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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灾难占据了我们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同时也是未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基因到蛋白，从细胞到组织，从个体到群体，人类对灾难创伤的反应非常复杂。
了解灾难引起个体和群体精神的卫生反应对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文化层面制定和规划灾难后干预
措施相当重要。
灾难预案是指在灾难发生前，个人、家庭、群体及在工作场所作的准备工作。
有效的干预依赖对各种资源快速、有效、持续的动用。
循证的干预措施在多个水平加强临床救助和公众的反应，促进康复。
认识灾难带来的精神病学和行为学的反应，有利于医学专家及群体的领导人与公众交流，向他们提供
循证的治疗，促进康复，增加推荐治疗方案的依从性，鼓励利于康复的行为，并有利于灾难区域和国
家社会结构的稳定。
本书是第一部专门针对灾难精神病学的教科书，它将国际上的专家们所进行的关于灾难心理学、生物
学和对灾难的社会反应综述汇集起来，并描述各种干预措施以满足精神卫生的需求。
本书详细科学地介绍了各种临床治疗和干预、服务的内涵及公共卫生政策的发展过程。
编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向读者提供关于精神疾病、灾难相关应激和健康风险行为的科学信息，也包括
世界范围内对个体和群体进行灾难精神卫生救助的干预措施和公共安全服务机构的信息。
我们相信，通过对灾难及其影响的全面的阐述，本书对临床和公共卫生方面会有很强的实用性。
本书从基本概念、救助的提供、公共卫生问题三个方面把其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介绍的具体内容
从灾难流行病学、灾难生态学到灾难暴露的神经生物学；从早期干预到对受灾受伤人员的联络咨询；
从非政府组织和灾难救助到工作场所创伤和卫生保健系统。
此外，本书是一个整体，每一章节都包含灾难和恐怖活动后对个体和群体进行精神卫生救助的公共卫
生规划的内涵。
我们希望阅读本书了解关于灾难创伤如何改变人们精神健康的内容，从而有助于精神卫生工作者和公
共卫生的规划者进一步探索关于治疗、干预和康复方面更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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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第一部专门针对灾难精神病学的教科书，将国际上专家们所进行的关于灾难心理学、生物学及
对灾难的社会反应的研究、综述汇集起来，并采用循证方法对临床和服务干预进行描述，以满足精神
卫生专业的需求，从而促进心理韧性和康复。
本书分章节介绍了灾难反应的流行病学、灾难暴露的神经生物学、社会文化问题、早期干预和联络咨
询服务、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工作场所政策以及个人和群体层面的公共卫生规划的启示。
本书由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周东丰教授和解放军精神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王晓慧教授领
衔主译，文字专业流畅，内容权威新颖，可供关注创伤事件的专业人士、以及参与公共卫生规划制定
且关注救治效果的人士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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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护自身还是保护他人的生存困惑，以及不知是否应该施予救助的疑惑。
对年幼的儿童来说，另一个主观体验往往是当对来自父母的保护的信任感被击碎时，他们对一个安全
的庇护场所的期望也破灭了。
许多对灾后儿童的研究表明，危险的暴露程度的客观和主观特点与灾后痛苦和损伤的严重程度和持续
时间的影响是单独存在的。
这说明，对危险的暴露程度越高，随后的痛苦和损伤就越严重和越持久。
脆弱／风险指伴随于一定水平的风险暴露程度对痛苦以及负面的心理、行为、功能、生理和发展结果
的不断上升的易感性。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因素可能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精神健康特征，例如，同情的能力可能成为加重痛
苦的脆弱因素，而情感依附的混乱感的作用是相反的。
脆弱因素既包括儿童自身内在的特征（例如性别、年龄；神经系统的成熟程度：例如惊吓反射、对焦
虑的敏感、先前的情感依附的混乱感、先前的创伤和损失历史；以及应对机制，包括在灾难之前的经
历），也包括儿童的外在环境（例如创伤后的压力和困境，先前和现在的家庭瓦解，被迫中断的父母
／儿童沟通，父母的滥用毒品，照顾者的心理痛苦，生理唤起以及功能受损，照顾者的生理残疾和病
症，以及在灾后生态环境中遍布的对创伤和损失的提示物）。
抵抗力指儿童以及其家庭对遭受灾害带来的负面影响的缓冲能力，使其能保持相对的平衡和心理上、
行为上、功能上、生理上以及自身发展上的持续的进步。
对抵抗力有助的因素包括儿童自身的内在因素，以及儿童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特征。
恢复力及时有效地适应灾难有关的痛苦和发展中断后能进行恢复的能力。
在没有人干预每天的正常生活以及自身发展中断的情况下，每个儿童和青少年忍受灾后症状和痛苦的
能力各不相同。
前面提及的很多导致脆弱或抵抗力的特征对恢复力也有作用。
过度焦虑或已患焦虑症的儿童就是脆弱感和降低的恢复力交互作用的一个例子。
这些儿童也许主观上会产生与其遭受的灾难不成比例的更具悲惨的想法，于是会加剧他们的创后压力
症状。
结果是，他们对灾难的提示物的反应有更悲惨的想法，对安全的保证无动于衷，更不会主动的寻求澄
清事实的信息，或者由于过度的依赖，随着时间的推移，获得的社会支持减少，这些都会降低他们恢
复的能力。
除了“恢复”的概念，恢复力也包括在自身发展上“前行”的内涵，包括灾后增强的共情的能力，加
速的道德发展，以及致力于亲社会的行为。
调整指与和灾难有关的经历以及持续与灾后痛苦和困境作斗争的适当有效的努力。
有越来越多的论文是关于遭受灾难的儿童使用各种应对和解决问题的策略及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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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灾难精神病学》：世界首部灾难医学精神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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