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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心理问题及心理健康需求,为海外医疗队开展心理干预

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自编抗击埃博拉军人心理健康需求半开放式问卷,对某部派出的赴利比里亚抗击

埃博拉疫情的130名军人进行调查,按人员类别分组,进行卡方检验。结果:(1)需要心理服务的军人47人,

占39.2%;(2)军人常见的心理问题排在前四位的依次为工作压力、情绪问题、东西方文化冲突和人际交流问

题,医生、护士和行政后勤不同人员类别间常见心理问题比率无显著差异(p>0.05);(3)军人遇到心理问题的

常用处理方式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娱乐消遣、亲人朋友支持、书报电视、运动宣泄,不同人员类别间无显著差

异(p>0.05);(4)军人最喜欢的心理健康服务方式依次是心理训练、书报影视、与专业人员进行交流、心理讲

座,医生、护士对心理训练的需求显著高于行政后勤人员(p<0.01);(5)心理干预内容依次是情绪与压力管

理、重大事件应激心理调适、心理健康分析、掌握心理状态的方法,护士和行政后勤组在重大事件应激心理调

适内容上的需求显著高于医生组(p<0.05),行政后勤组在心理学常识教育内容上的需求显著高于护士组(p
<0.05);(5)军人希望开展的心理训练项目有情绪调控训练、心理承受能力训练、压力管理训练、应急能力训

练等,不同人员类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心理问题及心理健康

需求存在明显的人群差异,心理干预要充分考虑人群特点和需求差异,以提高其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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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3月以来,埃博拉疫情在西非大规模爆发,感染及死亡人数都达到历史最高。世界

卫生组织在2014年8月宣布埃博拉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而利比里亚是当时

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我国于2014年10月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援利医疗队,于2014年

11月赴利比里亚执行抗击埃博拉出血热任务,这是我军首次成建制赴海外执行烈性传染病防控任

务。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抗震救灾和国际维和任务,没有既往经验和现成模式可借鉴[2]。面

对严峻的疫情、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医疗队员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心理压力。研

究[3-5]认为,海外执行特殊任务军人承受较大的心身压力,是心理问题的高发人群。因此,了解援利

医疗队官兵的心理需求,探讨海外执行烈性传染病防控任务军人的心理干预方法,对维护海外执行

411

收稿日期:2016-09-13
作者简介:杨国愉,第三军医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全军医药卫生“十二五”重大项目“军人信息损伤的预警与防护”分课题“公共安全信息风险认知的评估

及预警”(Aws13J003),项目负责人:杨国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

方案研究”(11XSH016),项目负责人:杨国愉;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专业学位研究生心

理健康教育方案研究”(yjg153027),项目负责人:杨国愉;第三军医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灾害心理卫

勤保障理论与实践”(2016XRW04),项目负责人,张晶轩。



特殊任务军人心理健康、维护部队安全,探索海外远程心理卫勤保障及提升部队战斗力均具有十分

重要的研究意义。本研究以执行海外烈性传染病防控任务的军人为调查对象,了解其常见的心理

问题及心理健康需求,探讨军人执行海外特殊任务的心理干预方法,旨在为探索海外执行特殊任务

军人心理健康保障提供参考。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整群抽取某部派出的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疫情130名军人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130份,回
收128份,回收率98.5%,剔除无效问卷(信息填写不完整、漏答、空白、全部相同选项等)8份,获得

有效问卷120份,回收有效率93.8%。其中,男性47人(39.2%)、女性73人(60.8%);年龄19~51
岁,平均(35.99±7.03)岁;医生26人(21.6%),护士64人(53.3%),行政后勤人员30人(25.0%)。

(二)研究工具

援利医疗队军人心理健康需求调查表:根据文献回顾资料、既往心理服务工作经验和援利医疗

队的前期调研结果,自编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心理健康需求半开放式调查表,包括遇到的心

理问题、心理问题的产生原因、心理服务方式和内容、心理训练等。
(三)研究程序

在集训1周内,对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的130名军人进行团体心理测试,由1名主试和2名

辅试主持(主试人员均为高级职称心理学专业教师,辅试人员均为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进行。
被试无记名填写问卷,统一指导语,统一测试方法和程序,现场施测,当场收回问卷。测试在2014
年10月10日进行,完成后问卷统一收回。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ForWindows统计软件包对实验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百分率表示,人群分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对心理健康需求概况

在120名援利医疗队员中,认为需要心理服务的军人47人(39.2%),不需要心理服务的军人

47人(39.2%),持无所谓态度26人(21.7%)。
(二)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常见心理问题

调查显示,在列举的7类常见心理问题中,选择1项常见心理问题的援利军人26人(21.7%),
选择2项常见心理问题的军人20人(16.7%),选择3项常见心理问题的有22人(18.3%),大于4
项及以上的有9人(7.5%)。排在前四位的心理问题依次是工作压力问题(47.5%)、情绪问题

(30.8%)、东西方文化冲突问题(18.3%)、人际交流问题(17.5%)。不同人员类别比较:医生、护士

和行政后勤人员在常见心理问题比率无显著差异(p≥0.05)。见表1。
表1 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常见心理问题(%)

心理问题 总体(n=120) 医生(n=26) 护士(n=64) 行政后勤(n=30)

工作压力问题 47.5 34.6 56.3 40.0
情绪问题 30.8 30.8 39.1 13.3

东西方文化冲突 18.3 19.2 21.9 10.0
人际交流问题 17.5 23.1 20.3 6.6
家庭矛盾问题 16.7 19.2 12.5 23.3
自我价值问题 10.0 15.4 9.4 6.6

其他问题 4.2 3.8 6.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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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心理问题的处理方式

执行任务军人对心理问题的常用处理方式前四位依次是娱乐消遣(35.8%)、亲人朋友支持

(35%)、书报影视(28.3%)、运动排解(27.5%)。不同人员类别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见表2。
表2 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处理心理问题的常用方式(%)

心理问题处理方式 总体(n=120) 医生(n=26) 护士(n=64) 行政后勤(n=30)

娱乐消遣 35.8 38.5 37.5 30.0
亲人朋友支持 35.0 23.1 42.2 30.0

书报影视 28.3 23.1 32.8 23.3
运动排解 27.5 30.8 28.1 23.3

网络 23.3 38.5 18.8 20.0
找专业人员咨询 13.3 15.4 15.6 6.7

其他方式 10.0 7.7 9.4 13.3.6

  (四)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心理健康服务的方式

援利医疗队军人最喜欢的心理健康服务方式前四位依次是放松训练(39.8%)、书报影视

(34.7%)、与专业人员进行交流(27.1%)、听心理讲座(26.3%)。不同人员类别比较:医生、护士对

团体心理训练的需求显著高于行政后勤人员(p<0.01)。见表3。
表3 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心理健康服务方式需求(%)

心理健康服务方式 总体(n=118) 医生(n=25) 护士(n=64) 行政后勤(n=29)

心理训练 39.8 36.0 43.8 34.5
书报影视 34.7 28.0 37.5 34.4

与专业人员交流 27.1 16.0 32.8 24.1
心理讲座 26.3 20.0 26.6 31.0
个别咨询 16.9 12.0 20.3 13.8
团体辅导 15.3 12.0a 21.9a 3.4
网络咨询 6.8 12.0 4.7 6.9
电话咨询 5.9 8.0 6.3 3.4
其他方式 0.8 4.0 0.0 0.0

       注:a,p<0.01,与行政后勤人员比较

(五)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需求

援利医疗队军人希望开展的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有:情绪与压力管理(45.3%)、重大事件应激

心理调适(39.3%)、心理健康分析(22.2%)、掌握心理状态的方法(21.4%)、心理评估与预警

(19.7%)、心理学常识教育(18.8%)、心理异常与识别(17.1%)、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方法(13.7%)、
如何处理家庭矛盾(12.8%)、婚姻恋爱中的心理调适(5.1%)、自杀的心理预防与干预(1.7%)。不

同人员类别比较:护士和行政后勤组在重大事件应激心理调适需求显著高于医生组(p<0.05),行
政后勤组在心理学常识教育内容上的需求显著高于护士组(p<0.05)。见表4。

表4 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心理健康服务内容需求(%)

心理健康服务内容 总体(n=117) 医生(n=25) 护士(n=64) 行政后勤(n=28)

情绪与压力管理 45.3 44.0 50.0 35.7
重大事件应激心理调适 39.3 24.0 48.4a 32.1a
心理健康分析 22.2 12.0 28.1 17.9
掌握心理状态的方法 21.4 20.0 25.0 14.3
心理评估与预警 19.7 24.0 17.2 21.4
心理学常识教育 18.8 20.0 10.9 35.7b
心理异常与识别 17.1 12.0 20.3 14.3
心理咨询与治疗 13.7 8.0 17.2 10.7
如何处理家庭矛盾 12.8 16.0 10.9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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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恋爱中的心理调适 5.1 4.0 4.7 7.1
自杀的心理预防与干预 1.7 4.0 1.6 0.0
其他 0.9 4.0 0.0 0.0

      注:a:p<0.05,与医生比较;b:p<0.05,与护士比较

(六)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心理训练的内容需求

援利医疗队军人希望开展的心理训练内容有:情绪调控训练(36.2%)、心理承受能力训练

(35.3%)、压力管理训练(34.5%)、应急能力(31%)、角色适应训练(25.9%)、团队精神训练(25%)、
挫折耐受力(25%)、生存技能(23.3%)、人际交往训练(19.8%)、协作能力训练(19.8%)、认识自我

训练(19.8%)、建立信任训练(17.2%)、职业规划训练(6%)、创造力训练(5.2%)。不同人员类别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表5 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心理训练内容需求(%)

心理训练内容 总体(n=116) 医生(n=25) 护士(n=63) 行政后勤(n=28)

情绪调控训练 36.2 36.0 41.3 25.0
心理承受能力训练 35.3 32.0 44.4 17.9

压力管理训练 34.5 28.0 38.1 32.1
应急能力训练 31.0 24.0 38.1 21.4
角色适应训练 25.9 24.0 28.6 21.4

挫折耐受力训练 25.0 24.0 28.6 17.9
团队精神训练 25.0 12.0 30.2 25.0
生存技能训练 23.3 24.0 30.2 7.1
认识自我训练 19.8 20.0 20.6 17.9
人际交往训练 19.8 20.0 19.0 21.4
协作能力训练 19.8 16.0 22.2 17.9
建立信任训练 17.2 12.0 20.6 14.2
职业规划训练 6.0 0.0 6.3 10.7
创造力训练 5.2 4.0 6.3 3.6
其他训练 0.9 4.0 0.0 0.0

三、讨 论

了解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存在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需求是开展执行任务军人心理健康保

健的前提。由于本次任务的特殊性,使援利医疗队军人面临强大的压力,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员都

没有相关的海外执行任务的经验,容易产生心理问题。调查显示,在130名援利医疗队员中,认为

需要心理服务的军人47人(39.2%),选择至少2项心理问题的军人51人(42.5%)。由此可见,心
理问题在出发前普遍存在,可能由于前期对心理的工作认识不足,导致对心理服务的需求程度不太

高。其中,工作压力、情绪问题、东西方文化冲突和人际交流问题是赴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军人最

常见的心理问题,这与前期的研究[6]相一致。提示执行任务军人在国内阶段存在的心理问题主要

是适应性心理问题,如特殊环境适应、重大任务适应和人际适应等。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人员类

别军人心理问题分布基本相同。
调查结果显示,援利医疗队军人最喜欢的心理健康服务方式前六位依次是心理训练、书报影

视、与专业人员进行交流、听心理讲座、个别咨询和团体心理辅导,医生、护士对团体心理辅导的需

求显著高于行政后勤人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与心理专业人员进行一对一交流或个别心

理咨询,不仅能深入探讨、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很好地保护了个人隐私;心理讲座有较好的趣味性和

互动性,内容丰富,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获得心理学相关知识[9];团体心理辅导利用团体动力理

论和人际关系相互作用理论,让个体在团体中通过积极参与活动,通过认识自我、接纳自我,调整改

善与他人的关系,学习新的态度与行为方式,达到发展良好适应行为的目的。通过团体活动,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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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协助团体成员发展个人潜能,学习解决问题及克服情绪、行为上的困难。尤其是心理辅导以游

戏、角色扮演等参与性较强的形式开展,队员在团体中能更多的感受到平等、轻松的氛围。而放松

训练、书报影视虽在国内容易实现,且被广大军人认可,但在利比里亚艰苦的环境中实现难度较大,
在前期出发前准备阶段可考虑准备。由此可见,在此后的援利医疗队军人的心理服务工作中应将

放松训练、书报影视、与心理专业人员进行交流、心理讲座、个别咨询、团体心理训练等形式结合起

来,全方位、多角度的为援利医疗队军人提供心理服务。
选择恰当的心理健康服务内容和心理训练内容是援利医疗队心理保健的基础和前提。调查发

现,援利医疗队军人希望开展的心理健康服务的内容有:情绪与压力管理、重大事件应激心理调适、
心理健康分析、掌握心理状态的方法、心理评估与预警、心理学常识教育、心理异常与识别、心理咨

询与治疗的方法、如何处理家庭矛盾、婚姻恋爱中的心理调适。护士和行政后勤组在重大事件应激

心理调适内容上的需求较为突出,而以战士为主的行政后勤人员在心理学常识教育内容上的需求

较为突出,这与以往的研究报道相类似[6],这也提示,海外执行重大任务的心理保健需要根据不同

人群的需求进行分层和分类服务。
调查还发现,援利医疗队军人希望开展的心理训练内容有:情绪调控训练、心理承受能力训练、

压力调控训练、应急能力、角色适应训练、团队精神训练、挫折耐受力、生存技能、人际交往训练、协
作能力训练、认识自我训练、建立信任训练等。已有研究发现,有效的心理训练可以改善军人不恰

当认知,积极适应环境;学会人际沟通的技巧和方法,主动融入集体生活;学会积极的应对方式,合
理应对生活事件;学会情绪调节的方法,缓解紧张焦虑情绪[7]。而积极的应对方式、良好的认知态

度能有效缓解身心症状,减轻压力,提高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8]。因此,心理训练是应对重大

任务的良好方式,而培养援利医疗队军人积极的应对方式、良好的认知态度和人际沟通技巧是心理

训练的重要内容。
针对上述心理需求,我们采用全程心理监控,系列心理讲座、团体心理训练、个别心理咨询和自

我心理调适的多种方法手段,结合不同人员类别差异,有针对性地进行系统的全程心理健康保健。
开展心理普查,了解队员的心理特点是心理保障的前提和基础。我们积极深入科室、走进班组,根
据各阶段任务特点,通过走访、座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军人进行定期心理普查,探讨部队军人的

心理特点、常见心理问题及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发现重点问题人群。针对心理普查发现军人普遍存

在的问题,在国内集训期、海外任务期和回国隔离期对所有医疗队员开展心理健康与调适、人际交

流与沟通、情绪与压力管理、医患沟通等专题心理讲座,主要从改变不良认知、促进环境适应、缓解

情绪和压力、增进沟通能力等方面着手,通过集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树立广大军人积极的认知,以
培养良好的心态对待自己、他人、环境和社会,同时使其学会一些简单有效的调节情绪和缓解压力

的方法和技巧。心理健康讲座简单可行、收益面广、方式方法灵活多样,效率较高,收效明显,受到

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大家普遍反映讲座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互动灵活、通俗易懂、针对性强。
一些队员反映,通过听讲座,紧张、焦虑的情绪得到明显缓解,思考问题的方式从单一化走向多角

度;心理困惑得到解疑释惑,效果明显。
团体心理训练在心理学专业人员的引导下,利用团体内部心理的相互影响,促进团体良好氛围

的形成和发展,解决其存在的共同问题。心理训练以趣味游戏的形式,吸引军人积极参与其中,在
活动中,让军人体会到游戏的心理学意义,以行为改变其认知观念。活动后让军人谈体会,通过反

思内化形成心理品质,以提高其心理素质。这种方式主要用于年龄相近、工作相同、有共同心理问

题的军人。我们对全体医疗队员在国内集训阶段、海外执行任务初期和后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15
批次,参训人数达500余人次。团体心理训练有效地促进了队员的相互沟通,增进了相互了解,提
升了团队的凝聚力,对提高医疗队的整体效能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个别心理咨询主要针对有明显心理问题的重点人员,采取一次或多次一对一的个别咨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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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咨询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这种方式主要用于极度不适应新环境、心理普查发现有明显问题

的,以及自愿求助的军人,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重树生活信心。尽管个别心理咨询效率较低,但
这种方式使心理工作者能较全面地获取来访者的情况,解决问题针对性强,而且能保护个体的隐

私,使解决问题更深入有效。我们共咨询了100余人次,对缓解军人情绪紧张、解除心理困惑、预防

心理危机起到明显的效果,受到广大军人的欢迎。
出发前,我们根据任务特点和军人常见的心理问题,编印了《援非医疗队心理调适手册》,制作

了心理扑克,建立了心理书吧、微信群、心理订阅号等多种服务形式。由于医疗队人员层次较高,结
构复杂,有的队员有所顾虑,不愿意上门咨询。对这部分军人,自行阅读心理调适手册,通过心理扑

克将心理调适知识寓教于乐,也能起到良好的调节作用。调适手册具有内容翔实、实施方便、受益

面广等特点。通过阅读调适手册,使广大队员更深入地学习心理学知识,学会自我心理调节。针对

海外烈性传染病疫区执行任务时队员不能密切接触的要求,我们充分发挥网络信息技术的优势,以
队员喜闻乐见的“微信、QQ群、订阅号”等形式,及时建立网上交流平台———微信群“心在乐途”和
心理订阅号“绿叶清心”,在传播心理健康知识的同时,还为大家提供了情绪宣泄和沟通交流的平

台,为维护队员的心理健康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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