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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事件史分析是研究某一事件发生及其影响因素的计量方法，有一些独特的概念。本文阐述了社会科学研

究中的事件史分析主要处理有“删截”特征的面板数据，尤长于将时变变量纳入模型。而灾难心理学学

科尚在发展之中，主要研究灾难前心理教育、灾难中心理救援、灾难后心理干预，以及与之相关的心理

和行为规律。运用事件史分析探究与灾难和创伤紧密相关的精神疾病、心身疾病、自杀与非自杀性自伤

等问题具有潜力。 
 

关键词 

事件史分析，灾难心理学，创伤 

 
 

Application of Event History Analysis  
in Disaster Psychology Research 

Shen Tang, Mutian Hou*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Counseling Center,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Received: Dec. 6th, 2022; accepted: Jan. 11th, 2023; published: Jan. 29th, 2023 

 
 

 
Abstract 
Event history analysis is a measurement method that studies an event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re are some special concepts. This paper explains that event history analysis i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mainly deals with panel data with “truncated” characteristics, especially the inclusion of 
time-varying variables into the model. Disaster psychology is still developing, mainly studying 
pre-disaster psychological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rescue in disaster, post-disaste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related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rules. It has the potential to use event his-
tory analysis to explore mental illness, psychosomatic diseases, suicide and non-suicidal self-injury 
closely related to disasters and tra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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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事件史分析 

社会科学研究中常涉及某种状态保持的时间或状态的改变，如社会学关注青年单身至初婚的时长(曾
迪洋，2014；杨辉，石人炳，2019)、缓刑犯再犯经历的时长(Lee et al., 2019)、心理学关注的吸毒者脱毒

后至复吸的时长(刘永有，曾岳峰，王增珍，2004)以及精神病学关注的抑郁症患者复发恶化经历的时长(汪
作为等，2012)，但并非我们观测的所有样本都在研究期间发生某种状态的转变，换言之，其某种状态保

持的时长超出结束观测的截止线，即删截(杜本峰，2008)。以往的学者将删截分为右删截和左删截，右删

截是指：1) 调查时的案例尚未经历所研究的事件；2) 在持续观察中我们已经获得预定数量的经历了所研

究事件的案例。以研究博士生初婚为例，研究期间还没有结过婚的样本即属于右删截。左删截是指我们

知道该样本观察事件发生了但不知道其何时进入风险期。例如研究博士生中途退学，我们知道该样本在

研究期间确实退学，但何时入学的信息丢失，即为左删截。在传统回归分析中，我们难以将删截样本纳

入分析，若删截样本较多或删截样本与未删截样本存在系统性区别，易导致重要信息丢失，估计将产生

较大偏误(Sorensen, 1977; Tuma, Hannan, & Groeneveld, 1979)。而运用事件史分析技术却能够分析删截数

据，构造风险集充分利用不完全信息，估计可靠性更强(Guo, 2010)。此外，传统回归分析难以纳入随时

间变化的自变量，通常只能分割为多个自变量处理，而观测对象事件发生时间不同，这为传统方法蒙上

阴影。郭志刚(2015)指出，事件史分析在动态分析方面的优势不仅体现在研究事件发生(因变量)的动态变

化，而且还体现在能够在动态变化中找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关系。李强等人(2019)认为事件史分析中的自

变量动态变化是自变量在观测期内的不同时点上的观测值的变化，即时变变量。通过将删截样本和时变

自变量纳入分析，事件史分析大大丰富了应对社会科学中状态变化问题的武器库。 
事件史分析感兴趣的是某一事件发生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在医学领域常称作生存分析，比较两组病

人分别接受不同治疗的生存时间在临床研究中俯拾即是。在工程领域，某耗材能“存活”多长时间被称

作失效分析。在社会科学领域，常称作事件史分析，事件史分析最初来自人口学的生命表技术(Preston, 
Heuveline, & Guillot, 2001)，研究者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现代事件史分析技术，如估计生存函数的

K-M方法、离散时间 logit模型、连续时间模型以及目前应用最广的半参数Cox 比例风险模型(Cox, 1972)，
目前事件史分析技术广泛应用于死亡、教育、婚姻、犯罪、性行为、物质滥用、移民、失业、虐待等领

域。拓展事件史分析在灾难心理学中的应用，能有效补充传统上基于回归的探索影响因素的方法，更好

地研究灾难发生前、发生中、发生后不同人群身心健康状态转变的关联因素，为灾前心理预防和灾后心

理援助提供借鉴和支撑，以下本文拟介绍事件史分析的基本概念、灾难心理学学科发展状况、进一步梳

理事件史分析在灾难与创伤心理不同研究主题中的应用现状。 

2. 事件史分析的基本概念 

2.1. 历险集 

历险集是指在各个观测点上可能经历某一风险事件的人。例如研究大学生初次性行为，历险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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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至大四尚未发生过性行为的在校生。非在校者以及在研究开始前已发生过性行为者均不在风险集中。 

2.2. 风险期 

风险期是指研究开始到事件发生的时间，或研究开始到事件在本研究中未发生导致的删截的时间。

仍然以研究大学生初次性行为为例，风险期是大学入学至初次发生性行为之间的时间，如果某人入学不

久即初次发生性行为，即为风险期短。如果毕业前才初次发生性行为，即为风险期长。 

2.3. 风险率 

风险率类似于逻辑回归中的优势比，报告了解释变量对风险期内事件发生的概率的影响，前提是该

事件以前没有发生过。在离散时间 logit 模型中，风险率为历险集中的个体在特定时间经历事件的概率，

在连续事件模型中，风险率是事件发生的瞬时概率密度。 

2.4. 离散时间与连续时间 

离散时间通常指观测点与观测点时间相差大，在实际研究中，一般时间间隔超过半年即看作离散时

间，采用离散时间 logit 模型处理。Ampaw & Jaeger (2012)调查了影响博士生完成三个阶段学业的影响因

素，该研究每学期观测一次，故采取离散时间风险模型。若时间间隔小于半年，如一月、一星期，则看

作连续时间，可选择 Cox 比例风险模型、指数模型、Weibull 模型、Gompertz 模型、加速失效时间模型

等。 

2.5. 单一事件与多种类事件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需要考虑一种结局，如研究大学生初次性行为时我们只考虑个案何时发生性

行为，对工作终止的研究只考虑个案何时终止，也即我们把所有的初次性行为和所有的终止工作同等看

待。但有时研究者好奇事件的不同类别，例如在对精神分裂症干预有效性的研究中，区分精神分裂症直

接导致的死亡和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非常重要(Allison, 2014)。为了包容不同的事件(精神分裂症和其他)，
应用统计学家发展出了“竞争风险”的方法，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多项缩减生命表法，Tuma 等人(1979)提
出了一般的马尔科夫模型同样考虑了多种类事件。 

2.6. 重复事件与非重复事件 

临床领域的事件史分析(生存分析)主要为非重复事件，关注的结局一般均为死亡，而心理学领域关注

的范围更广，例如工作和婚姻的变更可能发生多次，这就是重复事件。重复事件的事件史分析在统计处

理上难度更大，需要建立更加复杂的模型来估计生存函数。 

2.7. 协变量 

在事件史分析中，协变量相当于传统回归分析中的自变量，事件史分析专门研究人口统计学变量、

以及其他一些理论推广的有关变量如何对生存或经历某一事件的概率产生影响(郭志刚，2015)。 

3. 灾难心理学学科发展状况 

灾难心理学的概念是心理学家 Reyes 和 Jacobs 在 2006 年提出的，同年《国际灾难心理学手册》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Disasters Psychology)在美国出版，是灾难心理学学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灾难

心理学关注受到灾难影响的人们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需求问题，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与灾害学、

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组织行为学等学科密切相关，从其中充分吸收资源。由于学科体系尚在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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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目前灾难心理学的概念、研究内容、研究对象尚无统一的观点。 

3.1. 概念 

王雪艳、张丽萍(2013)提出灾难心理学是研究灾难发生中及灾难过后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发生的特点与

规律以及如何对受灾者进行灾难心理救助的一门学科。具体从时间上来说，受灾个体既具有灾难中的心

理和行为特点，在灾难过后仍可能有延后症状，如创伤后应激障碍。从空间上来说，受灾个体又可以按

照社会角色划分成不同的人群。时勘(2010)认为灾难心理学是研究灾难中人的心理、行为规律的科学，其

目的在于对灾难事件中个体、群体和组织的心理行为规律的形成机制以及变化特征进行描述、解释，从

而达到预测和应对这些灾难事件的目的。本文结合前人观点，认为灾难心理学是研究灾难前心理教育、

灾难中心理救援、灾难后的心理干预，以及与之相关的个体及群体心理和行为规律的科学。 

3.2. 研究内容 

对于上述对灾难心理学的定义，灾难心理学应该具有如下的使命；描述灾难中不同人群的心理特征、

解释灾难对灾难有关人群的心理影响、预测灾难与人的相互作用的规律、控制和干预受灾难影响人群的

心理困扰。为了达成使命，灾难心理学研究以下 5 个方面的内容：灾后心理应激、灾后心理评估、灾难

心理危机干预、灾难危机教育以及灾难心理卫生服务体系的建立。 

3.3. 研究对象 

灾难心理学研究一方面需要考察不同人群的心理状况，另一方面也要考察灾难所引起的个体心理反

应。因此探讨灾难心理学研究对象时应该分为个体层面和群体层面。个体层面主要研究人遭受灾难后的

心理特点和个体差异，人们面对灾难往往表现各不相同，有的退缩逃避、一蹶不振，有的人增加个体创

伤后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增强自我力量，出现创伤后成长，人格更加健全(Zhang et al., 2020)。群体层面

来说，灾难中的个体处于某个群体之中，受到群体特征、群体动力以及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影响。 

4. 事件史分析在灾难与创伤心理研究中的应用 

事件史分析在灾难与创伤研究中的价值越来越凸显，当我们希望了解什么样的个体更容易出现某一

事件，或出现某一事件的概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时，事件史分析具有其他常见建模方法难以企及的优势。

这一方法可以应用于灾难导致的精神疾病患者的预后研究、灾难后增多的身心疾病或灾难中受伤导致的

慢性疾病、灾难救援的组织行为问题、灾难幸存者自杀和非自杀性自伤、与儿童严重创伤有关的冒险行

为和虐待问题。心理学学科期刊中的事件史(生存资料)研究涵盖较多领域，由于临床研究者更容易获取生

存资料，并且熟悉生存资料统计处理方法，故目前应用最广的仍是精神疾病相关的临床领域，此外心身

疾病的预后、组织和管理、物质滥用、犯罪、婚姻与生育领域的文章亦比较丰富。 

4.1. 精神疾病 

较多承继临床研究，多关注精神疾病的预后状况，抑郁症是研究重点之一，如赵俊雄、张载福(2000)
对抑郁症出院病人随访，发现抑郁症 3 个月复发率为 3.28%，年复发率为 37.51%。汪作为等人(2012)选
取门诊抑郁症患者 60 人，干预组与对照组各 30 人，干预组在接受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参加认知行为教

育和自我管理团体，对照组仅接受常规治疗，通过比较两组生存曲线可知，参加认知行为教育和自我管

理团体的患者年复发率和恶化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杨超等人(2017)采用 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发现电休

克治疗组的复发和再住院累计生存曲线优于对照组，log-rank 检验表明两组生存曲线差异显著，证实电休

克治疗对于儿童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的精神症状巩固十分重要，显著的降低了精神症状的复发及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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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率。姚坚等人(2010)使用 Kaplan-Meier 法估计生存函数，计算情感障碍起病风险并绘制起病年龄曲线，

结果显示：重性抑郁与双相情感障碍及心境恶劣起病年龄差异显著，双相情感障碍与心境恶劣起病年龄

差异显著。心理学的生存分析还涉及儿童虐待领域，一项双生子研究显示儿童期遭受性虐待是重度抑郁

和自杀未遂的风险因素，可使重度抑郁发作提高 10.3 年，使自杀未遂发生提前 8.9 年(Nelson et al., 2002)。
陈思路、季卫东等人(2014)选取初次确诊双相障碍并接受药物治疗的被试，调查其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

进行多因素 Cox 比例风险建模后发现早期联合抗精神药物治疗有效延长患者生命，躯体疾病共病加速病

情恶化，缩短患者生命。战争是灾难性创伤的重要来源，Boscarino (2006)建立 Cox 模型发现越战老兵患

有 PTSD 增加了多种原因死亡风险，这可能与 PTSD 相关的生物、心理或行为因素有关。 

4.2. 心身疾病与慢性病 

灾难或创伤除导致精神疾病外，也可能造成身心疾病或慢性病。有研究者利用生存分析探索心身

疾病或慢性疾病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心理干预。李诗晨等人(2018)探讨术后正负性情绪对乳腺癌患者预

后情况的影响时使用 Kaplan-Meier 法得到生存曲线，并建议 Cox 回归模型，控制人口学和病史变量后，

正性情绪正向显著预测预后状况，而负性情绪对预后状况的影响不显著。Blumenthal 等人(2003)研究冠

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患者，生存分析显示：控制额外变量后，术前存在中–重度抑郁以及术前至术后 6
个月持续存在轻度或中–重度的抑郁加剧了患者的死亡风险。原发性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心脑血管疾

病，也是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的疾病。崔伟锋等人(2020)调查了 985 名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使用了单因

素 Cox 回归和多因素 Cox 回归，发现性别、病程、饮食习惯、头痛以及水肿等均为原发性高血压的风

险因素。 

4.3. 组织行为 

灾难不仅会对个体的心理行为造成冲击，还会从组织的角度带来物质和人员的损失，从而影响组织

的正常运转。重大灾难或创伤发生发展过程中，组织因素都扮演重要的角色。Smith & Tonidandel (2003)
较早介绍了事件史分析在组织行为学和领导科学的应用，例如如何选择合适的模型研究情节的影响、人

际联盟以及边界跨越等议题。管理心理学领域在对离职的研究中可应用生存分析等时间敏感的研究设计，

从而更好地把握离职过程的动态性(吴杲，杨东涛，2015)。 

4.4. 自杀与非自杀性自伤 

众多研究表明严重创伤是自杀与非自杀性自伤的风险因素和直接原因，灾难心理学研究者可以利用

事件史分析探索特定灾难后个体尝试自杀的概率的时间趋势以及影响因素。Grendas 等(2019)发现低心理

社会功能、先前自杀尝试、低龄、童年性虐待能够预测自杀发生，其中低心理社会功能与童年性虐待存

在交互作用。此外，一项挪威的研究通过对人口档案数据进行事件史分析，发现低教育成就、离婚及分

居加剧了死于的自杀风险，而有子女是死于自杀的保护性因素(Øien-Ødegaard et al., 2021)。Gandhi et al. 
(2018)使用离散模型事件史分析探索性别和精神疾病对荷语区新成年人非自杀性自伤发病率的影响，估计

生存函数和风险函数，发现来自社区样本的 21%的青少年在 25 岁之前至少有一次发病经历。不考虑样本

类型(社区或精神疾病)，发病年龄的概率在 14~15 岁左右达到峰值，第二个高峰分别出现在 20 岁和 24
岁左右。 

4.5. 冒险行为 

青少年冒险行为可能与灾难事件与早期创伤有关，刘宇平等人(2019)调查了 232 名强制戒毒人员，发现

童年创伤经历导致强戒人员精神病态水平提高，进而具有更高的感觉寻求，最终提高个体攻击性，从而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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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现出冒险行为。冒险行为常常包括吸烟、酗酒、吸毒、不安全性行为、校园暴力等，常常严重危害青少

年的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Maggs et al. (2019)开展队列研究，使用事件史分析建模并预测 4 至 11 岁人群开

始饮酒的年龄，结果表明关键的预测因素是儿童行为控制不足，以及在整个儿童时期评估的父母酒精和药物

使用情况。加权结果显示，不到 2%的儿童在 8 岁生日前第一次饮酒，到 10~11 岁时上升到 13%。当父母认

为孩子的行为控制不足时，以及当家庭中至少有一名父母报告饮酒或使用非法药物时，饮酒行为将会更早出

现。有研究者希望了解哪些因素影响中国青少年开始饮酒，遂对 338 名大学生展开纵贯研究，建立了连续时

间模型，证实零花钱、饮酒信念和校外志愿工作是开始饮酒的影响因素(Mou & Lin, 2020)。Clatts (2005)使用

事件历史分析方法来研究纽约年轻人的冒险行为，发现负性生活经历与无家可归的时间均显著影响男男性风

险和毒品使用。事件史分析有助于研究者把握冒险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群体出现冒险行为的时间，进而

丰富现状调查、流行病学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探究冒险行为的心理和行为机制开辟道路。 

4.6. 虐待 

虐待是儿童心理创伤的重要来源，是影响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原因，对儿童的身心发展造成深远而持

久的危害，童年期受虐待是成年后自杀、罹患抑郁症的风险因素。儿童受虐待往往是反复、多次的，即使

由于法律和社会救助使儿童暂时免于虐待，但在一段时间后仍有一定复发的可能。事件史分析技术可以帮

助我们挖掘虐待的风险因素与保护性因素，比较各种干预方法降低风险的效果是否有显著差异。Lipien & 
Forthofer (2004)利用生命表和逻辑回归技术对 1998 年或 1999 年有初次虐待报告的 189,375 名儿童的病历

进行了检查，以评估预测变量与复发的可能性和时间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低龄儿童和白人儿童相比其

他年龄和其他种族儿童更容易再次遭受虐待，这提示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更加注重保护这些儿童，资源和政

策方面应予以倾斜。通过采用事件史描绘虐待再次发生的风险，我们得以比较不同组风险函数的差异，从

而证实解释变量对生存时间的预测效应，为后续探索干预方案创造条件。Russell et al. (2008)选取了 264
名被试，平均年龄为 32 岁。采用纵贯研究的方法调查了干预前和干预后 2 周、6 周、12 周的摇晃儿童综

合征的认识水平，表明结果表明，每个干预水平的效果不同，需要为干预方案仔细选择教育材料。 

5. 结语 

从宏观来看，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近年来社会上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有关灾难和暴

恐威胁的谣言也不断出现，为了应对此类重大风险，国家和民众也越来越关心灾难有关的心理问题。从

微观来看，个体生活中也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创伤，如果没有及时得到干预可能对个体发展产生严重不良

影响，甚至走向自杀的绝路。早在汶川地震后，宁维卫(2011)就在国内提出进行针对灾难的预警、应对等

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教育，这也必然要求我们加深对灾难心理原理和规律的研究。安媛媛、伍新春等人(2014)
总结了美国 911 事件对个体心理与群体行为的影响，并对我国灾难心理的研究提出五点希望：不仅注重

个体更要注重群体、倡导积极的灾难心理学、横断研究与纵贯研究相结合、推进不同性质灾难的对比研

究以及重视文化变量在灾难心理研究中的意义。对于这些期望，事件史分析可以为灾后心身疾病和创伤

后心理症状提供更加可靠的建模方法，是慢性疾病疗效评价和预后分析的主要方法。它是将观察结局和

出现这一结局所经历的时间结合起来分析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Blossfeld, Rohwer, & Schneider, 2019; 罗
胜兰，俞敏，2013)。借助这一方法研究者得以比较不同人群灾难过后遭遇某种风险的概率趋势，推进灾

难与创伤心理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从而更加精细地研究灾后心理与行为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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