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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武警官兵自杀问题与危机干预。方法　对某部队自 1983 年至 2007 年自杀的 21 例官兵进行了自杀原因、

自杀方式、结果、发生年份、职务、年龄及其他情况分析。结果　①官兵自杀有一定预兆; ②恋爱、考学、疾病、人际关系、退伍、经

济和社会压力是自杀的主要原因。结论　健全部队危机干预体系, 实施自杀预防策略, 可以减少自杀问题对部队及官兵家庭造

成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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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p roblem s of suicide and crisis in terposing of so ldiers of Ch inese peop le’ s A rm ed Police

Forces. M ethods　21 suicide so ldiers in 1983- 2007 w ere analysed in suicide causes w ay result, tim e, post, age and o ther th ings.

Results　①There w ere som e indication before so ldiers suicide. ②The m ain reasons of suicide are rom antic attainm ent, study, ill2
ness, in terpersonal relationsh ip and the p ressures from leaving arm y, econom y or fam ily. Conclusion　W e should imp lem ent ac2
tions to p reven t suicide and construct a crisis in terposing system in arm y in order to retard the dam ages of suicide to arm y and the

so ldiers’ fam 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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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是一个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

全世界每年自杀死亡人数超过百万, 自杀未遂者则是它的 10

～ 20 倍, 自杀带来的损失占全球疾病负担的 1. 4% [1 ]。中国最

近的研究表明, 每年有 28. 7 万人死于自杀, 每年有 200 万自

杀未遂者接受医学治疗[2 ]。1998 年全国卫生统计资料表明,

自杀已经成为 15～ 24 岁年龄组死亡的第一位因素 [3 ]。随着就

业、生活和社会压力的增大, 自杀人群有一定上升趋势, 而且

自杀是年轻人 (18～ 30 岁)的主要死因之一[4 ]。部队是以青年

人为主的战斗群体, 官兵自杀给部队带来极大的危害, 导致部

队减员, 战斗力下降, 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 还带

来一系列转业安置、社会优抚等问题 [5 ]。因此, 研究部队官兵

的自杀问题与危机干预意义重大。

1　对象与方法

为了探讨部队官兵自杀问题的成因, 笔者对某部队 1983

年组建至 2007 年之间发生的 21 例自杀、自杀未遂个案作为

研究对象, 逐一做了分析。21 例个案均为男性, 年龄 19～ 35

岁, 均为高中以下文化, 统计情况见附表。

2　结　果

2. 1　战士自杀数量远较干部多　21 例自杀个案中只有 2 例

是干部。干部年龄相对较大、在部队磨练时间长、思想成熟、心

理承受力强, 而战士年轻气盛、认识狭窄、意志脆弱、做事偏

激、易冲动。自杀预防重点要放在战士身上。

2. 2　自杀时间多发生在 3、4、5、11、12 月份　这些时间正是

部队的多事之秋, 战士正面临岗位分配、考学、提干、退伍、转

改士官、评功受奖, 情绪波动最大。如 2 号个案因未评奖而自

杀, 7 号个案因中退不服而自杀, 16 号年底查帐, 贪污暴露而

自杀, 18 号因年龄超大, 不能参加考学而自杀。因此, 3、4、5、

11、12 月份对武警官兵来说是自杀的危险时期, 应加强防范。

2. 3　自杀方式主要为枪杀、跳河、自缢、服药　其中, 枪杀 13

例, 背包绳自缢 4 例, 跳河 3 例, 服药 1 例。因此, 管好部队的

枪支弹药、军需用品, 严格履行查铺、查哨制度, 对防止自杀,

效果显著。

2. 4　自杀行为不是一时冲动, 仔细观察皆有预兆　据事后分

析, 自杀者在自杀前都曾流露过一些线索, 但广大官兵缺乏心

理学知识, 未重视。比如 3、15、19 号都曾向战友表白“活着没

意思, 不如死了算了”, 战友劝慰一番, 并未放在心上。12 号曾

扬言,“等机会要把眼中钉收拾掉”。2、7、10、18 号皆做了自杀

准备, 留有遗书, 穿上干净衣服。4、9、11、13、14、17 号在自杀

前一段时间表现出严重抑郁、孤独、不与人交往, 对前途失去

信心。1、3、5、10、16 号自杀前都出现失眠、哭泣、不思饮食、神

思恍惚。这些预兆对我们进行危机干预提供了重要线索, 同时

也告诉我们, 要加强官兵心理学知识的学习。

2. 5　官兵自杀的原因主要为婚恋、考学、疾病、人际关系、经

济及家庭压力　分析 19 例个案, 4 例为恋爱, 其中 1 例两性

关系处理不当, 5 例人际关系不良, 其中 1 例将战友枪杀后再

自杀, 4 例不能正确面对疾病。然而主要原因的背后都存在着

自杀者个性不良、认识偏颇、长期精神压力的问题。19 例个案

都承受着长期精神压力, 使心理处于焦虑、抑郁状态, 对前途

失去信心。如、3、5、8、12、15、19、20 号个案在部队皆人际关系

紧张, 对周围人抱有敌意, 不善与人相处, 倍感寂寞与孤独。2、

4、7、18 号个案家庭困难, 渴望留在部队发展, 家人不断施加

压力要他们想法留在部队, 而部队竞争压力也很大, 致使他们

遇到刺激, 没有评功受奖, 不能考学便精神崩溃。

2. 6　官兵自杀与时间分布的关系　21 例自杀者, 83 年 3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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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年 4 例, 其原因是部队刚组建, 对广大官兵没有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88、89、90、91、93 年各 1 例, 然而 95 年

后案件增多, 95 年 2 例, 96 年 2 例, 99 年 1 例, 2000 年 2 例,

2003 年和 2007 年各 1 例, 其原因是社会竞争激烈, 职工大量

下岗、失业, 就业难, 贫富差距拉大, 价值观多元化, 许多战士

入伍都为了寻找出路, 精神压力很大, 再加上家庭离婚率增

高, 单亲家庭增多, 独生子女增多, 心理承受力弱, 导致自杀时

有发生。

　　附表 21 例官兵自杀及自杀未遂个案情况统计表

序号 发生年份 职务 年龄 自杀方式 　　自杀原因 结果 　其他情况

1 1983. 4 战士 21 枪杀 受班长批评 死亡 性格内向
2 1983. 6 战士 23 自缢 年终未评上奖 未遂 担任班长
3 1983. 11 战士 19 枪杀 和班长吵架 未遂 家中独子
4 1984. 5 战士 22 枪杀 患病 死亡 家中困难
5 1984. 6 战士 19 枪杀 受班长批评 死亡 性格内向
6 1984. 8 战士 23 服药 与女友殉情 未遂 女友要嫁他人
7 1984. 10 战士 22 枪杀 中退不服 未遂 入伍前隐瞒疾病
8 1988. 5 战士 21 枪杀 被班长欧打 未遂 性格内向
9 1989. 6 战士 23 跳河 患病 死亡 手淫多年性功能障碍
10 1990. 4 干部 27 枪杀 失恋 死亡 恋爱 3 年
11 1991. 12 战士 22 枪杀 患病 死亡 不能考学
12 1993. 10 战士 20 枪杀 枪杀战友 死亡 与被害人关系紧张
13 1995. 3 战士 20 枪杀 两性关系暴露 未遂 女友逼其结婚
14 1995. 3 战士 21 跳河 失恋 死亡 女友来信断交
15 1996. 4 战士 20 自缢 逃离部队被带回 死亡 厌倦部队生活
16 1996. 11 干部 35 自缢 贪污败露 死亡 担任司务长
17 1999. 11 战士 19 枪杀 担心患性病 死亡 错穿患泌尿系感染战士裤头
18 2000. 5 战士 19 自缢 不能参加考学 死亡 家庭困难
19 2000. 4 战士 19 跳河 逃离部队时溺水 死亡 单亲家庭
20 2003. 7 战士 19 枪杀 失恋 死亡 被女网友骗钱
21 2007. 3 战士 19 枪杀 人际关系紧张 未遂 性格内向喜独处

3　官兵的自杀预防与危机干预

近 10 年来, 心理学界、社会学界、精神病学界已开始重视

自杀问题, 在广州、北京等地相继建立了以危机干预、预防自

杀为目的的免费咨询电话。在部队, 自杀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 而这项工作又是非常艰苦和复杂。有研究表明, 自杀的评

估和预防应从医学和社会学角度出发, 由精神病学家、社会工

作者及其他人员参加, 组成应激干预小组, 重点评估自杀原

因、自杀愿望的强烈程度, 寻找自杀的基本线索, 保护高危人

群, 控制自杀工具等[2 ]。现将我们多年来总结的自杀预防策略

介绍如下。

3. 1　对官兵进行心理健康测试　我们利用应对方法问卷、人

格问卷 (PDQ - R ) , SA S, SD S, SCL - 90 和我们自制的症状自

评量表、部队生活事件量表对新兵进行测试, 查出有自杀意念

的战士、重度抑郁和重度人格障碍的战士, 结合政审, 或做退

兵处理、或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教育与心理治疗, 做到自杀倾

向人员底数清。对已经在部队工作的官兵一经发现自杀苗头,

即离枪离弹, 没收背包绳等, 严格控制自杀工具。

3. 2　在部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增加自杀预防内容, 教给官兵

自杀预防策略　首先教育官兵要热爱生活、珍惜生命, 提高自

杀的拯救意识, 便于早期发现异常, 改变认识、及时纠正。其

次, 对官兵进行适应环境、改善人际关系、稳定情绪、健全意志

品质和具有正确自我意识等教育内容, 提高官兵的心理“抗震

力”, 针对官兵的心理特殊时期, 送心理健康教育到基层, 通过

专题讲座和团体心理辅导以及个别咨询, 使官兵缓解心理压

力, 消除心理疾患。再次, 对基层干部和骨干进行培训, 教会他

们如何通过言语、行为、情绪和性格的改变早期发现自杀先兆

者, 并有组织地对其实施危机干预, 改变其认识, 帮助其克服

困难。

3. 3　健全部队危机干预体系　在总队医院开设心理科, 提供

热线电话并 24 小时有值班员, 在支队建立心理咨询所, 在大

队建立心理咨询站, 在中队成立“三互”小组 (每 3 人一组, 互

帮、互学、互助) , 随时发现情况随时报告, 做到上下联系, 职能

明确并自成体系。一经发现自杀苗头, 上下互动, 立刻投入自

杀危机干预工作。

3. 4　危机干预步骤

第一步, 组织连队干部和骨干看护当事人, 将可能用于自

杀的危险工具收藏起来, 确保当事人的生命安全。此为危机干

预的核心内容。

第二步, 对患者的自杀意念进行评估分析, 考虑自杀意念

的严重程度, 并将情况报告单位主管和相应的心理科、所、站,

组织有经验的心理医生部署进一步干预工作。

第三步, 进行心理辅导。给予自杀者心理支持, 鼓励其把

自杀意念讲出来, 并将所有烦恼、愁苦、哀伤和愤怒宣泄出来,

缓解紧张情绪, 在此基础上改变认知, 减轻其应急激和焦虑水

平。这一步非常重要, 有研究发现, 自杀未遂者再次自杀的可

能性仍很大[2 ]。

第四步, 帮助自杀者制定今后生活计划, 与患者一起回顾

他已经取得的成绩和他在生活中能获得的爱和关心, 与他一

起寻找生活中积极充满希望的东西, 克服眼前困难, 并使自杀

者承诺珍惜生命, 不再自杀。

我们自 1999 年在部队广泛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2001 年

建立心理咨询中心以来, 减缓部队官兵很多心理危机, 用以上

方法进行自杀预防取得了有效的成绩, 自杀现象明显较前些

年减少, 但仍在尝试中, 效果如何, 还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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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海军特训人员身心健康与人格的对比研究

沈兴华①　黄俊龙　周　建　蒋春雷

【摘要】　目的　为了探讨海军同一专业不同性别的特殊训练分队成员在经过特殊训练后, 在个性和身心健康方面的差异。方法

　运用 16PF、SCL - 90、FS- 14 和自编的意志品质量表对海军 56 名女性成员和 50 名男性成员进行心理调查, 然后进行统计检

验。结果　较长期高强度、高难度和高要求的军事训练磨练了成员的意志品质, 但过高则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 尤其是心理健

康; 男性特训人员比女性特训人员好幻想; 疲劳感受不是导致男、女特训队员心理健康差异的重要原因。结论　特别关注男性特

训分队人员的心理健康, 帮助他们学习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 学习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的方法, 塑造自己良好的人格, 从

而较好地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　海军; 对比研究; 特训人员; 人格; 身心健康

Compara tive Study of Physica l and Psycholog ica l Hea lth and Persona l ity between Navy Spec ia l- tra in ingM en andW omen. S hen

X ing hua, H uang J unlong , Z hou J ian, et al. D ep artm ent of N au tical M ed icine, SM M U , S hang hai 200433, P. R. Chi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 een differen t genders in personality and p sychosom atic health of the spe2
cial train ing persons w ith sam e specialty. M ethods　To app ly the questionnaires including 16PF, SCL - 90, FS- 14 and the self2
m ade one for the w ill pow er scor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data from 56 fem ale m em bers and 50 m ale m em bers. Results　

R elatively long term exposure to m ilitary train ing w ith h igh in tensity, h igh difficulty and h igh requirem ent could imp rove the w ill

pow er of all of the m em bers. But overload exercise m igh t impair their health especially the p sycho logical health; the m ale m em bers

had more illusions than fem ale ones; the feel of fatigue w as no t m ain influence facto r fo r the p sycho logical health difference of bo th

of them. Conclusion　 In order to m ain tain their health iness, w e should pay more atten tion to the m ale m em bers’ p sycho logical

health and to help them m aster the techn ique of m anaging the in ter2person relationsh ip , and to teach them how to modulate their

mood effectively to fo rge their better personalities.

【Key words】　N avy; Comparative study; Special train ing m em bers; Personality; Physical and p sycho logical health

　　特殊训练分队训练要求严格, 训练难度高、强度大。常常

使个体处于急性或慢性应激状态, 这种训练使个体的身心素

质得到较大的提高, 发挥着应激的积极效应或消极作用。本文

探讨同一专业不同性别的特殊训练群体经过特殊训练后, 在

个性和身心健康方面的差异。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1. 1. 1　研究组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 除了出公差、值班外,

对海军某分队的全部 50 名男性侦察员进行调查和测量, 有效

样本 43 份, 平均年龄为 21. 6±2. 43 岁, 受教育程度为: 初中 7

人 (16. 28% ) , 高中 27 人 (62. 79% ) , 中专 8 人 (18. 6% ) , 全部

未婚。受训月数 21. 53±25. 11。

1. 1. 2 对照组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 除了出公差、值班外,

对海军某分队的 56 名女侦察员进行了调查和测量, 有效样本

51 份, 平均年龄为 20. 4±1. 9 岁, 受教育程度为: 初中 5 人

(9. 8% ) , 高中 44 人 (86. 26% ) , 大学 2 人 (3. 92% ) 全部未婚。

受训月数 19. 35±13. 35。

1. 2 方法

1. 2. 1 　标准量表　用卡特尔十六种人格特质量表

( 16PF ) [1 ]、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2 ] 和疲劳量表 (FS -

14) [3 ]对上述人员进行测量。

1. 2. 2　自编量表　主要是意志品质量表和一般情况。意志品

质量表分为自觉性、自制性、坚韧性和果断性四个方面。每个

方面通过五道题目来测量, 每题有七个答案, 分别为: 完全不

是、基本不是、大多数不是、一半不是、大多数是、基本上是、完

全是。从中选择 1 个最符号自己的答案, 一半不是得 0 分, 完

全不是得- 3 分, 大多数是得 1 分, 完全是得 3 分。一般情况

有: 年龄、入伍时间、训练时间、当兵的感受、学历、与战友和干

部的关系。

1. 2. 3　施测　按照测验指导手册的要求, 由受到心理测量专

业训练且具有丰富测量经验的心理学专业人员负责实施。

1. 2. 4　数据处理　标准的量表测量结果输入陈国民博士编

制的简明心理测验软件获得因子分或标准分, 再输入 Excel

进行 t 检验, ς2 检验为带入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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