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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宜阳县一名公安局长，因工作压力过大而自杀。这位公

安局长叫白山，在当地百姓中口碑良好。据悉，白山自杀与

工作压力过大，精神抑郁有着直接关系。长期处于高危险、

高强度、高压力“三高”状态下的警察，因为缺乏心理压力

释放和心理理疗的场所，而背负巨大的精神压力，一旦遭遇

人生的一个节点必然导致悲剧的发生。 白山自杀事件，为警

察的心理健康问题再次敲起警钟。 2002年，宜阳县公安局长

高保中从岗位上调走，白山走马上任。到任后的他以身作则

，亲临第一线，与下属同甘共苦，在30天内就破获了6起杀人

案，并因此赢得了好评。白山任内，宜阳县公安局多次获得

了省部级荣誉，其中3人被公安部评为先进个人，1人被评为

全国优秀警察，1人荣获二级英雄模范称号，25人次被评为河

南省优秀人民警察。任满5年，今年7月份，白山接到了调令

。 百万警察面临同样压力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教研室主任

张振声，对公安民警的心理健康问题长期进行研究，曾撰写

了《警察心理学》一书，据他研究发现：“在全国180万民警

中，有80%的民警心理压力过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轻则

一些警察对从事警务工作产生悲观想法，重则导致警员心理

产生障碍。” 2006年，华夏心理网对北京某公安分局民警做

了一次详细的心理调查，调查显示，该区警察中，存在心理

障碍的比例为51%，其中轻度心理障碍的占32%左右，中度心

理障碍的占16%左右，严重心理障碍的占2%多。 辽宁公安司



法管理干部学院心理学教授李迎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白山自杀的不幸悲剧，其实也折射出了警察界普遍存在

的压力过大而导致的警察心理健康问题。 李迎春分析，生活

在客观世界，每个人都有可能发生心理问题，但是警察的心

理问题为什么比其他职业多？因为，警察在和平年代是一项

最危险的职业，警察的心理问题一方面来自高风险、高负荷

、高强度、高投诉的职业特点，另一方面来自于这样心理问

题的积累形成的派生的心理问题。 尽管这些年我国的警力得

到了长足的增长，但是相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却只有180万

警察，这样的配置仅仅是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

警力还是相对不足的。 而有关的调查也显示，我国的一线民

警平均每天工作11至15个小时，平均3周才能休息一天。虽然

一再改善但仍然待遇偏低。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由于

工作强度增大出现了身体疲惫、躯体不适感，由于长时间投

入工作，也影响了家庭夫妻关系、子女教育、老人的照顾、

邻里关系等；而执勤过程中遇到的抢劫、杀人等暴力事件，

执勤中开枪射击犯罪嫌疑人，执法过程中受伤等也都不可避

免地使警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社会对民警的高要求也给

民警心理增加了压力。”心理专家曹纷圆举例说：“有困难

找警察，这个要求太高了，公众应当更体谅和宽容警察这个

群体，警察不能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 世界教科文组织

专家、南京市都市心理咨询中心主任周正猷教授也曾指出，

警察的职业特征最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作为武装性质的

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警察拥有在常人看来“

令人生畏”的权力，但这同时意味着警察必定比常人面临更

多的诱惑和心理冲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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