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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是重要的公共衛生及社會問題，而除了精神和生活問題等風
險之外，職場可能是自殺的危險因子也可能是保護因子。近年來，國
內外的警察人員自殺事件頻傳，我們可以想像警察人員在執行警務工
作時，往往面臨許多高壓情況，無論是需要冒著生命危險的案件、社
會大眾的期待與監督，再加上生活中的任何個人問題，林林總總構成
了令員警難以承受的心理壓力，進而導致身心健康問題、物質濫用、
損害人際關係等狀況，甚至造成警察人員自殺事件的發生。

	 	 	 	 警察人員在其職業生涯中，常會面臨極度壓力事件，且員警的工
作性質需要大量的輪班、繁重的工作量、壓抑個人情緒以完成執勤任
務。長期和持續地暴露於極端壓力下，仍可能導致員警的身心健康問
題，例如心血管疾病、創傷後壓力反應、憂鬱 / 焦慮情緒。此外，員
警在工作結束後，回歸個人生活和家庭時，若難以靈活地轉換心情和
社會角色，也可能出現親密關係問題和孤立感，反過來加重員警的心
理痛苦，陷入惡性循環。

	 	 	 	 本手冊透過搜尋和閱讀國內外相關的實證研究資料，統整了警察
人員在職場中可能會出現的自殺風險因子，以及提供警察人員自身或
身邊他人能夠觀察到的自殺警訊和創傷反應類型，我們希望這些內容
能夠幫助警察人員對心理健康有更深入的了解，減少恥辱感，並增加
外界對警務工作和員警身心狀況的同理心。此外，提出員警職場自殺
防治的三級策略，為日後自殺防治人員提供員警自殺預防和心理介入
服務時，可以參考的方向和建議，以達到更具體且有效地支持和幫助
員警們所遭受的特定壓力和創傷。

	 	 	 	 警察人員的心理健康議題，不僅僅是個人問題，更是牽動了整體
社會安定，因此社會大眾應多加關注，警察單位各階層也應及時應
對，而全體專業人員更應攜手合作，共同建立積極關懷職場文化及穩
固之員警自殺防治網絡，促進警察人員的心理健康和預防自殺。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長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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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警察工作的挑戰

　　當今社會和政治衝突的環境中，警察屬於高危職業，槍
械容易取得且職責繁瑣，更容易遇到特殊情況，以及接收到
民眾直接的情緒發洩。警察作為前線專業人員，承擔著“打
擊犯罪”和“社會服務工作者＂的雙重角色	 (14)，警察在工
作要求和滿足這些要求的能力之間也常陷入進退兩難。公眾
的監督、暴露於創傷、暴力和大規模謀殺、騷亂、未被意識
到的風險，有時是他們的生命安全，再加上生活中的個人問
題，都會導致員警難以應對這些事件所帶來的問題。因此，
員警與社會之間產生了一種孤立感，再加上挫敗感、被壓抑
的攻擊性，以及最終因暴露於創傷、死亡、受虐兒童、謀殺
和人類苦難而加劇的憂鬱，造成有些員警們可能為了逃避這
些暴露所帶來的難以忍受的心理痛苦而自殺	(34)。

    二、警察自殺相關報導
　　依據全國自殺防治中心新聞資料存檔，從 2019 年至
2022 年，共有 22 起警察自殺新聞被報導。2020 年 5 起、
2021 年 5 起、2022 年 7 起。其中有 6 起是使用槍械自殺。
警察同仁的死亡，亦可能對其他員警造成類似於災難後的倖
存者的心理反應。

    三、國內外統計資料
　　根據警政署公布之全國警職人員 ( 警職人員包含員警、
消防、移民、海巡人員 ) 主要死亡原因，自殺死亡在 2011
年、2012 年、2017 年、2019 年列入十大主要死因，其中
警職人員自殺死亡占所有死因的比例分別為 2.52%	(11 人 )、
2.25%	 (9 人 )、2.27%	 (12 人 )、2.06%	 (15 人 )；其中員警
自殺人數分別為 2011 年 9 人、2012 年 3 人、2017 年 5 人、
2019 年 5 人。過去 10 年來，平均每年至少 5 名警察自殺身
亡，最常見的方式就是持槍自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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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2022 年共有 22 筆填寫職業為警察相
關人員	的自殺通報資料 ( 資料含警察、刑警、保安大隊員警	
、獄警、駐衛警 )，其中自殺身亡 3 筆；自殺方式最多為「安
眠藥鎮靜劑」4 筆，其次為「以槍炮、氣槍及爆炸物」3 筆；
自殺原因主要為憂鬱傾向、罹患憂鬱症或其他精神疾病、人
際問題 ( 包含家庭成員、夫妻、男女朋友 )、職場壓力。
　　另外，國外的研究也顯示，從	 2017 年到	 2019	 年，國
外警察自殺人數增加了 57 人	 (109 人到 166	 人 )，且自殺
死亡的警察年齡多落在 18-45 歲	 (34)。研究也發現警察的
憂鬱症盛行率為	 14.6%，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 盛行率
為 14.2%，自殺意念盛行率為	 8.5%，危險飲酒的盛行率為	
25.7%	(31)。

    四、手冊目的
　　警察可能比普通民眾經歷更多的創傷，最終導致個人的
因應能力不堪重負，持續的創傷和壓力經歷造成自殺。研究
證據已顯示，一些員警在其職業生涯中經歷了非常嚴重的創
傷，這些創傷最終導致各種心理問題，包括自殺意念和自殺
企圖	(12)，且臺灣每年都有員警自殺的相關媒體報導。
	 	 	 	因此，為協助降低警察自殺風險、注意相關風險評估與應
急處理，「警察人員自殺防治手冊」希望能推廣至各基層及
時應對，增進員警的心理健康，並且借助員警間的同儕連結
與情誼，互相協助建立穩定有效的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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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警們在值勤和執行任務時，比一般大眾更容易長期且持
續地暴露於創傷事件和極端壓力的情況，無論是與工作相關的
壓力，或是日常生活中的壓力，都可能影響著員警的身心健
康，進而造成工作表現不佳、情緒問題、行為問題和更嚴重地
導致自殺悲劇的發生。
　　因此，這個章節我們將介紹幾種警察工作中可能出現的自
殺風險，以及平時能由他人或自我觀察的自殺警訊；及早發現
並在必要時尋求資源協助，才能及時地照顧好自己的身心狀況
喔！

 一、自殺風險
   工作相關因素 	

1 . 	 組織壓力源
①	工作模式：員警須面對長時間、輪班、重複性工作

或高工作量，這些工作模式都會為員警帶來壓力。輪
班工作帶來的預期壓力也可能會導致睡眠問題	 (32, 	
35)。

②	高致命性武器取得容易：員警值勤時使用的槍枝，可
能會成為一種高致命性的自殺手段	(16)。

③	警察特質 / 文化：警察職業強調力量和能力，避免表
現出軟弱的跡象，可能造成員警在壓力下尋求幫助的
意願較低；且承受極端壓力和創傷有時被認為是警察
工作的一部分，導致員警未能察覺自己正處於痛苦中	
(23)。

④	對精神衛生專業人員缺乏信任：因對於精神疾病
的未知與偏見難以消除	，認為尋求心理資源可能
會 造 成 1. 同 事 之 間 的 欺 凌、2. 擔 心 保 密 問 題、
3. 影 響 晉 升 和 職 業 發 展、4. 懷 疑 心 理 治 療 的 效
果 和 5. 擔 心 後 果（ 例 如 對 保 險 的 影 響 ）(25)。

5 自殺防治系列 45

警察人員自殺防治手冊

02 警察的自殺風險和自殺警訊



2	 .任務相關壓力源
①	日常生活中斷：當創傷性事件發生時，對於多數員警

來說是日常生活的突然中斷，從常規事件到創傷性事
件的心情過渡和狀態轉換，容易提高壓力程度	(12)。

②	反覆暴露：員警在執行危險任務和創傷事件後，往往
沒有時間適當地恢復自己的身心狀態，造成累積創傷	
(33)。

③	道德傷害：警察的任務是維持和平與秩序，在某些情
況下，警察有義務射殺暴力武裝罪犯以自衛和 / 或保
護民眾。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有些警察在面對這種道
德兩難時，可能出現精神創傷	(26)。

④	失落：員警不僅會在執行任務時危及自己的生命，
還可能會失去同事。警界有獨特的哀悼過程，許多警
察單位會入口處展示陣亡警官的照片和姓名，或懸掛
絲帶來紀念那些做出最終犧牲的人。然而，也因為這
種特殊情況的失去，員警可能會避免或難以與其他人
分享他們失去親友的經歷，更傾向壓抑自己的情緒	
(22)。

⑤	厭倦死亡：警察保護民眾，除了失去生命的可能性之
外，傳遞死亡通知、事故、面對死亡以及這些壓力任
務的累積，還可能會降低一個人對死亡的恐懼，從而
為出現自殺行為創造條件	(29)。

⑥	雙重專業角色：有些員警可能同時擔任不只一種角色
（例如有救護技術員 (EMT) 認證），此額外的職業
危害可能會帶來額外的壓力風險	(30	)。

3	 .外部壓力源
①	負面媒體形象：媒體負面的警察形象報導，造成社會

對警察的污名化	(17)，無疑也是員警的壓力源之一。
②	社會壓力：民眾的暴力傾向、社會認可度低以及攻擊

和侮辱的傾向	(14)，也可能造成員警職業中的身心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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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作相關因素
1. 生活壓力源

①	人際關係問題：警察在工作中壓抑了他們的憤怒和
挫敗感，下班後將工作壓力“轉移”給親友和伴侶的
情況很常見，然而，若警察在工作之外的人際關係不
佳，這些人際關係很可能會成為額外的壓力源，進一
步加劇與工作相關的壓力，也可能加深社會孤立的情
況	(9)。

②	酗 酒 和 其 他 物 質 使 用 習 慣： 有 些 員 警 在 面
對 負 面 情 緒 和 壓 力 時， 會 使 用 不 良 的 處 理 方
式（ 例 如 喝 酒 逃 避 ）， 然 而 這 樣 的 方 式 往 往
造 成 更 嚴 重 的 身 心 和 工 作 表 現 問 題	 (21)。	

二、自殺警訊
　　在警務高壓的工作環境下，察覺並維持自己的身心健康
是最重要的。當您發現自己出現了以下行為、身體或心理問
題，或是透過其他人觀察得知自己有類似以下的狀態改變
時，很有可能就是您已經受到工作任務或創傷事件的影響，
出現了壓力過大和創傷的反應，此時您應該正視問題並尋求
相關資源的協助，將會有人陪您一起度過難關。

行為問題
1. 工作表現不佳（例如出勤問題、績效降低）。
2. 工作態度變得消極、士氣低落、退縮。
3. 工作效率降低。
4. 變得冷漠，缺乏對受害者的同情或支持。
5. 減少重要的活動及興趣。
6. 與社會他人隔絕。
7. 出現暴力問題。
8. 不良的壓力因應行為（例如酗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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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及心理問題
1. 精神過勞 Burn	out：

精神耗盡、對工作的負面感覺增加。會出現疲勞和疲憊
等身體問題，以及情緒問題如易怒、悲觀、憤世嫉俗、
自尊心降低、成就感喪失等等	(8)。

2. 同情疲勞：
通常由對他人的痛苦表現出同情而引起的，然而若員警
平常未能妥善修復創傷影響、缺乏工作滿意度、自我照
顧不佳，就可能會增加產生同情疲勞的可能性	 (28)，
導致身體、精神和情緒的疲憊以及絕望和孤立的感覺	
(19)。	

3. 替代性創傷：
當員警反覆聽到或看到創傷事件的影響，即使自己沒有
經歷過該事件，仍可能會出現相同的創傷反應	 (24)。
可能會導致易怒、恐懼、脆弱、憤世嫉俗、缺乏信任感，
以及個人世界觀的扭曲	(7)。

4. 急性壓力反應：
包含憤怒、易怒或焦慮等情緒問題，以及心跳加快和胸
痛等身體問題。通常這種反應的出現是短暫和可控制
的，但當持續出現時，就可能會進一步出現創傷後壓力
反應	(11)。

5. 創傷後壓力反應：
包含持續出現對創傷事件的侵入性畫面（閃現或夢
到）、過度警覺（難以入睡或難以維持睡眠、易怒、注
意力不集中、易受驚嚇）、避開相關話題和地點、遺忘
創傷事件的重要部分、對未來感到悲觀等等。

6. 繼發性創傷反應：
因了解重要他人經歷的創傷事件而自然出現的行為和情
緒反應、因幫助或想要幫助受創傷或受苦的人而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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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性策略
目的：
透過教育訓練、演講、宣導活動辦理、警方內部報紙上發
表文章、海報張貼、自殺防治懶人包，全面宣導正確心理
衛生觀念，增進員警的心理衛生知識，持續推動破除自殺
迷思及精神疾病汙名化，將尋求心理健康資源正常化、將
之視為大多數人都會經歷的狀況，有助於降低警員對求助
的恥辱感。若未接受過自殺防治的充分訓練、對自殺防治
相關的訓練不足或提供較少的事後心理處遇，都可能導致
員警的心理健康狀況不佳	(5)。	

壓力	 (18)。繼發性創傷反應的出現可能很突然且毫無
徵兆	(20)，與創傷後壓力反應幾乎相同。

7. 憂鬱反應：
常常感到憂鬱、容易哭泣、易怒、生活失去平時的興趣
或樂趣、思考和反應變得遲鈍、記憶力變差、無法專
心、猶豫不決、懶散、食慾和體重改變、睡眠問題、疲
倦及四肢無力、感到不安、自責和罪惡感、無助感、絕
望感、對死亡認同感、有自殺念頭或企圖。

8. 焦慮反應：
生理上可能會出現身體發熱、心悸、胸口緊、過度換
氣、腸胃不適、暈眩、口乾、肌肉緊繃、痛、疲倦、無
法專心、思考混亂等。也會有一些焦慮想法（例如覺得
無能、覺得自己很傻、常被注意、可能會暈倒、得心臟
病、無法呼吸、不願意出門、覺得自己會發瘋等）。情
緒上會容易感到害怕、激動、恐慌、過度擔心、不安、
悲哀、失去控制、罪惡感、生氣、憂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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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警察的自殺防治策略



內容包含：
1. 	 自殺防治資訊：	

介紹自殺的性質、自殺警訊識別、自殺迷思以及如何幫
助有困難的同事。

2.	 壓力議題：	
不同類型壓力的定義（包括員警的特定壓力）、壓力反
應、壓力對不同功能領域的影響；另有重大事件壓力反
應，介紹重大事件的性質、類型以及典型的重大事件對
工作的影響、壓力管理策略和技巧	(3)。

3. 	 家庭關係議題：	
警務工作可能帶來的家庭關係問題、家庭暴力教育、向
員警親友宣傳員警壓力和創傷的複雜性	(3)。

4. 	 精神疾病衛教：	
精神疾病的資訊、具體症狀，以及可能增加創傷反應發
作的風險因素。

5.	 酒精 / 藥物使用教育：	
認知到員警使用酒精或藥物來處理負面情緒對壓力本
身帶來的不良影響、介紹酒精 / 藥物的分類及其對大腦
的影響、依賴性問題以及使用藥物對身心健康、工作
職能的影響	(3)。了解如何使用酒精以及使用酒精的危
險、認知到使用酒精來掩飾或隱藏痛苦是一個危險信號	
(23)。

二、選擇性策略
目的：
透過教育訓練加強員警心理健康的篩檢與運用，旨在早期
發現、早期介入、早期協助可能有自殺高風險的員警。
內容包含：
1. 	 培育珍愛生命守門人教育訓練，推展守門人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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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廣＂一問、二應、三轉介＂概念，納入基層與
幹部訓練。

3.	 推廣心情溫度計，增進員警心理健康。
4.	 精神疾病及物質使用問題的早期診斷和有效處

置。
5.	 教導因應壓力的基本技巧。	

三、指標性策略
目的：
主要針對高自殺風險者和自殺企圖者提供即時的關懷與介
入服務，改善員警身心困擾，例如憂鬱、焦慮、壓力、物
質使用和創傷後壓力反應。

內容包含：
1. 	 情緒調節訓練：	

協助員警能夠更好地接受和容忍負面情緒，並在面對具
有挑戰性的情況時支持自己	(10)。

2. 	 壓力管理訓練：	
提供不同情況下的壓力因應方法，幫助減少壓力對員警
的負面影響	(27)。

3. 	 放鬆訓練：	
教導員警在壓力情況下的放鬆技巧，包含肌肉放鬆和呼
吸放鬆	(15)。

4. 	 問題解決訓練：	
協助員警克服那些影響解決問題能力提升的障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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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際溝通、親密關係訓練：	
包括如何發展和維持健康的人際關係和親密關係的培
訓，尤其是在員警正面對創傷事件時	(23)。

6. 	 戰術技能之心理排練：	
增加員警對未來潛在創傷和壓力事件的熟悉度，有助提
高他們在將戰術技能應用於工作中類似情況時的處理效
率，同時學習了特定於工作的技能、自我效能感和工
作的可預測性，以促進對未來創傷暴露的成功調整	(4, 	
6)。

7. 	 事後預防：	
幫助各員警和相關單位應對有員警自殺後的後果，以預
防後續的自殺事件，並允許相關單位內的人員們能夠去
適應失落和悲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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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警察的自我照顧方法
　　員警在經歷工作的緊急任務和重大事件之後，對心理造成
的壓力、負面情緒和創傷反應，並非逃避就能解決，通常是需
要一段時間來調適的，最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自己與他人的情
況，並使用正確的方法面對。
　　以下我們建議幾點自我照顧的方法，當您感到被情緒淹沒
或壓力很大時，可以透過這些方法幫助您找回心中的平靜、提
高您對壓力反應的自我管理、減少失眠和身體壓力症狀，也能
幫助您在急性壓力後能更快的重新回到平常狀態，以及改善與
家人的關係。如果這些方式均無助於您，則應諮詢醫療或心理
衛生專業人員，取得更進一步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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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緒穩定
  初步的穩定技巧：
1. 	 掌握情緒感受：	

「強烈的情緒可能像浪潮的起落。」、「震驚的經驗可
能引發身體產生強烈、令人難受的反應。」

2.	 從事紓壓活動：	
「有時最好的恢復方式是花些時間從事平靜的例行活
動。例如，去散步、深呼吸、練習肌肉放鬆技巧。」

3.	 促進人際支持：	
「親友是協助你平靜的重要支持來源。」	

進階的穩定技巧：安心穩步技巧
1. 	 採取一個舒服的姿勢坐著，腿和手不要交叉。
2.	 慢慢地，深深地呼氣與吸氣。
3.	 觀看你的四周，找出五個你能看見，但不會讓你感覺困

擾的東西。例如你可以說：「我看見地板、我看見一隻
鞋子、我看見一張桌子、我看見一個人。」

4.	 慢慢地，深深地呼氣與吸氣。
5.	 接著，找出五個你能聽見，不會讓你覺得困擾的聲音，

例如你可以說：「我聽到一個女人在說話、我聽到我自
己在呼吸、我聽到門關起來、我聽到有人在打字、我聽
到電話鈴聲在響。」

6.	 慢慢地，深深地呼氣與吸氣。
7.	 接著，找出五個你能感覺到的事物。例如你可以說：「我

可以感覺到手臂靠著的扶手、我可以感覺到在我鞋子裡
的腳指頭、我可以感覺到我的背部緊靠著椅子、我可以
感覺到我手上的毛毯、我可以感覺到我的嘴唇抿著。」

8.	 慢慢地，深深地呼氣與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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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紓解壓力
1. 	 與他人交談，獲得支持或花時間與他人相處。
2.	 投入正面的分心活動（如運動、嗜好、閱讀）。
3.	 足夠且適當的休息、飲食。
4.	 試著去維持正常的生活作息。
5.	 安排令人愉快的活動。
6.	 休息。
7.	 攝取健康的飲食。
8.	 追憶已去世所愛的人。
9.	 專注於實際、你現在可以做並使狀況更好的事情。
10.	使用放鬆技巧（呼吸練習、冥想、安定自我的話

語、放鬆肌肉）。
11.	參與支持團體。
12.	適度運動。
13.	寫日記。

三、憤怒管理
1. 	 採取「暫停」或「冷靜」的策略 ( 離開並且冷靜，

暫時先做其他的事 )。
2.	 跟朋友聊聊使自己生氣的事。
3.	 進行運動以紓緩緊張 ( 散步、慢跑、伏地挺身 )。
4.	 在日記裡記錄自己的感受，以及可以做些什麼以

改變情況。
5.	 提醒自己憤怒不會幫助我們達成目標，且可能會

傷害重要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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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正向的活動使自己分心，例如看書、禱告或冥
想、聽愉快的音樂、參加宗教或其他正向團體的
活動、幫助朋友或有需要的人等。

7.	 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所處的情境，以別人的角
度來看，或找出一些自己的怒氣已超過正常界線
的理由。

8.	 對父母 / 照顧者而言，當你感到非常憤怒或焦躁的
時候，請其他家庭成員或成人暫時幫忙帶小孩。

四、幫助睡眠
1. 	 每天在相同時間起床，相同時間上床睡覺。
2.	 減少喝酒：酒精會擾亂睡眠。
3.	 下午或晚上不飲用含咖啡因的飲料。
4.	 增加規律運動，但不要太接近上床時間。
5.	 上床時間前，做一些安靜的活動以放鬆，如聽柔和的音

樂、冥想或祈禱。
6.	 限制午睡不超過十五分鐘，下午四點之後不再小睡片

刻。
7.	 若能討論這些事，並且從他人得到支持，能逐漸改進睡

眠品質。	

（本章節內容取自：衛生福利部－災難心理衛生教材手冊）



一、何謂自殺防治守門人
　　「自殺防治守門人」就是擔任「早期發現、早期干預、
早期協助」的角色，換句話說，守門人在看到求救訊息，並
於對方需要之時給予鼓勵及資源協助，陪伴他度過想要尋求
死亡的低潮期。
　　企圖自殺的人並不是真的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們是
藉由「自殺」行為或企圖來對世界表示一種「我需要幫助」、
「我很痛苦」的訊息；有些人也可能是生理的因素，像是憂
鬱症、久病不癒等，讓人試圖以自殺的方法來尋求解脫。
　　因此，守門人扮演著「關懷、支持」的角色，能夠在對
方最需要關心的時候看到他所發生的訊息，也能適時的給予
鼓勵並提供資源協助，陪伴其走過死蔭的幽谷，走向光明的
未來。

二、如何向自殺者伸出援手
　　當人們說『對生活厭倦』、『沒有活下去的意義』時，
這些說法常常會被聽的人否決，或甚至告訴他們其他更悲慘
的例子。但是這些反應並不會對想自殺的人有所幫助。
　　與想自殺的人的初次接觸是很重要的，常常接觸的地點
是在家中或是公共場所，很難進行私密的談話。

1.	 首先要找一個不受打擾並可保護隱私的適合地點
進行談話。

2.	 接下來要分配足夠的時間。想自殺的人常常需要
更多的時間去吐露自己的事情，所以傾聽者必須
準備足夠的時間和做好傾聽的心理準備。

3.	 最重要的一步是要有效的聆聽他們的想法。伸出
援手或傾聽本身就能減少自殺者的絕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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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關懷與轉介



※ 目標：
跨過不信任、絕望和無助的鴻溝，給他們希望，讓他們
相信事情會好轉。

①	應該如何溝通：
*	專注的傾聽、展現同理心，保持平靜。
*	表達自己的關心和溫暖。
*	誠實且真誠地談話。
*	給予非言語的訊息（點頭、眼神、拍拍肩膀），來		
表達對他們的接納和尊重。

*	尊重他們的意見和價值觀。
*	專注於他們的感受。
*	嚴肅看待這個情境並且評估危險性。	

②	進一步你可以：
*		詢問之前是否有嘗試自殺的經驗。

*		發掘自殺以外的可能性。
*		詢問自殺的計畫。
*		找出其它的支持系統。
*		買時間—訂定約定。
*		可能的話，移除可以用來自殺的工具。
*		採取行動、告訴別人、取得幫助。
*		如果危險性高，留下來陪伴這個人。	

	※ 小訣竅：
想要增進溝通，需要用平靜、開放、關心、接納且不批
判的接觸方式。

17 自殺防治系列 45

警察人員自殺防治手冊



③怎麼樣會破壞溝通 ?
*		太常打斷他們說話。
*		顯露震驚或情緒激動。
*		表達自己很忙。
*		擺出恩賜態度。
*		作出突兀或含糊不清的評論。
*		問大量的問題（不停重覆為什麼）。	

④	不該做的事：
*		忽視這個情境。

*		感到震驚、尷尬和恐慌。

*		說所有事情都會沒事。

*		不斷挑釁這個人去進行自殺。

*		讓這個問題看起來不重要。

*		給予錯誤的保證。

*		發誓會守口如瓶。

*		離開並讓這個人獨處。	

※ 小訣竅：
用溫暖的態度傾聽他們；用尊重的態度治療他們；用感
情同理他們；用自信照顧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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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處理一位想自殺的人
　　如果發現身邊的同仁思緒紛亂，帶有模糊的自殺意念，
那麼可能就有足夠的機會讓其可以和關心他的人暢談這種想
法和感覺。然而，需不需要後續的追蹤則可以再觀察，尤其
是那些社會支持系統不足的人。其實不管本質是什麼問題，
自殺者通常兼具三種感覺：無助、無望和絕望。	
 
  自殺者的處理原則：
1. 	 尋求支援：	

評估當事者的支持系統，辨認出有支持能力的親
人、朋友、相識者或其他人，懇求他們的加入和
幫忙。

2.	 訂立契約：	
訂定契約是個自殺防治的有效方法，當事者身邊
親近的人都可以加入共同磋商契約的內容，這樣
的磋商可以引發許多相關議題的討論，大部分的
當事者也會尊重他們給予醫師的承諾，但契約必
須在當事者有能力可以控制自我的衝動下才適用。	

針對危險性程度之建議處理方案：
1. 	低度危險性	：

這個人已經有一些自殺的想法，例如『我無法繼續
下去了』、『我希望可以死掉』，但還沒有做任何
計劃。
	★需要的行動：提供情緒支持。
①討論並處理想自殺的感覺：一個人愈是能夠坦率
地談論失落、孤獨和無價值的感覺，他的情緒起
伏程度愈輕微。當情緒起伏和緩後，這個人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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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可以是反思的。這個反思的過程很重要，因為
除了他本身以外，沒有其他人可以重新喚起他決
定要自殺或是繼續活下去。談論過去自己如何不
訴諸自殺而能解決問題的經驗，將焦點放在個人
正面的力量。

	➡轉介這個人給心理健康專業人員或醫師。	
	➡維持聯繫。

	2. 中度危險性：
這個人有自殺的想法和計畫，但沒有立即自殺的
計劃。

	★ 需要的行動：	
利用矛盾心理，探尋其它的選擇，訂定約定。
①利用矛盾心理：	

集中焦點在想自殺的人的矛盾心理，以使得想
要活下去的力量可以逐漸增加。探尋除自殺外
的其它選擇。試著發掘自殺以外的不同方式，
即使它們可能不是最理想的解決方法，希望這
個人至少可以考慮其中一個選擇。

②訂定契約：	
設法取得他 / 她將不會在以下狀況自殺的承諾。
此時，主要為取得口頭承諾，進一步的實質契
約，通常由當事者的治療醫師來與其訂定。

	➡轉介這個人給精神科醫師、諮商師或醫師，
儘快預約會談時間。
	➡聯絡家人、朋友和同事，並且獲得他們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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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度危險性：
這個人有明確的計畫，有執行計畫的工具，並且打
算立即進行計畫。
	★ 需要的行動：陪伴這個人，絕對不能讓他一個人獨
處。
①	溫和地和這個人談話，並且移除藥丸、刀子、槍、

殺蟲劑等。（遠離可用來自殺的工具）
	➡ 立刻聯絡專業人員或醫師，並且安排救護車和
住院。
	➡ 告知家人並且獲得其支持。

四、自我檢測工具 - 心情溫度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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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心情溫度計』?
　　心情溫度計為簡式健康量表 (Brief 	 Symptom	 Rating	
Scale，以下簡稱 BSRS-5) 的俗稱，主要在作為精神症狀之
篩檢表，目的在於能夠迅速了解個人的心理照護需求，進而
提供所需之心理衛生服務。與其他篩檢量表相比，心情溫度
計具備有簡短、使用容易之特性，研究結果更顯示心情溫度
計在社區大規模調查中仍具有良好之信效度。

•  如何善用『心情溫度計』?
　　在我們關心他人的過程中，常常遇到對方有情緒的困
擾，卻不知他們困擾的程度，心情溫度計可幫助我們具體地
了解對方的心情，同時也可幫助對方釐清他們情緒困擾的程
度，並且可以根據得分結果做適當的處理。心情溫度計為一
自填量表，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心情狀態，也可以用此
量表主動關懷週遭的人，建立起自我健康管理的習慣。

•  心情溫度計 APP 下載
　　目前 IOS 及 Android 系統之「心情溫度計 APP」已正
式上線並提供免費下載，歡迎擁有智慧型手機、平板的用戶
踴躍下載，並協助轉發推廣。APP 中不只提供心情的檢測及
分析建議，更提供了全國心理衛生資源及心理健康秘笈 ( 系
列電子書 )，方便民眾查詢。
　　若您要下載 APP，請您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商店搜尋『心情溫度計』下載，或使用手機掃描 QR	 code
右方進行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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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 問 2 應 3 轉介技巧
1 問：「主動關懷、積極傾聽」
　　自殺行為是從「想法」到「行動」的漸進過程。在
自殺行為出現之前，當事者會透露某一形式的線索或警
訊，可能以口語或行為的方式表現，也可由其所處狀態判
斷。因此，當發現有自殺風險時，請認真嚴肅地看待警
訊，並主動運用心情溫度計評估情緒困擾程度，用心傾聽
所遭遇的困境，一旦確認當事者具有自殺意圖，立即深
入了解自殺危險度高低。要詢問一個人的自殺意念並不
容易，循序漸進的討論主題是有幫助的，一感到懷疑便
立即詢問，要了解「這可能是唯一一次幫助的機會」。	

1. 	間接問法
①	你是否曾經希望睡一覺並且不要再醒來？
②	 你是否覺得活著沒意義，沒價值，也沒有人在乎 ?	

2. 	直接問法
①	你會不會有想不開的念頭？
②	你是否有想到要自殺呢？	

3. 	應注意避免詢問的問句
①	不要對自殺意念或行為以半開玩笑的方式詢問：「你

該 不 會 想 要 自 殺 吧？」、「 不 要 跟 我 說 你 想 自 殺
喔！」

②	不要太急著提供問題的解決方法。
③	不要發誓保守秘密。
④	不要爭辯自殺是對或錯。
⑤	不要使自殺者增加罪惡感。



自殺防治系列 45 24

警察人員自殺防治手冊

2 應：「適當回應、支持陪伴」
　　當人們說「對生活厭倦」、「沒有活下去的意義」時，
這些說法常常會被聽的人否決，或甚至告訴他們其他更悲
慘的例子。事實上，最重要的一步是要有效的聆聽他們的
想法。因為伸出援手或傾聽本身就能減少自殺者的絕望感。
同時，在回應的過程中，亦可評估當事者是否需要進一步
轉介或其他醫療協助。

1.	如何勸說當事者繼續活下去並且接受幫助
①平靜、開放、接納且不批判的態度將有助於與當事者

的溝通。
②開放地討論失落、孤獨與無價值的感覺，使當事者情

緒起伏程度減緩。
③積極專注傾聽當事者遭遇的問題，嘗試了解他們的感

受，提供情緒支持。
④不要急著評斷當事者的遭遇、處境或想法，你的傾聽

與協助能夠重燃希望，並產生改變。
⑤「自殺」本身並不是問題，而是當事者用來解決他所

遭遇困境的方法，因此可試著找出自殺以外的處理方
式。

⑥提供當事者任何形式的「希望」，並將焦點放在個人
正面的力量。因此，我們可以思考「這個人在過去的
人生當中是為什麼而生，現在活著的理由是什麼 ?」、
「他的生活重心與目標為何 ? 有沒有可以令他積極的
人、事、物？」，再接著詢問他：「是否願意尋求協
助？」「你是否願意答應在找到任何協助之前，不結
束你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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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轉介：「資源轉介，持續關懷」
　　面對你想幫助的人，當他的問題已經超過你能處理的程
度與範圍時，就是你幫當事者找出適當的資源，進行資源連
結的時候，就如同當我們的家人有生理疾病時（如心臟病），
我們立即的反應是尋求專業醫師的協助，而非自己試圖治
療。

1.	若有以下的情形就可嘗試進行轉介
①心情溫度計分數偏高者，高於 10 分者建議尋求心理衛

生或精神醫療專業諮詢，高於 15 分者建議尋求精神醫
療專業諮詢。

②懷疑可能具有潛在的精神疾病者。
③有自殺或自傷的身心問題。
④問題超乎助人者的能力。
⑤社會資源或支持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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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遺族關懷
　　一般研究而言，每一人自殺死亡可能會影響周遭的六位
親友，並且，多數自殺者親友於哀傷期中，為獨自承擔嚴重
的情緒困擾，而人對於要和親友們談論自殺，也常覺得難以
啟齒，因此自殺者遺族容易產生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因此，懷念親友、相互支持，分享個人故事及建議，與
自殺者遺族一同度過失去親友的傷痛，支持自殺者親友走過
生命中的低潮，迎向新希望。
	
 面對身旁親近的人自殺，我該怎麼做：
1. 	減少罪惡感。
2.	為回答他人的問題做好準備。
3.	保持身體健康。
4.	對未來保持樂觀，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渡過這個傷痛。

 另外以下有幾點原則可以幫助你：
1. 	有些自殺者親友對於告訴別人親友是因為自殺死亡而感

到掙扎，但事實上承認自己的親友自殺並沒有想像中困
難。	

2. 	試著主動去和其他的自殺者親友談談你的想法與感受。
3.	若您痛苦時，請不要封閉自己。	
4. 	每個人都有自己哀傷的方式，有些人會去墓前哀弔，而

有些人卻痛苦到無法在親友墓前哀弔。請試著接受自己
的哀傷方式	。

5. 	遇到特別的紀念日你會特別難受，這是正常的，而這也
是哀傷反應的一部份。走過傷痛	!	

6. 	有些自殺者親友可以從宗教信仰中獲得安慰。	
7. 	注意自己的身心狀況，有必要時請向專業人員求助。	
8. 	悲傷的時候對自己要更好一點，等你準備好了，再回歸

原來的生活。這不是你背叛死者，而是你已經逐漸恢復。
9.	避免在第一年內做出重大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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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求助資源
全國性諮詢資源：
・	24 小時安心專線 1925
・	張老師專線 1980
・	張老師函件：1980@1980.org.tw

・	生命線 1995
・	生命線線上資源：https://www.sos.org.tw/

各縣市衛生局資源：
名稱 電話 網站

基隆市衛生局 (02) 24230181 https://www.klchb.klcg.gov.tw/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02) 27208889 https://health.gov.taipei/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02)22577155 https://www.health.ntpc.gov.tw/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03) 3340935 https://dph.tycg.gov.tw/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03) 5518160 https://www.hcshb.gov.tw/
新竹市衛生局 (03) 5355191 https://dep.hcchb.gov.tw/
苗栗縣政府衛生局 (037) 558080 https://www.mlshb.gov.tw/tc/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04) 25265394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
彰化縣衛生局 (04)7115141 http://www.chshb.gov.tw/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 (049) 2222473 https://www.ntshb.gov.tw/
雲林縣衛生局 (05) 5373488 https://ylshb.yunlin.gov.tw/
嘉義縣衛生局 (05) 3620600 https://cyshb.cyhg.gov.tw/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05)2338066 https://health.chiayi.gov.tw/
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06)6357716 https://health.tainan.gov.tw/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07) 7134000 https://khd.kcg.gov.tw/tw/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08) 7370002 https://www.ptshb.gov.tw/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03) 9322634 https://www.ilshb.gov.tw/
花蓮縣衛生局 (03) 8227141 https://www.hlshb.gov.tw/
臺東縣衛生局 (089) 331171 https://www.ttshb.gov.tw/
連江縣衛生局 (083) 622095 http://www.matsuhb.gov.tw
金門縣衛生局 (082)330697 https://phb.kinmen.gov.tw/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06) 9279621 https://www.phchb.gov.tw/

http://1980@1980.org.tw
https://www.sos.org.tw/
https://www.klchb.klcg.gov.tw/
https://health.gov.taipei/
https://www.health.ntpc.gov.tw/
https://dph.tycg.gov.tw/
https://www.hcshb.gov.tw/
https://dep.hcchb.gov.tw/
https://www.mlshb.gov.tw/tc/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
http://www.chshb.gov.tw/
https://www.ntshb.gov.tw/
https://ylshb.yunlin.gov.tw/
https://cyshb.cyhg.gov.tw/
https://health.chiayi.gov.tw/
https://health.tainan.gov.tw/
https://khd.kcg.gov.tw/tw/
https://www.ptshb.gov.tw/
https://www.ilshb.gov.tw/
https://www.hlshb.gov.tw/
https://www.ttshb.gov.tw/
http://www.matsuhb.gov.tw
https://phb.kinmen.gov.tw/
https://www.phchb.gov.tw/


1. 	 中 華 民 國 衛 生 福 利 部
（2012）。災難心理衛生教
材手冊。衛生福利部出版。

2.	 內 政 部 警 政 署（2022 年 12
月 14 日 ）。 警 察 人 員 平 均
死亡年齡	暨健康監測統計。
警 政 署 統 計 室。https://
www.npa.gov.tw/ch/app/
da ta / v i ew ?modu l e =wg0
5 6& i d = 2 2 1 7& s e r n o = cd 1
780d6 - 0 a 1a - 4 6bb - a c 7 1 -
bda72dcb4e6e

3. 	 Amaranto , 	 E . , 	 Ste inberg , 	
J . , 	 C a s t e l l a n o , 	 C . , 	 &	
Mitchel l , 	 R. 	 (2003). 	 Pol ice	
s t r e s s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s . 	
B r i e f 	 Treatment 	 & 	 C r i s i s 	
Inter vention, 	3(1) .

4 . 	 A n d e r s e n , 	 J . 	 P . , 	
P a p a z o g l o u , 	 K . , 	
Koske la inen , 	 M . , 	 Nyman, 	
M . , 	 G u s t a f s b e r g , 	 H . , 	 &	
A r n e t z , 	 B . 	 B . 	 ( 2 0 1 5 ) . 	
A p p l y i n g 	 r e s i l i e n c e	
p r o m o t i o n 	 t r a i n i n g	
a m o n g 	 s p e c i a l 	 f o r c e s	
p o l i c e 	 o f f i c e r s . 	 S A G E	
Open, 	5(2) .

5 . 	 A r e n s m a n , 	 E . , 	 C o f f e y , 	
C . , 	 G r i f f i n , 	 E . , 	 V a n	
A u d e n h o v e , 	 C . , 	

S chee rde r , 	 G . , 	 Gu smao , 	
R . , 	 S u s a n a 	 C o s t a , 	
C e l i n e 	 L a r k i n , 	 N i c o l e	
K o b u r g e r , 	 M a r g a r e t 	
M a xw e l l , 	 F i o n a 	 H a r r i s , 	
V i ta 	 Po s tu van 	 & 	 Hege r l , 	
U . 	 ( 2 016 ) . 	 E f f e c t i v ene s s	
o f 	 d e p r e s s i o n – s u i c i d a l 	
b e h a v i o u r 	 g a t e k e e p e r	
t r a i n i n g 	 am o n g 	 p o l i c e	
off icers	 in	three	European	
r e g i o n s : 	 O u t c o m e s 	 o f 	
t h e 	 o p t im i s i n g 	 s u i c i d e	
p re ven t i on 	 p rog ramme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in 	 Europe 	 (OSPI -Europe) 	
s t u d y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o c i a l 	
P s y c h i a t r y , 	 6 2 ( 7 ) , 	 6 5 1 -
660.

6. 	 A r n e t z , 	 B . 	 B . , 	 A r b l e , 	
E . , 	 B a c k m a n , 	 L . , 	
L y n c h , 	 A . , 	 & 	 L u b l i n , 	 A . 	
( 2 0 1 3 ) . 	 A s s e s sm e n t 	 o f 	
a 	 p r e v e n t i o n 	 p r o g r am	
f o r 	 wo r k - r e l a t e d 	 s t r e s s	
a m o n g 	 u r b a n 	 p o l i c e	
o f f i c e r s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rchives 	 of 	 Occupat ional 	
a n d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Health, 	86(1) , 	79-88.

自殺防治系列 45 28

警察人員自殺防治手冊

07 主要參考文獻



7. 	 B a i r d , 	 K . , 	 & 	 K r a c e n , 	
A . 	 C . 	 ( 2 0 0 6 ) . 	 V i c a r i o u s	
t r a u m a t i z a t i o n 	 a n d	
s e c o n d a r y 	 t r a u m a t i c 	
s t r e s s : 	 A 	 r e s e a r c h	
s y n t h e s i s . 	 C o u n s e l l i n g	
P s y c h o l o g y 	 Q u a r t e r l y , 	
19(2) , 	181-188.

8. 	 Bakker, 	 A . 	 B . , 	 & 	 Heuven , 	
E . 	 ( 2 0 0 6 ) . 	 E m o t i o n a l 	
d i s s o n a n c e , 	 b u r n o u t , 	
and 	 in - ro le 	 per fo rmance	
among	 nurses 	 and	 pol ice	
o f f i c e r s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t r e s s	
management , 	13(4) , 	423.

9. 	 B e r g , 	 A . 	 M . , 	 H e m , 	 E . , 	
L a u , 	 B . , 	 L o e b , 	 M . , 	 &	
E k e b e r g , 	 Ø . 	 ( 2 0 0 3 ) . 	
S u i c i d a l 	 i d e a t i o n 	 a n d	
a t t emp t s 	 i n 	 N o r w eg i a n	
pol ice. 	 Suicide	 and	 Li fe‐
T h r e a t e n i n g 	 B e h a v i o r , 	
33(3) , 	302-312.

10. 	Be rk ing , 	 M . , 	 Me ie r, 	 C . , 	 &	
W u p p e rma n , 	 P. 	 ( 2 0 1 0 ) . 	
E n h a n c i n g 	 e m o t i o n -
regulation	 ski l ls 	 in 	 pol ice	
o f f i c e r s : 	 R e s u l t s 	 o f 	 a 	
p i l o t 	 c o n t r o l l e d 	 s t u d y . 	
Behav io r 	 the rapy, 	 41 (3 ) , 	
329-339.

11. 	Bryant , 	R. 	A. 	 (2017). 	Acute	

s t re s s 	 d i so rde r. 	 Cu r ren t 	
o p i n i o n 	 i n 	 p s y c ho l o g y , 	
14, 	127-131.

12. 	Burke, 	 R. 	 J. , 	 & 	 Mikkelsen, 	
A . 	 ( 2 0 0 7 ) . 	 S u i c i d a l 	
i d e a t i o n 	 a m o n g	
p o l i c e 	 o f f i c e r s 	 i n 	
N o r w a y . 	 P o l i c i n g : 	 A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P o l i c e 	 S t r a t e g i e s 	 &	
Management , 	 30 (2 ) , 	 228-
236.

13. 	C h r i s t i a n e 	 M a n z e l l a 	 &	
Konstant inos	 Papazoglou	
( 2 0 1 4 ) 	 T r a i n i n g 	 p o l i c e	
t r a i n e e s 	 a bou t 	 wa y s 	 t o	
manage	 trauma	 and	 loss, 	
I n te rnat iona l 	 Journa l 	 o f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16(2) , 	103-116.

14. 	C h r i s t o p h e r , 	 M . 	 S . , 	
Huns inge r, 	 M . , 	 Goer l ing , 	
L . 	 R . 	 J . , 	 B o w e n , 	 S . , 	
R o g e r s , 	 B . 	 S . , 	 G r o s s , 	
C . 	 R . , 	 D a p o l o n i a 	 E . 	 &	
P r u e s sne r , 	 J . 	 C . 	 ( 2 0 1 8 ) . 	
M i n d f u l n e s s - b a s e d	
r e s i l i e n c e 	 t r a i n i n g 	 t o	
reduce	 health	 r isk , 	 stress	
reactivity, 	and	aggression	
among 	 l aw 	 en fo rcement	
of f icers : 	 A 	 feas ibi l i ty 	 and	
prel iminary	 eff icacy	 tr ial . 	

29 自殺防治系列 45

警察人員自殺防治手冊



Psychiatr y 	 Research, 	 264, 	
104-115.

15. 	Ch i t ra , 	 T. , 	 K a r unan i dh i , 	
S . 	 ( 2 0 2 1 ) 	 T h e 	 i m p a c t 	
o f 	 r e s i l i e n c e 	 t r a i n i n g	
o n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s t r e s s , 	 r e s i l i e n c e , 	
j o b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a n d	
psychologica l 	 wel l -be ing	
of 	 female 	 pol ice 	 of f icers . 	
J o u r n a l 	 o f 	 P o l i c e 	 a n d	
C r im ina l 	 Psycho log y 	 36 , 	
8-23.

16. 	C i v i l o t t i , 	 C . , 	 A c q u a d r o	
M a r a n , 	 D . , 	 G a r b a r i n o , 	
S . , 	 & 	 M a g n a v i t a , 	 N . 	
( 2 0 2 2 ) . 	 H o p e l e s s n e s s	
i n 	 p o l i c e 	 o f f i c e r s	
a n d 	 i t s 	 a s s o c i a t i o n	
w i t h 	 d e p r e s s i o n 	 a n d	
b u r nou t : 	 A 	 p i l o t 	 s t u d y . 	
I n te rna t i ona l 	 j ou rna l 	 o f 	
env i ronmen ta l 	 r e s ea rch	
and	 publ ic 	 heal th , 	 19(9 ) , 	
5169.

17. 	C o r d n e r , 	 G . 	 ( 2 0 1 6 ) . 	
P o l i c e 	 a d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Routledge.

18. 	F i g l e y , 	 C . 	 R . 	 ( 1 9 9 5 ) . 	
C o m p a s s i o n 	 f a t i g u e : 	
C op i n g 	 w i t h 	 s e co nd a r y	
t r a u m a t i c 	 s t r e s s 	 i n	
t h o s e 	 w h o 	 t r e a t 	 t h e	

t r a um a t i z e d 	 ( 1 s t 	 e d . ) . 	
B r u n n e r / 	 R o u t l e d g e	
Publishers.

19. 	Fo ley, 	 J. , 	 & 	 Massey, 	 K . 	 L . 	
D . 	 ( 2 0 2 1 ) . 	 T h e 	 ‘co s t’	
o f 	 c a r i n g 	 i n 	 p o l i c i n g : 	
From	 burnout 	 to 	 PTSD	 in	
pol ice	off icers 	 in 	 England	
a n d 	 Wa l e s . 	 T h e 	 P o l i c e	
Journal , 	94(3) , 	298-315.

20. 	K l a r i , 	 M . , 	 K v e s i , 	 A . , 	
M a n d i , 	 V . , 	 P e t r o v , 	
B . , 	 & 	 F r a n i k o v i , 	 T . 	
( 2 0 1 3 ) . 	 S e c o n d a r y	
t r a u m a t i s a t i o n 	 a n d	
s y s t e m i c 	 t r a u m a t i c 	
s t r e s s . 	 P s y c h i a t r i a 	
Danubina, 	25(1) , 	29-36.

21. 	L i n d i n g e r - S t e r n a r t , 	 S . 	
( 2 0 1 5 ) . 	 H e l p - s e e k i n g	
b e h a v i o r s 	 o f 	 m e n 	 f o r 	
m e n t a l 	 h e a l t h 	 a n d	
t h e 	 i m p a c t 	 o f 	 d i v e r s e	
c u l t u r a l 	 b a c k g r o u n d s . 	
I n te rnat iona l 	 Journa l 	 o f 	
Social 	Science	Studies, 	 3 , 	
1 .

22. 	M a n z e l l a , 	 C . , 	 &	
Pa p a z o g l o u , 	 K . 	 ( 2 0 1 4 ) . 	
Tra in ing 	 po l i ce 	 t ra inees	
a b o u t 	 w a y s 	 t o 	 m a n a g e	
t r a u m a 	 a n d 	 l o s s . 	
I n te rnat iona l 	 Journa l 	 o f 	

自殺防治系列 45 30

警察人員自殺防治手冊



Mental 	 Heal th 	 Promotion, 	
16(2) , 	103-116.

23. 	Marques, 	 P. , 	 & 	 Paul ino, 	 M. 	
(2021) . 	 Pol ice	 psychology: 	
N e w 	 t r e n d s 	 i n 	 f o r e n s i c 	
psychological 	 science	 (1st 	
eds.) . 	Academic	Press.

24. 	M c C a n n , 	 I . 	 L . , 	 &	
P e a r l m a n , 	 L . 	 A . 	 ( 1 9 9 0 ) . 	
V i ca r ious 	 t raumat i zat ion : 	
A 	 f r a m e w o r k 	 f o r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p s y cho l o g i c a l 	 e f f e c t s 	 o f 	
w o r k i n g 	 w i t h 	 v i c t i m s . 	
J o u r n a l 	 o f 	 T r a u m a t i c 	
Stress, 	3(1) , 	131-149.

25. 	O ’ C o n n e l l , 	 P . E . , 	
T h o r n t o n , 	 A . R . 	 ( 2 0 2 2 ) . 	
Po l i ce 	 cu l t u re : 	 A 	 ca l l 	 f o r 	
a u t h e n t i c , 	 c o u r a g e o u s	
l eade r sh i p 	 and 	 we l l n e s s	
a c c o u n t a b i l i t y . 	 I n 	
Johnson, 	 O . , 	 Papazog lou , 	
K. , 	 V iolanti , 	 J. , 	 Pascarel la, 	
J . 	 ( E d . ) , 	 P r a c t i c a l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s 	 f o r 	
prevent ing 	 po l ice 	 su ic ide	
(pp. 	243-261). 	Springer.

26. 	Papazog lou , 	 K . , 	 & 	 Tu tt l e , 	
B . 	 M . 	 ( 2 0 1 8 ) . 	 F i g h t i n g	
po l i ce 	 t rauma : 	 P ra c t i ca l 	
approaches 	 to 	 address ing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n e e d s 	 o f 	

off icers. 	SAGE	Open, 	8(3) .
27. 	Pa t t e r s o n , 	 G .T. , 	 C h u n g , 	

I .W . 	 & 	 Swan , 	 P.W. 	 ( 2 0 1 4 ) 	
S t r e s s 	 m a n a g e m e n t	
i n t e r v e n t i o n s 	 f o r 	 p o l i c e	
o f f i c e r s 	 a n d 	 r e c r u i t s : 	 A 	
meta-analys is . 	 Journal 	 o f 	
Experimental 	Criminology, 	
10, 	487-513.

28. 	R a d e y , 	 M . , 	 & 	 F i g l e y , 	
C . 	 R . 	 ( 2 0 0 7 ) . 	 T h e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c o m p a s s i o n . 	 C l i n i c a l 	
S o c i a l 	 W o r k 	 J o u r n a l , 	
35(3) , 	207-214.

29. 	R ibeiro, 	 J. 	 D . , 	 Witte , 	 T. 	 K . , 	
Van	 Orden, 	 K. 	 A. , 	 Selby, 	 E. 	
A . , 	 Gordon, 	 K . 	 H . , 	 Bender, 	
T. 	 W . , 	 & 	 J o i n e r 	 J r , 	 T. 	 E . 	
(2014). 	Fearlessness	about	
death : 	 The 	 psychomet r i c 	
p roper t i e s 	 and 	 const ruct 	
v a l i d i t y 	 o f 	 t h e 	 r e v i s i o n	
t o 	 t h e 	 a c q u i r e d	
c a p a b i l i t y 	 f o r 	 s u i c i d e	
s c a l e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Assessment , 	26(1) , 	115.

30. 	S t a n l e y , 	 I . 	 H . , 	 H om , 	 M . 	
A . , 	 & 	 Jo ine r, 	 T. 	 E . 	 ( 2016 ) . 	
A 	 s y s t em a t i c 	 r e v i e w 	 o f 	
s u i c i d a l 	 t h o u g h t s 	 a n d	
b eha v i o r s 	 among 	 po l i ce	
off icers, 	 f i ref ighters, 	EMTs, 	

31 自殺防治系列 45

警察人員自殺防治手冊



and 	 pa ramed ic s . 	 C l i n i ca l 	
P s y c h o l o g y 	 R e v i e w , 	 4 4 , 	
25-44.

31. 	S y e d 	 S , 	 A s h w i c k 	 R , 	
S c h l o s s e r 	 M , 	 J o n e s 	 R , 	
Rowe	 S, 	 Bi l l ings 	 J. 	 (2020) . 	
G l o b a l 	 p r e v a l e n c e 	 a n d	
r i s k 	 f a c t o r s 	 f o r 	 m e n t a l 	
heal th 	 problems	 in 	 pol ice	
p e r s onne l : 	 A 	 s y s t ema t i 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 	
O c c u p a t i o n a l 	 a n d	
Env i ronmenta l 	 Med i c ine , 	
77, 	737-747.

32. 	V a l l i è r e s , 	 A . , 	 A za i e z , 	 A . , 	
Mo r eau , 	 V. , 	 L eB l an c , 	 M . , 	
& 	 M o r i n , 	 C . 	 M . 	 ( 2 0 1 4 ) . 	
I n s omn i a 	 i n 	 s h i f t 	 w o r k . 	
S l e e p 	 M e d i c i n e , 	 1 5 ( 1 2 ) , 	
1440-1448.

33. 	V e l a z q u e z , 	 E . , 	 &	
H e r n a n d e z , 	 M . 	 ( 2 0 1 9 ) . 	
E f f e c t s 	 o f 	 p o l i c e 	 o f f i c e r 	
e x p o s u r e 	 t o 	 t r a u m a t i c	
e x p e r i e n c e s 	 a n d	
r e c o g n i z i n g 	 t h e 	 s t i gm a	
a s s o c i a t e d 	 w i t h 	 p o l i c e	
o f f i c e r 	 men ta l 	 h ea l t h : 	 A 	
s t a t e - o f - t h e - a r t 	 r e v i e w . 	
Pol ic ing : 	 An 	 Internat ional 	
Journal , 	42(4) , 	711-724.

34. 	V io lant i , 	 J . 	 ( 2022 ) . 	 Po l i ce	
s u i c i d e : 	 T h e 	 h i d d e n	

d a n ge r . 	 I n 	 J o h n s o n , 	 O . , 	
Papazog lou , 	 K . , 	 V i o l an t i , 	
J . , 	 Pa s c a r e l l a , 	 J . 	 ( E d . ) , 	
P ra c t i ca l 	 con s i de ra t i on s	
f o r 	 p r e v e n t i n g 	 p o l i c e	
s u i c i d e 	 ( p p . 	 5 5 - 6 9 ) . 	
Springer.

35. 	V i o l a n t i , 	 J . 	 M . , 	 C h a r l e s , 	
L . 	 E . , 	 H a r t l e y , 	 T . 	 A . , 	
Mnatsakanova, 	A. , 	Andrew, 	
M . 	 E . , 	 F e k e d u l e g n , 	 D . , 	
V i l a 	 B . 	 & 	 Bu rch f i e l , 	 C . 	 M . 	
( 2 0 0 8 ) . 	 S h i f t‐wo r k 	 a n d	
s u i c i d e 	 i d ea t i o n 	 amon g	
po l i ce 	 o f f i ce r s . 	 Amer i can	
J o u r n a l 	 o f 	 I n d u s t r i a l 	
Medicine, 	51(10) , 	758-768.

36. 	V i o l a n t i , 	 J . 	 M . , 	 O w e n s , 	
S . 	 L . , 	 M c C a n l i e s , 	 E . , 	
F e k e d u l e g n , 	 D . , 	 &	
Andrew, 	 M. 	 E . 	 (2018) . 	 Law	
e n f o r c e m e n t 	 s u i c i d e : 	
A 	 r e v i e w . 	 P o l i c i n g : 	 A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 	
42(2) , 	141-164.

自殺防治系列 45 32

警察人員自殺防治手冊



33 自殺防治系列 45

警察人員自殺防治手冊

李明濱

李明濱

陳俊鶯、吳佳儀、詹佳達

王育臻、陳印烜、許宇萱、呂雯、廖健鈞

社團法人台灣自殺防治學會暨全國自殺防治中心

10046 臺北市中正區懷寧街 90 號 2 樓

(02)2381-7995

(02)2361-8500

tspc@tsos.org.tw

tsos.org.tw

2023 年 1 月 ( 第ㄧ版 )

9789867195395(PDF)

發 行 人

主　 編

編　 審

編 輯 群

出版單位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信 箱

網 址

出版日期

I S B N

- 警察人員自殺防治手冊 -

珍愛生命數位學習網珍愛生命打氣網警察人員健康維護隨身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