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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了解武警官兵面对 SARS的应对机制。【方法】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制的“全国民众

非典调查问卷” (新版) 量表 , 对武警某部部分官兵 535 人进行测试。【结果】在 SARS危机中 , 武警官兵主要应

对方式包括 : 寻求各种社会支持、有计划性地解决问题、自我控制等。行为方式方面 , 增加了与亲友的电话联

系、积极关注官方新闻、更注意健康 , 减少外出机会 , 以避免感染疾病 ; 近 1 w 的心理状态调查发现 , 正性心

态得分较高。年龄分组研究发现 : 20 岁以上组存在更多的社会支持、应对方式较成熟、心理状态也较积极 , 更

能成熟地应对 SARS。【结论】武警官兵对 SARS的应对总体上是成熟和理性的 , 年龄较小的战士应得到较多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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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ect research on the coping mechanism to SARS of soldiers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ZHANG Zhi2qun , LI Ru, AN Wang2xin , SHI Kan ( Department of Medical Psychology , Medical College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 Tianjin , 300162 ,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coping mechanism to SARS of soldiers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Methods】“Questionnaire about attitude to SARS in Chinese general people”which was edited by psychology department

of CAS was applied to test the sampled soldier and 535 efficient shares were analysed. 【Results】In crisis of SARS , the

coping styles of soldiers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included : looking for various of society supports , planful

problem solving and self2controlling. In behavior fashion , telephones to relatives , attention to official news and personal

health were increased. Outgoing was decreased to avoid SARS catching. Research on mental states of the last week found

positive mental states scored highly. Age grouping research found more social supports , more mature coping style and

more positive mental states were seen in 20 upwards age group. 【Conclusion】The coping styles to SARS of the soldiers

of 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ce Force were mature and sensible and young soldiers should be pay more attenti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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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S 是英文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2

drom (重症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的缩写 , 又称为

非典型肺炎 (Atypical Pneumonia) , 简称非典[1 ] 。

SARS 是一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具有极强传染性

的新型传染病 , 由于人类对其缺乏认识 , 面对突如

其来的疫情 , 社会上引起了一定范围的恐慌 , 对于

武警官兵也不例外。本研究通过对武警官兵 SARS

应对机制的调查研究 , 掌握第一手资料 , 为制定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干预对策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 　象

武警部队某部部分官兵计 535 人 , 均为男性 ,

·72·　
第 14 卷第 1 期
Vol114 　No11

　
2005 年 1 月
Jan. 2005

武警医学院学报
Acta Academiae Medicinae CPAPF



其中战士 513 人 (9519 %) , 军官 22 人 (411 %) 。

年龄 20 岁以下 338 人 (6312 %) , 20～29 岁 195

人 (3614 %) , 30～39 岁 2 人 (014 %) 。文化程度

高 中 517 人 ( 9616 %) , 大 专 及 以 上 18 人

(314 %) 。健康状况良好以上 470 人 (8719 %) , 一

般 61 人 (1114 %) , 较差或很差 4 人 (017 %) 。

112 　方 　法

本研究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制的“全

国民众非典调查问卷” (新版) [2 ] , 该量表共 16 项

题目 , 目的在于了解民众对 SARS 事件的看法及应

对 SARS 心理状态等情况。调查时间处于 SARS 刚

刚被控制的时期 , 由于被调查官兵所在地区曾是高

发疫区 , 调查时仍处于半隔离状态。调查时 , 由研

究者向部队管理干部说明量表的填写方法 , 然后由

管理干部向战士分发量表 , 采用匿名方式 , 限时完

成并回收。分发量表 550 份 , 收回有效问卷 535

份 , 回收率 97127 %。问卷收回后 , 应用 SPSS 9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1 　被试获得社会支持情况

本题题目中列出各项社会支持 , 选择时按从来

没有 (1 分) 、偶尔有 (2 分) 、有一些 (3 分) 、经

常有 (4 分) 、总是有 (5 分) 打分 , 并计算平均

分。统计时把被试按年龄分为 2 组 : 20 岁以下组

(338 人) 和 20 岁以上组 (197 人) , 对 2 组数据进

行比较。如表 1 所示 , 20 岁以上组所有项目均数

均大于另一组 , 且其中 11 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或 P < 0101) 。

表 1 　被试获得社会支持情况 ( �x ±s)

项　　目 20 岁以下组 20 岁以上组 总体均数

1. 有人真正喜欢我 3104 ±1121 3138 ±1102 3176 ±1118 ②

2.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 有人会表示他们关心我 3129 ±0199 3153 ±0198 3138 ±0199 ②

3. 我沮丧的时候 , 有人会逗我开心 3101 ±1190 3113 ±1108 3106 ±1165

4. 当我需要安慰的时候 , 总有人在我身边 2193 ±1108 3109 ±1109 2199 ±1109

5. 在我情绪不好的时候 , 有人帮助我 3109 ±0199 3135 ±0199 3119 ±1100 ②

6. 我知道 , 有些人我总可以靠得住 3101 ±1110 3132 ±1110 3113 ±1111 ②

7. 我焦虑的时候 , 会有人帮助我 3105 ±0199 3121 ±0195 3111 ±0198 ①

8. 在我需要的时候 , 会有人给我提供帮助 3109 ±1102 3132 ±0196 3117 ±1100 ②

9. 当我碰到难以应付的事情 , 其他人会帮助我 3115 ±1100 3126 ±0199 3119 ±1100

10. 当我身处困境 , 有人给我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2195 ±1105 3120 ±1106 3104 ±1106 ②

11. 我感到自己不是孤单的 , 有很多人和我在一起 3148 ±1111 3176 ±0198 3158 ±1107 ②

12. 有人向我提供预防疾病的各种知识和方法 3164 ±1102 4102 ±0185 3178 ±0197 ②

13. 有人认为我做的事情有意义 3105 ±0195 3154 ±0188 3123 ±0195 ②

14. 当我遇到疾病灾难时 , 有人会帮助我渡过难关 3114 ±0193 3136 ±0187 3122 ±0191 ②

　①P < 0105 ; ②P < 0101

212 　应对方式

本题列出各项应对方式 , 选择时按从来没有

(1 分) 、偶尔有 (2 分) 、有一些 (3 分) 、经常有

(4 分) 、总是有 (5 分) 打分 , 并计算平均分。24

个项目中 , 20 岁以上组 22 个项目均数大于另一

组 , 其中 15 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或 P

< 0101) 。把应对方式条目分为 8 个维度分析 , 均

数较高的包括 : 维度 4 寻求社会支持 (10187) 、维

度 7 有计划性地解决问题 (9164) 、维度 3 自我控

制 (9131) ; 同时 , 这 3 个维度也是 2 个年龄组均

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组成该维度的 3 个项目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的维度 (表 2) 。

213 　近 1 m 来行为方式的变化

本题列出各项行为方式的变化 , 选择时按减少

很多 ( 1 分 ) 、减少一些 ( 2 分 ) 、没有变化 ( 3

分) 、增加一些 (4 分) 、增加很多 (5 分) 打分 ,

并计算平均分。近 1 m 来增加最多的行为方式依次

有 : 与家人、亲友的电话联系的时间、为及时掌握

新闻 , 花在电视、报纸上的时间、对于自己的衣

着、打扮或健康的关注 ; 减少最多的行为方式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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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外出旅游或休闲娱乐花费的时间、与朋友、

同事聚会或者逛商店花费的时间等。2 个年龄组比

较大多数项目无统计学差异 ( P > 0105 , 表 3) 。

表 2 　面对 SARS 应对方式 ( �x ±s)

维度 项　　　目 20 岁以下组 20 岁以上组 总体均数

维度 1

正面应对

1 适当地发泄自己的情绪 1196 ±0172 2102 ±0180 1198 ±0175

9 做一些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事 , 但至少我在做事 2124 ±1104 2147 ±1111 2132 ±1107 ①

17 做一些冒险的尝试 1183 ±0199 1187 ±0197 1184 ±0198

维度 2

否认

2 就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2141 ±1103 2154 ±0199 2146 ±1102

10 努力从光明、积极的一面看待灾难 3104 ±1114 3156 ±1110 3123 ±1115 ②

18 试图忘记曾发生过的灾难或疫情的事情 2113 ±1109 2120 ±0197 2116 ±1105

维度 3

自我控制

3 能努力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 3138 ±1105 3171 ±0182 3150 ±0198 ②

11 让其他人少知道一些关于灾难的负面消息 2150 ±1116 2172 ±1120 2158 ±1118 ①

19 认真思考自己该说什么 , 该怎么做 3112 ±1109 3144 ±0195 3123 ±1105 ②

维度 4

寻求社

会支持

4 和其他人交谈 , 以便了解更多有关情况 3137 ±0195 3168 ±0193 3148 ±0196 ②

12 接受他人的关心和理解 3132 ±1106 3152 ±0195 3139 ±1102 ①

20 与人交谈 , 倾诉内心的烦恼 2193 ±1111 3112 ±1105 3100 ±1109 ①

维度 5

承担责任

5 有问题时 , 多想想自己方面的原因 3140 ±1101 3169 ±0187 3150 ±0197 ②

13 责怪或批评自己 2142 ±1107 2138 ±1101 2140 ±1104

21 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 并做一些事情来弥补 2172 ±1109 2196 ±1113 2181 ±1111 ①

维度 6

逃离 - 躲避

6 希望出现某种奇迹让灾难消失 2161 ±1130 2164 ±1125 2162 ±1128

14 通过吃东西、抽烟、药物等方式使自己感觉好些 1174 ±1101 1197 ±1108 1183 ±1104 ①

22 祈祷神灵或祖先保佑自己永不染上灾难 1163 ±1101 1153 ±0193 1159 ±0198

维度 7

有计划性

地解决问题

7 为使事情变好 , 积极做些事情 3118 ±1104 3163 ±0186 3135 ±0199 ②

15 集中注意力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2193 ±1103 3132 ±0198 3108 ±1103 ②

23 我知道该怎么做 , 所以加倍努力 3106 ±1108 3147 ±0193 3121 ±1105 ②

维度 8

积极地重

新评价

8 寻找新的信念或信条 2163 ±1115 2164 ±1115 2164 ±1115

16 重新找到生活中重要的方面 2189 ±1103 3121 ±1107 3101 ±1106 ②

24 希望自己能改变事件或者改变自己的感受 2173 ±1108 2187 ±1114 2178 ±1110

　①P < 0105 ; ②P < 0101

表 3 　最近 1 m 来行为方式改变 ( �x ±s)

项　　　目 20 岁以下组 20 岁以上组 总体均数

1 储备生活用米面盐、食品、水果 , 以防万一 2190 ±0156 2199 ±0145 2193 ±0152

2 为自己或子女购买人寿保险 2190 ±0148 2198 ±0133 2193 ±0143 ①

3 考虑自己或家人的学业、家庭规划的时间 2199 ±0155 2196 ±0156 2198 ±0155

4 到银行提取现金以备急用 2192 ±0146 2199 ±0146 2195 ±0146

5 为及时掌握新闻 , 花在电视、报纸上的时间 3154 ±0192 3169 ±0188 3159 ±0191

6 对于自己的衣着、打扮或健康的关注 3146 ±0191 3159 ±0183 3151 ±0189

7 与家人、亲友的电话联系的时间 3153 ±0193 3172 ±0187 3160 ±0191 ①

8 与学习或业务有关的电话联系的时间 3112 ±0174 3111 ±0165 3111 ±0171

9 与朋友、同事聚会或者逛商店花费的时间 2182 ±0160 2182 ±0156 2182 ±0158

10 出差、外出旅游或休闲娱乐花费的时间 2179 ±0163 2181 ±0161 2180 ±0162

11 如果我现在生病了 , 去医院看病 3111 ±0188 3111 ±0186 3111 ±0187

　①P < 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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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最近 1 w 心理状态

本题列出各种心理状态描述 , 选择时按绝不

(1 分) 、偶尔 (2 分) 、有时 (3 分) 、较多 (4 分) 、

经常 (5 分) 打分 , 计算平均分 , 并把心理状态按

对被试的影响分为正性 (6 项) 和负性 (6 项) 。得

分较高的项目包括 : 总的来说 , 自己的生活是快乐

的、能够勇敢地面对问题、做事能集中注意力等。

2 个年龄组比较 , 20 岁以上组所有正性项目分

数均高于另一组 , 表现为 : 做事更能集中注意力

( P < 0105) 、觉得自己在不少方面都担当着有用的

角色 ( P < 0101) 、觉得处事时可以拿定主意 ( P

< 0101) 、觉得日常生活是有趣味的 ( P < 0105) 、

能够勇敢地面对问题 ( P < 0101) 、总的来说 , 自

己的生活是快乐的 ( P < 0101) ; 而 20 岁以下组更

“觉得自己没用” ( P < 0105) 。详见表 4。

表 4 　最近 1w 心理状态 ( �x ±s)

项　　　目 20 岁以下组 20 岁以上组 总体均数

正

性

负

性

1 做事能集中注意力 3170 ±2100 3198 ±1102 3180 ±1171 ①

3 觉得自己在不少方面都担当着有用的角色 2154 ±1102 2193 ±1115 2169 ±1108 ②

4 觉得处事时可以拿定主意 3112 ±1112 3152 ±0199 3127 ±1109 ②

7 觉得日常生活是有趣味的 3148 ±1123 3173 ±1111 3157 ±1119 ①

8 能够勇敢地面对问题 3175 ±1108 4106 ±0199 3187 ±1106 ②

12 总的来说 , 自己的生活是快乐的 3180 ±1113 4108 ±0198 3191 ±1109 ②

2 因为担忧而失眠 1183 ±0193 1182 ±0192 1183 ±0192

5 觉得总是有精神上的压力 2114 ±1102 2130 ±1109 2120 ±1105

6 觉得无法克服困难 1190 ±0196 1191 ±0194 1190 ±0195

9 觉得心情抑郁 , 不快乐 2110 ±0187 2120 ±0195 2114 ±0190

10 对自己失去了信心 1157 ±0189 1162 ±0194 1159 ±0191

11 觉得自己没用 1153 ±0190 1137 ±0173 1147 ±0184 ①

　①P < 0105 ; ②P < 0101

3 　讨 　论

SARS 事件后 , 武警部队卫生工作者积极总结

经验并开展了相关研究[3 ,4 ] 。值得重视的是 , 在防

治 SARS 的特殊时期 , 部分武警官兵由于出现了一

些不良心理反应[5 ] , 主要有 : 疑病、恐怖、焦虑、

神经衰弱、心理承受力差、抑郁、强迫等心理问

题 , 严重的则形成心理疾病。因此 , 本研究通过对

部分武警官兵的 SARS 应对机制的调查研究 , 目的

在于为制定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 以减少武警官兵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产生的不良心理、行为反

应。

SARS 作为社会突发事件 , 关系到每个人的生

命安全 , 对个体必然形成应激。本研究结果部分发

现 , 20 岁以上组比 20 岁以下组更倾向于求助社会

支持 , 表明年龄较大的被试面对心理应激 , 更有积

极应对的条件。社会流行病学研究表明 , 社会隔离

或社会结合的紧密程度低的个体身心健康水平较

低 , 而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健康 , 劣性社会关系

的存在则损害身心健康。对于处于 SARS 威胁下的

被试 , 社会支持一方面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

护 , 即对应激起缓冲作用 , 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

良好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义[6 ] 。应对是个体处理

应激情景的种种认知行为的努力[7 ] 。本研究被试

常用的应对机制包括 : 寻求社会支持、有计划地解

决问题及自我控制 , 且年龄较大的被试更能利用这

些应对机制处理应激情景。具体到最近 1 m 来应对

SARS 的行为方式变化 , 由于处于半隔离状态 , 不

能看望亲戚朋友 , 被试增加了与家人、亲友的电话

联系的时间 ; 为及时掌握关于 SARS 流行情况的新

闻 , 花在电视、报纸上的时间增多 ; 对于自己的衣

着、打扮或健康更加关注。相反 , 出差、外出旅游

或休闲娱乐花费的时间减少了 ; 与朋友、同事聚会

或者逛商店花费的时间减少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 且

2 个年龄段并无大的差异。 (下转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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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 , 影响学习、记忆与智力。

综上所述 , NOS 活性及 NO 含量的降低 , Bcl2

2 基因表达下调而 Bax 基因过度表达及 Bcl22/ Bax

比值的降低在高碘诱发的脑细胞凋亡中可能发挥重

要作用 , 研究高碘状态下脑细胞凋亡及其调控机

制 , 不仅有助于对高碘对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的机制

有进一步认识 , 还有望对其防治提出新的思路。由

于长期服用过量的碘可能会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

伤 , 因而提醒人们要科学补碘 , 勿滥用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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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调查被试最近 1 w 的心理状态 , 发现 20

岁以上组情绪更乐观、积极。

本次调查结果 20 岁以上组有更多的社会支持、

应对方式较成熟、心理状态也较积极。但需要指出

的是其差异也有可能来自除年龄外的其他因素诸如

文化程度、军衔等的不同导致 , 因为 20 岁以上者

包括学历较高、年龄较大的武警军官 , 而 20 岁以

下者军龄较低的战士较多 , 对突发事件的认知不太

成熟是可以预期的 , 因此 , 本研究尚需扩大样本进

一步分析。本研究结果提示 , 应对年龄较小的武警

战士进一步关注 , 加强心理教育 , 防止心理障碍的

发生 , 从而增强部队在“非典”时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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