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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头，消防官兵奋勇向前。在抢险救援、勇敢无畏的背后，

消防官兵有时也有和常人一样的内心“脆弱”——— “战友

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我们支持你！” 两名

消防官兵在战友们的支持下，携手快速翻过8.5米高的铁架。 

这是日前记者在全国公安民警心理训练四川实验中心看到的

一幕。耸立在训练中心室外训练场上的“心理行为训练器械

”看上去和平常见到的拓展训练器械差不多。训练师告诉记

者，这个项目就是让受训人员在高空训练中体验恐惧，面对

恐惧，最终形成战胜恐惧的能力。 作为每天出入火场和各种

灾害事故现场的消防官兵，其心理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心和重视。近日，记者走近这群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倾

听他们的真情故事、作战经历，进入到他们鲜为人知的内心

世界。 心病一：“第一次品尝到失眠的滋味” 症状：失眠 病

因：心理压力过大，长期见证惨烈场面 个案：成都市消防支

队五中队的刘蛟刚到消防队不久，就被派到市区北门码头打

捞一具浮尸。他赶到现场时，只见水面上躺着一具完全变形

的男尸，其状惨不忍睹。当他和另一名战士划着橡皮艇靠近

尸体时，阵阵恶臭传来，小刘禁不住“哇”地一声呕吐起来

。但本职所在，刘蛟和战友只好背过脸用一根消防火钩将尸

体钩在橡皮艇上。 靠岸后，两个消防新兵都不肯先出手，僵

持几分钟后，他们才屏住气，硬着头皮将尸体抬上岸。回到

军营，那具尸体的惨状总在刘蛟眼前浮现，当天，他一连换



了7件衣服，洗了8次澡，还是无法从那一幕中摆脱出来。连

续半个月，他一看到猪肉就呕吐，而且连续失眠很多天，“

我本来碰枕头就睡，却第一次品尝到了失眠的滋味”。 2004

年，由省消防总队首次进行的“四川消防部队基层官兵心理

问题课题调研”结果表明，消防部队基层官兵承受的心理负

荷，已大大超过一般人群的平均心理承受水平。在分析这些

问题产生的原因时，调研组认为，消防部队性质与工作特点

是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其中，“工作学习压力”更大大超

过重度刺激标准。 处方：消防官兵因长期见证着灾难和死亡

，产生巨大精神压力。成都消防支队至少配备了3名以上专兼

职心理咨询辅导员，针对消防部队救灾抢险工作的特殊性，

为每位消防官兵建立心理档案。省消防总队还成立官兵心理

健康保护工作委员会，组织专职心理辅导干部和心理医生开

展巡回咨询，组织心理测试，对有重点心理疾病的官兵进行

疑难会诊。 心病二：“每次出警回来情绪最低落” 症状：出

警归来情绪低落 病因：在高危险境中的适应能力不足个案：

成都市特勤三中队的杨指导员对消防战士们的心理问题深有

感触。每次出警归来，都有战士情绪低落的情况出现。有一

次，特勤三中队接到一起灭火任务，中队出动10名战士3辆消

防车，但由于消防通道不畅通，消防官兵赶到时，熊熊大火

已经把那栋老房子全部包围。战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里救

出两人，正当他们高兴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时，却发现这两

个人已经死了。 “看着生命消失，这种情况最难受了”，战

士杨正勇说，那天，他们参加“打火”的战士都吃不下饭，

睡不好觉，总想着，要是早一点，那两个人或许就有救了。 

处方：面对这种情况，中队的指导员就会抽出时间与战士聊



天，天南海北地“吹牛”，化解战士心理阴影。或者，组织

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如篮球赛、乒乓球赛、台球赛等，通

过体育比赛，转移战士们的注意力。 在全国公安民警心理训

练四川实验中心，整套室外训练包括20余个科目，其中“凌

空跨越”、“尖峰时刻”等10余项目是高空训练，能够帮助

民警磨练和强化在高危险境中的适应能力、团队精神、自信

心、意志力等，提升心理素质。 心病三：“最不想听到的就

是电铃声” 症状：对电铃声和警笛过敏 病因：出警量过大，

超负荷工作个案：2005年泸州鞋城和宫阙酒厂接连两把大火

，让消防官兵抢险奋战了几十个小时。泸州公安消防支队一

中队的消防员王辉，老是挥之不去当时的抢险场面，但当次

日清晨的第一声哨声响起，他又一个挺身翻下床，强打精神

，开始每天必做的晨跑。王辉说，他每晚睡觉时总以为警铃

马上就要响了，睡着时身子也不自觉地做出要起床的动作来

。 成都市消防支队五中队的刘蛟告诉记者，他平时最不想听

到的就是电铃声和火警警笛声。每当这两种声音出现，不管

正在干什么，他都会迅速丢下手里的活冲出去，“天长日久

，已经变成了一种潜意识”，小刘对自己的行为很不好意思

。 在成都市，任务最为繁重的消防五中队至今保持着日出警

量33次的全省最高纪录。“我们太累了，最大的愿望就是在

不受任何干扰下睡个好觉。”几位老兵这样说。中队日均出

警量很高，一旦接到指令，他们必须迅速赶到现场，24小时

待命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据省消防总队宣传处负责人介绍

，在近6年时间里，成都消防支队接出警总量达15万次，而诸

如取钥匙、掏下水道等社会救助服务占80%以上。按照有关

规定，成都市区应设40多个消防站，实际上市区内仅有12个



中队，警力严重不足，目前包括机关在内的消防官兵总人数

才900多人，与城市人口相等的天津市相比，警力仅为对方

的1/4，消防官兵不得不面临超负荷工作。 处方：一方面，增

加消防站数量；另一方面，省消防总队启动了官兵心理健康

保护三年工作计划，此举标志着四川省消防总队首次将官兵

心理问题纳入正式工作计划中。根据该计划，全省将在基层

消防部队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建立健全心理健康保护工作制

度，促使官兵心理健康状况得到改观。 链接：四川省消防官

兵心理健康保护三年工作计划——除要求建立官兵心理健康

档案、专兼职心理辅导员队伍外，还提出建立健全心理健康

保护工作制度，包括：日常心理咨询服务制度，对官兵遇到

的各种心理失衡主动提供心理服务；重大应急咨询服务制度

，对官兵因遇突发事件引起较严重心理应急反应的行为，要

求当事官兵在48小时内拨打心理咨询电话或与心理医生面谈

；心理健康医疗制度，对出现心理异常的官兵，提供专家评

估、治疗及跟踪服务；入警心理测试制度，每年新进官兵一

律进行心理素质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科学合理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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