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IV 
 

精神卫生战略 
 

帮助联合国军警人员及其家属和 T/PCC 了解和管理部署

相关问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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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照护人 通常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为儿童或有需要之人
提供支持和护理的个人，可能包括身体、医疗、心
理或情绪上的援助。 

家庭 家庭是一个基本社会单位，由因法律、婚姻、收
养、血缘或强烈的情感纽带而联结在一起的 个人组
成。家庭提供了一个支持、养育和 互相关怀的框
架，是抚养孩子、共享资源和 培养情感关系的 核心
结构。 

家庭构成 可能差异很大，包括核心家庭（父母及其 子女）、

大家庭（包括（外）祖父母、阿姨/姑母、叔叔/姑父

  和堂亲/表亲）、单亲家庭、重组家庭（通

过再婚组建 等。家庭的概念超越了 生物学上的关

系，包括选择的家庭和 志同道合之人建立在共同价

值观、情感联结和支持体系之上的 社群。 
 

重新磨合 指军警人员在部署结束后过渡到原部队生活的过
程。其涉及服役人员及其家属成功回到部署前的生
活例程和角色需要作出的身体、情绪和心理上的调
整。 

配偶 指通过根据适用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法规结婚，法
律上承认的军警人员伴侣。这种关系赋予配偶特定
权利和福利，通常包括接受医疗护理的机会、住房
津贴，以及军警人员为保障服役人员家庭的福祉而
以其他形式提供的支持。军警人员配偶在支持其服
役伴侣的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军警
人员生活的性质，军警人员配偶经常面临独特的挑
战和机遇，包括部署、搬家和可能的分离。 
注释：武装部队和国家不同，与军警人员配偶相关
的定义和福利可能有所不同。 

T/PCC  士兵/警察派出国 
  



1  引言 
 

被选中参与联合国部署可以带来崇高的地位和经济回报，因而军警人员及其家属对此都感到无

比自豪。但在为部署做准备的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出现一系列情绪反应，包括兴奋、快乐、骄

傲、悲伤、愤怒、紧张、沮丧、怨恨和抑郁。一些家庭也可以利用部署期成长和寻找内在力

量。认识和理解这些挑战对于有效应对部署期间的分离至关重要。 

联合国认识到军警人员家属福祉的重要性，并理解需要细心留意才能有效管理部署对他们产生

的影响。 

因此，本指南旨在帮助军警人员及其家属了解并发现应激源，并就在整个部署周期内应对应激

源的预防和缓解措施提供建议。这样做是力求确保军警人员能够满怀信心地加入联合国特派团

、在部署期间专注于自己的主要任务，并在部署结束后自豪和快乐地与家属重聚。 

本指南主要针对军警人员及其家属编写。但还是建议士兵/警察派出国 (T/PCC) 领导层及其医

务官也了解这些问题，并协助军警人员及其家属成功找到正确的应对方法。 

关于 T/PCC 可以如何协助军警人员及其家属的一些建议见本文件末尾。 

  

2  部署前 
 

在制定有效应对策略的同时，发现并消除部署前的应激源，对军警专业人员及其家属的福祉非

常重要。 
 
军警人员及其家属之间可能会出现多个问题，包括对部署、儿童保育和财务期望争论不休，以

及对在军警人员离家期间配偶的安置地点意见不统一。尽管缜密规划可以缓解一些应激症状和

不安感，仍必须承认无法消除全部应激源。因此，必须要意识到应激可能会有哪些表现，以及

如何应对。 
 
家庭成员部署前应激的症状  
 

• 愤怒：主要情绪反应 
• 不接受现实：为什么选中我们？为什么选中你？ 
• 焦虑：你不在的时候，我该做些什么？未来会怎样？ 
• 其他情绪：恐惧、怨恨、悲伤、依恋、疏离 

 
帮助减少和应对部署前应激的方法 
 

• 与家属沟通，一对一进行讨论 
• 就保持联系共同制定计划 
• 让家庭成员做好准备面对他们离家的时刻 

 



双方之间坦诚沟通对于理解彼此的感受和关切至关重要。军警人员及其家属积极解决这些问

题，就能更好地管理与部署相关的应激，构建更强大的支持体系，从而改善整体健康状况。 
 
在部署之前，军警人员应当让家属熟悉在他们离家期间与他们联系的方式。军警人员应当告诉

家属，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或无法联系到他们，可以联系原部队的哪些人，并在自己离家前将家

属和这些人互相介绍给对方。 
 

3  部署期间 
 

在此期间，家庭成员的反应可能各有不同，因为他们在分离期间经常有不同的感受，比如担

心、害怕和焦虑。 
 
 
部署人员家属应激的影响因素  
 

• 担心参与部署的家庭成员的安全 
• 既定的模式和例程中断 
• 子女对家庭环境突如其来的改变反应消极 
• 需要培养新的恢复技能，延续家庭关系，结交新朋友，以及加入支持小组 
• 新的角色和责任负担过重 

 
 

对部署应激的症状  
 

家属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症状，最常见的是： 
• 空虚 
• 孤独 
• 恐惧 
• 愤怒 
• 悲伤 

 
 
减少和应对部署应激的方法 
 
将自己的感受视为对艰难处境的正常反应，并非代表不愿意接受现实。 
 
下方为配偶或伴侣提供了一些帮助自己和其他家庭成员应对分离的建议。 

家属和朋友 
• 接受朋友和亲属的帮助。这在配偶或伴侣离家期间至关重要，并不意味着软弱或无力

应对。 
• 与您自己的家属和朋友常联系，因为他们可以提供急需的支持。 
• 将宗教仪式纳入个人例程，让参与部署的家庭成员参与其中。 

 
邻居 



• 目标是与至少三位邻居建立关系。他们既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莫大的帮助，也能在日

常生活中提供支持。 
 
工作 

• 如果您全职工作，提前决定在学校假期需要执行哪些计划。 
• 与您的雇主开放沟通有助于确保在艰难时期更顺利地工作与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自我保健 

• 制定一个例程，包括专门的放松时间。 
• 照顾好自己，避免过度疲劳。 
• 坚持原有的兴趣爱好，或探索新的兴趣爱好。 

 

4  部署后 
 

鼓励军警人员及其家属承认回家可能会引发应激，而这种应激可以通过促进相互理解和支持得

到缓解。 
 
为了更顺利地重新磨合，T/PCC 可以实施一个流程，就部署后可能遇到的挑战和问题对军警

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教育。促进理解和提供适当的资源可以更好地支持军警人员及其家属度过人

生中的这一重要阶段。 
 
部署后军警人员应激因素 
 

• 部署期间的情况很危险或紧张，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事件 
• 同事在执行任务时死亡或受重伤 
• 在海外待很长时间 
• 面对死伤人员（包括敌对作战人员和平民） 
• 对部署应激可能加剧过往的创伤 
• 离家期间家庭动力特征发生改变，例如子女或配偶更依赖军警人员或更独立 

 
 
 
部署后家属应激因素 
 

• 质疑自己在伴侣或配偶部署期间做出的决定 
• 经历决策和责任的转变 
• 家庭动力特征可能永远无法恢复到部署前的状态之事实  

 
这些应激源可能会导致军警人员及其家属发生多种变化。可能表现为情绪和社会变化，具体如

下所述。 
 
部署后军警人员应激的有害后果 
 

• 对行动感到内疚或对某些失败感到羞愧 
• 过量饮酒或用药，或悲伤、焦虑和愤怒 
• 对通常可以更冷静地处理的事件失控或频繁哭泣，以及作出其他极端反应 



• 睡眠问题（睡眠过少或过多） 
• 难以集中注意力 
• 言语或肢体暴力 
• 在无明显身体病因的情况下，反复抱怨头痛、背痛、胃肠道问题、耐力下降  
• 不断回想起部署期间经历的恐怖场景 
• 对自己/他人/环境的想法很消极 

 
部署后家属应激的有害后果 
 

• 无法解决家庭冲突 
• 在家里变得过度依赖或与家中其他人更疏离。不断地指责他人。 
• 子女出现管教或学业问题 

 
军警人员及其家属理解并执行这些建议，就可以顺利、愉快地完成回家过渡的这一过程。谨记

恢复是一个过程，以及应用这些技巧可以为积极和光明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很有帮助。 

 

5  子女和部署周期 
 

在家庭体系内，子女尤其容易受到伤害，持续应激可能增加其精神卫生风险。下文提供了在部

署周期的不同阶段可能影响子女的具体因素，以及为减轻影响建议采取的行动。 

 

部署前阶段 

 
以下因素可能对子女有影响： 

• 焦虑和不确定性。 子女可能会对即将与参与部署的父母一方分离感到焦虑。围绕部

署、目的和潜在风险进行对话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安。 
• 例程变动。 为部署做准备可能会导致例程发生变动。子女可能需要适应新的时间表或

责任，这一过程对他们来说可能很艰难。 
• 难以表达情绪。 子女可能很难表达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分离的情绪。为他们提供一个安

全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至关重要。 

部署前应采取的行动  
 
父母双方都应当： 

• 与其他有部署经验的父母或照护人沟通，了解子女会问的问题、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以及要分享多少信息； 
• 考虑到子女的年龄、性格以及他们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思考向子女解释部署的最佳方

式； 
• 如果有，考虑联系分遣队家庭支持中心 
• 向子女学校、教师和教练报备即将参与部署之事宜。 

 
参与部署的父母一方应当： 



 

• 与子女单独沟通，让他们了解部署是什么、为什么父母一方需要参与、期限是多久，

以及在地图上给他们指出部署位置； 
• 让子女提问，并尽可能简单、诚实地回答问题； 
• 让子女安心，告诉他们例程照旧，参与部署的父母一方也会尽可能多地保持联系，并

告诉他们在家里一定要听父母或照护人的话；  
• 请学龄子女帮忙打包行李； 
• 一定要告别，但告别仪式要从简； 
• 使用适龄的措辞强调特派团的人道主义性质，以及向当地居民提供的服务，这有助于

减轻分离的影响。 
 

 
部署阶段 
 
以下因素可能对子女有影响： 

• 离家和分离。 子女会经历父母一方离家的情况，这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悲伤、孤独，甚

至发生行为改变。 
• 沟通困难。 根据部署位置的不同，参与部署的父母一方和子女之间的沟通可能会受到

限制、不定期或中断，进一步增强分离感。 
• 适应新例程：孩子和留下的父母一方或照护人可能已经制定了新例程来弥补离家人员

的责任。这些例程可能会影响学校、课外活动和社交互动。 

 
部署期间应采取的行动  
 
参与部署的父母一方应当： 

• 尽可能定期保持联系，确保更顺利地过渡； 
• 支持他们在家维持家庭秩序的伴侣。 

 
留在家中的父母一方或照护人应当： 

• 尽可能坚持执行往常的日程，同时制定新例程，留出时间与参与部署的父母一方互

动； 
• 留出时间帮助子女讨论他们从新闻或其他孩子那里听到的消息； 
• 不要让子女做出通常不容许的行为。 

 
 
部署后阶段 
 

以下因素可能对子女有影响或子女可能需要以下事物： 

• 重聚和重新磨合。 尽管参与部署的父母一方回家是一个喜事，但也可能困难重重。子

女可能需要时间来适应父母回家。 
• 需要时间重新联结。一家团聚共度美好时光对于重建纽带和制造新的回忆至关重要。 

部署后应采取的行动 
 
回家的父母一方可以在回家后几天和几周内待在家里，帮助确保更顺利地重新磨合。他们应该

在家庭生活中作出一些小的改变，并接纳任何差异，不要挑三拣四。 



 

 
留在家中的父母一方或照护人不要让回家的父母一方刚回家就承担大量的日常杂务和责任，尤

其是与子女相关的杂务和责任，以此帮助确保更顺利地重新磨合。如果在参与部署的父母一方

离家期间，家庭例程或家规发生了很大变化，子女应做好准备接受其父母回家后日程可能发生

的变化。 
 

6  重建友谊 
 

朋友对部署后重新磨合的作用是帮助自己成功重新适应的基础。朋友提供了一种独特支持，与

家庭成员和同事提供的支持相辅相成。朋友的陪伴会给人一种平常、熟悉和友爱的感觉，在回

归到往常生活的艰难阶段，这种感觉会让人非常安心。与朋友分享趣事、故事和经历有助于衔

接变化。 

面对可能出现的孤立感或在重新磨合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朋友可以表示理解和认可。部署期

间，在共同回忆和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建立友谊可以增强回国军警人员的信心，提醒他们自己是

一个坚定社群的一份子。这些纽带有助于为军警人员创造一个安全的空间，供他们自由讨论自

己的想法、感受和难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朋友可以在深层次的个人层面上产生共鸣。这样

一来，朋友对帮助军警人员回国时重新点燃归属感和目标感不可或缺。 

 

7  与父母和大家庭重建关系 
 

与父母和大家庭重建关系对于部署结束后回国的军警人员至关重要。这一过程的复杂动力特征

会显著影响他们的健康和整个家庭的凝聚力。以下几点阐明了这一重要方面。 
 

• 大家庭动力特征。与大家庭成员重建关系既振奋人心又复杂。部署期间，父母或亲属

可能会介入来支持家庭，从而与子女建议独特的关系。军警人员及其配偶或伴侣需要

感谢他们的支持。 
• 平衡自主权与协作。重建关系涉及平衡部署期间获得的自主权和家庭生活的协作性

质。承认彼此的优势，并想方设法将这些优势融入家庭，从而帮助和谐过渡。 
 
总而言之，与父母和大家庭重建关系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开放沟通、同理心和适应能力。可以

利用这一机会庆祝成长、应对变化，以及重新确定让家庭能够恢复并提供支持的纽带。 

 8  T/PCC 的作用 
 

必须指出，T/PCC 和参与部署的军警人员都有责任在部署的各个阶段协助军警人员家属。 

T/PCC 可以提供援助的领域包括： 

• 通信。让家属了解特派团、他们所爱之人的角色以及局势的任何变化，这一点至关重

要。为家庭建立高效的通信渠道，以便联系他们参与部署的所爱之人，这很有帮助。

虽然这一责任主要在于军警人员，T/PCC 仍应提供履行这一责任的渠道。T/PCC 可以

使用东道国驻扎地点的场所/文化/人民视频来对军警人员及其家属进行教育。 



 

• 社会支持关系网。增强部署人员的家属之间的联结可以创造一种社群感，确保他们能

够分享经历并相互支持。 
• 部署后对重新磨合的支持可能包括，指导重新适应、管理潜在难题，以及为家庭提供

足够的时间来与军警人员重新磨合。 
• 咨询和心理支持。为家庭成员提供精神卫生服务或咨询，帮助他们应对所爱之人被部

署在遥远而艰苦的环境中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 部署前家属面谈。如果可行，T/PCC 可以在部署前阶段与军警人员及其配偶或伴侣进

行面谈，以确定是否有任何重大家庭问题，如家庭成员病重、关系紧张或其他可能削

减部署人员准备程度的困难。T/PCC 可以根据其面谈结果采取适当的行动。 
 

9  结语 
 

从被选中的那一刻开始，直到部署结束，在这整个期间，军警人员及其家属的旅程是一个非凡

而能实现巨大转变的过程。回国后与孩子、父母、大家庭和朋友重新联系有着深远的意义。面

对不确定性、预期和适应新环境的需要，相互理解、个人成长和强大的恢复能力同时为军警人

员及其家属给这段旅程留下了标记。 

T/PCC、军警人员及其家属之间的共同努力确保了军警人员有积极性，伴侣或配偶和家庭成员

都能作为坚实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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