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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火场心理控制与干预研究》由“基层消防官兵心理应激影响因素研究”、“消防官兵火场心理调控
研究”、“火场心理危机干预模式研究”和“基层消防官兵工作满意度研究”四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
联系的部分组成。本研究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消防官兵心理应激影响因素人手
，对消防官兵火场心理调控问题、火场心理危机干预模式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探讨，并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对当前基层消防官兵工作满意度作出客观评估，为上级决策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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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大量研究表明，应激与某些疾病的发生、发展或恶化都有很大的关联。在应激发生时及之后较
多见的疾病有感冒、心肌梗塞、消化性溃疡、哮喘、偏头痛、结核病、酒精中毒等 。此外，研究者认
为应激具有相对的正负两种性质。塞耶曾说，“完全脱离应激等于死亡”。应激太少或应激太多其结
果一样糟糕 。他认为，正性应激表现的是一种愉快的满意的体验，可以加深我们的意识，增加我们的
心理警觉，还经常会导致高级认知与行为表现。负性应激则会使个体产生一种不愉快、消极痛苦的体
验，具有阻碍性。因此，负性应激是要避免的 。本研究认同这种观点，但偏重于负性应激的研究。  
三、应对的研究  目前，应对（也称应付）研究已成为应激研究中的一个核心课题。Gentry（1983）甚
至认为我们正趋向发展一门“应对科学”（Science of Coping）。应对有众多不同的定义。Joff&Baat
（1978）认为，应对反映了人对现实环境的有意识的、灵活的、有目的的调整行为；Lindop&Gibson认
为，应对是一种解决或消除问题的行为，旨在通过个体的努力来改变应激环境或由该环境所引起的负
性情绪体验，这种行为可以由明确的思想所指导，也可为隐蔽的企图所驱动；Billings（1983）.将应对
视为评价应激源的意义、控制或改变应激环境、缓解由应激引起的情绪反应的认知活动和行为
。Folkman和Lazarus将应对作为交互作用模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将应对视为个体为了处理被自
己评价为超出自己能力资源范围的特定的内外环境要求，而作出的不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力。其包
含以下几层含义：应对是有目的的努力，包括不断改变认知和行为，以减缓或消除应激源引起的应激
反应，主要包括改变个体与环境的关系或减少情感上的痛苦和紧张；应对与自主性的适应行为不同，
被限制在对心理应激的应对上，而那些不需经过努力的自主性行为被排除在外，但应对的努力可以是
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应对指人体努力去处理些什么，但不涉及所做、所想的对错；在应对中处理事
物并非等同于控制或掌握，它的含义除了包括试图对环境加以控制外，还包括减弱、回避和接近刺激
条件等多种反应。Matheny等人（1986）研究了有关应对的文献资料，将其定义归纳为：“任何预防、
消除或减弱应激源的努力，无论健康还是不健康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这种努力也可能是以最小的
痛苦方式来对应激的影响给予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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