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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的历史是多灾多难的历史。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面临着各种自然的和人类自身引发的重大灾害的侵害。
我国是世界上遭受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一般年份里，全国受灾害影响的人口就达2亿
人左右，死亡数千人，需转移安置人口约300万人。
如发生罕见的突发事件，则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如2008年“5．12”汶川8．0级大地震，导致了大
范围的、极为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对各种灾难的预防和处置，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面临的共同任务。
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达国家就开始将心理救援纳人灾后救援工作之中，通过数十年的努力，已经形
成比较完善的心理救援体系和机制。
无论是群体性突发公共事件，还是个别人遭受到的危机，都有心理救援与干预人员的及时帮助。
例如，美国“9．1l”事件后，有1000多个专家团队实施心理援助和心理干预，同时启动了全国性的心
理干预机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国大约在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火灾后开始了灾后的心理干预。
在1998年张北地震和特大水灾、2000年洛阳东都商厦火灾、2002年大连“5．7”空难和2003年SARS等
突发事件中，都有了灾后的心理救援。
但这些心理救援基本上是零星的、自发的和被动的，很少有包括在整体救灾工作方案之中的做法，也
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由政府部门、部队、群众团体和学术团体等组织的大批心理救援
队伍进入地震现场，开始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心理救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这次心理救助的实践，提高了人们的灾难心理救助意识，也暴露了心理救援工作存在的问题，必将引
起广泛和深入思考，产生良好的长远效应。
总体看来，我国当前灾难心理救援的能力与灾难后果的实际需要之间有相当的差距。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问题有：在政府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中缺乏心理救援的考虑，没有形成
完善的心理救援体系和运行机制，对灾难心理卫生的科学研究薄弱，专业人员和工作人员总体上水平
不高。
今后的工作重点应围绕这些问题，把心理救援纳入到救灾体系之中，发挥政府和非政府专业团体的协
同作用，建设灾难心理干预网络和机构，建立广覆盖的横向与纵向的服务体系，制定相关灾难心理救
援预案，进行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常规准备，加强专业人员培养和训练，提高专业人员的水平等。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预防性心理干预，提高公众的灾难防范意识、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对技巧。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为灾难心理救援提供一部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意义的参考书，主要内容涉及心理救援
的六个方面：①当前国内外灾难心理救援的现状和趋势，心理救援与救灾工作的关系；②心理救援的
重要理念、主要目标、基本原则、前期准备和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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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心理学、医学与社会学等专业救助人员所用，内容主要为：重大灾难及其心理反应、灾难的心
理危机表现、心理救援的组织与实施、特殊人群的心理救援、特殊问题的心理救援、心理干预的方法
与技术、心理危机的药物使用等，供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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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 应急保障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相关预案做好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工作，同时根据总体预案
切实做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人力、物力、财力、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及通信保障等工作，保证应急
救援工作的需要和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以及恢复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
  4．1  人力资源  公安(消防)、医疗卫生、地震救援、海上搜救、矿山救护、森林消防、防洪抢险、核
与辐射、环境监控、危险化学品事故救援、铁路事故、民航事故、基础信息网络和重要信息系统事故
处置，以及水、电、油、气等工程抢险救援队伍是应急救援的专业队伍和骨干力量。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要加强应急救援队伍的业务培训和应急演练，建立联动协调机制
，提高装备水平；动员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志愿者等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援工作；增进国
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要加强以乡镇和社区为单位的公众应急能力建设，发挥其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骨干和突击力量，按照有关规定参加
应急处置工作。
  4．2财力保障  要保证所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准备和救援工作资金。
对受突发公共事件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要及时研究提出相应的补偿或救助政策。
要对突发公共事件财政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和效果进行监管和评估。
鼓励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包括国际组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进行捐赠和援助。
  4．3物资保障  要建立健全应急物资监测网络、预警体系和应急物资生产、储备、调拨及紧急配送体
系，完善应急工作程序，确保应急所需物资和生活用品的及时供应，并加强对物资储备的监督管理，
及时予以补充和更新。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应急预案的规定，做好物资储备工作。
4．4基本生活保障要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确保灾区群众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有
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
  4．5医疗卫生保障  卫生部门负责组建医疗卫生应急专业技术队伍，根据需要及时赴现场开展医疗救
治、疾病预防控制等卫生应急工作。
及时为受灾地区提供药品、器械等卫生和医疗设备。
必要时，组织动员红十字会等社会卫生力量参与医疗卫生救助工作。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大灾难性事件的心理救助>>

编辑推荐

　　我国大约在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火灾后开始了灾后的心理干预。
在1998年张北地震和特大水灾、2000年洛阳东都商厦火灾、2002年大连“5.7”空难和2003年SARS等突
发事件中，都有了灾后的心理救援。
但这些心理救援基本上是零星的、自发的和被动的，很少有包括在整体救灾工作方案之中的做法，也
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
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由政府部门、部队、群众团体和学术团体等组织的大批心理救援
队伍进入地震现场，开始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心理救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这次心理救助的实践，提高了人们的灾难心理救助意识，也暴露了心理救援工作存在的问题，必将引
起广泛和深入思考，产生良好的长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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