而阳性症状均分有较高的评分（Ｐ＜０．０１）。结

论：地震救援部队官兵在震后３２～４２ｄ的心理卫生状况基本正常，某些阳性症状与遇难者遗体处理等抗震救灾相关事件相

关，对官兵抗震救灾事件相关心理问题的定期监测能有效发现和干预可能的心理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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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映秀镇是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地震灾难导致该

镇２／３的人员死亡。部队快速反应，承担从废墟中

抢救生命，处理大量遇难者遗体，搜寻失事飞机和向

孤立山区运送粮食等各项艰巨任务。但是，官兵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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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面对大批的遇难者，第一次在高山悬崖间

危险攀爬，执行这些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感受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不良刺激。第二军医大学抗震

救灾防疫二队在５月２４日到达映秀，在与部队官兵

交流时，发现部分存在少言、反应迟钝、多梦、易醒、

恶心、心慌等早期心理刺激症状。随即，我们对官兵

进行了为期２周的心理疏导，并建议部队领导积极

开展思想教育工作。为了解救援部队官兵当前的心

理卫生状况，并为下一步的心理卫生工作提供依据，

我们于６月１５日至２５日使用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

９０）［１］对该镇部队官兵进行了心理测试。

１　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５日到２５日驻扎

在映秀镇抗震救灾的成都军区某炮兵团、济南军区

某炮兵团和四川武警总队三支主力部队的指战员为

研究对象。同时调查士兵是否执行以下任务：（１）挖

掘或处理尸体；（２）寻找失事直升飞机；（３）其他救援

行动。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以症状自评

量表（ＳＣＬ９０）来测试心理健康水平，共９０个项目

１０个因子（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焦

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睡眠＋饮食以及阳

性项目均分），采用１～５级评分法。调查者发放调

查问卷并解答疑问，不允许被调查者互相交谈，提供

给被调查者相对安静独立的空间并且无记名填写量

表。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以ＳＰＳＳ１５．０建立数据库，计算

量表总分、阳性项目数、阳性项目均分和因子项目均

分等指标；用两个独立样本均数的ｔ检验来比较救

援部队群体与中国正常人常模［２］、中国军人常模［３］

之间的统计学差异，并分析挖掘或处理尸体、寻找失

事直升飞机等因素对部队救援人员心理状况的影

响。

２　结　果

２．１　抗震救灾部队ＳＣＬ９０各项指标情况　向成都

军区某炮兵团、济南军区某炮兵团和武警某市支队

的抗震救灾救援人员共发放问卷１７２份，收回１７２
分，剔除没有填完的和９０个项目全部选“没有”的量

表９４份，收回有效问卷７８份，有效率４５．３５％；测

试对象均为男性，平均年龄为（２０．８９±２．２３）岁，

８９％为初中或高中（中专）文化程度，１０％为大专以

上学历，测试时均身体健康；救援人员ＳＣＬ９０总分

为１３０．２５±３３．０７，阳性项目数为２７．５９±１５．７５，阳

性项目均分为２．３８±０．３７；各因子分值在１．２８～
１．６４之间，未发现明显的峰值，如果按均数加１．９６
倍标准差计算，上限已超过２．７，但均低于３．０。７８
份有效问卷中，９４．７％参与寻找失事直升飞机，

６１．５％参与处理遇难者遗体。

２．２　抗震救灾部队与中国正常人常模比较　如表

１所示，抗震救灾部队人员在躯体化、人际关系等因

子方面与中国正常人１８～２９岁常模相比具有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

表１　地震救援部队人员ＳＣＬ９０因子分与中国正常人常模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ＣＬ９０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ｓｃｕ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珚ｘ±ｓ）

Ｓｙｍｐｔｏｍ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Ｎｏｒｍ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ｄｆｒｏｍ１８ｔｏ２９

ｎ＝７８１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ｓｃｕｅｒｓ

ｎ＝７８ ｔｖａｌｕｅ

Ｓｏ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３４±０．４５ １．４６±０．３６ ２．２８

Ｏｂｓ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１．６９±０．６１ １．６４±０．４８ ０．７０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１．７６±０．６７ １．５１±０．５０ ３．２１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５７±０．６１ １．４６±０．４９ １．５４

Ａｎｘｉｅｔｙ １．４２±０．４３ １．３４±０．３８ １．５８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１．５０±０．５７ １．５９±０．５８ １．３３

Ｐｈｏｂｉｃａｎｘｉｅｔｙ １．３３±０．４７ １．２８±０．３７ ０．９１

Ｐａｒａｎｏｉｄ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１．５２±０．６０ １．４１±０．４６ １．５７

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ｉｓｍ １．３６±０．４７ １．２８±０．３９ １．４５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ｖ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ｍ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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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抗震救灾部队及中国军人常模比较　如表２所

示，抗震救灾部队人员组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

焦虑、偏执和精神病性等因子方面与中国军人男子组

常模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

表２　地震救援部队人员因子分与中国军人常模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ＣＬ９０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ｓｃｕ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ｅｎ
（珚ｘ±ｓ）

Ｓｙｍｐｔｏｍ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Ｎｏｒｍ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ｎ
ｎ＝１８６４８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ｒｅｓｃｕｅｒｓ
ｎ＝７８ ｔｖａｌｕｅ

Ｓｏ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５７±０．５８ １．４６±０．３６ １．６７
Ｏｂｓ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１．７８±０．６０ １．６４±０．４８ ２．０６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１．７８±０．６１ １．５１±０．５０ ３．９０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６４±０．６０ １．４６±０．４９ ２．６５
Ａｎｘｉｅｔｙ １．５３±０．５３ １．３４±０．３８ ３．１６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１．６３±０．６２ １．５９±０．５８ ０．５７
Ｐｈｏｂｉｃａｎｘｉｅｔｙ １．３４±０．４５ １．２８±０．３７ １．１８
Ｐａｒａｎｏｉｄ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１．６９±０．６４ １．４１±０．４６ ３．８６
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ｉｓｍ １．５１±０．５１ １．２８±０．３９ ３．９８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ｖｓｎｏｒｍｏｆ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ｅｎ

２．４　挖掘尸体或处理尸体对部队救援人员心理状

况的影响　地震遇难者遗体处理对于现场人员是一

种严重的心理刺激，比较参与遗体处理者和没有参

与遗体处理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如表３所示，可见在

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

怖、偏执和精神病性等因子方面两组人员差异没有

显著性（Ｐ＞０．０５），而在睡眠、饮食以及阳性项目均

分等指标上两组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

表３　参与和没有参与处理尸体的救援部队人员各项指标比较

Ｔａｂ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ＣＬ９０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ａｄｂｏｄ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珚ｘ±ｓ）

Ｓｙｍｐｔｏｍ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ｗｉｔｈ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ｄｅａｄｂｏｄ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ｎ＝３０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ｆｄｅａｄｂｏｄ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ｎ＝４８
ｔｖａｌｕｅ

Ｓｏ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５１±０．３６ １．４２±０．３６ １．０７
Ｏｂｓ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１．７１±０．５５ １．６０±０．４４ ０．９７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１．６０±０．５９ １．４６±０．４４ １．２０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５２±０．６０ １．４２±０．４２ ０．８７
Ａｎｘｉｅｔｙ １．３９±０．３９ １．３１±０．３７ ０．９１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１．５９±０．６７ １．５９±０．５２ ０．００
Ｐｈｏｂｉｃａｎｘｉｅｔｙ １．３５±０．４７ １．２３±０．２９ １．４０
Ｐａｒａｎｏｉｄ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１．４７±０．６０ １．３７±０．３６ ０．９２
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ｉｓｍ １．３５±０．５２ １．２３±０．２９ １．３１
Ｄｉｅｔａｎｄｓｌｅｅｐ １．７０±０．６１ １．４３±０．２９ ２．６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 １．５９±０．６７ ２．２８±０．５２ ５．１０

Ｐ＜０．０１ｖｓ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ａｄｂｏｄ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３　讨　论

　　抗震救灾部队进入映秀后便积极从废墟中抢救

被埋压人员，后逐渐开始对大批遇难者尸体进行处

理（挖掘、搬运和消毒），许多官兵在执行这些任务过

程中出现一系列早期心理刺激症状。第二军医大学

抗震救灾防疫人员迅速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并积极

提倡通过思想教育、同伴交谈等方法来缓解官兵的

心理压力。

　　到６月中旬，映秀镇大规模的尸体处理任务已

经结束，逐渐过渡到灾后重建。６月１５～２５日，我

们采用ＳＣＬ９０测量在震后１个月时部队官兵的心

理状况，测试时间多选择在官兵没有任务的下午，官

兵经过中午休息后，心情放松。

　　问卷调查共获得７８个有效样本，其总分为

１３０．２５±３３．０７，小于１６０，说明抗震救灾部队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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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上在调查时段心理状况良好，与前期许多官兵

呈现早期心理刺激症状相比，提示我们防疫队的心

理疏导、部队干部的思想教育和战友们的伙伴交流

等心理援助措施对救援部队官兵的心理健康起到了

积极作用，尸体处理、搜寻飞机等艰巨任务并没有导

致官兵在此阶段的心理问题。

　　进一步分析量表中的９个因子积分，与中国正

常人１８～２９岁常模比，躯体化因子高（１．４６±０．３６，

Ｐ＜０．０５），而人际关系敏感分数低，而其他７个因

子积分与中国正常人常模相比差异没有显著性，说

明震后１个月内的任务繁重，官兵不能得到充分休

息，所以出现了劳累、全身不适、肌肉酸痛等症状；该

部队气氛较好，人际关系和谐也是心理问题出现少

的原因。与中国军人男子组常模相比，救援部队官

兵在强迫、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偏执和精神病

性等６个因子上偏低，而在其他３个因子上差异无

显著性。这说明部队在抗震救灾期间任务繁重，劳

动强度大于平时部队的训练强度，多数官兵坐在任

何地方都能睡着，官兵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日常生

活中太多的情感问题，这种状态持续１个月时间后，

许多原有的思想问题反而会淡忘，一些心理卫生状

况不良的官兵反倒在我们测试时心理呈现出健康状

态。比较参与尸体处理和没有参与尸体处理的官兵

心理状况，发现在饮食睡眠积分有明显有差异

（１．７０±０．６１ｖｓ１．４３±０．２９，Ｐ＜０．０１），阳性项目

的均分也有差异（２．２８±０．５２ｖｓ１．５９±０．６７，Ｐ＜
０．０１），提示参与尸体处理的士兵比较劳累，运动量

大，再加上我们的心理疏导和部队首长的关心和鼓

励，以及媒体和社会的正面渲染等，使他们有成就

感，能够安心睡眠、有较好的食欲；阳性项目的均分

较平时高，说明参与尸体处理官兵的某些心理问题

较未进行尸体处理者多，说明尸体处理过程所导致

的不良刺激在震后１个月仍会对某些官兵的心理造

成影响。因为阳性均分小于３，说明所造成的心理

影响并不严重。

　　尽管目前官兵的心理状况属于正常，但是这种

状况与抗震救灾这个特殊时期有关，与目前社会和

媒体对解放军事迹的正面宣传有关，与领导和医疗

专家的细致关心有关。但随着抗震救灾从应急转入

常态，这样一个正向激励环境将逐渐消失，某些官兵

可能会反复回忆起这段经历，从而导致抗震救灾时

间相关心理问题的迟发效应。为了确保官兵的心理

卫生健康，我们认为今后的一定时期内还应该对官

兵定期进行思想教育，定期进行心理辅导，定期进行

心理监测，及时发现心理卫生状况不良的人员，尽早

进行心理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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