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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F_9F_E5_BF_83_E7_c24_19513.htm 在人们的心目中，警

察应该个个都是钢铁硬汉。其实，警察和普通人一样，也会

出现挫折感、心理障碍或心理危机。 由于公安民警承担着高

风险、高负荷、高强度、高应激的特殊工作，其心理压力指

数在所有职业中无可争议地高居首位。 有研究表明，警察仅

在任职头三年耳闻目睹的丑恶面，比普通人一生中见到的还

要多。由于职业的特殊性，警察成为与各种阴暗面打交道最

多的群体。警察已经成为一个最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的群体之

一。 警察对维护社会稳定负有重要责任，如果警察的心理有

缺陷，对公民、对国家都意味着潜在的危机。 为帮助公安民

警提高心理抗压和调适能力，立足公安工作全局和公安队伍

建设发展需要，今年年初，公安部在全国八个城市公安局确

定为民警心理训实验点，大连是基中之一。 现场 心理咨询师

：呵护民警健康之“心” 8月23日，在大连实验中心心理档案

室，一名年轻的女警官拿着一摞记载着参试警察心理测试数

据的心理档案，向前来参观的高级警官们详细介绍由心理测

试实验数据得出的初步结论：“这名民警反应速度灵敏，很

适合做特警工作”、“而这名民警通过测试，反映其平常心

理压力过大，则需要做相关的心理辅助治疗，才能上岗工作

”⋯⋯这位叫王璐的女警官有着双重身份，既是大连市公安

局的一名普通民警，也是公安部民警心理训练大连实验中心

的心理咨询师，她所承担的工作则是对民警们做心理预防、

咨询和训练。 32岁的王璐九年前从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



后，被分配到本溪市公安局作了一名机关干部。大学时主修

的教育心理学让她割舍不下对心理学研究领域的那份感情，

经过不懈努力，2002年，她顺利拿到了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

认证证书，不久她就凭借这个特长被调到公安部民警心理训

练大连实验中心作了一名心理咨询师。 “现在的工作是预防

为主，提高民警心理素质，把患病可能性降到最低，这也是

从优待警的一项重大举措。”谈到目前所从事的工作，王璐

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王璐说，过去单纯把身体检查作为衡量

身体素质好坏的标准，现在则在此基础上，加大了心理素质

的检测力度。而为了与世界接轨，实现民警的心理危机预防

和干预，实验中心专门聘请了相关的军事心理训练专家协助

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并针对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开枪、参加

维和或其他重大任务、目睹战友伤亡、遭遇失业或家庭重大

变故等情况应进行的心理辅导、矫治进行探索，以实现防止

民警因严重心理障碍引发自杀或伤害他人事件发生，杜绝意

外事故的发生和不必要的损失。 中心成立后，首先接纳的

是200名来自一线的特警队员和基层派出所干警，并逐一为他

们建立了心理档案。在一次高空抗恐惧行为测试训练时，一

名民警出现了严重的恐高反应，心跳急剧加速。王璐立即对

其进行心理辅导，鼓励他说：“对高空的恐惧是后天形成的

，不是先天就有的，就像孩子刚生下来对火不一定产生恐惧

一样，因此一定要调整脑海中固有的错误认知，激发潜能。

”在王璐和战友们的鼓励下，这名民警克服了原有的恐惧心

理，自信心增强，并顺利完成测试。在随后的第二天进行的

高空“依存共渡”训练项目中，该民警在克服心理障碍后，

主动第一个报名参加测试，并顺利完成。事后，他深有感触



地说：“如果没有这次测试和心理咨询师的科学指导，我可

能改变不了过去错误的认知，而在执行任务时也将会造成不

必要的后果。” 其实，像王璐一样，心理训练中心还有许多

的具有专业特长的心理咨询师在为干警们服务，他们如一缕

春风，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呵护着民警的健康之“心”。 

流程 民警心理训练系统初具规模 2006年1月，公安部将公安

民警心理训练先行试点的任务交给辽宁大连。重任之下，经

过相关部门和人员的不懈努力，目前民警心理训练系统已初

具规模，建立了以行为观察室、心理恢复舱、心理素质测评

室、心理能力训练室、心理档案室、心理素质模型研究室以

及心理行为训练场为主体的民警心理实验室。 心理行为观察

室分为实验区和观察区两个区。实验区是对民警进行情境类

心理行为训练，其中一个叫"突破险境"的训练项目，要求10名

参训人员在不借助任何其它外物，在不触模拟电网的情况下

，从电网的上端翻越，以此来培训民警的团队精神，开发团

队潜能。民警在进行作业的同时，工作人员通过监控与音像

系统对每名参训人员的行为进行捕捉。有的民警在作业中积

极主动，有的民警则是被动接受。这些行为都会被监控系统

捕捉到并显示到观察区的电脑上，通过行为编码软件对其行

为进行分析处理，给出其相应的心理特征。从而为焉步的素

质模型的构建提供数据支持。 心理恢复舱的作用，主要是当

遇到突发事件，民警心理受到严重创伤后，在48小时之内在

这里进行心理恢复，从而使其在较快的时间内恢复到原有的

心理状态。恢复舱工作的原理，首先通过心理作业以及生理

采集仪确定出民警当前的压力指数，然后根据压力指数做出

相应的处理办法，如音乐放松法、肌肉放松法、想像放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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