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第３１卷第３期
２０１６年７月

灾　害　学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３１Ｎｏ３
Ｊｕｌ２０１６

孙佰清，夏权威．地震灾害物理损失与心理损失关系浅析———以云南鲁甸地震为例［Ｊ］．灾害学，２０１６，３１（３）：１５－１９．
［ＳＵＮＢａｉｑｉｎｇａｎｄＸＩＡＱｕａｎｗｅｉ．ＡＢｒｉｅｆ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Ｌｕｄｉ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ｉｎＹｕｎｎａｎ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１（３）：１５－１９．］

地震灾害物理损失与心理损失关系浅析
———以云南鲁甸地震为例



孙佰清，夏权威

（哈尔滨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地震灾害因其破坏性巨大，往往给受灾者造成巨大的物理损失和心理损失。为了更好地阐述心理损失
概念和与物理损失之间的关系，以云南鲁甸地震为例，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法，对云南鲁甸地震进行分

类处理，并将结果与受灾者的心理健康损失状况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类型的地震灾害中物理损失和

心理损失呈现高度相关及个体认知差异化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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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３０年代ＨＳｅｌｙｅ提出应激的概念以来，生
活事件作为一种心理应急源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引

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不同的生活事件类型引起

的精神刺激大小程度不同，丢失一件衣服和遭遇

一场地震灾害是不能等量并论的，于是人们相信，

每种生活事件理应具有其“客观”的刺激程度和评

价标准。

一般来说，重大且极端的事件，如地震、海

啸、洪水等往往会造成受灾者巨大的人身、财产、

经济等物理损失和心理损失。既往研究中，由于

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地震灾害对人们造成的损失和

破坏程度各异，所以学者一方面提出了不同的灾

害物理分级评价模型，如 ＢａｔｅｓＦＬ等提出的运用
财产损失与社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作为灾度评

价模型［１］；ＪｅｆｆＷ提出的灾害规模与社会破坏影响
模型［２］；徐伟等通过计算区域地震的总能量，用

等效震级方法对中国城市地震灾害危险度进行了

评价［３］；毛国敏等综合以往评估等级和类型中存

在问题提出的 ＦＡＰＥ（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ｑｕａｍａｘｒｏｔａｔｉｏｎ）分类模型［４］；徐冬梅等将

模糊集模型应用于洪水灾害的损失评估［５］；张鹏

等对我国民政部门２０１２年３月首次正式批准发布

的《自然灾害风险分级方法》的标准进行了适用性

的解读等［６］。另一方面，从应激视角阐述了受灾

者的心理损失程度，心理损失具体指由于不可抗

力的自然灾害或者人为灾害出现后，经历了灾难

和参与救治灾难的人可能会出现肉体伤害之外的

一种精神性伤害，学界称之为“创伤后应激反应障

碍”，这种精神性伤害会导致被伤害的人员出现反

应迟钝，不能像正常人一样保持思维的敏捷度等

现象，严重者可能出现自杀倾向或者对他人进行

暴力犯罪的严重后果［７］。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孕

灾的自然环境，社会稳定程度、组织机构、可能

获得支持的社会群体等社会因素，以及个人的认

知、情感、意志力等生理因素，常见的统计指标

多采用９０项症状量表（ＳＣＬ９０），有专家统计过，
唐山大地震的受灾人员的 ＰＴＳＤ（Ｐｏｓｔ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Ｄｉｓｏｒｄｅｒ）发生率为１８４８％，延迟性ＰＴＳＤ发
生率为２２１７％，地震导致孤儿的 ＰＴＳＤ发生率为
２３０％［８］，灾后的发生率一般在２０％ ～３０％左右；
还有研究发现灾难对受灾群体的躯体健康及心理

健康有着明显和持久的影响［９］；Ｔａｎｇ对２００４年印
度洋海啸地震灾民的生活与心理作调查后认为，政

府应加强搜救能力，关注灾民应激性障碍，灾后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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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必须关注幸存者的精神恢复帮助，如灾后进行有

组织地对医治患有对应激障碍的幸存者进行医

治［１０］；Ｍａｒｉａ等基于灾中面对地震灾害与灾后经历
手术的恐惧共同加大了灾后心理压力的研究基础

上，认为必须关注幸存者心理恢复力研究［１１］。诚

然，地震灾害造成的物理损失与心理损失之间有

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二者关联程度如何，是否存

在受灾者个体认知差异等问题的研究则需要进行

更深一步探讨。

１　量表选择、修改与初步探析

２０１４年８月３日１６：３０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
县（２７１０Ｎ，１０３３０Ｅ）发生６５级地震，震中烈度
为Ⅸ度，震源深度 １２ｋｍ，余震 １３３５次。截至
２０１４年８月８日１５时，地震共造成６１７人死亡，
其中鲁甸县 ５２６人、巧家县 ７８人、昭阳区 １人、
会泽县１２人；１１２人失踪，３１４３人受伤，２２９７
万人紧急转移安置。受灾区１０８８４万人，８０９万
间房屋倒塌，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４６０２６亿元。

震后一个月内，作者与参与救灾的志愿者团

队和相关工作人员合作完成受灾人员心理症状量

表（ＳＣＬ９０）的调查工作，被访者主要为地震核心
区域及周围的灾害亲历者，合计被访４１４人，由于
该量表内容量大，反映症状丰富，从认知、思维、

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

等方面准确刻画了病人自觉症状的特点，故被广

泛应用于国内外精神科与心理门诊中，并作为了

解受灾者或就诊者心理卫生问题的评定工具。

众所周知，地震灾害的影响因素众多，很难

穷尽不同因素的最终作用如何，同时又要规避指

标较少选取带来的说明不足问题，此外，由于禀

赋差异的存在，受灾者面临灾害损失会产生不同

的认知选择。因此，结合研究假设并根据实际情

况需要，本研究将该心理量表进行了本土化修改，

除采用自评量表原有反映心理症状的九十项问题

外，从代表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角度上选择并

增加了震级、烈度、人员伤亡、房屋破坏和直接

经济损失等５个参数指标，其中，地震的强度和烈
度是地震灾害本身固有的原生影响指标，后三者

是地震灾害的衍生影响指标，从灾害产生的社会

影响视角切入，即社会整体和个体损失。

诚然，影响地震灾害损失认知因人而异，这

就需要综合考虑每种损失在不同个体中的权重，

本量表根据加权平均法原则，让受害者在其损失

评估选择中，根据损失所导致的痛苦和烦恼，也

包括症状所造成的心理社会功能损害程度，分为

“轻”、“中”、“重”、“极重”等维度，由自评者自

己体会和选择，不做硬性规定，这一选择原则相

同于ＳＣＬ９０的选题原则。另外，由于震级和破坏
数量与损失程度之间分比性较差，所以需要对以

上五个参数指标去除量纲，使其通过标准化降维，

达到在一个空降维度上进行比较的目的，即：Ｘ１、
Ｘ２、Ｘ３、Ｘ４、Ｘ５等，对指标越大损失越大型及指
标越小损失越大型评价指标可分别采用式（１）和式
（２）来计算。
ｘ（ｉ，ｊ）＝［ｘ×（ｉ，ｊ）－ｘｍｉｎ（ｊ）］／［ｘｍａｘ（ｊ）－ｘｍｉｎ（ｊ）］；

（１）
ｘ（ｉ，ｊ）＝［ｘｍａｘ（ｉ，ｊ）－ｘ

×（ｊ）］／［ｘｍａｘ（ｊ）－ｘｍｉｎ（ｊ）］。
（２）

式中：设研究对象集为｛ｘ×（ｉ，ｊ）｜ｉ＝１～ｎ，ｊ＝１
～ｐ｝，ｘ×（ｉ，ｊ）为第 ｉ个对象第 ｊ个评价指标值。
量表调查结果显示，被访受灾者在躯体化、强迫、

焦虑、恐怖等因子上明显高于全国常模（因子分大

于等于２分），在后期与不同类型地震灾害者进行
相关分析时呈现较明显的差异性趋势，尤其在躯

体化、抑郁、焦虑、恐怖等因子上显著高于全国

常模，这说明云南鲁甸地震已经给受灾者造成了

严重心理伤害。具体如表１和图１所示。
表１　被访者ＳＣＬ９０各因子评分结果

因子序号 评定项目 均值（因子分） 标准差

１ 躯体化 ２２６５５ ０３６３８９
２ 强迫 ２６６６１ ０５５７８１
３ 人际关系 １４７９６ ０５０１１８
４ 抑郁 ３３９５４ ０４６０４３
５ 焦虑 ３３４１５ ０４１４７９
６ 敌对 １３７５４ ０４８９２６
７ 恐怖 ４２９１１ ０４１２８７
８ 偏执 １３９２４ ０４６８６１
９ 精神病性 １３４３０ ０４１０５１
１０ 其他 １３６３５ ０４３３８７

注：１躯体化因子；２强迫因子；３人际关系因子；４
抑郁因子；５焦虑因子；６敌对因子；７恐怖因子；８
偏执因子；９精神病性因子；１０其他。

图１　被访者ＳＣＬ９０轮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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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灾害分类及其确定

从指标选取上可见，由于描述灾害维度较多，

而且存在多个变量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

很难将主要矛盾集中化处理，因此，采用多元统

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方法进行降维处理，并且在

一维空间中可以实现变量相互独立，不互相干扰

等特点，在此对灾害进行分类处理。

因子分析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对变量的相关系

数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找出能够控制所有变量

的少数的，不可预测的随机变量，去描述多个变

量之间的关系。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为：

Ｘ１＝ａ１１Ｆ１＋ａ１２Ｆ２＋…＋ａ１ｍＦｍ＋ε１
Ｘ２＝ａ２１Ｆ１＋ａ２２Ｆ２＋…＋ａ２ｍＦｍ＋ε２
…

Ｘｋ＝ａｋ１Ｆ１＋ａｋ２Ｆ２＋…＋ａｋｍＦｍ＋ε
{

ｋ

。 （３）

式中：Ｘｉ为待分析的观测变量，Ｆ１，Ｆ２，…，Ｆｍ
为公共因子，ε１，ε２，εｋ为特殊因子，ａｉｊ为因子负
荷。模型要求：ｍ小于等于 ｋ，即因子数不能大于
变量数；因子和其对应的 ε应该相互独立或不相
关；因子间不相关，相互独立，而且每个因子方

差为１；ε１…εｋ相互独立。经过 ＫＭＯ和巴特利球
体检验，说明变量之间较为相关，较适应进行因

子分析。具体如表２和图２所示。
表２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度量 ０６２８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ｄｆ
Ｓｉｇ

２３３６７０
２８
００００

图２　因子初始解的特征值分布

　　采取主成分分析方法求因子解，具体如表 ３
所示。

表３　主成分因子分析初始特征值分析
成分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１ ３８４５ ４６９４９ ４６９４９
２ ２１８７ ２７４５９ ７４４０８
３ １２１６ １６１８６ ９０５９４
４ ０４１２ ６０３０ ９６６２４
５ ０２１３ ３３７６ １０００００

　　为使得因子的实际解释意义更明确，根据Ｋａｉ

ｓｅｒ标准化正交法进行旋转，求得负荷矩阵如表４
所示，即：

Ｘ１＝０９２５ｆ１＋０２２５ｆ２＋０１２１ｆ３；
Ｘ２＝０８６９ｆ１＋０３３１ｆ２＋０１１７ｆ３；
Ｘ３＝０７４３ｆ１＋０５３１ｆ２＋０２７２ｆ３；
Ｘ４＝０２２１ｆ１＋０８２４ｆ２＋０２０８ｆ３；
Ｘ５＝０１３１ｆ１＋０９１６ｆ２＋０１２４ｆ３













。

（４）

表４　因子分析负荷解的矩阵分布

参数指标 ｆ１ ｆ２ ｆ３
Ｘ１ ０９２５ ０２２５ ０１２１
Ｘ２ ０８６９ ０３３１ ０１１７
Ｘ３ ０７４３ ０５３１ ０２７２
Ｘ４ ０２２１ ０８２４ ０２０８
Ｘ５ ０１３１ ０９１６ ０１２４

　　根据式（４）和表４可知，ｆ１在 Ｘ１及 Ｘ２负荷较
大，反映出地震的震级和烈度为主要指标，可以

称之为地震强度因子；ｆ２在 Ｘ４及 Ｘ５负荷较大，反
映出地震的破坏与损失程度，可称之为地震破损

因子；ｆ３在Ｘ３负荷较大，反映出地震的伤亡情况，
可称之为地震伤亡因子。由于采取最大方差进行

旋转，所以三个公共因子，ｆ１，ｆ２和 ｆ３相互独立。
根据回归分析求得因子得分矩阵为：

ｆ１＝０３１６ｘ１＋００３３ｘ２＋０２８１ｘ３－００２７ｘ４＋０２５１ｘ５；
ｆ２＝００２１ｘ１＋０３６９ｘ２＋０２３６ｘ３＋０４３３ｘ４－０３２７ｘ５；
ｆ３＝００１６ｘ１＋０１３５ｘ２＋０１７４ｘ３＋０１０９ｘ４－０２３５ｘ５{ 。

（５）
根据已知条件，将 ｆ１、ｆ２和 ｆ３三个公共因子去

量纲，并将三个因子作为轴平面将空间分为八个

不同的分区，即地震灾害的不同类型。

类型Ａ：强度较小、破损较小、伤亡较小；
类型Ｂ：强度较小、破损较小、伤亡较大；
类型Ｃ：强度较小、破损较大、伤亡较小；
类型Ｄ：强度较小、破损较大、伤亡较大；
类型Ｅ：强度较大、破损较小、伤亡较小；
类型Ｆ：强度较大、破损较小、伤亡较大；
类型Ｇ：强度较大、破损较大、伤亡较小；
类型Ｈ：强度较大、破损较大、伤亡较大。
我国将地震灾害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

和一般等四级［１２］。其中，特别重大地震灾害是指

造成３００人以上死亡（含失踪），或者直接经济损
失占地震发生地省（区、市）上年国内生产总值１％
以上的地震灾害。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７０级以
上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６０级以上地震；重大
地震灾害是指造成５０人以上、３００人以下死亡（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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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踪）或者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当人口

较密集地区发生６０级以上、７０级以下地震，人
口密集地区发生５０级以上、６０级以下地震，其
他两个级别不在此赘述。根据上述我国对地震灾

害的分级标准，综合考虑云南鲁甸各项指标和实

际情况，所以本研究将受灾者具体的损失划归为

八类分类标准的后四个，即类型 Ｅ、类型 Ｆ、类型
Ｇ和类型Ｈ。

３　云南鲁甸地震受灾者心理健康损失
与灾害分类相关研究

　　由于修改后的９０项症状清单（ＳＣＬ９０）选择并
增加了震级、烈度、人员伤亡、房屋破坏和直接

经济损失等５个参数，通过降维处理提取了３个公
共因子，即ｆ１地震强度因子、ｆ２地震破损因子和 ｆ３
地震伤亡因子，并将其作为划分不同受灾者类型

的标准和依据，那么不同类型受灾者与其心理健

康损失状况相关关系研究如表５所示。
表５　不同类型受灾者的心理健康损失状况相关分析

类型Ｅ 类型Ｆ 类型Ｇ 类型Ｈ
躯体化 ０２６７ ０９５２ ０１９１ ０６１７

强迫 ０４２６ ０２７４ ０８７５ ０９４４

人际关系 ０１２１ ０３５４ ０１０４ ０４８３

抑郁 ０６４７ ０７１８ ０５８３ ０８７４

焦虑 ０９９８ ０８８７ ０７７９ ０７８４

敌对 ０１３２ ００３４ ０１７１ ０２１４
恐怖 ０８８３ ０７９８ ０８８４ ０９９８

偏执 ０００４ ０１０９ ０２５３ ０４４１

精神病性 ０３７６ ０２８５ ０３６８ ０５１２

注：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上显著相关；在０１水平（双
侧上）上显著相关。

　　表５显示了灾害强度大时，不同类型受灾者的
心理健康损失状况相关分析。在类型 Ｅ中，由于
损失和伤亡较小，所以只与焦虑和恐怖因子呈高

度正相关；在类型 Ｆ中，虽然损失小，但由于伤
亡较大，所以与躯体化、抑郁、焦虑和恐怖等因

子呈高度相关；在类型 Ｇ中，虽然损失较大，但
伤亡较小，所以只与强迫、焦虑和恐怖因子呈高

度相关，在类型 Ｈ中，由于损失和伤亡都较大，
所以与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和恐怖呈高度

正相关，而且在非高度相关因子中，相关关系也

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以上情况表明，地震灾害造

成的物理损失与心理损失高度正相关，这也进一

步验证了研究假设，但是在诸因子在不同类型表

现上却呈现差异化趋势。

４　结论

（１）云南鲁甸地震灾害造成巨大的物理损失与
心理损失。

地震灾害往往瞬间发生，以巨大的破坏力给

社会经济发展、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功能带

来严重的危害。而地震幸存者不仅面临着身体上

的伤残危险，还需要面对灾害过后失去亲人、家园

被毁、移迁住地等的心理危机与障碍［１３－１４］。

（２）地震灾害的物理损失与心理损失呈高度正
相关关系，并在不同地震类型中物理损失与心理

损失诸因子呈现差异化趋势。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地震灾害造成受灾者在

躯体化、抑郁、焦虑、恐怖等反应心理状态的因

子上呈现高度相关关系，在其他各因子上也呈现

出较强相关关系，这说明，造成心理损失的各个

因子上呈现差异化，或者说反映心理问题的主要

表现为以上四个部分，其他部分也有较突出表现；

另外，结合地震分类等级可以表明不同类型的地

震，受灾者在心理损失表现上呈现差异化，面对

同等强度地震，人们由于物理损失和心理损失的

不同，表现在受灾者的心理承受程度也不一样。

（３）物理损失与心理损失存在个体认知差
异化。

由于受灾者在禀赋、性格、态度等方面存在

着差异，那么对于灾害的理解程度就呈现出个体

认知的差异化，它直接作用于受灾者对自我心理

损失的预估程度。通过分析来看，面对同等强度

地震，破损因子和伤亡因子在受灾者心理存在着

非等量权重，如通过类型 Ｇ与类型 Ｈ比较，不难
看出，当物理损失大时，伤亡人数的多少，直接

影响受灾者的心理维度和强度，这说明，相对于

物理损失来说，受灾者更加注重情感及心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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