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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本文考察了 5·12 汶川大地震重灾区幸存者中青少年的 PTSD 症状特点及其变化情况。 方法：在地震

半年后和一年后分别使用儿童版事件冲击量表对 203 名青少年进行重复施测。 结果：①地震半年后，21.2%的青少年

可能罹患 PTSD； 地震一年后，19.2%的青少年可能罹患 PTSD。 总体罹患率变化不显著。 ②地震半年后， 伤残儿童

PTSD 检出率显著高于健全儿童；地震一年后，伤残儿童的检出率与健全儿童没有显著差异。 ③从得分上看，相对于

地震半年后表现出的 PTSD 症状，地震一年后灾区青少年在事件冲击量表各维度上的得分及总分均显著降低。 结论：

地震一年后，灾区青少年的 PTSD 症状有所缓解，但仍存在较大比例的 PTSD 高危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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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the developments of the symptoms in
adolescents exposed to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Methods： 203 adolesc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Children’s
Impact of Event Scale both half year and one year after the earthquake. Results： ①21.2% adolescents were at the risk of
developing PTSD half year after the earthquake; the positive incidence was 19.2% one year after the earthquake. ②
Compare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adolescents who were injured in the earthquake had higher risk of developing PTSD
half year after the earthquake; yet, the incidence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ose injured and healthy ones one
year after the earthquake. ③Adolescents reported lower scores in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one year after
the earthquake as compared with half year after. Conclusion： As time goes on, the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earthquake stricken adolescents relieved to some degree. However, the incidence still kept high.
【Key words】 PTSD； Questionnaire； Adolescent； Disabled children； CRIES-13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汶川地震灾

区心理援助应急研究》“灾后孤残儿童心理需要及心理援助研究”子

课题（KKCX1-YW-05）
通讯作者：张兴利，施建农

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是指个体经历威胁生命事件之后出现的一组

有特征性和持续存在的症状群， 并且导致一定社会

功能的丧失[1]。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4
版） 对该疾病的症状作了以下描述：“创伤后应激障

碍症状包括通过梦魇、 强迫性念头以及闪回对创伤

性事件进行再体验。 同时， 还包括了一系列回避行

为，比如回避能唤起创伤回忆的情景、人或物。最后，
还有普遍的焦虑水平的提高，过分警惕[2]。 ”

国内对 PTSD 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 1993 年何

鸣等对一起交通事故幸存者进行的研究 [3]。 该研究

利用 DSM-III-R 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描述，
逐条询问幸存者，以诊断其是否罹患 PTSD。 结果表

明车祸发生 3 个月后幸存者的 PTSD 的罹患率高达

36.36%，且 4 年后第二次调查罹患率依然是 36.36%。

此后，自 1998 年开始，国内关于 PTSD 的研究逐渐

增多，研究的对象也逐渐从成人扩展到青少年[4-8]。
在 5·12 汶川大地震中直接受灾的学生数量相

当庞大。国外的研究表明经历地震半年后，根据受灾

程度的不同，有 14~90%青少年可能罹患 PTSD[9]。 关

于本次地震造成青少年罹患 PTSD 的情况， 相关研

究正在不断补充 [10-14]。 本研究于地震半年后和一年

后两次对同一组被试进行测查， 以考察 PTSD 检出

率及症状随时间变化的规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四 川 省 绵 竹 市 某 乡 镇 学 校 4-8 年 级 学 生 ，共

203 人 。 男 生 99 人 ， 女 生 104 人 。 平 均 年 龄 是

12.202±1.574 岁。 健全儿童 184 人，男生 92 人，女生

92 人， 平均年龄为 12.108±1.600 岁； 伤残儿童 19
人，男生 7 人，女生 12 人，平均年龄为 13.116±0.905
岁。 被试利用课间在教室内完成问卷。 主试均为接

受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 第一次施测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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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 27 日—2008 年 12 月 29 日（约地震后

半年），第二次施测时间是 2009 年 4 月 15 日—2009
年 4 月 27 日（约地震后一年）。
1.2 工具

事件冲击量表儿童版（CRIES-13），共 13 个项

目，包括闯入（4 个项目）、回避（4 个项目）和唤起（5
个项目）三个维度。 采用 4 点量表的形式作答：1=几

乎没有，2=偶尔，3=有时，4=经常。 计分则按照 0、1、
3、5 计分。 全部项目累加总分大于或等于 30 分时，
被认为 PTSD 呈阳性，即可能罹患 PTSD。 临床检验

表明， 该量表在大样本筛查 PTSD 患者中具有良好

的信效度[15]。

2 结 果

2.1 PTSD 检出率的变化

2.1.1 前后两次 PTSD 检出率的差异 地震半年、
一年后， 被试样本 PTSD 检出人数及百分率见表 1。
卡方检验表明，地震半年后，伤残儿童的 PTSD 检出

率显著高于健全儿童 （χ2=5.496，df=1，P=0.034）；地

震一年后， 伤残儿童的 PTSD 检出率和健全儿童没

有显著差异（χ2=0.158，df=1，P=1.000）。
2.1.2 两组儿童 PTSD 转阴率和转阳率的比较 两

次施测结果显示， 地震半年后健全儿童 35 名 PTSD
阳性被试中有 12 名在地震一年后转为阴性，伤残儿

童的 8 名 PTSD 阳性被试中，有 7 人转阴，两组儿童

的转阴率和转阳率见表 2。 卡方检验表明，伤残儿童

的 转 阴 率 显 著 高 于 健 全 儿 童 （χ2=7.477，df=1，P=
0.034）。 原 来 PTSD 阴 性 的 被 试 中 ， 地 震 一 年 后

PTSD 阳性检出率则没有显著差异 （χ2=1.078，df=1，
P=0.299）。

表 1 前后两次 PTSD 阳性检出人数及百分率

表 2 两组儿童 PTSD 转阴率和阳性率的比较

2.2 PTSD 症状特点及变化情况

2.2.1 地 震 半 年 后 青 少 年 PTSD 症 状 地 震 半 年

后，各组被试 CRIES 各维度得分见表 3、表 4。 以性

别、年龄为自变量，地震半年后的事件冲击量表各维

度得分及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 结果仅

发现，年龄在 PTSD 总分（F(4，193)=2.847，P=0.025）
上的主效应显著，LSD 事后检验表明，11 岁组得分

显著高于 10 岁组（P=0.023）、14 岁组（P=0.010）；13
岁组得分显 著高于 10 岁组（P=0.024）、14 岁组（P=
0.010）。性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对伤残和健

全两组被试的 CRIES 三个维度得分与总分分别进

行 t 检验，结果表明，两组被试在三个维度上得分差

异不显著，在 CRIES 总分上差异显著，伤残儿童组

得分显著高于健全组（t=-2.008，df=201，P=0.046）。

表 3 地震半年后不同性别组 CRIES 得分

表 4 地震半年后各年龄组 CRIES 得分

2.2.2 地 震 一 年 后 青 少 年 PTSD 症 状 地 震 一 年

后，各组被试 CRIES 得分见表 5、表 6。 以性别、年龄

为自变量， 地震一年后事件冲击量表各维度得分及

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和

年龄的主效应均不显著， 交互作用不显著。 对伤残

和健全两组被试的 CRIES 三个维度得分与总分分

别进行 t 检验，结果表明，两组被试在各维度得分以

及总分上均无显著差异。

表 5 地震一年后不同性别组 CRIES 得分

2.2.3 前后两次 PTSD 症状比较 为了解样本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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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 CRIES 总分与各维度得分的差异，对数据进行

配对 t 检验。 见表 7。 结果表明，相比半年后，地震一

年后被试的得分不论是在闯入、回避、唤起三个维度

上，还是在总分上，均显著降低。

表 6 地震一年后各年龄组 CRIES 得分

表 7 两次 CRIES 得分差异

注：*P<0.05，**P<0.01，***P<0.001

3 讨 论

本研究表明， 灾区青少年震后一年的 PTSD 症

状较半年前有所缓解，其 CRIES 各维度得分及总分

都比半年前显著降低。另外，有 44.2%（n=19）的被试

在地震一年后由 PTSD 阳性转为阴性。 这都说明灾

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趋于好转。 但是， 本研究

还发现，对所选样本而言，一年后的 PTSD 阳性检出

率没有显著降低，说明 PTSD 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另

有 15 名被试一年后由 PTSD 阴性转为阳性， 提示

PTSD 的潜伏期存在个体差异。
本 研 究 试 图 从 性 别 和 年 龄 这 两 个 角 度 剖 析

PTSD 症状存在的个体差异。 但是，本研究中，青少

年 PTSD 症状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年龄差异也不稳

定。 国内已有的关于此次地震青少年 PTSD 症状的

研究表明女生 PTSD 的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男生 [16]。
但是，也有部分关于 PTSD 的研究 [17]发 现不存在性

别差异。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种差异受到很多其他

因素的影响，例如社会支持、对灾难的认知、应对方

式等[18-20]。
本 研 究 的 意 义 在 于 追 踪 考 察 同 一 批 样 本 的

PTSD 症 状 及 其 变 化 情 况， 真 实 地 揭 示 了 青 少 年

PTSD 的变化规律。 这个项目目前仍在继续，后续的

情况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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