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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高灾害心理准备度可以减轻公众及救援人员的灾害心理危机,提高其应对能力。阐述灾害心理准备度的相关概念、主要

评估工具及影响因素等,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如性别、年龄、经济能力、学历等)、灾害经历、灾害相关急救培训、心理因

素,并提出提高灾害心理准备度的建议,为完善我国灾害管理机制,提高个人灾害心理准备度水平及灾害应对能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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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联合国发布的《全球减少灾害风险评估报

告》[1]指出,全球灾害风险呈现上升趋势。我国作为自

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灾害种类甚多,其中以洪涝、地震、
风雹等为主。国家应急管理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
年各种自然灾害共造成1.12亿人次受灾,死亡失踪

554人,直接经济损失达2
 

386.5亿元[2]。灾害的发生

对人们的生命及经济造成了严重威胁,同时由于灾害

具有突发、不可控、易引发次生灾害等特性,多数人对

潜在的灾害在一定程度上会感受到压力,存在恐惧或

焦虑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其身心健康[3]。灾害心理

准备是灾害准备(Disaster
 

Preparedness,DP)的维度之

一,良好的灾害心理准备度可有效降低灾害事件对人

们心理健康的影响,促进其积极成长和应对灾害[3-6]。
我国学者对灾害准备研究主要集中在灾害知识、救援

技术、危机意识、应急物资、信息获取等方面[7],缺乏对

灾害心理准备的研究,也没有专门针对灾害心理准备

度的测量工具。本文对灾害心理准备度的概念、评估

工具、影响因素等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深入研究灾害

心理准备度,提高公众及救援人员灾害应对能力提供

参考。

1 灾害心理准备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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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预见、应对和恢复”[8]。
灾害准备包括物资准备、知识和技能准备,以及心理

准备等。目前关于灾害心理准备度的定义尚不统一。
2003年,Morrissey等[9]首次提出“心理准备”一词,
认为当个人做好应对,并具有灾害心理准备时就可能

降低灾害对其心理的影响。2009年,Reser等[10]将灾

害心理准备描述为个人内部的意识、预期以及管理自

己在紧急情况下心理反应的状态。Clode[11]认为心理

准备是身体准备的基础,心理准备会使个人在灾害情

况下积极地进行身体、生存等方面的准备和计划。
Roudini等[6]认为灾害心理准备可以识别与特定压力

相关的情绪和想法,是应对灾害压力的心理复原力的

关键组成部分,是缓冲随后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保

护因素。Zulch[12]提出,在发生巨大威胁事件和灾难

警报的情况下,灾害心理准备是指对意识、预期和准

备状态三方面的提高,即对威胁的不确定性和情绪唤

醒、个人的心理反应及管理能力的提高。灾害心理准

备是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概念,尽管学者提出了各

种定义,但许多学者支持灾害心理准备至少需要包括

2个广泛的心理层面:第一是认知层面,主要包括对

灾害风险感知、自身应对能力、环境威胁等的了解情

况;第二是情绪层面,包括自我意识、自我效能和情绪

自我控制等[13]。我国学者未针对灾害准备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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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相关研究。未来可对灾害心理准备度进行概念

分析,从而帮助管理者和研究者了解其内涵,为灾害

事件管理提供参考。

2 灾害心理准备度的评估工具

2.1 灾害威胁心理准备度量表(Psychological
 

Pre-
paredness

 

for
 

Disaster
 

Threat
 

Scale,PPDTS) 此量表

由Zulch[12]基于压力-应对模型编制而成,用以评估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社区人员面对灾害威胁前的心理

准备情况。该量表可用于非特定的灾害[14],包括地

震、洪水、火灾等。PPDTS包括对外部环境的知识和

管理(13个条目)、对个人心理反应的管理(7个条

目)、对个人社会环境的管理(3个条目)及情绪反应

的预期应对(3个条目)4个维度共26个条目,每个条

目从“完全不正确”到“完全正确”依次赋0~4分,得
分越高,灾害心理准备度越高。PPDTS在大学生和

老师中进行信效度分析结果显示,该量表的 Cron-
bach's

 

α系数为0.93。多国学者将该量表进行了本

土化[4,13,15-16],并对社区人员、护理人员等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居民和护士等群体的灾害心理准备度均处

于中低水平[17-19]。与其他灾害心理准备度测量量表

相比,该量表应用范围最广[20]。目前,该量表尚未在

国内引进,未来可引进该量表进行跨文化调适,并验

证其在我国人群中的适用性。
2.2 丛林火灾心理准备量表(Bushfire

 

Psychological
 

Preparedness
 

Scale,BPPS) 由Boylan等[21]于2020
年编制,在澳大利亚易发生火灾区域的居民中进行了

信效度检验,用于衡量个人对森林大火威胁的心理准

备程度。该量表包含丛林火灾知识(16个条目)和心

理应对能力(17个条目)2个分量表共33个条目。其

中丛林火灾知识分量表各条目按“正确、错误、不知

道”作答,该分量表的总分等于正确回答项目的百分

比。此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心理应

对能力分量表包括社会支持、应对自我效能、乐观、积
极主动4个维度,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1分为

“强烈不同意”,5分为“强烈同意”)。量表得分越高,
说明心理准备能力越强。此分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6。该量表针对的是社区居民对特定灾害

的心理准备度,适用范围较小。我国学者可以引入该

量表,用以评估居民对于发生森林火灾的心理准备

度。
2.3 灾难生存心理能力问卷(Psychological

 

Compe-
tencies

 

for
 

Surviving
 

a
 

Disaster
 

Questionnaire,PCS-
DQ) 该问卷由Feng等[22]于2014年基于地震幸存

者及消防员对最常见灾害的个人感受、发生的情绪和

行为变化,以及他们对灾难中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心

理素质的看法编制而成,并在大学生中进行信效度检

验。该问卷从灾害风险感知(5个条目)、对灾害知识

和自救技能的态度(7个条目)、对灾害的低恐惧(6个

条目)、对灾害的控制意识(6个条目)4个方面评估,
共24个条目。每个条目按4分制评分,1分为“非常

低”,4分为“非常高”,分数越高,灾害生存心理能力

越强。4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0.87。
该问卷适用于我国普通居民、消防员或医护工作者对

地震、火灾、洪水等不同类型灾害的心理应对能力测

量,但目前在国内尚未被广泛应用。

3 灾害心理准备度的影响因素

3.1 人口学因素

3.1.1 性别 有学者调查发现,性别是灾害心理准

备的重要预测因素,与男性相比,女性在物质和心理

准备方面的平均水平较低[3,18,23]。可能与男性和女

性的大脑及激素存在差异有关,当灾难来临时,女性

更容易受到负性情绪影响,且持续时间更长[24-25]。男

性更有信心应对灾害,而女性对灾害的抗压能力和情

绪调节能力通常会弱于男性。Palupi[26]对大学生的

调查发现,男生和女生的灾害心理准备程度处于同一

水平,提出大学生对灾难的心理准备不受性别影响。
由此可见,性别是否影响灾害心理准备度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以便更深入地了解性别与灾害心理准备之间

的关系。
3.1.2 年龄 灾害心理准备度与年龄具有相关性。
虽然儿童可能拥有广泛的社会支持系统,但通常没有

生活经验来帮助他们应对灾难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在
灾害发生时儿童同时存在身体和心理方面的脆弱性

与风险[27]。有研究显示,中青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

长,灾害心理准备度会上升[3,28]。这可能是中青年可

从各种途径获取灾害相关信息,其阅历和知识较丰

富,财力可能增加,承受压力及应对挑战的能力相对

较强。老年人获取灾难相关信息的途径较少,风险防

范意识较弱,同时由于年龄及健康状况的影响,身体

各机能明显下降,有认知问题的老年人可能在危机来

临期间更容易变得焦躁不安、担忧多虑、思维迟缓或

心理脆弱,从而使其灾害心理准备度明显降低[29]。
因此,需重点提高儿童及老年人的灾害心理准备度。
在灾害来临前,儿童及老年人需要保持良好的睡眠,
通过深呼吸、听轻音乐等使心情舒缓下来,鼓励他们

主动从支持系统中获得情感和信息支持。管理者可

以为儿童和独居老人构建区域性公众心理干预支撑

服务体系[30],该体系配备专业人员提供心理咨询辅

导,可以对无法获得支持和帮助的儿童或老年人的心

理准备度进行定期评估并及时干预,从而提高老幼群

体的灾害心理准备度。
3.1.3 其他 与灾害心理准备度相关的个人因素还

包括经济能力、文化程度等。调查研究显示,大部分

灾害心理准备水平较低的人群来自低收入群体,经济

水平较低者受到灾害的负面影响更大[31]。无法获得

与灾害相关的支持和帮助是导致低收入群体灾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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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准备水平较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贫困使人们

只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来开展减少灾害风险的工作(如
灾害培训、信息获取、灾害援助或其他相关支持),其
灾害脆弱性增加,导致其心理准备水平降低。Said
等[19]对护士的调查发现,不同学历护士灾害心理准

备度得分存在明显差异,博士毕业生得分最高,本科

毕业生得分较低。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在学历提升过

程中,经过长期、系统的学习更易理解与掌握灾害相

关知识与技能;另外,学历越高的护士可能对职业及

灾害的认知越全面,自我要求更高,工作积极性与主

观能动性更强[32]。因此,作为救援人员、政府或管理

人员在制定政策时需关注经济收入和学历层次低的

群体,不断地向公众传递心理危机与灾害应对的相关

知识,鼓励其积极学习与灾害救援与心理危机干预相

关的知识和技能,以提升其灾害心理准备度水平。
3.2 灾害经历 灾害经历是影响个人进行灾害心理

准备的重要因素之一。Zulch[12]研究发现,曾经经历过

灾害的人灾害威胁心理准备度得分明显高于没有经历

过的人,说明既往有过灾害经历的人心理准备更充分,
经历过灾害影响的人对该特定事件表现出更强的风险

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Morrissey等[33]发现,当人们再

次面对曾经经历过的灾难时,能应对良好,可能是因为

先前的经验赋予他们灾害相关知识以及一定程度的自

我效能感和信心,让他们具有一定灾害应对经验和可

能面临问题与困难的预见性。然而,灾害经历也可能

给个人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个人可以从灾难中获得

更强的风险意识及救治经验,但如果灾害给人造成了

严重的创伤则会使个人灾害心理准备度明显降低,甚
至引起某些心理问题。做好灾害心理准备的护士会更

顺利地从压力和失调情绪中得到调整,从而使救灾工

作维持稳定状态。如果救援人员在灾前评估出其心理

准备度低,则不建议其参加救援。因此,管理者需辨证

看待灾害经历给个人带来的影响,需要对其进行动态

心理监测,并针对灾害心理准备度低者给予针对性干

预和帮助。若是灾害经历给个人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

害,建议可以采用叙事疗法进行干预[34],引导其积极向

上思考,并指导如何更好地处理灾难带来的身心及环

境影响,从而使其保持个人情绪稳定以及提高管理灾

害环境的能力。
3.3 灾害相关急救培训 接受过灾难相关培训,包括

一般灾难准备、心理准备、压力管理和灾难心理健康培

训等内容的护士灾害心理准备度更高。李彤等[35]提

出,对参加灾害救援的医护人员进行有效的培训和思

想教育,有助于他们参与灾害救援前做好充分的心理

应对准备。王欣梅[36]提出,为了提高军队人员的心理

素质,灾前准备应该包括灾前心理教育、模拟心理训练

以及心理修复等内容。程艮[37]提出,在灾害发生之前,
即“灾害准备期”对护士进行心理弹性方面的训练,可
以有效预防灾害救援过程中和完成救援任务后心理危

机的出现。国外有学者发现,在工作前接受过心理健

康培训的救灾人员报告的心理困扰症状较少[38]。Said
等[39]发现,参加心理急救培训后,护士的灾害心理准备

水平显著提高,而未参加相关培训人员的心理准备水

平保持不变。另有学者提出,以能力为基础的心理急

救培训模式,即将学习过程分为认知(知识)、心理运动

(技能)和情感(态度)3个领域,可有效提高公共卫生人

员的知识水平、应对自我效能感、个人复原力以及灾害

准备程度[40]。说明灾前心理培训对灾害心理准备具有

积极影响。然而有调查显示,参加过灾害救援的医护

人员 受 过 专 业 灾 难 救 护 心 理 培 训 的 比 例 仅 为

25.5%[41],说明医护人员灾难救援心理准备知识储备

不足。因此,在进行灾前教育培训中应该加入有关心

理内容,并采取丰富多样的培训方式,如观看灾区现场

视频资料、VR模拟体验现场救援,与具有心理问题的

灾民进行沟通,并穿插加入情绪控制、风险识别、心理

调适等课程,帮助救灾护士切实体验在不同灾害救援

现场如何沉着冷静地进行心理调适,从而更好地解决

受灾人群及自己的心理问题。目前我国还未提出具体

统一的灾前心理培训内容及措施,未来可构建基于证

据的能有效提升医疗救援人员灾害心理准备度的培训

框架和内容,以提高我国救援人员的灾害应对和救援

能力。
3.4 心理因素 Gandhi等[42]对护士和护生灾害心

理准备度的调查发现,在大流行病管理中,自我效能

感、乐观情绪和复原力可作为心理准备的正向预测因

素。当个人自我效能感、乐观情绪、复原力高时,个人

在面临挑战时的情绪调解和控制能力会得到提升,压
力感也会减弱,从而使其在面对灾害时的适应性和灾

害心理准备也变得越强,促使其能够积极地应对灾难

情境。Zulch[12]提出,心理压力、生活满意度、自我效

能感和神经质对心理准备有显著的影响。Said等[39]

对护士群体的调查发现,自我效能感高、自尊心强和

性格乐观与灾害心理准备度呈正相关关系,而高创伤

后应激障碍和创伤焦虑与低灾害心理准备度有关。
在灾害培训中应当关注心理状况对灾害心理准备度

的影响,并将这些因素中的可控变量纳入到教育培训

内容中。如在教育培训中采用破冰活动等营造和谐

氛围,通过深呼吸、冥想等心理训练缓解个人的生活

压力[43],或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加入积极心理学的培

训,帮助个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培养积极人格和

乐观情绪,提高应对困境的自我效能。

4 小结
目前,灾害心理准备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为了减轻灾害心理危机,提高灾害复原力,灾害管理

与研究人员应该关注和重视提高民众与救援人员的

灾害心理准备度。虽然已有学者提出灾害心理准备

度的定义并研发相应工具以评估个人的灾害心理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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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度现状,但我国还未提出符合我国文化背景、具有

较高特异性和灵敏度的测评工具。因此,我国学者可

以自行研发或引进国外灾害心理准备度评估工具并

进行本土化,也可以结合我国实际灾害情况,并结合

不同人群的备灾特征,如普通民众、医护人员、弱势群

体等,开发或研制具有针对性的灾害心理准备度评估

工具。灾害心理准备度不仅与人口学因素有关,还受

到灾害经历与培训、心理因素等影响。建议今后以灾

害心理准备度的影响因素为依据,制订出本土化、可
操作性强的干预措施。在灾害管理、政策制定、教育

培训中充分考虑与备灾相关的心理因素,不断提高公

众及救援人员的灾害心理准备度,全面提升其心理健

康水平和承受能力,促进整个社会有效应对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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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1型糖尿病患者疾病身份认同的研究进展

董文文1,郭永攀1,张春慧1,张广超2,牛雨昕1,宋方钰1,渠利霞1

摘要:疾病身份认同对青少年1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具有显著影响,当患者存在适应性的疾病身份认同时,会更倾向于以积极

的态度应对和管理疾病,实现疾病管理目标。对疾病身份认同的概念、评估工具(包括疾病同一性问卷、接受糖尿病与个人治疗调

查)、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性别、自我管理行为、社会心理因素、社会支持)及干预措施(包括叙事疗法、心理剧干预及应用现代信息

化技术)进行综述,旨在为护理人员开展相关研究、制订干预方案提供参考。
关键词:青少年; 1型糖尿病; 疾病身份认同; 自我意识; 自我调节能力; 疾病管理; 应对方式; 综述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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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llness
 

identity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blood
 

glucose
 

control
 

in
 

adolescents
 

with
 

type
 

1
 

diabetes
 

mellitus.
 

When
 

pa-
tients

 

have
 

adaptive
 

disease
 

identity,
 

they
 

are
 

more
 

inclined
 

to
 

cope
 

with
 

and
 

manage
 

the
 

disease
 

with
 

a
 

positive
 

attitude
 

to
 

achieve
 

disease
 

management
 

goals.
 

In
 

this
 

paper,
 

the
 

definition,
 

assessment
 

tools
 

(including
 

the
 

Illness
 

Identity
 

Questionnaire
 

and
 

the
 

Ac-
cepting

 

Diabetes
 

and
 

Personal
 

Treatment
 

Survey),
 

influencing
 

factors
 

(mai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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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self-management
 

behavior,psy-
chosocial

 

factors,
 

and
 

social
 

support)
 

and
 

intervention
 

measu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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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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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ative
 

therapy,
 

psychodrama
 

inter-
vent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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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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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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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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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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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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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vant
 

research
 

and
 

specify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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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2021年全球儿童青少年(20岁以下)1型糖尿

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患病人数高达

121万,每年约有1.5万名0~19岁的儿童青少年确

诊,且发病率逐年升高[1]。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儿童

青少年T1DM 的平均年临床发病率为3.16/10万,
复合年增长率为5.6%[2]。具备适应性的疾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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