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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伤性事件的泛化趋势与现代特征



什么是PTSD？

u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

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

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

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

u在DSM-5中，PTSD是创伤及应激相关障碍的一种。



PTSD的核心症状

创伤性再体验

回避和麻木类唤醒

n 对创伤性事件的再度体验，如闪回或噩梦；

n 回避行为（如回避与创伤有关的低点）和情感

麻木（对他人的疏离）；

n 生理唤醒，如失眠、易激惹或注意力不集中。



创伤性事件的泛化趋势与现代特征

移动智能终端
上自媒体信息

爆炸

校园欺凌、家
庭暴力

社会养护环境
弱化，“玻璃
心”现象普及

B CA

除传统定义外，在中小学生的学校环境中，创伤性事件有泛化的趋势，其中包含一大部分低强度的

创伤性事件、丧失事件、负性事件。另外，以下情况也会增大PTSD的发生率：



二、PTSD的病因



PTSD的病因

u PTSD是由于（1）创伤性事件、（2）个体所处环境的外部因素和（3）个体内部易感性三者交互

作用的结果。
创伤性事件

环境因素 交互作用 个体内部易感性

创伤后应激障碍

这些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导致了PTSD的发展，反过来其发展也作用于环境并且增强了个体的内部易感性。



三、PTSD风险因素的评估（危险因子）



危险因子
u危险因子是增加学生发展为PTSD概率的变量，危险因子的出现可以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预警信号。

威胁感知
即个体对事件个人威胁性程度的判定

内在和外在的个体易感性
个体在创伤性事件中的暴露

即与创伤在身体上和情绪上的接近性

创伤性事件的性质
即导致心理创伤的事件的潜在能力 PTSD

危险因子



危
险
因
子

创伤性事件

暴露于创伤

易感性 威胁感知

预警
信号 初步危机反应

精
神
疾
病

急性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两天
至4星期

创伤后4星
期及以上

恢
复 适应性应对

PTSD危险因子和预警信号、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展以及暴露于创伤性事件中恢复之间的关系



创伤性应激源的识别

u应激源（创伤性事件）和创伤经历要比其他因素更加具有创伤性，更可能会导致PTSD。

 创 伤 性
应 激 源

创伤后果
与死亡有关的创伤性事件与那些
导致非致命性伤害的事件相比，
会引起发展为PTSD更大的风险。

可预测性
不可预测的创伤性应激源（如突

然的意外死亡）比相对可预测的

创伤性应激源（如长期绝症导致

的死亡）更有可能导致PTSD。

创伤来源
由意外或疾病引起的事件通常比
蓄意的或由攻击性暴力引起的事
件威胁性低。

创伤类型
l 自然发生的事件或 “天灾 ”（如

地震）比认为事件的创伤性低。

l 持续时间较长的危机事件更容

易导致PTSD。



PTSD应激源的识别工具

心理危机预警33个敏感因子（异常生活事件）排查表

学业方面 £学业起伏 £大考受挫 £不交作业 £厌学休学 £沉迷手游 £成绩垫底 £长期缺课

躯体方面 £体重下降 £近期重伤 £饮食障碍 £睡眠障碍 £身患重病 £身体缺陷  

人际方面 £遭受排挤 £同性恋爱 £同伴欺凌 £交友复杂 £恋爱不顺 £孤僻自闭  

家庭方面 £经济困难 £隔代养育 £父母离异 £专制家庭 £家人病/故 £亲属养育 £家庭暴力

其他方面 £外地搬入 £升学转学 £自然灾害 £公共危机 £全家蜗居 £好友离世 £封建迷信

《心理危机预警33个敏感因子》来源于心灵伙伴《心理危机敏感因子跟踪预警系统》



对个案PTSD的风险评估（危险因子）

u 暴露水平评估

u 个体易感性评估

u 生命威胁性的自我感知评估



1、在创伤性事件中暴露水平的评估

u暴露的水平越高，发展为PTSD的风险就越大。

暴露于创伤

2

情绪上的接近性

个体与创伤性应激源受害者之

间的亲近程度越高，风险也越

大。个体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

除了直系亲属外，也可以是关

系亲近的同学、朋友、邻居等。

1

身体上的接近性

创伤性应激源与个体身体上的

接近水平越高，风险就越大。

如果创伤性事件就发生在校园

中，意味着学生在学校的每一

天都在重新体验这一事件，则

这些个体未来发展为PTSD的风

险概率将明显增大。



2、个体易感性评估

内 部 易 感 性 外 部 易 感 性

个体易
感性

是创伤受害者内部的个人性格、
特质和经验。

是围绕个体的外部因素，可以
被看作是环境危险因子。



个体易感性评估-内部易感性

 内 部 易
感 性

创伤史
• 有过丧失经历或存在创伤史
• 处于反复创伤性应激源中
• 易感性的遗传来源

心理资源
• 应对风格（积极应对策略or回

避应对策略）

• 情绪调节

• 控制点（内控）

• 自我效能

发展水平
有更高水平认知技能的青少年通
常能更好地应对问题情境。

心理健康史
已经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如焦

虑障碍、多动症、对立违抗性障

碍、品行障碍和物质滥用等增高

了学生在创伤性事件后发展为

PTSD的风险水平。→



个体易感性评估-外部易感性

 外 部 易 感
性

父母的反应和家庭史
• 家庭混乱

• 家庭凝聚力不足

• 不健康的家庭界限（如束缚或

分离）

• 不与家庭外部个体互动的家庭

隔离状态

经济状况
• 贫穷

• 社区暴力

社会资源
• 基本社会资源（如家庭支持系

统、积极的同龄群体）

• 心理支持（如对发展个人优

势的鼓励、对情感表达的支

持）



3、生命威胁性的自我感知评估

u个体对于应激源的生命威胁性的自我感知评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个体PTSD的发生概率。

u负性评价和处于年幼发展水平共同增加了PTSD发展的可能性。

 PTSD
   概
   率
   的
   发
   生

夸大事件
的危险性

处于年幼
发展水平负性平价



心理创伤危机水平检查表（Brock,2006）

低风险性 中等风险 高风险

身体上的接近性 身体上的接近性 身体上的接近性

p 未出现在危机发生场所附近 p 在危机发生场所出现 p 是受害者或目击者

情绪上的接近性 情绪上的接近性 情绪上的接近性

p 不认识受害者 p 是受害者的朋友 p 是受害者的亲人

内部易感性 内部易感性 内部易感性

p 积极的应对风格 p 无清晰应对风格 p 回避型应对风格

p 心理健康 p 危机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p 已存在心理疾病

p 自我情绪调节良好 p 自我情绪调节存在某些困难 p 自我情绪调节差

p 发展水平高 p 有时存在不成熟表现 p 发展水平低

p 之前无创伤史 p 之前有创伤史 p 之前有严重创伤史

外部易感性 外部易感性 外部易感性

p 与所有核心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 p 与某些核心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 p 没有与任何核心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

p 亲子关系良好 p 亲子关系有时显得紧张 p 亲子关系差

p 家庭功能良好 p 家庭功能有时出现问题 p 家庭功能差

p 无亲代创伤性应激 p 存在某些亲代创伤性应激 p 严重的亲代创伤性应激

p 经济来源稳定 p 经济来源有时不稳定 p 经济来源不足

p 社会性资源好 p 社会性资源或关系有时出现问题 p 社会性资源缺乏或不存在

威胁感知 威胁感知 威胁感知

p 认为危机不具有威胁 p 认为危机是危险的，但并未危及生命 p 认为危机具有生命威胁性



四、PTSD的早期预警信号



PTSD的预警信号
u 预警信号是创伤性应激的确凿表现，它的出现意味着要进行进一步的评定或干预措施。学校系统中，在无法

得知PTSD应激源的情况下（如：儿童受虐待病例），PTSD的预警信号或许是学生暴露于创伤的第一征兆。

PTSD预警信号

2

外化预警信号

1

内化预警信号



暴露于创伤性事件的常见反应

内化预警信号 外化预警信号

情绪影响 生理影响

情绪影响 伤心       疲倦   肠胃问题

震惊 悲痛   失眠   食欲不振

气愤 易激惹   睡眠困难   性欲减弱

绝望 高警觉性   过度警觉   头痛

恐惧或害怕 无助或失去希望   惊吓反应  

愧疚 在活动中体会不到快乐   容易生病  

恐惧症 解离   

    

认知影响 人际或行为影响

注意力、决策力和记忆力
受损

自我责备   疏远   容易哭泣

自尊和自我效能降低   社交退缩或隔离   饮食规律改变

怀疑 侵入性想法或回忆   关系冲突增加   发脾气

疑惑和扭曲 噩梦   工作或学习受损   行为退行

担心    拒绝上学   冒险

    回避提示物   攻击



学龄前
• 言语表达水平降低 • 认知混乱

• 焦虑行为增多 • 技能退行（如大小便失禁；语言技
能退化）

• 尿床 • 吮吸拇指
• 害怕（如怕黑、怕动物） • 缠着父母或主要看护者
• 食欲不振 • 尖叫、夜惊
• 害怕被抛弃或与看护者分离 • 焦虑增加
• 在游戏中对创伤的重现

学龄期
• 易激惹 • 攻击性或被禁止行为增多
• 抱怨 • 有关身心状况的主诉
• 缠人 • 为得到成人关注而进行公开竞争
• 强迫性复述 • 对学校的回避
• 夜惊、噩梦、怕黑；睡眠困扰 • 焦虑增加
• 退缩 • 对学校丧失兴趣和关注
• 破坏行为 • 学业表现下降
• 退行行为 • 愧疚感
• 抑郁症状

• 情感麻木

青少年
• 情感麻木 • 攻击性或禁止行为增多
• 闪回 • 社交互动困难
• 睡眠困扰 • 有关身心状况的主诉

• 食欲困扰 • 学习困难（如打架、出勤、寻求关
注的行为）

• 叛逆 • 焦虑增加
• 抗拒 • 对学校丧失兴趣和关注

• 能量水平的混乱或降低（情感淡漠）• 学业表现下降

• 对事件提示物的回避 • 愧疚感
• 抑郁

• 反社会行为
• 复仇幻想

不
同
发
展
水
平
的
创
伤
后
应
激
障
碍
预
警
信
号



识别预警信号的注意事项

DSM-5

• 急性（＜3个月）

• 慢性（＞3个月、＜6个

月）

• 延迟出现（＞6个月）

儿童PTSD的
特殊性

• 回避或情感麻木表现为行

为方式

• 退行行为（尿床、粘人、

拒绝去学校等）

• 内化（退缩）

• 外化（打架）

识别

• 外化易识别，内化不易识

别

• 男性多采用外化（攻击、

好斗）

• 女性多采用内化（焦虑、

抑郁）



PTSD的筛查
ADHD的筛查工具，可用心灵伙伴云平台中常态化心理监测工具（普测）《心理危机敏感因子跟踪预警系统》和
选择性筛查工具（个测）《心理测评预警系统及评价系统》



Ø 筛查工具：行为记录—异常生活事件→风险因素



PTSD应激源的识别工具

心理危机预警33个敏感因子（异常生活事件）排查表

学业方面 £学业起伏 £大考受挫 £不交作业 £厌学休学 £沉迷手游 £成绩垫底 £长期缺课

躯体方面 £体重下降 £近期重伤 £饮食障碍 £睡眠障碍 £身患重病 £身体缺陷  

人际方面 £遭受排挤 £同性恋爱 £同伴欺凌 £交友复杂 £恋爱不顺 £孤僻自闭  

家庭方面 £经济困难 £隔代养育 £父母离异 £专制家庭 £家人病/故 £亲属养育 £家庭暴力

其他方面 £外地搬入 £升学转学 £自然灾害 £公共危机 £全家蜗居 £好友离世 £封建迷信

《心理危机预警33个敏感因子》来源于心灵伙伴《心理危机敏感因子跟踪预警系统》



Ø 筛查工具：行为记录—异常行为表现→预警信号



PTSD的筛查工具

心理危机预警32个异常表现排查表

躯体表现 £头部疼痛 £躯体疼痛 £疲乏无力 £头晕目眩 £消化不良 £呼吸困难 £昏厥晕倒

行为表现 £强迫行为 £敌意暴力 £成瘾行为 £装扮怪异 £惊慌失措 £离家出走 £自伤自残 £自杀意念 £自杀行为

情绪表现 £心情抑郁 £焦虑紧张 £亢奋暴躁 £情绪多变 £情绪崩溃 £过度担心 £经常哭泣 £悲观绝望  

精神状态 £极度恐惧 £过度偏执 £被害妄想 £关系妄想 £幻视幻听 £精神恍惚 £思维失控 £胡言乱语

《心理危机预警32个异常表现》来源于心灵伙伴《心理危机敏感因子跟踪预警系统》



危险因子 预警信号
身体上的接近性 内化信号
p 亲身经历了事件

p 麻木或回避
p 坐立不安
p 注意力较难集中
p 注意涣散
p 易冲动
p 闪回
p 侵入性回忆
p 自残、自杀倾向、自杀未遂
p 对小问题反应过度
p 被惯例的改变所困扰
p 低自尊
p 很难相信别人

p 事件目击者
p 听说了事件
情绪上的接近性
p 与受害者关系密切
p 与受害者相识
p 与受害者无关系
创伤史
p 哀伤或丧失或有个人的创伤史
p 家庭创伤史
心理健康史
p 焦虑障碍
p 心境障碍

外化信号
p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p 对立违抗性障碍或品行障碍

p 不能控制冲动
p 多动
p 对攻击或愤怒的控制降低
p 物质滥用或使用增多
p 睡眠困难£关系问题
p 不适当性行为

p 睡眠障碍
p 物质滥用
p 其他：
家庭史
p 父母存在创伤或丧亲史
p 父母心理健康方面的担心
p 父母存在物质滥用 评语：
p 父母缺乏对症状的了解
p 父母否认
p 家庭应激
p 不健康的界限
p 与家庭外的个体隔离
p 缺乏家庭支持
p 家庭暴力
环境因素
p 低收入社区
p 社区暴力
p 缺乏社区支持系统
p 不安全的看护环境

危机反应症状检查表：
PTSD危险因子和预警信号检
查项目



五、鉴别技巧



PTSD的鉴别技巧

1 PTSD容易与其他类型的焦虑精神障碍混淆。

2 PTSD一定要有应激源，而且有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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