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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灾害准备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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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家庭灾害准备的概念,阐述家庭灾害准备的评估工具、现状、影响因素,提出应加强家庭成员灾害教育及培训、提升对

有脆弱成员家庭的灾害准备服务、建立灾害信息共享网络并加强对家庭灾害准备的评估等干预策略,旨在提高家庭灾害准备水

平,促进整个社会有效应对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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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世界各地自然灾害及各类突发公共事件

频发,而灾害的发生往往会使家庭面临巨大冲击,如
家庭成员分离、残疾、死亡、精神压力、克服问题能力
下降和家庭冲突等。家庭作为社会最基本组成单位,
在初级卫生保健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整个社会积极应
对灾害的重要环节。家庭做好灾害准备可有效降低

灾害对家庭的消极影响,提升社区和社会应对灾害的

能力[1]。国外对家庭灾害准备研究相对深入,涉及评
估工具[2-5]、现状[1-2,4-6]、影响因素[1,4-5,7-18]及干预措

施[19-24];而我国家庭灾害准备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
涉及评估工具[25-26]、现况[25,27]和影响因素[25,27-30]探

讨。因此,本文对家庭灾害准备的评估工具、水平现

状、影响因素及干预策略进行综述,以期为提高家庭
备灾水平,制订更有效的灾害政策,促进整个社会有

效应对灾害提供参考。
1 家庭灾害准备概念

灾害准备(Disaster
 

Preparedness,DP)是灾害风
险管理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国际减灾

策略组织将灾害准备定义为:由政府、专业灾害响应

和恢复机构、社区和个人建立的知识和能力,对可能
发生的、即将发生的或已经发生的危险事件及影响进

行有 效 的 预 见、应 对 和 恢 复[31]。家 庭 灾 害 准 备
(Household

 

Disaster
 

Preparedness,HDP)是指以家

庭为行动单位,以家庭成员为行动主体,主动在灾前
采取的 一 系 列 为 减 少 和 避 免 灾 害 不 利 影 响 的 行

动[32]。
2 家庭灾害准备评估工具

2.1 家庭准备问卷(Family
 

Preparedness
 

Survey,
FPS) Blessman等[2]基于联邦应急管理局和美国红
十字会的家庭备灾项目编制该问卷,共21个条目,每
个条目回答“是”代表已准备,“否”代表未准备。根据

回答“是”的总条目数,可将家庭灾害准备分成四等

级:未准备(0~5项),最低准备(6~10项),准备就绪
(11~15项),最充分准备(16~21项)。如果回答
“否”,则须选择原因:①不觉得有必要完成;②觉得有

必要完成,但不清楚该做什么;③清楚该做什么,但因

时间或资源有限而难以完成;④已完成任务,但没维

持。该问卷对“未准备”的原因选择,可作为分析原因

依据。FPS还未见汉化并用于中国。有学者基于该

问卷,编制了16个条目的修改版家庭准备问卷,主要

用于评估有特殊照护需求儿童家庭的灾害准备情况,
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78[3]。
2.2 家庭备灾量表(Household

 

Disaster
 

Prepared-
ness

 

Scale,HDPS) 该量表是在印尼科学院及教科

文组织的灾害准备问卷[33]及Bhat等[34]的灾害意识

量表基础上修订而成,包括对灾害风险的知识和态

度,家庭政策或防备指南,应急计划,灾害预警系统,
资源调动5个方面,共40个条目。该量表采用6级

计分法,从“非常不合适”到“非常合适”依次计1~6
分。各条目得分相加为总分,总分40~240,分数越

高代表家庭灾害准备情况越好。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3[4]。该量表尚未汉化。
2.3 家庭备灾指数问卷(Household

 

Disaster
 

Pre-
paredness

 

Index,HDPI) 由 Ardalan等[5]研发,共
包括15个条目,关于家庭过去一年是否采取了15个

方面的防灾措施,每个条目可以回答是(1分)或否(0
分)。所有条目评分之和为原始分,然后将原始分标

准化为100分制得分,分数越高代表家庭灾害准备度

越高。该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5]。该问

卷未见汉化。
2.4 其他 我国学者开发了针对特定人群的家庭备

灾评估工具。Fung等[25]开发了针对有儿童家庭的

备灾评估工具,包括5个方面:人口学资料、中国香港

已发生的灾害事件、中国香港可能发生的灾害类型、
家中储备的应灾物品设备、有助于应灾的资料需求及

来源,该问卷内容效度指数为0.94。任秋平等[26]基

于该问卷开发了老年人家庭备灾问卷,包含4个方

面:家中储备应急、救生物品状况,家中储备疏散时要

带走的生存物品状况,老人和家庭成员应对灾害准备

状况,获得备灾信息的方式。该问卷具备良好的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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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内容效度为0.98,Cronbach's
 

α系数为0.81,重
测信度为0.80。
3 家庭灾害准备现状

国外对家庭备灾现状研究较多,尤其是自然灾害

频发的国家。我国这方面 研 究 相 对 较 少。Tomio
等[1]在日本开展的地震灾害家庭准备的调查显示,
18%家庭有牢固抗压性好的家具,27%家庭储备了食

物和水,33%家庭能正确指出疏散中心,11%家庭准

备了应急包,10%家庭讨论过灾害应对措施。Bless-
man等[2]使用家庭准备问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公共

卫生工作者的家庭备灾水平也较差,只有23%被调

查家庭准备充分。Suryaratri等[4]使用家庭备灾量表
对印度尼西亚的部分海边区域的调查显示,19.9%家

庭灾害准备水平低。Ardalan等[5]使用家庭备灾指数

问卷调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2
 

968个家庭近一年的

备灾措施,结果显示标准分仅9.3分,整体备灾情况

不佳。美国相关政府部门及组织一直在推动家庭防
灾准备工作,但调查数据显示近50%的美国家庭在

灾害紧急情况下仍没有应对的资源或计划[6]。Fung
等[25]针对有儿童的中国香港家庭的调查研究显示,
仅9.1%家庭做好了应对灾害的充分准备。宁艳

等[27]对陕西省4个区的家庭备灾调查显示,居民家

庭备灾知识总知晓率仅为51.43%,23.41%研究对
象经常与家人讨论如何应对灾害,9.27%参与过灾害

演练,仅有11.42%和3.77%家庭备有逃生包和灭火

器。综上所述,世界范围内家庭备灾整体水平较低,
尚不足以应对当前严峻的灾害形势,急需采取相关措

施提高家庭备灾水平。
4 家庭灾害准备度的影响因素

4.1 家庭成员个人层面

4.1.1 灾害意识 灾害意识是人们对灾害发生前后

给社会生活造成的破坏及灾后重建的这一系列客观

事实的主观态度及认识,包括防灾意识、抗灾救灾意

识、灾后重建意识[35]。灾害意识也是一种危机、风险
意识,而对风险的认知是决定人们是否采取防范措施

的一个关键因素,较高的风险意识和感知预示着更好

的灾害准备[36]。Suryaratri等[4]对印度尼西亚166
个家庭备灾情况的调查显示,具有高度灾害意识的家

庭在应对灾害时更有准备。Thomas等[7]研究也支
持该观点。
4.1.2 灾害经验 灾害经验包括实际经历和模拟演

练。Becker等[8]的研究显示,过去的灾害经验和家庭

备灾之间有积极联系。有灾害经历者更可能采取自

我保护行为,如储存物资、制订灾害应急计划等。灾

害经历也可增强个体感知灾害的能力,以及对灾害发
生时自身处境的判断,进而可更快速有效地备灾应

灾。而Fernandez等[9]研究显示,如果过去的灾害经

历未造成创伤或创伤较小,可能会导致个体产生“错
误自信感”和判断偏差,对备灾则有消极影响。因此,
在探讨灾害经历对家庭备灾的影响时需考虑灾害经

历的结局。此外,宁艳等[27]研究显示,有过逃生演练

者储备应急物资的可能性更高。因为灾害演练可提

高个体灾害知识水平和意识,进而有助于提升备灾水

平[10]。
4.1.3 其他 家庭成员(主要指家庭户主)的文化水

平、收入水平、就业情况、年龄、性别等因素也会影响

家庭备灾。多项研究表明文化水平与家庭备灾呈正
相关[5,27],因为文化水平越高,对灾害相关知识的关

注度更高,获取相关知识途径也更丰富。也有学者表

明家庭收入正向影响家庭备灾[7]。因为家庭经济越

好,更可能拥有安全住房,有能力购买备灾物品、设备

及应急生活用品[11]。另外,Jung等[12]研究显示,没
有就业者获得灾害相关信息的机会较少,相比有工作
者其家庭备灾水平更差,更易受到灾害伤害。也有学

者指出户主年龄较大的家庭备灾更好,这可能是因为

年龄较大者经历、知识更丰富,财力更强。还有学者

指出女性户主与更好的家庭备灾有关[1,13],但DeBas-
tiani等[14]则发现,女性户主是灾害准备的危险因素,
这可能是地域、文化、测量工具等因素造成的,今后还

需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采用信效度更高

的研究工具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
4.2 家庭层面

4.2.1 家庭住宅区域和住宅类型 现有研究对居住

于农村还是城市的家庭备灾更好存在争议。Ardalan
等[5]表示农村家庭预防灾害能力高于城市家庭。而

宁艳等[27]研究显示城市家庭具备更好备灾知识及行

为。Murti等[15]研究结果表明,独立住宅的家庭相比

多单元住宅的家庭备灾水平更高,主要是因为多单元

住宅的家庭拥有的灾 害 应 急 资 源 更 少。Olympia
等[16]表示居住在5层以上公寓的人更可能参与备灾
活动,这可能是因为住在楼层高的家庭风险感知更

强。
4.2.2 家庭成员状况 家庭成员中有老年人、残疾

人、儿童等脆弱人群的家庭在备灾方面存在更大困

难。Han等[28]研究显示,有残疾成员的家庭不太可
能准备急救箱和制订疏散计划,并且残疾人在紧急情

况下难以迅速做出反应或采取保护措施。老年人由

于身体功能下降,在应对疏散过程中较难获得适当的

应急计划和保障措施[29]。而儿童因身心尚未成熟,
在面对灾害侵袭时多依赖于家长及家庭应急准备,会
表现得更脆弱,更易受到身心伤害[30],有儿童家庭在
备灾方面难度更大,也是灾害脆弱群体。
4.2.3 家庭信息共享 家庭成员间有无灾害信息共

享也会影响家庭备灾。宁艳等[27]研究显示,经常与

家人讨论如何应对灾害事件者更可能储备家庭应急

物资。Thomas等[18]研究也显示,家庭成员间经常沟
通灾害知识会正向影响家庭备灾。家庭是家庭成员

相互支持和学习的地方,每个成员与其他家庭成员相

互作用,既影响他人,又受他人影响,通过信息共享可

提高家庭整体灾害知识水平,促进备灾行为。
4.3 社区层面 能否从邻居、社区获得社会支持会

影响家庭灾害准备。生活在邻里关系和睦,互助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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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一般社区归属感较强。而社区归属感是决定

社区能否有效应对灾害并在灾后实现恢复和再生的

因素[37]。社区归属感越强,各个家庭越能团结起来

应对灾害。同时,生活在互助社区的家庭更容易通过

邻居、社区途径获得家庭备灾信息,有利于促进家庭

备灾行动的开展。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委会等社
区机构开展的家庭备灾宣传活动可积极影响家庭的

灾害意识、逃生计划制订等。
5 提升家庭灾害准备的策略

5.1 加强灾害教育和培训 家庭成员定期接受灾害

教育和培训对于有效应对灾害或其它紧急情况至关

重要[17]。并且灾害护理教育和培训的模式需多元
化、信息化、模拟化[38]。因此,可在社区组织灾害讲

座、广播灾害知识、组织各家庭参加灾害知识比赛活

动等,在丰富社区生活同时提高家庭备灾知识水平。
另外,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体是公众获取备灾信息

最受欢迎的途径[12]。因此,可通过电视专题栏目、网
络推送普及家庭备灾知识技能;也可设立线上灾害培

训课程,借助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群、抖音视频

等途径来学习课程。灾害知识的线上培训模式已被

证实具有良好效果[19]。此外,可在社区或其他场所

构建灾害虚拟现实环境,并组织家庭成员参与灾害模

拟演练。灾害模拟演练已被证实具有较好的教育效
果,Carenzo等[20]发现,居民通过参与灾害模拟演习

能从中自主推断出备灾内容和灾害管理的基本原则。
而虚拟现实技术应用于灾害模拟演练,则可为参与者

提供身临其境的互动体验,进一步提升教育效果[21]。
在这些灾害教育活动中要充分调动所有家庭成员参

与学习。Jung等[12]提出父母和儿童一起参与灾害教
育时,家庭灾害准备度明显高于未一起参与教育的家

庭。另外,对于有特殊需求儿童或残疾成员等家庭,
照顾者的灾害教育是减轻灾害风险的基石,可降低个

人和家庭应对灾害的脆弱性[22]。Toor等[23]研究显

示,为肠外营养依赖的儿童家庭提供个性化灾害教
育,可以提高其所在家庭备灾水平和应对灾害的信

心。因此,可尝试将个性化灾害教育推广到其他有特

殊需要的脆弱人群家庭。
5.2 重视有脆弱成员家庭的灾害准备 未来需重视

有脆弱成员家庭的备灾服务,如有儿童的家庭(尤其

是特殊需要的儿童家庭),有残疾人或其他疾病需照
顾的成员家庭。除了为该类家庭提供个性化灾害教

育外,还需开展针对脆弱成员家庭的灾害准备现状及

需求调查,以及进一步深入研究脆弱人群如何消极影

响家庭备灾的机制,以便制订适合这类家庭的针对性

备灾方案。另外,政府相关部门需加强对这类家庭的
重视,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及提供相应物资来提升这类

家庭的备灾水平。同时,个人、社区和相关机构需制

订应急准备和采取措施来增强脆弱性成员在灾害发

生时的独立性应对机会,如将无障碍建筑及设施融入

社区环境建设中,以便残疾人更好地独立应对灾

害[24]。

5.3 建立灾害信息共享网络 应建立政府、社会媒
体、医疗机构、社区、家庭、个人等主体共同参与的灾
害信息共享网络,促进家庭成员间、邻里之间、个人家
庭和社区之间的合作,确保能及时有效地获取灾害预
警、备灾减灾的重要资源,进而提高家庭灾害准备及
管理工作。
5.4 加强家庭灾害准备评估 对家庭备灾情况的评
估可帮助社区确定并填补其备灾缺口。这一评估也
可作为决策、规划的参考依据,并有助于加强本国的
灾害风险管理。但现有的家庭灾害准备评估工具较
少,多由国外学者研发,尚未汉化并在国内推广使用。
因此,今后可通过文化调适引入相关量表,也需基于
灾害准备的相关知识、态度、技能及我国国情研发本
土化评估工具。另外,现有评估工具多以主观判断的
条目为主,今后需加强对家庭灾害准备客观评估工具
研发。此外,家庭备灾评估应定期进行,最好每年一
次,用于动态监测家庭备灾水平和干预措施的有效
性,以提高家庭备灾能力[5]。
6 小结

随着灾害护理学的不断发展,学术界对灾害准备
的关注也不断增加,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医护人员灾
害准备,对家庭灾害准备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国内
对家庭灾害准备的研究更少。因此,需加强对家庭灾
害准备评估工具的引进、研发和推广,广泛开展现况
调查,并针对性地制订提高家庭备灾水平的干预措
施。另外,还需加强相关制度及方案的制订,有效推
进家庭备灾干预措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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