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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某省消防救援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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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调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1RYHO�FRUR�DYLUXV�GLVHDVH�����，�29,����）流行期间消防救

援人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分析其相关原因。方法：对����位消防救援人员进行社会人口学调查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检

查表��（3�/��，总分�≥���阳性）测评。结果：消防救援人员总体3�/��筛查阳性率为����％。队站干部、年龄小、

认为疫情是经历过的最有压力的事件的消防救援人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上具有更高的检出率（��������）。结

论：�29,����疫情流行期间消防救援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明显增加，身份、年龄、对疫情的主观评价是创伤后

应激障碍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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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1RYHO�FRUR�DYLUXV�GLVHDVH�����，�29,����）于����年初使我国湖北地区成为疫情重

灾区，并快速波及全国，肺炎疫情除了对人体生理健康直接造成威胁以外，对国人的精神健康也形成巨大的损害>��。消

防救援人员作为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之一，他们承担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亦为罹患精神疾患的潜在人群。

研究发现��％的消防救援人员有睡眠障碍，��％的消防救援人员有明显的心理压力，��％的消防救援人员抑郁症状呈阳

性，�％的消防救援人员焦虑症状呈阳性>��。西方有研究发现消防救援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376�）和自杀率发生比例

均较高>����。

在疫情期间，除了常规的消防救援任务外，消防救援队伍还担负协助开展医疗救治、防范院区火灾风险、监督检

查企业生产安全等责任，以及开展大面积洗消作业及其他防疫救援行动。消防救援人员不仅是疫情的亲历者，还要准

备应急救援>��。因此，疫情期间的消防救援人员面临多重任务及压力。

本研究对云南省一级普通消防队站救援人员经历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行调查研究，以期了解此

类人群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为未来消防救援人员的心理健康干预工作提供参考。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的方式，对云南省��个地州的一级消防站的救援人员（包括消防员和消防站干部）进行整

群抽样。共收集����名参与者（其中消防员����人、队站干部���人）的数据，全部参与者均为男性。剔除缺项数据

后，最后����份完整数据（�����％）纳入此次分析。

一级消防队站救援人员是指直接参与并承担日常消防救援工作的消防员和队站干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消防救援

人员均处于工作状态，且并未接触新冠肺炎患者未被隔离。

本研究方案获得同济大学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测者自愿、无记名方式完成在线问卷调查。在问卷调查

前均被告知调查方案、调查内容和研究目的，在同意接受问卷调查后开始正式的调查。

（二）方法

被调查者通过扫描微信二维码进入在线问卷调查（ZZZ�ZM[�F�）。调查内容包括一般社会人口学情况和心理健康

状态问卷调查两个方面的内容。一般社会人口学情况收集包括身份（消防员、队站干部）、年龄段（≤���岁、��a��

*通讯作者：毕婉蓉，����年�月，女，汉族，上海人，现任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分院内科主任医师，博士。研

究方向：高校常见病、多发病诊治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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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受教育程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等内容，其中工作属地生产总值参考国家公开数据>��并将之

分为较高地区、中等地区及较低地区三组。

心理健康状态问卷调查采用创伤后应激障碍检查表��（7KH� 376���KHFNOLVW� IRU��60��，3�/��）>��进行心理

健康状态自评。依据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五版（�60��）制定，由��个项目组成，�a�级评分，其问题和

症状是人们通常对一些紧张生活经历做出的反应，总分��分，分数越高表明创伤后应激水平越高，以总分�≥� ��

分为创伤后应激障碍（376�）症状筛查阳性标准。该问卷在国内外的研究中都表现出了良好信效度，3�/��中文

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信度良好。被调查者根据本人最近�周或�个月的实际情况，选择最符合自身情况的

选项。

（三）质量控制

使用统一的指导语，采用匿名填写的方式于统一时间和统一地点对研究对象用问卷星平台进行调查；由被调查者

自主回答后当场提交问卷；由调查者对问卷进行审核，剔除无效问卷。

（四）统计方法

运用6366�����统计软件，采用描述性分析、非参数检验、ORJLVWLF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采用例数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V）表示。组间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3HDUVR�卡方检验或校正卡方检

验。以多变量非条件ORJLVWLF回归分析强迫进入法，自变量引入标准为����，剔除标准为����，检验水准α� �����（双

侧）消防救援人员各类因素与3�/��筛查阳性的关联强度。

三、结果

（一）社会人口学资料

在本研究中，共有����名消防救援人员参与调查，����名参与者完成了调查（表�）。

表1�云南省一级消防队站消防救援人员人口学资料调查（��=�2971）

人数�构成比

组别
消防员 ���������

队站干部 ��������

年龄

≤���岁 ��������

��a��岁 ���������

≥���岁 ��������

工作属地生产总值

较高地区 ���������

中等地区 ��������

较低地区 ��������

文化程度

初中 ��������

高中 ���������

大专及以上 ���������

所在队站城乡属性
市�州府所在地及省会主城区 ���������

县（包括县级市）、乡、镇、村 ���������

所在中队每年工作量

����� ���������

≥����且������ ��������

≥���� �������

情感状态
单身（包括未恋爱、失恋、离异） ���������

有伴侣（包括恋爱中、已婚） ���������

疫情是经历过的最有压力的事件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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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防救援人员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调查（表�）。

表2� 消防救援人员心理创伤后心理应激障碍调查（��=�2971）

3�/��

组别 阳性人数 检出率（％） ��值 �值

��� ����

消防员 ��� ���� ������ �����

队站干部 ��� ����

年龄

≤���岁 �� ���� ������ �����

��a��岁 ��� ����

≥���岁 ��� ����

工作属地

*�3较高地区 ��� ���� ����� �����

*�3中等地区 ��� ����

*�3较低地区 ��� ����

受教育程度

初中 �� ���� ������ �����

高中 ��� ����

大专及以上 ��� ����

所在中队每年工作量

����� ��� ���� ����� �����

≥����且������ ��� ����

≥���� �� ����

情感状态

单身（包括未恋爱、失恋、离异） ��� ���� ����� �����

有伴侣（包括恋爱中、已婚） ��� ����

疫情是经历过的最有压力的事件

是 ��� ���� ����� �����

否 ��� ����

（三）某省消防救援人员样本创伤后应激障碍水平影响因素的/RJLVWLF回归分析

以3�/��筛查是否阳性为因变量，以表�中��������的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二元/RJLVWLF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消

防救援人员的身份、年龄和创伤与疫情关系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表�）。

表3� 消防救援人员特质与疫情关系对创伤后应激障碍有显著的预测作用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DOG���值 调整25值（��％��,） 3值

身份

消防员 � �����

队站干部 ����� ����� ������ �����������a������

年龄

≤���岁 ����� � �����

��a��岁 ������ ����� ����� �����������a������ �����

≥���岁 ������ ����� ����� �����������a������ �����

疫情是经历过的最有

压力的事件

否 � �����

是 ����� �����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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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讨论

同以往3�/��中文版应用研究相比较，���％的一线消防救援人员疫情前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本研究中，

����％的消防救援人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阳性。疫情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有明显影响。国外的研究中，消防救

援人员相比警察、政府官员、教育官员等公职人员来说，患有情绪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情况更明显>���。这可能是

消防救援人比其他公职人员有更高的工作负荷和工作压力。

本研究中，所有参与者创伤后应激障碍量表的筛查阳性率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消防救援人员承担了更多的

工作和心理压力，即使他们进行了适当的防范，仍然是面对着更加严峻的工作和精神负担。这与其他对抗疫一线群体心

理研究结果相似，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徐明川等对首批参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一线护理人

员进行了心理状态评估，研究结果显示，有�����％的一线护理人员出现不良情绪反应，大部分支援护理人员存在心理应

激反应>���。以往研究也证明，重大压力事件发生之后，消防救援人员会表现出更明显的负面情绪及更高的创伤后应激障

碍患病率，例如美国���灾难后世贸中心注册的消防救援人员有��％到��％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在另一起恐

怖袭击事件即����年的俄克拉荷马城爆炸案之后，��％的消防员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

本研究中，消防队站干部更易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结论也与同类研究吻合>���。消防救援人员职务越高，承担

的压力越大，有可能暴露在创伤中的强度越大、时间越长、经历的次数越多，而创伤暴露的强度和时程是376�重要

的影响因素>���。新冠肺炎疫情作为最强烈的应激事件，需要所有人包括消防救援人员在心理上进行一段时间的适应和

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容易产生较多的负面情绪和不良的身体反应，这可理解为调查问卷中选择“到目前为止疫情是经

历过的最有压力事件”的消防救援人员更容易表现出相关心理症状。年龄越小的消防救援人员更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

碍，也与以往的研究类似>������，在这两项研究中，年龄越小的消防救援人员存在的心理问题更明显。这可能是由于，

年龄小的消防救援人员会遇到更多的情绪处理问题，从而影响到心理的健康状况。

五、结论

与其他人群相比，消防救援人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严重程度更加明显。消防救援人员表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与以下三个因素明显相关：身份、年龄及疫情是否为经历过的最有压力的事件。消防队站干部、年龄越小、本次疫情

作为经历过的最大压力事件的消防救援人员更易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

为提高消防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建议重视消防员的心理健康工作，在政策制定和队站管理中融入心理健康教育内

容，预防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完善消防员心理健康服务，在消防员参与救援过程中或救援后进行心理健康普测，对

于筛查阳性的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减少发展为更严重精神障碍的可能性；关注重点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

如年龄较小的消防员、队站干部、对创伤的严重程度主观评价高的消防员；为消防员提供各种情绪应对技能训练和放

松减压活动。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自陈式量表研究可能存在研究对象偏移；研究样本可能会因地域限制带来结果缺乏普遍

性；本研究采用自评问卷开展的横断面调查研究，对纵向研究未列入研究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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