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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跟踪生活事件？

• 异常生活事件的应对无效易引发心理危机

心理危机的三个标准：个体经历着具有重大心理影响的强烈负性生活事件；2.当事人用常

规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暂时不能应对或应对无效；3.引起了急性情绪扰乱或认知、躯体和行为等

方面的改变，但又不符合任何精神疾病的诊断.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常务理事王家同教授

• 在学校工作中，应激性生活事件导致的心理危机具有时效性，量表往往无法及时有效筛查

       学校心理健康实际工作中，经过测评量表筛查预警的关注学生基本不跳楼，反而是不被关注的

产生应激生活事件导致的心理危机比较多，因此，对来自异常生活事件应对无力的学生进行异常生

活事件跟踪能起到预防作用。--中国心理协会常务理事连榕教授

• 重大生活事件的应对无效可能发展成精神障碍，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01创伤性生活事件
精神分析角度病因评估



/ 什么是创伤？如何形成创伤？

p 何为创伤？
• 创伤（Trauma）: 原指刺破或撕裂的皮肤（希腊）
• Freud认为，人的心灵也有一层类似的皮肤（防御机制），当我们的精神遭受刺激，这层“皮肤”把刺激

隔离在外，保持内部运作功能稳定

p 创伤的形成

外在创伤事件

击穿了个体用
于抵抗焦虑的
防御手段

激活了个体早
期/原始的焦虑

外在创

• 外在创伤事件
• 内在防御机制（刺激越强，防御

相对越激烈和极端）
• 早期/原始焦虑

• 创伤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事件所带来的效应，不仅击溃了既存的抵抗焦虑的防御手段，更确认了内心深处的焦
虑。这些事件称为创伤事件。



外在创伤事件的类别

人为祸端

故意的意外性的

天意、神为

X

Y

EG:危险运动

EG:地震、洪水 EG:战争、交通
事故

EG:未系安全带

可寻求援助

无法寻求援助

不论如何细密分析某个事件，
不得不承认，有时个体会有强
烈的自我毁灭的冲动，甚至否
认此举动会威胁到自己的生命
（死本能）



/ 早年各阶段的创伤情境

阶段 创伤情境

0-1岁 客体丧失
父母，主要抚养者离开

1-3岁 客体爱的丧失
父母对自己的接纳，爱，陪伴

3-6岁
俄狄浦斯期

阉割
担心同性父母报复自己

6-
超我发展

因想或做的事情受到超
我惩罚

参考：《心理障碍的诊断与治疗》，blackman.

想法 情绪性质

我可能失去你，你
要抛弃我

湮灭焦虑

你有可能不再爱我
了

丧失焦虑

我的身体会受到损
害，我会变得无力

量

阉割焦虑

我会因为我想做的
事受到到惩罚

超我的焦虑



/ 重大创伤导致的损害

定义：因受到超常的威胁性、灾难性的创伤事件，而导致延迟出现和长期持续的心身障碍。其症状主要为反复再现
创伤事件，努力回避创伤活动和情境，以及觉醒程度增高等。

参考文献：邓明昱，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临床研究新进展DSM-5（新标准），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05)

p 自我功能受到损害：信号焦虑、哀伤功能受损

p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表现（PTSD）

困于创伤中

无论创伤事件发生在10年
前，还是40年前，都不能
跨越曾经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信号焦虑

一切能让他记起灾难发生时
的气味、画面、声音等都会
让产生极度情绪反应

情感麻木

记不起自己的情感，好像心
冻结了，对自己，对他人都
是麻木的

重整感知

受过创伤的人从根本上再用
一种异于常人的方式看待世
界，认为世界充满了危险。



/ PTSD诊断标准(DSM-5)
以下诊断标准适用于成人、青少年和6岁以上的儿童

病期：BCD超过1个月，
此障碍产生了临床上明显的痛苦，或导致社交、职业、或其它重要功能方面的缺损

/A 患者以下列一种（或多种）方式接触于真正的或者被威
胁的死亡，严重创伤，或暴力等创伤事件

• 直接经历创伤事件

• 亲眼目睹发生在他人身上的创伤事件

• 获悉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或朋友解除于创伤事件

• 反复经历或极端接触于创伤事件的恶性细节中

• 在创伤事件发生后，存在以下1中或多种于床上事件有关的

重新体验症状

• 反复的、不自主地、和侵入性痛苦地回忆起这些创伤事件

• 反复做内容/情境与创伤事件相关的痛苦的梦

• 出现分离反应（如：闪回）

• 地暴露于象征或类似创伤事件某方面的内在或外界迹象时，

出现强烈而持久的心里痛苦

• 暴露于象征或类似创伤事件的内在或外界迹象时，出现显著

的生理反应

/B 创伤事件后开始持续地回避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刺激，出现一
下1种或两种情况

• 回避或努力回避有关创伤事件或与其高度相关的痛苦记忆、思想、

或感受

• 回避或努力回避能够唤起有关创伤事件或与其高度相关的痛苦记

忆、思想、或感觉的外部提示

/C 与创伤事件有关的警觉性或反应性有显著改变，表现为下列2项或更多
• 激惹行为或易发怒（在很少或没有挑衅的情况下）

• 莽撞或自我伤害行为

• 高度警觉

• 过分的惊吓反应

• 难以集中注意

/D 与创伤事件有关的认知和心境方面的消极改变，在创伤事件
发生后开始出现或加重，具有以下两种或多种情况

• 患者不能记起创伤性事件的某个重要方面

• 对自己、他人或世界的持续性夸大的消极信念与预期

• 由于对创伤事件的起因结果抱有持续性的认知歪曲，导致患者责

怪自己或他人

• 持续的消极情绪状态，如害怕、恐惧、愤怒、内疚

• 明显地很少参加有意义活动或没有兴趣参加

• 有脱离他人或觉得他人很陌生的感受

• 持续性地难以体验到积极情感



02刺激事件的跟踪与评估
测量学视角



/ 生活事件的测量

通过对生活事件类型和内容的研究，学者开发了相关测量工具：

Ø Sarason,Johnson(1978)年编制了生活事件量表(LES)

Ø Williamson等（2003）编制了适用于青少年的应激性生活事件量表（SLES）

Ø 迟松等编制的《大学毕业班学生应激性事件问卷》（迟松，林文娟，2005）

Ø 胡燕等（2010）编制了中学生的生活事件多维评定问卷



/ 以生活事件量表（LES）为例

• 生活事件量表用来对精神刺激进行定量或定性的评估

• 不同的事件引起的精神刺激大小不一，每种生活事件应具有其“客观”的刺激强度，最具代表性的为美

国Holmes TH,Rahe1967年提出的社会重新适应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Scale,SRRS）,客观量化

生活事件的刺激强度，具有良好的信效度，被公认为“金标准”。

• 理论假设：任何形式的生活变化都需要个体动员机体的应激资源去做新的适应，因而产生紧张



/项目与评定标准

家庭生活方面 工作学习方面 社交及其它
恋爱或订婚 高考失败 好友重病或重伤

恋爱失败，破裂 突出的个人成就 被人误会/错怪/诬告/议
论

结婚 待业/无业 介入民事纠纷

• 生活事件量表（LES,Life Event Scale ）：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由学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对生活事件进行修订于增删，编制了“生活事件量表，简称LES。”

• 项目：常见的生活事件，分家庭生活方面（28条），工作学习方面（13条），社交及其它方面（7

条）



/ 评定标准
对每一生活事件的询问提纲

1.是否发生以及发生的时间

未发生/一年前/一年内 /长期性（长期性如住房拥挤，不到半年记1次，超过半年记2次）

2.事件的性质

正性vs负性

3.事件对精神的影响程度

无影响/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

4.影响持续时间

3月内/半年内/1年内/1年以上



• 某事件的刺激量=该事件影响程度分*该事件的持续分*该事件发生次数

• 正性事件刺激量=全部好事刺激量之和

• 负性事件刺激量=全部坏事刺激量之和

• 生活事件总刺激量=正性事件刺激量+负性事件刺激量

• LES总分越高，表明个体承受的精神压力越大，负性事件的 分值越高，表明对身心健康的影响越

大，正性事件分值的意义尚待进一步研究。

/统计指标与结果分析
生活事件刺激量的计算方法



/应用价值

• 用于指导正常人了解自己的精神负荷，维护自己的身心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 用于指导心理治疗，危机干预，医疗干预的针对性

• 用于甄别高危人群，预防心理障碍与疾病，对高分值群体加强预防工作

• 用于神经症，身心疾病及各种重型疾病病因学研究，确定心理因素在这些疾病发生，发展，转归

重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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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视角



应激生理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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