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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地震后不同灾情地区老年人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黄河清 1 　杨惠琴 2 　韩布新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院重点实验室老年心理研究中心 ,北京 　100101)

　　〔摘　要〕　目的　调查 5·12地震后 6个月不同灾情地区老年人创伤后应激障碍 ( PTSD )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方法 　震后 6个月在极重灾

区、重灾区及一般灾区使用自编个人基本情况调查表、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 ( IES2R) ,调查共 470名 60岁以上老年人。结果　震后 6个月 ,灾区老年

人 PTSD总的发生率是 3219% ,极重灾区、重灾区和一般灾区 PTSD发生率分别为 5613%、2516%、2616%。 IES2R得分的影响因素在极重灾区为民

族 ,重灾区为性别和地震时恐惧感 ,一般灾区为教育水平、宗教信仰、以前创伤经历和地震时恐惧感。结论　震后 6个月老年人 PTSD发生率较高 ,极

重灾区老年人尤其需要灾后心理干预工作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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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也对灾民的心

理造成巨大的创伤。创伤后应激障碍 ( PTSD )是灾难后人们常

见心理反应 ,其发生率为 317% ～60%不等〔1〕,受灾时的初始暴

露水平影响其发生率。Carr等〔2〕在澳大利亚地震后 6个月调

查发现高、低暴露组 PTSD 发生率分别是 1813%和 11%。另

外 ,研究采用的诊断工具也影响 PTSD的发生率。Chen等〔3〕在

台湾 9·21地震后两年使用 Davidson Trauma Scale的简版 SPAN

发现 PTSD的发生率是 2019% ;而 Chou等〔4〕使用 M ini2Interna2
tional Neurop sychiatric Interview (M IN I)诊断的结果是 917%。

9·11恐怖袭击后 2个月 , Silver等〔5〕使用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

( IES2R)发现 PTSD 发生率是 17% ; Schlenger等〔6〕使用 PTSD

Checklist( PCL)诊断的结果是 1112%。 IES2R 是目前使用最多

的 PTSD诊断工具之一 ,在过去研究中表现出很好的信度、效

度〔7〕。目前针对老年人 PTSD的调查很少。为了解老年人在

灾后的应激反应特点和规律 ,本课题组于汶川地震后 6个月在

四川极重灾区、重灾区和一般灾区分别取样 ,调查不同灾情地

区老年人的 PTSD发生率及影响因素。

1　对象及方法

111　对象 　在成都、德阳及绵阳调查 470名 60岁以上老年

人。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汶川地震灾害范围评估结果对极重、重

和一般灾区的划分 ,其中极重灾区 (北川县、安县、什邡市和都

江堰市 )老年人占 2119% ,重灾区 (绵阳市涪城区、游仙区、江

油市和广元市利州区 )占 3411% ,一般灾区 (绵阳市区、德阳市

区和成都市区 )占 44%。470名老年人中 ,男性 4514% ,女性

5416% ; 60～74岁者 6614% , 75岁以上者 3316% ; 6711%在婚 ,

3219%丧偶或离婚 ;小学文化及文盲者 5615% ,初中及以上者

4315% ;汉族占 9119% ,羌族占 618% ,其他民族占 113%。极

重灾区、重灾区和一般灾区人群人口学资料近似匹配 ,仅教育

水平有差异 ,见表 1。

表 1　不同灾区老年人人口学特征 ( n )

极重灾区 重灾区 一般灾区

性别 男 39 73 99

女 64 84 106

年龄 60～74 65 98 149

75以上 38 62 58

婚姻 在婚 60 102 146

不在婚 40 55 56

教育水平 小学及以下 711) 861) 951)

初中及以上 241) 691) 1011)

宗教信仰 无 64 102 136

有 37 51 61

　与其他灾区组比较 : P < 0101

112　方法 　采用自编人口学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

宗教信仰和以前的创伤经历等 )及地震期间经历问卷 (包括是

否被困、目睹房屋倒塌、目睹死亡及接触尸体等 )、事件影响量

表修订版 ( IES2R )。 IES2R得分 > 35分诊断为 PTSD〔7〕。由当

地经过培训的志愿者入户访谈 ,得到允许后逐一询问各项目。

1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51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单因

素方差分析、χ2 检验和多元分层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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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1　PTSD发生率　震后 6个月 , PTSD总发生率是 3218% ,极

重灾区、重灾区和一般灾区 PTSD发生率分别为 5613%、2516%、

2616%。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 ,极重灾区的老年人 IES2R得分

〔(37130 ±19128)分〕非常显著高于重灾区〔(23139 ±16156)分 〕

和一般灾区〔(23172 ±15167)分〕( F = 26181, P < 01001) ,重灾区

与一般灾区得分无显著差异 (P > 0105)。

212　PTSD发生率的影响因素 　以 IES2R得分为因变量 ,人口

学特征 (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是否有宗教信

仰、之前的创伤经历 )为第一层自变量 ,地震期间经历 (是否被

困、是否受伤、是否目睹房屋毁损、是否有恐惧感、是否有亲友

伤亡、是否目睹亲友或他人死亡、是否目睹或接触尸体等 )为第

二层自变量 ,做分层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 ,老年人 IES2R得分的

影响因素在极重灾区为民族 ;重灾区为性别和地震时的恐惧

感 ;一般灾区为宗教信仰、教育水平、以前的创伤经历和地震时

的恐惧感 ,见表 2。

表 2　不同灾区老年人 PTSD发生率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变量
极重灾区

模型 1　　　　　　模型 2
重灾区

模型 1　　　　　　模型 2
一般灾区

模型 1　　　　　　模型 2

性别 01113 01093 012971) 012361) 01086 01049

年龄 - 01044 - 01032 - 01109 - 01050 - 011571) - 01107

婚姻 - 01169 - 01140 01052 01032 - 01090 - 01082

民族 014101) 013231)

教育水平 - 01030 01060 - 01070 - 01037 - 012271) - 011342)

宗教信仰 - 01043 - 01078 01136 01056 011771) 011711)

以前创伤经历 - 01034 - 01037 01030 01019 01119 011522)

是否被困 01143

是否受伤 01056

是否目睹房屋倒塌 01108 01139 01103

无或有一点恐惧感

明显恐惧感 - 01045 011922) 011931)

强烈的恐惧感 01101 012991) 013651)

是否目睹死亡 - 01012

是否有亲友死亡 - 01004

是否有亲友受伤 01116

是否接触尸体 01175

Adjusted R2 ( P) 012761) 012331) 012541)

　1) P < 0101, 2) P < 0105

3　讨 　论

311　PTSD 发生率 　本研究发现老年人群 PTSD 发生率是

3218% ,不同灾区发生率分别为 5613%、2516%、2616%。与

Geonjian等〔8〕的结果相似 ,却低于过去采用不同诊断工具的同

类调查结果〔2, 4, 9〕。影响 PTSD发生率的可能原因包括应激源、

调查人群及诊断工具的标准与检出率。不同诊断工具的检出

率不同 ,通常采用症状检查的问卷比结构化访谈对精神障碍的

检出率要高〔10〕。

312　PTSD影响因素 　本研究发现极重灾区老年人 PTSD发生

率显著高于重灾区和一般灾区 ,与相关研究〔2, 8, 11〕结果类似。

本结果显示极重灾区少数民族老年人 ISE2R得分显著高于

汉族。目前还没有研究报道汶川地震后 PTSD发生率的民族差

异。本次调查的极重灾区老年人主要集中在北川羌族自治县 ,

因此少数民族人口占 31%。少数民族老年人 ISE2R得分高 ,可

能与少数民族老年人在搬迁后 ,生活习惯发生很大变化有关。

Galea等发现 911恐怖袭击后 , PTSD发生率出现种族差异 ,多米

尼加和波多黎各裔居民更易出现 PTSD症状〔12〕。

本研究发现重灾区老年人 IES2R高得分的预测因素有女性

和地震时明显和强烈感到恐惧。以往很多研究发现女性更易

发生 PTSD〔2～4, 13〕。我们也发现重灾区的女性 ISE2R得分显著

高于男性 ,符合预期。女性更易发生 PTSD可能与女性面对灾

难打击时更脆弱、更容易表现出真实情感有关。Kilic等〔14〕的

研究发现创伤压力症状清单的分数与地震时的恐惧感有关 ,其

他研究也有相同发现〔15, 16〕。

一般灾区老年人 IES2R高得分的预测因素有低教育水平、

有宗教信仰、以前有创伤经历和地震时有明显和强烈恐惧感。

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似〔3, 11, 13〕。这可能因为高教育水平者有更多

有效应对灾难的策略 ,低教育水平者更容易产生对灾难的负性

认知。本研究发现有宗教信仰者更易发生 PTSD。本次调查一

般灾区信仰佛教者约占总人数的 25% ,占有信仰者的 79%。佛

教讲究因果 ,突发的地震受灾可能使得信仰者的感受与之前对

宗教的认知发生矛盾 ,从而产生应激障碍。B reslau等〔17〕的研

究发现以前的创伤经历会显著影响 PTSD的发生率 ,与我们的

结果类似。

本研究因受时间和条件限制未能进行 PTSD临床诊断 ,而只

采用 IES2R进行了筛查。在日后追踪研究中 ,我们将增加这一内

容 ,并调查灾情不同地区老年人 PTSD的转归情况 ,为了解老年

人地震后的应激反应特点提供更多资料。震后 6个月 ,四川灾区

老年人的 PTSD发生率依然处在高水平 ,极重灾区老年人尤其突

出。在心理干预工作中 ,要重点关注极重灾区老年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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