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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唐山地震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行为问题研究, 对将近 2000份有关地震社会问题的问卷进

行了重新统计、整理, 归纳提炼出了与地震灾害心理伤害相关的内容。作者作为地震灾害的幸存者,

与灾民相伴,对他们进行了相关的心理帮助, 并作了大量和深入的调查研究, 了解灾害造成的心理伤

害程度,同时进行了灾害心理统计与分析, 总结研究了地震发生前后的各种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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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ith the research on the social recovery and soc ial behav iour in Tangshan earthquake area, the authors

m ake a statistic arrangem ent to the 2000 quest ionna ires on seism ically soc ial problem s and sort out the relevant con-

tents about earthquake-caused psycho log ical traum as. The authors as the surv ivors in the earthquake together w ith

the v ictim s and help those w ho necd psychological rescue. investigat ion show s the degree o f the w ictim . s psycho-

log ica l traum a from the earthquake. M eanwh ile a statistic ana lysis is m ade on d isaster psycho logy and various expe-

riences and lessons are studied and presented.

Keywords: earthquake d isaster psycho log ical traum a; soc ia l behav ior

人类对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关注, 一般都放在它对生命、财产产生的效应上,这是肉眼可以观察到的,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巨大破坏性不仅表现在物质方面的经济损失,而且表现在对社会秩序和人民生命安全

的威胁,尤其重要的是它能给人的心理带来强烈和显著的影响,特别是身临其境的受灾者,当灾难过后,强烈

的惊吓和悲恸刺激会使其处于一种非正常的心理状态, 如果不及时治疗, 容易产生灾后综合症, 对生活工作

造成严重影响。即使没有亲身经历过灾难的人, 看到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受伤或去世, 也会在心理上产生恐

慌、不安全感, 甚至带来持久的精神创伤。在唐山大地震发生后, 24万多人葬身在无情的残垣断壁之中, 无

数人流离失所,痛失亲人。然而,地震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灾难本身。 /身体易救, 心病难治。0幸存者虽然留

住了性命,但心中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可以说,没有健康心理的活人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 救人的根



本应该是拯救生命并恢复心理健康。

众所周之,地震灾害对人造成生理上的伤害,人们已有充分的认识和研究,并据此建立起地震医学、临场

救护及伤病防治等救灾对策。面对地震灾害给人的心理造成的伤害,人们缺少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更缺少完

整、系统、科学的措施,尤其是对灾害造成人的心理伤害进行救助的措施和对策研究。本文结合《唐山地震

灾区社会恢复与社会问题研究》中的社会行为的研究, 对将近 2000份问卷的社会行为问题从新统计、整理,

本文试图对唐山地震灾害与心理伤害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界定灾害心理内容的研究,以其引其对灾害

心理结构的分析,对灾害心理内容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唐山地震造成心理伤害内容界定与分析

在探讨地震灾害心理造成心理伤害的相关性之前, 我们应当首先了解什么是灾害心理。灾害心理是一

种在灾害条件下产生的心理现象。它是灾害发生之后人的生存环境的变异及其身心创伤的体验和心理行为

异常的反映。

其次是灾害心理的内容界定,本文作者通过对唐山大地震、岫岩、印度洋海啸引发的心理伤害的有关研

究及在地震灾害中人们的行为表现可归纳为 9个方面: 即灾害应激反应的异常、灾害需求倾向的异常、灾害

心理情绪的异常、灾害生理反应的异常、灾害适应能力的异常、灾害认知过程的异常、灾害交往心理的异常、

灾害行为反应的异常、灾害创伤后应激障碍。本文首先以唐山大地震为例加以阐述。

1. 1 地震灾害应急反应的异常

从表 1可以看出地震发生时人的应急反应,能够采取正确的方式的人比较少, 这说明在震时, 人由于心

理受到巨大的刺激,在短时间内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

表 1 震时人的应急反应

Table 1 Em ergency response o f people under earthquake

序号 项目 频数 /人 频率 /% 累计频率 /%

1 立即躲到床下或桌子下或炕沿下 275 22. 7 22. 7

2 跑出房外 568 47. 0 69. 7

3 跳出楼外 27 2. 2 71. 9

4 坐着不动,听天由命 339 28. 0 100. 0

合计 1209 100. 0

1. 2 地震灾害需求倾向异常

首先,唐山地震后,人们需求结构呈现出低层化特点,表现为物质性需求异常强化。在强烈的地震发生

后,由于人的生存条件被毁坏, 人的生命受到灾害环境的直接威胁,在生与死的选择面前, 求生本能驱使人们

把需求更多地支向物质内容,以保存自己的生命,因而使人的需求层次降低, 生命动力趋向朝单一的物质内

容靠近,使需求结构中的物质倾向得到强化。见表 2。

表 2 震后人的需求结构

Table 2 Dem and of peop le after earthquake

序号 项目 应答次数 /人 应答次数占总次数百分比 /% 应答人数占总人数百分比 /%

1 食品 1054 20. 5 58. 6

2 衣服 693 13. 5 38. 5

3 水 1213 23. 6 67. 4

4 搭临时棚 589 11. 4 32. 7

5 扒救家人 592 11. 5 32. 9

6 扒找自己的财产 83 1. 6 4. 6

7 投亲靠友 57 1. 1 3. 2

8 坚守工作岗位,保护国家或集体财产 202 3. 9 11. 2

9 得到单位领导的具体帮助 77 1. 5 4. 3

10 非常想听到党中央对唐山地震的态度和采取的 547 10. 6 30. 4

11 非常想见到身边的人 43 0. 88 2. 4

合计 5 150 100 286. 1

  注: 有效样本数为 1 8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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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的需求结构随着时间推移在变化。在震后的当天, 人们在物质和心理上都急需帮助, 而在过后

的一段时期内,由于人们的物质需要逐渐得到恢复,人的物质需要迅速的减少;而人的心理需要虽然减少,但

是仍然有部分人需要安慰和帮助。

从图 1中可以看出,对衣服、水、食物等基本生活物品需求的人在当天的数量是很多的, 随着时间推移,

在一星期以后,数量很快下降, 而安慰和帮助等心理需求则称平缓下降趋势。

1. 3 地震灾害心理情绪的异常

情绪与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和对象所持的态度体验,其产生是以客观事物和对象是否满足人的需要为

中介的。一切妨碍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事物和对象,都会引起否定的态度, 使人们产生痛苦、忧愁、厌恶、恐

惧、憎恨等不快之感。强烈的地震的突然袭击,使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在一瞬间都难以挽

回地失去了,人的心理极具恶化,人的情感剧烈震荡,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的情绪和情感波动。

情绪性变化是人们对外部刺激的情感性反应, 这些消极情绪在地震刚发生时表现的最为强烈,直到震后

一个多月,才开始逐渐得到平复。这说明, 强烈地震的巨大破坏作用对各种消极情绪产生了强烈的诱发作

用。值得注意的是,直到震后一年多的时间,具有这些消极情绪反应的人,在被调查人总数中仍占有不小的

比例, 这也再次表明地震给人们造成心理伤害的严重性。

图 1 震后人的需求变化

F ig. 1 Dem and change of peop le a fter earthquake

图 2 地震对人的情绪的影响

F ig. 2 Influence of ea rthquake on peop le. s m ood

由上图 2可以看出,在地震发生的当天,出现恐惧和悲伤的人数明显的多于其他类型的情绪变异,而在

一周以后,各种情绪变异的人数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在 3个月到一年的时期内,各种情绪变化的人数处于相

差不多的情况,而在震后一年以后,情绪异常又出现了上升趋势,其中悲伤、恐惧和忧愁多于另外几种情绪异

常。

1. 4 地震灾害生理反应的异常
地震灾害中如亲友死亡、社会环境的破坏等,这些不良的社会心理因素可引起抑郁、悲伤、恐惧等,当一

个人的心理压力长时间不能消除,又缺乏家庭、亲人关怀和支持, 久而久之,便可引起内分泌激素的分泌失

调、免疫功能下降等一系列的生理反应。继而可引起多种疾病 (称为心身疾病 ) ,常见的有:高血压、胃十二

指肠溃疡、冠心病、心律失常、支气管哮喘、偏头痛、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慢性溃疡性结肠炎、荨麻疹、月

经失调、阳痿 (部分 )、牛皮癣、腰腿痛等。近来的研究还发现, 癌症发病和白细胞增高,也与心理压力有关。

1. 5 地震灾害适应能力的异常

在遭受巨大心理创伤的条件下, 震后一段时期内,一些人出现了种种心理不适应的情况,由心理不适应

主要导致了 3类负向行为, 一是违规行为,如到商店拿东西,到粮店拿粮食;二是违德行为, 如见危不救,不管

单位和他人;三是违法行为,如抢银行和仓库, 抢别家的东西。产生这些行为主要是受灾者在灾后由于恶劣

生活条件和思想出现逆向转变造成的。见表 3。

1. 6 地震灾害认知过程的异常

首先是对地震流言的态度,据邹其嘉等人调查, 有近 2 /3的人对地震流言持半信半疑 ( 59% )或完全相

信 ( 5. 1% )的态度;对其根本不相信的只占 ( 23. 6% )。地震造成人的心理无法正确的认知周围事物, 使人产

生了从众心理。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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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巨大灾难给人们心理的打击,约有 17. 3%的人萌生离开唐山出走他乡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甚至

持续半年之久,由此可知地震造成的巨大心理悲痛和心理阴影。

表 3 震后出现的消极行为及其次数

Table 3 Negative behav iour occurring a fter earthquake and co rresponding times

序号 项目 应答次数 /人 应答次数占总次数百分比 /% 应答人数占总人数百分比 /%

1 到商店拿东西 354 31. 8 61. 5

2 抢银行和仓库 42 3. 8 7. 3

3 抢别家东西 323 29. 0 56. 1

4 见危难者不救 101 9. 1 17. 5

5 到粮店拿粮食 126 11. 3 21. 9

6 不管单位和他人 166 14. 9 28. 8

合计 1112 100. 0 193. 1

   注: 有效样本为 576人。

表 4 震后人的从众心理 ) ) ) 选择 /大伙

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0人数

Tab le 4 Peop le. s psycho logy fo llow ing crowd

a fter earthquake instantly

序号 项目 频次 频率 /%

大伙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没有 1561 83. 6

有 305 16. 7

合计 1868 100. 0
图 3 震后想离开唐山的人的人数变化

F ig. 3 Change o f number of peop le to want to leave Tangshan

  从上图 3可以看出,震后产生想离开唐山的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减少, 在震后一个月后人数最

少,但是在半年后,人数又出现增加现象。

1. 7 地震灾害交往心理的异常

人的交往心理主要体现在震后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关系, 也就是人际关系的变化上,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

( 1)社会亲和力增强。所谓亲和力是指个人企求合群、企求群体包容的心理动力。人的心和需求是一

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在常时,由于人们之间的社会职业、社会角色以及爱好、兴趣等不同, 使得人们的亲和行

为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地震给人们造成了恐惧心理、孤独感和失落感。震灾一瞬间夺取了人们的一切:基本

生存条件、亲人朋友、个人财产以及工作学习的条件等。这种严重的心理创伤和恶劣的外界环境, 必然强化

受灾者的亲社会行为。

调查表明,见表 5。在 2 294个调查对象中, 有 96. 4%的人在震后感到离开组织和社会个人难以生存。

产生亲社会行为的具体原因有多种, 分布频率较大的是因为街道、单位发放救济品, 自己埋压被救出和医疗

队为自己和亲人治伤。

表 5 对 /震后是否感到离开组织和社会个人难以生存0的回答

Tab le 5 An answ er to / if it is difficult for person. s surv ival to leave org an ization or soc ie ty after ea rthquake0

回答 是 否 合计

人数 /人 2211 83 2294

占比例 /% 96. 4 3. 6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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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会责任感明显增强。人际交往中的责任, 是在彼此深化交往中形成的义务关系。在正常社会条

件下, 这种义务关系有 3种基本形态,一是先天具有的 (如父母对子女 ) ;二是社会角色赋予的 (如教师对学

生 ) ;三是自我认可的 (如爱人之间、朋友之间的责任 )。震后社会责任感具有十分明显的强化趋势。这是因

为震后特定的生存条件,在同一时间里将社会上所有的人都置于共生死的境遇中。大灾当前,人们只有两条

路可走,要么相互帮助,共同抗灾,求得生存;要么各自逃难,不管他人,最终为灾害所吞没。在生死面前, 人

们自然要选择有利于生存的机会,彼此团结,同舟共济, 主动自救互救, 互相之间形成一种责任关系。这种责

任关系表现为一种人道主义的利他精神。调查表明,在 1559份有效问卷中, 分别有 64. 4%和 44. 6%的人选

择了抢救被埋压的人和救助受伤者, 这是震后社会责任感明显增强的有力证明。

1. 8 地震灾害行为反应的异常

地震导致人的行为异常的表现形式很多, 由于问卷项目限制, 在此仅对人的交往行为进行论述。地震对

人的交往行为产生影响,主要使人产生焦急的感觉, 在 1 868人中, 共有 238人因为各种原因同其他人发生

了冲突,种类如表 6。

表 6 发生冲突的原因

Table 6 C ause for conflic t

序号 种类 争吵人数 /人 占争吵总人数百分比 /%

1 食物 29 12. 2

2 水 3 14. 3

3 钱物 3 1. 3

4 住房 23 9. 7

5 领取救济品 29 12. 2

6 医疗问题 4 1. 7

7 不能容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行为 15 6. 3

8 遇事不冷静 8 3. 4

9 不知为啥发火 7 2. 9

10 因自己说话声应引起对方误会 3 1. 3

11 因心情不好爱发脾气 7 2. 9

12 对方说话无理、蛮横 23 9. 7

13 对方做事不公正 40 16. 8

14 对方仗势欺人 13 5. 5

合计 238 100. 0

1. 9 地震灾害创伤后应激障碍

地震造成人的各项心理异常进一步发展, 如果得不到及时救助,就会造成人的心理的崩溃, 导致人的心

理创伤性障碍。从发生根源上看有 3个方面。首先是地震造成的人的生存条件的毁坏,使人们难以在短时

间内确立正常心理生活的外部支持系统。虽然大规模的救灾生活可以临时解决人们急需的衣食住用等方面

的生活需要,但这绝对无法同正常条件下的生活情景相比,所以,人们心理反应的外部平衡条件,很难像正常

环境中那样有效地发挥作用。其次是地震可能诱发的诸多次生灾害,如水灾、疫病流行、环境灾害、地质灾害

等等, 时刻威胁着灾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些次生灾害让人们长时间处于恐惧、忧虑之中,惊悸的心绪久

久难以平静。三是地震本身的威胁。遭受过强烈地震灾害打击的人们,对可能再发生的地震极为敏感。人

们时常会受到各种有关地震的传言、谣言及信息的影响。出现离家避险、外出逃难、情绪波动等异常反应,干

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因此,遭受地震打击的人们,会长时间受到恐震心理的影响。

强烈的地震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给人们心理留下强刺激反应背景,使人们对地震灾害的感受反应造成

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表 7可以看出, 地震很明显的在人们心中造成了长时间的阴影。

表 7 回想唐山地震的感受

Tab le 7 Fee ling in reca ll o f T ang shan earthquake

序号 项目 频数 频率 /% 累计频率 /%

1 担惊受怕 1033 59. 7 59. 7

2 无所谓 552 31. 9 91. 6

3 从无担惊受怕的感觉 146 8. 4 100. 0

合计 1731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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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结

地震灾害给人们造成的惨烈灾难,不仅在于它在一瞬间摧毁了一座城市,给人们留下一片疮痍满目的物

质废墟,还在于它同时给人们的心理造成了巨大伤害,然而。人的心理世界,留下一片难以抚平的痕迹。

经历灾难的人们至今仍然难以忘记灾害发生后那可恐怖的情景, 黑云惨淡, 闪光怪异,人们挣扎着从残

痕断壁和随时瓦砾中爬出来,抖落满身的灰尘,抹去身上的血迹,还来不及完全弄清身边发生的巨大变故,眼

前就突然展现出一片可怕的场景。脚下成为惨不忍睹的死亡之地。自己和家人多年苦心经营的家园和财

产,已化为墟土, 荡然无存。原先确立的生活和理想,顷刻之间成为泡影,,。

灾害给人类造成的心理伤害。是无形和不可见的, 人们则常常予以忽视。作为受伤害的直接受体的人,

在灾害中既会受到躯体的损伤,同时也会受到心理上的伤害。灾害给人们造成的躯体损伤,直接源于灾害的

人工构筑物的毁坏和地质地貌的破坏。表现为身体受伤或生命死亡, 是地震灾害对人类生命的直接危害。

而地震给人的心理造成的损伤,其发生机理则远比躯体损伤要复杂得多。它既可以因个人身体遭受的伤害

而引起,由躯体伤害引伸到心理伤害;也可以因个人难以承受家毁人亡、亲朋离散的打击而造成心理上的创

伤;还可以因个人对环境的异常难以适应,而出现心理活动失调,虽然地震灾害给人们造成的心理伤害是无

形的, 但它的影响却是巨大的、极具破坏性的, 因此,在地震灾害求助和防灾时,应将灾害心理的治疗和求助

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好,从而减轻人们的心理创伤,焕发斗志,搞好灾害救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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