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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用大数据分析安全员心理健康

有有问问题题？？风风险险系系统统会会自自动动预预警警

本报记者 白新鑫

劝不文明乘客关手机

久了也会“鸭梨山大”

每个现代职场人都或多或
少感觉到高强度、快节奏的工
作带来的身心压力，有资料显
示，从事特殊职业的人群承受
的压力是一般性工作的2倍。

“空中警察”——— 航空安全员，
和飞行员一样，当遭遇各种突
发紧急事件后，会产生相应的
压力反应，可能会导致体力消
耗和心理免疫力下降，甚至可
能导致身心健康问题。

“我们的工作压力主要来
自机上恐怖威胁、非正常航班、
不文明旅客等。”山航空保大队
一中队安全员石海涛说。航空
安全员的主要任务是反恐防
炸，维护航班飞行中的安全秩
序。与飞行员较高的曝光率不
同，越少人知道安全员这个职
业，越有利于他们的工作。即便
如此“低调”，这个群体因其承
担工作与公共安全密切相关的
原因，依旧有着不小的压力。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
授、中国科学院学部社会心理
学调研中心主任时勘表示，从
心理学角度看，医生、警察、公
交车司机这类职业群体被称为

“情绪劳动者”，与其他职业相
比，这类人群所面临的压力要
高得多。“像飞行员、警察这些
职业，都是不允许出错的，一旦
出现问题，造成的社会影响也
是严重的。”时勘告诉记者，情
绪工作者在平衡工作和家庭方
面，明显要难于一般人员。

作为一名资深安全员，工
作多年的石海涛告诉记者，压
力并不完全来自对安全保障的
紧张。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
临近起飞，有些乘客仍不关手
机，我们需要配合乘务组劝告
旅客关手机，有时乘客非常不
配合，这就很麻烦。”既要让旅
客把手机关掉，又要兼顾服务
形象，严格执法的同时文明执
勤——— 仿佛走独木桥过河，左
右平衡，这需要很好的心理素
质和处理技巧。“别看这不过是
一些小事，但是长期处于这样
的工作环境下，压力自然会
有。”石海涛说。

入职前摸查心理素质

日常有风险管控系统

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
预中心副主任李献云看来，这
些特殊职业群体和普通人一
样，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来自
于多方面，“比如工作的压力，
生活和情感的不如意，日常社
交不顺利，甚至是因为个人有
酗酒等不良嗜好”。

据悉，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我国就已建立针对特殊行业的
心理选拔机制。飞行员、安全员
等涉及人身安全的职业，在人
员选拔时，会将一些心理素质
不达标的人筛选掉。除了源头
把关，入职后的心理健康保障
机制也在逐步跟进，以提高特
殊职业者的职业安全系数。

除了是一名航空安全员，
石海涛还有一重特殊身份，他
是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日常安保工作之外，他还负责
山航安全员的心理辅导。石海
涛告诉记者，如何让整个安全
员队伍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早已成为民航安保的一门“必
修课”。“心理健康不单对于飞
行员很重要，对整个机组成员
都是基本要求。”石海涛向记者
介绍，开展心理健康工作有两
大目的，一是防止安全员因为
心理问题影响航班安全，另外
一个就是尽可能地减轻同事们
的工作压力，让大家工作生活
得更加幸福快乐。

记者了解到，自2008年在
全行业率先开展安全员心理健
康工作以来，山航已先后培养
出4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形

成了日常保障心理健康的工作
机制，还开发建设了安全员风
险管控体系，通过管理、预警、
干预以及训练四大系统，强化
心理健康。通过优选适合航空
安全员职业特点的职业心理测
试量表，结合职业心理素质模
型和情景判断题本，定期开展
航空安全员心理测评。“我们为
山航每名安全员建立心理健康
档案，录入系统，一旦有队员出
现压力过大或其他心理问题预
警，系统就会产生提示，心理咨
询师可以及时介入干预。”

事前干预放松身心

用“闲聊”疏导心理

石海涛称，他们日常工作
内容之一，就是通过宣讲和辅
导，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心
理健康就像人们平常普通的感
冒一样，任何人从事任何职业，
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压力，从而
使内心发生变化。但是心理发
生变化并不等于不健康，这是
正常的应激反应。心理上也会

‘感冒’，要正确面对心理健康
问题、合理释放压力。”

据了解，山航针对安全员
的干预系统，分为事前干预、事
中干预和事后干预。“我们会定
期进行心理素质提升培训，主
要是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普及
和心理行为训练，还有一些身
心放松技术。李现涛说，这种心
理方面的训练培训本身就是一
种事前干预。

与石海涛一样，山航空保
大队三中队安全员李现涛也是
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健
谈的他经常会跟同事谈心。李
现涛说，谈心是比较有效的心
理疏导方式之一。“我一般不会
直接找队员询问专业心理健康
的问题，而是通过兄弟般的闲
聊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去了
解他们的压力来源和心理状
况。”亲子教育、夫妻关系、社会
热点这些十分生活化的话题都
能帮助谈话对象心理疏导，为
咨询师提供有效信息。“目前，
社会对于心理健康的认知还不
够，如果直接把安全员叫来进
行专业心理辅导，大家的接受
程度不高。”李现涛说。

李献云认为，社会对抑郁
等心理问题存在歧视，是导致
一些心理干预措施达不到预期
效果的一大因素。她举例分析，
为什么有些机构建立了针对职
工的心理咨询室，前来咨询的
人却寥寥无几？“因为怕自己的
问题被同事知道，所以很多人
不敢说出自己的苦恼。”

心理咨询应当怎样做，才
更容易让人接受？李献云认为，
这是当下很多政府机构、企事
业单位提供相关服务时应该
考虑的问题。她建议，用人单
位可以考虑提供部分资金作
为福利待遇，用于请社会上的
专业机构为员工做心理测试
及后续疏导，“对方不知道你是
谁，也就能打消很多人的顾虑
了”。

作为与公共安全密切相关的职业，航空安全员这个总是低调行事的群体也属于高压行业。除了肩负安全保障的重任，
大面积航班延误甚至不文明乘客“任性”闹事，也会给这群机上秩序维持者带来不小的压力。如何纾解安全员工作压力力、保
障心理素质从而保证飞行安全？航空公司在做的，可能比你想的更多、更先进。

减压方法一：

倾诉

倾诉是缓解压力的有效
方法之一。学习、工作、生活中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可以约上
最好的朋友，在咖啡厅或是茶
馆这类相对较幽静的环境里
敞开心扉，把所有的不愉快都
告诉对方，最后你会发现，把
一切都说出来后心里一下子
就轻松多了。

减压方法二：

运动

运动也是快速有效缓解
压力的一种方法。一周进行三
次以上有氧运动的人内心存
在的压力比不运动的人小很
多，下班后来到健身房，抛开
一切在跑步机上释放自己，那
种大汗淋漓的感觉会带走一
天的疲倦，运动过后也会有助
于睡眠。

减压方法三：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
看。”喜欢就去做，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是减压
的另一方法。当觉得疲倦、劳
累的时候不要只想着躺下来
休息。喜好旅游就在周末约上
三五个好友一起去近郊走走；
喜欢打球就去球场一展身手；
喜好看书那么就坐下来静静
地读上一段。

本报记者 白新鑫 整理

记者了解到，山航开发的
民航安保从业人员职业心理信
息化平台已经于2014年8月正
式启动上线。每一名山航安全
员都拥有一个网络账号，可以
随时登录这个职业心理信息化
平台，了解心理健康知识，开展
自我训练和心理测评。李现涛
介绍，利用大数据分析，每名队
员的心理健康样本通过后台程
序，内容清晰可见。

记者从山航了解到，在关
注安全员心理健康方面，山航
空保大队取得了骄人的科研成
绩。民航安保从业人员职业心
理信息化平台是山航利用2013

年民航安全能力建设资金项目
开发的，网络版和手机版均已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著
作权证书。2012年，山航空保大
队心理健康项目获得山东省企
业联合会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
创新成果发布会一等奖。由空
保大队编写的项目论文，参加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特群委员会
2014年度学术年会，获得优秀
论文奖。未来山航空保大队会
把自主开发的《民航安保从业
人员风险管控体系建设项目》
逐步推向整个民航空警系统，
让整个系统全体安全员受益。
这一系统内容囊括了管理、预
警、干预、训练四大系统，以及
职业心理素质模型、情景判断
测验、职业心理信息化平台在
内的多个项目。

本报记者 白新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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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分析心理

未来推广全行业

支您一招

缓解压力

三大办法

队员们集体参加心理行为训练。

队员们正在参加心理健康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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