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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难发生地高中生焦虑性心理应激的影响因素

雎密太 Ξ 1 ,2 ,3 　张建新1

(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9)

(3内蒙古科技大学 ,包头 ,014010)

摘　要　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自编的《空难发生地高中生心理应激问卷 I、II》和《职业期望问卷》,分别在空难发生后一周内、

一年后对空难发生地和非空难发生地重点中学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 ,探究空难发生地不同人格特征和不同职业期望高中生在

空难发生后心理应激的差异。结果表明 :高职业期望和高神经质是空难发生地高中生焦虑性心理应激水平的影响因素 ;突发事

件预案中应考虑中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心理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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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4 年 11 月 21 日包头空难事件发生后 ,除直接受害

者、受害者的亲属以及参加救援的人员产生强烈心理应激

外 ,发生地的其他见证人群或受强烈信息刺激的人群同样也

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 [1 - 4 ] 。当地高中生对空难画面

记忆生动 ,印象深刻 ,致使学习注意力不集中 ,学习状态不

良 ,产生焦虑和不安。近年来 ,突发事件的预防与事后心理干

预 ,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精神卫生界的高度重视。国外一些发

达国家对突发性心理应激的研究较早 [5 - 8 ] 。由突发事件而

引起的焦虑性心理应激是人对外部事件的一种在主观上包

括焦虑、不安、担心、害怕、惊慌及恐怖的不同层级的情绪体

验和在生理上出现植物神经唤起状态的反应。强烈持久的

焦虑性心理应激会损害应激者的心身健康和工效。对于学

生来说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因

此 ,了解影响焦虑性心理应激的因素有助于相关部门及时采

取措施进行控制 ,尽量降低应激的强度和消极影响。

2 　方法

2. 1 　对象

本研究选取的对象是非空难事件发生地呼和浩特市某

中学和空难事件发生地包头市某中学高中一、二、三年级学

生。有两个年级学生样本在空难发生后一周内和空难发生

后一年时相同。这种选取研究对象的目的是进行横断面调

查和纵向跟踪研究相结合 ,便于对同一时间内不同样本的变

量进行比较和对不同时间内相同样本的比较。

样本 A :空难事件发生后一周内 ,在距包头 150 公里远的

呼和浩特市某重点中学高中一、二、三年级分别任选 2 个重

点班和 2 个非重点班 ,随机抽取 396 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有

效问卷 377 份 ,有效率 95. 20 %。样本 B :空难事件发生后一

周内 ,在包头市某中学高中一、二、三年级分别任选 2 个重点

班和 2 个非重点班随机抽取 387 人 ,有效问卷 374 份 ,有效率

95. 90 %。样本 C :空难事件发生一年后 ,在包头原学校随机

抽取高中一年级样本 (新生) 、高二、高三年级学生样本 (一年

前抽取过的高一、高二年级学生) 387 人进行问卷调查 ,有效

问卷 369 份 ,有效率 95. 34 %。

2. 2 　工具

《空难发生地高中生心理应激问卷 Ⅰ》(空难发生后一周

内使用)和《空难发生地高中生心理应激问卷 Ⅱ》(空难发生

一年后使用) :本问卷根据焦虑自评量表 ( Self - Rating Anxi2
ety Scale ,SAS) [9 ]改编。改编后的问卷仍保持其原有的项目

数 20 个 ,原 SAS中第 5、9、13、17、19 题 ,因词句的改变 ,由反

向计分项目改为正向计分。原有的评分等级 4 级没有变化。

主要评定项目为所定义的症状出现的频度或程度 ,其标准

为 :“1”表示没有或很少有 (很轻) ,“2”表示有时有 (不严重) ,

“3”表示相当多时间或大部分时间有 (严重) ,“4”是绝大部分

或全部时间都有 (很严重) 。所有项目的鉴别度指数均在

0. 30以上。因此 ,改编后的问卷项目鉴别度指数均符合统计

学要求。

《艾森克人格问卷 ( Eysenck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EPQ)》:此问卷是最初由英国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 ( H. J .

Eysenck)与其夫人于 1975 年在先前几个人格调查表的基础

上编制而成 ,由我国陈仲庚等修订。分外倾性 ( E) 、神经质

(N) 、精神质 ( P) 和掩饰性 (L) 4 个分量表 ,共 85 个项目[10 ] 。

外倾性分量表测量内外向维度 ,分高表示个性外倾 , 分低表

示个性内倾。神经质分量表测量情绪稳定性维度 ,分高代表

情绪不稳定 ,分低代表情绪稳定。精神质分量表测量精神质

维度或称倔强性 ,反映倔强和讲求实际的倾向。掩饰性分量

表测量作答的掩饰性 ,也能反映社会性幼稚的水平 ,分高表

示掩饰性高 ,则整个量表得分的可信度较低。

《职业期望问卷》:根据我国目前以职业划分的各阶层类

别 ,编制了包括 10 个项目的调查问卷 ,要求每人只能选择一个

项目打“√”。无固定职业人员赋值 1 分 ,农业劳动者赋值 2

分 ,产业工人赋值 3 分 ,商业和服务业员工赋值 4 分 ,个体工商

户赋值 5 分 ,党政机关的中低层公务员、企事业单位中低层管

理人员和一般军人赋值 6 分 ,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

技术工作人员赋值 7 分 ,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

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私人企业主赋值 8 分 ,大中型企业的

高中层管理人员赋值 9 分 ,党政军、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

中行使实际行政管理职权的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赋值 10 分。问

卷的信度检验采用重测信度检验法 ,间隔时间为 2 天 ,两次测

验的相关系数 r = 0. 96 ;效度检验采取区分法 ,让被试接受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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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后 ,根据学习成绩的高低分成两组 ,分析两组被试职业期望

值的差异 (见表 1) ,rA = 0. 71 , rB = 0. 62。
表 1 　区分法效度检验 (M±SD)

A 组 ( n = 60) B 组 ( n = 61) t

学习成绩 524. 8 (12. 4) 466. 5 (13. 1) 4. 38 3 3

职业期望 7. 87 (0. 29) 6. 41 (0. 27) 5. 43 3 3

　　注 : 3 3 p < 0. 01。

2. 3 　施测及处理

问卷调查以集体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 ;使用统一的指导

语控制情景 ,要求被试仔细阅读指导语 ,然后按指导语的要

求完成整个问卷 ;对职业层次的划分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讲

解 ;问卷填写均采用无记名方式 ,要求其做出独立的、不受任

何影响的自我评定 ;当场发卷答完后当场回收。全部数据使

用 SPSS11. 5 for Windows 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3 　结果

　　不同地域高中生在空难发生后一周内 ,焦虑性心理应激

水平、人格特征和职业期望值进行差异性检验 ,焦虑性心理

应激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而人格特征和职业期望值

没有显著性差异 (见表 2) 。
表 2 　不同地域学生心理应激人格特征和职业期望的差异性检验( M±SD)

焦虑性心理应激 E N P L 职业期望

呼和浩特 ( n = 377) 28. 43 (3. 04) 12. 20 (4. 15) 11. 07 (5. 47) 6. 53 (2. 81) 11. 02 (5. 07) 7. 15 (0. 34)

包 头 ( n = 374) 41. 18 (3. 81) 12. 15 (4. 17) 11. 05 (5. 51) 6. 51 (2. 78) 11. 01 (5. 03) 7. 14 (0. 30)

F 5. 04 3 2. 01 2. 03 1. 09 2. 11 2. 14

　　　　注 : 3 p < 0. 05。

　　空难发生地高中生不同年级的学习成绩有统计学上的

显著性差异是由于不同年级考试门数和项目难度不同而致 ;

不同年级学生的职业期望值没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 p

> 0 . 05 ;不同性别的职业期望值相近 ,说明男女生对职业的

胜任感接近 ;不同班别的学习成绩和职业期望值分别有统计

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 p < 0. 01 ,即重点班学生的学

习成绩与职业期望值显著高于非重点班。空难一周内 ,空难

发生地男生与女生的心理应激水平、人格特征和职业期望均

无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重点班与非重点班学生

的焦虑性心理应激水平、人格中的神经质分数和职业期望值

均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 p < 0 . 05 , p < 0. 01 ;不同年级学

生的焦虑性心理应激、人格特征和职业期望均无统计学上的

显著性差异 , p > 0 . 05 ;文科与理科学生的焦虑性心理应激水

平、人格特征和职业期望值均无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 p >

0 . 05。(见表 3)

表 3 　不同性别班别和年级学生心理应激人格特征和职业期望的差异性检验( M±SD)

焦虑性心理应激 E N P L 职业期望

总分 ( n = 374) 41. 18 (3. 01) 12. 15 (4. 17) 11. 05 (5. 51) 6. 51 (2. 78) 11. 01 (5. 03) 7. 14 (0. 30)

男生 ( n = 186) 41. 02 (2. 60) 12. 17 (4. 15) 11. 01 (5. 72) 6. 59 (2. 73) 11. 07 (5. 42) 7. 19 (0. 31)

女生 ( n = 188) 41. 41 (3. 22) 12. 13 (4. 18) 11. 08 (5. 45) 6. 42 (2. 79) 10. 99 (4. 17) 7. 09 (0. 28)

重点 ( n = 191) 45. 22 (3. 02) 12. 08 (4. 20) 13. 15 (5. 38) 6. 30 (2. 69) 10. 90 (4. 89) 7. 85 (0. 31)

非重点 ( n = 183) 37. 10 (2. 83) 12. 27 (4. 78) 10. 21 (5. 71) 6. 71 (2. 79) 11. 08 (5. 23) 6. 39 (0. 28)

高一 ( n = 129) 40. 81 (2. 23) 12. 16 (4. 19) 11. 00 (5. 73) 6. 47 (2. 61) 11. 00 (4. 77) 7. 21 (0. 29)

高二 ( n = 123) 41. 09 (2. 45) 12. 15 (4178) 11. 08 (5. 59) 6. 52 (2. 83) 11. 09 (4. 91) 7. 14 (0. 29)

高三 ( n = 122) 42. 03 (3. 42) 12. 13 (4. 16) 11. 67 (5. 23) 6. 59 (2. 68) 10. 98 (5. 11) 7. 07 (0. 30)

性别 F 2 . 04 　 2 . 01 2 . 03 1 . 09 2 . 11 2 . 14 3 3

班别 F 4 . 86 3 2 . 24 4 . 17 3 2 . 18 2 . 11 5 . 19 3 3

年级 F 2 . 28 3 2 . 05 2 . 41 1 . 32 2 . 19 2 . 13 　　

　　　　注 : 3 p < 0 . 05 3 3 p < 0 . 01。

　　空难一年后 ,空难发生地除不同班别 (重点与非重点) 的

职业期望值在统计学上有显著性差异 ( p < 0. 05) 外 ,不同性

别、科别、年级在心理应激水平、人格特征和职业期望值均无

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 p > 0. 05。抽取空难发生地重点班

学生样本 ,前测时分别为高一和高二 ,后测时分别为高二和

高三 ,样本未变。对空难发生后一周内和一年后的问卷进行

差异性检验 ,其结果是 :焦虑性心理应激水平在一年后显著

降低 , p < 0. 01 ; 神经质分数和职业期望值在一年后没有显

著变化 , p < 0. 05。(见表 4)

表 4 　重点班学生心理应激人格特征和职业期望值前后测比较( M±SD)

一周内 一年后 t

心理应激 AR 45. 22 (3. 02) 32. 18 (3. 11) 4. 60 3 3

神经质 N 13. 15 (5. 38) 12. 95 (5. 28) 2. 24

职业期望 PE 7. 85 (0. 30) 7. 75 (0. 32) 1. 26

　　注 : 3 3 p < 0 . 01。

　　空难发生一周内空难发生地重点班学生的焦虑性心理

应激水平、神经质分数和职业期望值相关分析表明 ,焦虑性

心理应激水平与神经质分数相关系数为 0. 42 , p < 0 . 01 ;焦虑

性心理应激水平与职业期望值相关系数为 0 . 37 , p < 0. 05。

空难发生一年后重点班学生心理应激水平与神经质分数和

职业期望值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r12 = 0. 08 , r13 = 0. 02 , p <

0 . 05 ;神经质分数与职业期望值的相关系数为 r23 = 0. 00 , p

< 0 . 05。

4 　分析与讨论

　　由于我国现阶段各阶层人员收入差距较大 ,贫富差距悬

殊[11 ,12 ] ,导致了中学生职业期望与选用交通工具相联系的现

状 ,即他们的职业期望多由外部动机 (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和

工作环境等) 而非内部动机 (兴趣、爱好和特长等) 产生。对

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因个人经济收入差距不及落后地区之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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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行交通工具的选择上 ,考虑经济收入的因素可能不是主

要的 ,因此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相对特殊性。学生的职业期望

值是由他们的学习绩效决定的 ,学习成绩越好 ,对未来所从

事的职业就有更高的目标 ,因而对空难事件中受害者职业的

联想更加紧密。高职业期望值在与高神经质的相互作用中

作为一种调节因素影响焦虑性心理应激的形式和表达。职

业期望是他们产生焦虑性心理应激的一个客观的认知因素 ,

而那些神经质高的学生 ,其情绪稳定性差、波动性强 ,这是他

们产生焦虑性心理应激的一个主观上的心理因素。

对空难发生地高中生焦虑性心理应激的影响因素研究

显示 :空难发生后 ,焦虑性心理应激水平与个体人格中神经

质和职业期望值呈正相关关系 ,高神经质和高职业期望值的

学生比低神经质和低职业期望值的学生焦虑性心理应激水

平高 ;心理应激水平在一年后显著降低 ,说明时间对焦虑性

心理应激有消退作用 ,随着时间的延续 ,逐渐消除了对创伤

的记忆 ;神经质分数和职业期望值在一年后没有显著变化。

空难发生地高中生焦虑性心理应激可能是由于强烈的事件

信息引起的状态焦虑 ,而不是特质焦虑 ,焦虑性心理应激存

在近距效应。

本研究的不足是 :只从个体变量 (人格特征、职业期望

值)而没有从环境变量 (突发事件的刺激强度) 进行研究 ,其

原因是环境变量现在还无法量化 ;空难事件发生后 ,空难发

生地重点班神经质和职业期望值高的学生 ,他们产生的焦虑

性心理应激持续多长时间 ? 其变化规律和作用机制如何 ?

在这里也没有进行探究。

5 　结论

　　空难发生地高中生焦虑性心理应激的影响因素是高神

经质和高职业期望。本研究提示 :《艾森克人格问卷》的神经

质维度和《职业期望问卷》对空难发生地高中生焦虑性心理

应激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 ;突发事件预案应考虑中学生这一

特殊群体的心理干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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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Senior High Students in the Air Crash Area

J u M itai1 ,2 ,3 , Zhang Jianxi 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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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sychological stress difference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nd different professions expec2
tations in the air crash area and no2air crash area is studied within a week after the crash and a year later , with EPQ personality ques2
tionnaires for adults , psychological stress questionnaires I , II , for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air crash area , and self2organized

profession expectation questionnair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profession expectation and nervosity are two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spense

psychological stress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air crash area. High students should be intervened as a special group in an e2
mergency response plan.

Key words : psychological stress , transects , chronological study , air crash area ,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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