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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深圳市南山区惠民综合服务社提出。 

本文件由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深圳市南山区惠民综合服务社、深圳市龙岗区彩虹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深圳市龙岗区正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圳市南山区社会工作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卓华、周湧、张会营、李吉颖、陈鑫、王月星、王会娟、张雅楠、张杰、英

心星、于诗情、杨丽雅、张鸿娜、陈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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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是社会工作者开展专业服务的保障，也是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为

营造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防止社会工作者受到与工作有关的伤害和健康损害，指导社会工作者防范风

险，做好安全防护，消除危险源，降低职业健康安全风险，提升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风险的敏感度和职

业安全感，完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风险管理保障，保障社会工作者合法权益，结合社会工作者实践经验

的基础上，特制定本文件。 





T/SZSWA 010—2024 

1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的总体原则、风险类型、风险预防与应对流程、风险预防、

风险应对、保障措施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及社会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识别危险源，做好社会工作者职

业健康安全防护，为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发展提供指导。社工服务使用单位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5001—202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Z/T 296—2017  职业健康促进名词术语 

SZSWA/T 004—2020  深圳市社会工作伦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45001—2020、GBZ/T 296—201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社会工作者  social workers 

遵循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运用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专业方法，以帮助服务对象发挥自身潜

能，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为职业的专业工作者。 
注： 从事社会工作服务的人员，包括一线人员、项目负责人、督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of social workers 

社会工作者（3.1）不受因职业而带来的生理、心理机能的伤害及健康损害的状态。 
注： 损害包括但不限于身体伤害、职业倦怠、心理创伤。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风险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risks for social workers 

影响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3.2）相关事件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可能性。 
注：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包括身体伤害风险和心理伤害风险。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防护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protection for social 

workers 

通过识别风险因素、采取预防措施、开展有效应对及后续工作，避免社会工作者受到身体、心理及

其他健康安全伤害。 

4 总体原则 

安全第一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及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应将安全放在首位，积极运用环境、他人、管理等资源

保障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健康安全。 
注： 必要时，参考保密原则中保密例外要求，以保障安全为目的，向相关人士或组织求助。 

预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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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及社会工作者在工作中对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的预防和控制，是实现社会工作者

职业健康安全的主要手段，主要有两个方面： 

—— 对于有可能危害职业健康安全的行为和状态的预防； 

—— 管理过程中对相关风险的有效预防和控制。 

5 风险类型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风险有以下两类： 

—— 身体伤害风险：给社会工作者带来身体或生理机能损害的可能性，包括但不限于交通事故、

因被攻击带来的身体伤害、过度疲劳、身体疾病； 

—— 心理伤害风险：暴露于工作相关的、具有心理性质的危险源之中的可能性，以及由这些危险

源可能导致的伤害和健康损害的严重性的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言语攻击、情感伤害、心理创

伤、职业倦怠。 

6 风险预防与应对流程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的预防与应对流程主要有识别安全风险因素、评估安全风险程度、实

施安全风险预防、识别早期预警信号、开展灵活应对、后续跟进、记录及存档等，具体流程见图1。 

 

图1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的预防与应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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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风险预防 

风险因素识别 

7.1.1 风险因素来源 

社会工作者常见的风险因素来源于自身、他人、环境： 

—— 自身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 

• 社会工作者缺乏安全风险意识； 

•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防护技能不足； 

• 社会工作者自身是特定风险高发人群。 

—— 他人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 

• 他人属于特定风险高发人群； 

• 他人有既往高风险史； 

• 他人行为或态度带来不利于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的结果。 

—— 环境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 

• 社会工作者服务所处的物理环境中存在密闭、道路不畅、杂乱、噪音等不利于社会工作者 

职业健康安全的因素； 

• 社会工作者所处的工作环境中存在管理制度不完善、分工安排不合理、督导培训不到位、  

组织支持不足、缺乏安全文化等不利于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的因素。 

7.1.2 风险因素识别方法 

7.1.2.1 社会工作者在进入新的工作情境、接触新的或某些特定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或方式有较大变

化时，宜通过以下方式识别工作情境中的风险因素： 

—— 调查； 

—— 查阅档案； 

—— 头脑风暴； 

—— 风险核对； 

—— SWOT分析； 

—— 心理测评等。 
注： 常用心理测评量表清单详见表B.3。 

7.1.2.2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身体伤害的风险识别角度和识别内容见表 A.1。 

7.1.2.3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心理伤害的风险识别角度和识别内容见表 B.1。 

风险程度评估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及社会工作者在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尚未发生时，针对特定的职业健康安全风险，

通过对该风险的严重程度、可能性、可检测性等三个因素的分析，对该风险进行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

全风险程度识别评价，得出该风险的风险系数。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程度识别评价表见附录C。 

风险预防措施 

7.3.1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及社会工作者在职业健康安全风险未发生前，针对风险系数较高的安全风险，

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风险的精准预防： 

—— 提高社工能力； 

—— 提高安全意识； 

—— 演练安全技术； 

—— 身心调节等。 

7.3.2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身体伤害的风险预防措施见表 A.1。 

7.3.3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心理伤害的风险预防措施见表 B.1。 

8 风险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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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信号 

8.1.1 识别早期信号 

8.1.1.1 社会工作者在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处于触发临界阶段时，应及时识别风险发生前的触发临界阶

段的预警信号，并及时做出安全防护行动。 

8.1.1.2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身体伤害的识别角度、识别早期预警信号等内容见表 A.2。 

8.1.1.3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心理伤害的识别主题、识别早期预警信号等内容见表 B.2。 

8.1.2 识别早期信号的途径 

社会工作者应通过以下途径识别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发生的早期预警信号： 

—— 对自身状态觉察，包括但不限于态度、知识、技能、着装、身心健康情况； 

—— 对服务对象身心状态观察，包括但不限于表情、肢体动作、言语、持有物品、与社会工作者

的距离、既往史、提示风险的其他因素； 

—— 对工作环境观察，包括但不限于通道是否畅通、是否单独前往、是否有安全隐患、是否利于

休息、是否有增加风险的物品。 

灵活应对 

在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发生时，社会工作者应根据现场情况，参照表A.2和表B.2灵活应对。灵活应对

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积极开展自救，包括但不限于快速离开现场、稳定自身情绪、及时休息； 

—— 灵活运用环境资源，包括但不限于利用身边物品遮挡、畅顺的安全通道、有利身心健康的环

境； 

—— 及时寻求他人支持，包括但不限于大声呼救、寻求身边人士协助、及时联系社会工作服务机

构、及时向医务人员等专业人士求助。 

后续跟进 

在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发生后，社会工作者应参照表A.2和表B.2，从以下方面开展后续工作： 

—— 持续关注自身生理、心理健康状态，必要时寻求专业支持； 

—— 及时处理保险事宜； 

—— 反思并持续改进自身职业健康安全防护工作； 

—— 完成风险事件报告，并提交给管理者； 

—— 与同事分享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应对经验； 

—— 存档相关信息。 

9 保障措施 

安全文化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形成并保持重视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的安全文化。安全文化具备以下特

征： 

—— 认同社会工作者需要在没有身心健康威胁的环境中工作； 

—— 鼓励社会工作者就其身心健康安全遇到的威胁进行及时反馈； 

—— 认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健康安全是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与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需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健康安全防护提供资源、支持和协助； 

——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对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健康安全责任不仅包括工作场所内的责任，也包括家

访等发生在工作场所外的工作情境中的责任； 

—— 对威胁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的事项进行从预警、应对到后续跟进的全流程管理。 

制度保障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制定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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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相关组织架构； 

——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文化的宣贯制度； 

——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风险评估及预防制度； 

——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风险事件处置程序； 

——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监测管理机制； 

——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持续改进。 

人员保障 

为保障其职业健康安全，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对即将或已经从业的社会工作者开展以下工作： 

—— 在社会工作者上岗前，针对工作岗位特点对其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心理测评及岗位适配性测

评、筛选； 

—— 进行职业健康安全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安全意识、风险知识和防护技能； 

—— 定期开展监督检查； 

—— 定期组织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职业健康安全经验交流； 

—— 为职业健康风险较高的岗位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环境保障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为社会工作者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具体包括： 

—— 形成重视职业健康安全的工作氛围； 

—— 鼓励社会工作者为职业健康安全献计献策； 

—— 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安全监测与风险排查； 

—— 允许社会工作者在预判职业健康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暂时离开风险场所； 

—— 针对性配备有利于职业健康安全的物品设备； 

—— 限制工作场所中易带来风险的物品，或对此类物品妥善安置； 

—— 社会工作者的办公场所相对独立，与公共活动场所分开； 

—— 工作场所光线充足、通道便于风险发生时及时躲避； 

—— 在工作场所安装监控摄像头，并在公开的位置张贴告示。 

资源保障 

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应为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具体包括： 

—— 配备必要的办公电话或工作手机，不向服务对象公开过多私人信息； 

—— 配备适用的、充足的劳动保护用品； 

—— 购买与工作情境相适应的保险； 

—— 在社会工作服务经费计划中保障必要的风险防范预算； 

—— 提供督导支持、同辈支持及组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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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身体伤害风险预防及应对 

A.1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身体伤害的风险识别和预防措施 

表A.1给出了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身体伤害风险识别和预防措施。 

表 A.1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身体伤害的风险识别和预防措施 

风险源识别 
预防措施 

识别角度 识别内容 

社会工作者方面 

1.通过是否有家族疾病史（高血压、糖

尿病等）、体检、近期身体状况自我感

受是否有不适感（如心绞痛、胸闷、心

慌等）等方面识别自身身体健康状况及

进行风险评价； 

2.特定环境中自评衣着（是否得体、颜

色是否鲜艳易刺激服务对象等）及随身

物品的安全性、言辞是否增加风险等；

3.自检生活习惯，是否经常熬夜、抽

烟、酗酒等引起身体长期高负荷运转，

引发疾病发生； 

4.自测安全风险意识和安全防护技能掌

握情况。 

1.定期体检，或到相关科室进行疾病筛查；控制血压、

血脂、血糖、体重等危险因素； 

2.开展服务前检查自身衣着及随身物品，做到不刺激、

不增加风险、不影响行动； 

3.调节生活方式，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规律，避免熬

夜、沉迷手机，保持健康饮食，均衡营养；戒烟限酒；

工作中适当休息和减压，合理分配工作时间，适度锻

炼，关注身体健康，避免带病工作，根据身体情况及时

调整工作时间和强度； 

4.提升安全意识，形成本服务领域易发生的安全风险清

单，总结对应的预防技巧； 

5.按要求进行相关传染性疾病免疫接种、定期筛查和按

规定补种； 

6.学习自救急救技能，提前查看官方预告，极端天气不

应外出；到环境偏远处结伴同行；外出服务携带紧急救

援、止血、消毒、防暑药物；外出报备去向；携带电量

充足的通讯工具。 

他人方面 

1.通过查阅既往资料、访谈周围人员、

观察他人表现等识别相关人员是否有既

往攻击史，精神异常、药物滥用、携带

攻击物品等风险因素； 

2.不当的工作管理及欠佳的同伴配合导

致部分社会工作者工作量较大。 

1.事先评估服务相关人员的安全风险情况，根据风险等

级确定是否提供本次服务；服务过程中实时观察相关人

员的肢体、言语、情绪等情况，如出现安全风险情况，

及时进行风险等级判定，确定是否继续提供服务及服务

方式； 

2.评估工作强度对身心健康状态的影响，主动进行工作沟

通，做好工作优先等级和时间管理，及时安排调休或补休，

必要时调整工作岗位或工作职责；选择适合自己的放松活

动减轻压力，培养兴趣爱好，平衡工作和生活。 

环境方面 

1.观察所处环境，识别刺激的环境氛

围、密闭空间、单独家访、夜晚时间等

风险因素； 

2.通勤时间较长、生活环境不利于休

息、工作环境缺乏休息放松条件； 

3.环境中可能携带疾病的人、动物或其

他可能携带病毒的传染源。 

1.避免单独家访、刺激的声光、密闭空间、夜晚或幽暗

空间，无法避免上述情况时采取安全措施预防因此带来

的风险； 

2.定期检查设备设施安全性，注意周边警示牌，提前了

解要前往的服务环境情况，做好防范措施； 

3.定期进行环境消杀、通风、日照，清除环境中可能存在

的传染型病毒等风险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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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身体伤害风险应对 

表A.2给出了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应对，包括识别早期预警信号、灵活应对和后续跟进等

内容。 

表 A.2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身体伤害风险应对 

识别角度 识别早期预警信号 灵活应对 后续跟进 

社会工作者方面 

1.体检出现身体指标异常或临近异

常，包括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颈椎病等； 

2.近期自我感觉身体有异常症状（记

忆力衰退；注意力不集中，反应迟

钝；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头晕、

头痛、耳鸣、胸闷、目眩等；肩部、

颈部、腰部不适，全身肌肉乏力、酸

胀；肠胃出现问题，食欲不振、消化

不良；腹型肥胖、脱发等）、精神状

态差（情绪波动大，易怒易躁，悲

观；困倦、嗜睡、性欲减退等）、心

脏不适（胸闷、气短、心悸、心前区

不适，以及胸口有憋闷感、针刺

感）； 

3.突发的头痛、发热、乏力、呕吐、腹

泻等全身症状。 

1.确认当前个人面临的问题，寻找原

因，评估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

和后果： 

（1）如因过度疲劳引起，可通过缩

短工作时长、减轻工作强度、保障休

息时间、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等方式

调整； 

（2）如因疾病引起，宜立即停止相

关工作，上报身体情况，并及时休息

或治疗，直至个人身心健康回归正常 

状态； 

2.如情况危急，立即寻求帮助，包括大

声喊叫或通过电话、网络等方式向义

工、同行工作员、利益相关方工作员、

其他服务对象、在场其他人士等、公安

机关等求助。 

1.整体评估个人身体健

康状况，并调整回归正

常的工作、生活状态； 

2.总结个人处理健康问

题的经验，巩固自己应

对该问题的能力； 

3.持续保持现有的职业

健康状态，进一步巩固

问题改善的现状； 

4.针对特殊事件，需将

事件及处理过程上报，

评估身心健康及法律权

益等情况，如有需求则

进一步求助专业人士。 

他人方面 

1.观察相关人员出现肢体信号（坐立

不安、紧握拳头、身体抖动、拿起或

试图拿起武器等）、面部信号（咬紧

牙关、面部肌肉僵硬、面色涨红或极

度苍白、眼露凶光、大量流汗、呼吸

声浑浊沉重等）、语言信号（忽然提

高音量、言语粗暴、污言秽语等）、

情绪信号（对刺激过度敏感、焦虑易

怒等）后及时做出判断； 

2.相关人员在同一生活/工作空间内

同时或陆续发生头痛、发热、乏力、呕

吐、腹泻等疑似传染性疾病的。 

1.如确认相关人员有严重攻击意图或

攻击行为，应尽快离开现场；向对方

保证自己没有伤害的意图、逐渐缓慢

拉开彼此距离、鼓励对方说话、把注

意力放在对方身上、不激惹对方情

绪； 

2.及时告知上级管理人员、同伴、家

人或朋友等，寻求帮助，确保个人健

康安全； 

3.寻找心理支持、人际支持、医疗支

持、社会支持等外界支持。 

环境方面 
与相关人员共处的空间闭塞、门窗反

锁、室内灯光昏暗、有尖锐物品等。 

1.社会工作者处于危险环境中时，应

及时调整、运用环境躲避、运用随身

物品自保，确保自己处于安全的环境

中； 

2.当环境中出现传染型疾病暴露，应

第一时间做好安全防护，联络医疗救

助，根据情况开展隔离、环境消杀等工

作。同时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管理人

员、相关单位进行情况上报和请示，并

与其家属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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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心理伤害风险预防及应对 

B.1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心理伤害风险识别和预防措施 

表B.1给出了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心理伤害风险识别和预防措施。 

表 B.1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心理伤害风险识别和预防措施 

风险源识别 
预防措施 

识别角度 识别内容 

生理因素 

1.社会工作者生活不规律、睡眠不足； 

2.社会工作者有影响自己适应本职工作的疾

病、家族病史。 

1.社会工作者自身：重视规律的生活、充足睡眠，选

择与自身健康情况匹配的工作岗位（如有高血压病史

者，避免从事夜班较多岗位），就自身健康状态积极

与管理者沟通； 

2.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恰当的工作时间、工作量安排，

入职及定期开展员工体检，创造午休条件，执行合理的

加班调休制度及年休假制度。 

心理因素 

1.社会工作者因为听到服务对象的故事或者陪

伴他们经历创伤事件而发生替代性创伤； 

2.愤怒、焦虑、抑郁、悲伤等负面情绪且自我

调节后未明显好转； 

3.自身心理状况与工作环境不匹配。 

1.社会工作者自身：关注自身心理健康状态。若有负

面情绪等宜及时调整，定期进行心理健康自测； 

2.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招聘对从业人员心理健康有相

关要求的岗位（如精神卫生、临终关怀等）时，考察应

聘者的心理健康状态，在团队中建立并执行心理互助

制度、提供督导、开展社会工作者自我心理保健教育、

允许社会工作者因心理健康原因而调岗或休假、关注

社会工作者职业倦怠情况并给予援助。 

社会因素 

1.工作中遭遇重大工作相关应激事件，如服务

对象自杀或死亡、自身或同事被攻击、被恐吓

等； 

2.来自服务对象的因素，如对社会工作者不切

实际的期望、不合理的指责、言语攻击等； 

3.工作中的人际因素，如缺乏被尊重、工作氛

围压抑、人际关系紧张、与同伴或合作方的人

际冲突等； 

4.家庭因素，家人对社会工作者从事工作的不

理解、缺乏家庭支持、难以平衡事业与家庭

等； 

5.管理因素，如培训支持不足、超出负荷的工作

量、不清晰或冲突的工作要求、新岗位或新任务

中的角色适应、任务和工作标准的不确定性或

频繁变化、零碎或意义不明确的工作、缺乏公平

激励、存在不平等待遇等。 

1.社会工作者自身：遭遇重大应激事件后及时关注自

身情绪状态并反馈给管理者，对服务对象进行期待管

理，了解服务对象的攻击史并制定预案，促进家庭成

员理解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平衡家庭内分工； 

2.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建立本团队工作易发生的应激

事件清单并事先开展相关培训，建立应激事件上报机

制及员工心理支持机制，客观公平的处理投诉，营造和

谐的同事关系，协助社会工作者获得家庭成员支持，清

晰明确的工作要求、协助履新员工的角色适应、协助社

会工作者排列工作任务的优先顺序、合理激励、公平的

待遇、为派驻社会工作者争取用人单位的尊重、理解和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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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常见心理伤害风险应对 

表B.2主要给出了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常见心理伤害风险应对，包括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

常见心理伤害风险的识别发展阶段、识别早期预警信号和灵活应对等内容。 

表 B.2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常见心理伤害风险应对 

识别主题 识别发展阶段 识别早期预警信号 灵活应对 

职业倦怠 

1.蜜月阶段：超出自身承

受力的工作热情和精力投

入； 

2.调试阶段：开始意识到

透支精力，开展调适； 

3.早期警告阶段：出现预

警信号； 

4.慢性症状阶段：出现难

以自我调整的慢性症状； 

5.严重症状阶段：深陷困

扰； 

6.危机阶段：失去工作动

力； 

7.耗竭阶段：离开工作岗位

或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质疑

自己存在价值。 

1.对未来的期待方面：工作中有

无望感、无力感，质疑社会工作

者服务价值甚至质疑自身价值； 

2.身体方面：排除因生理引起的

深度疲劳、失眠、头昏眼花、呼

吸困难、肌肉疼痛和僵直、月经

不调、头痛、消化不良和后背

痛； 

3.情绪方面：容易发怒、喜怒无

常、无理由的哭泣、焦虑等； 

4.能力方面：注意力不集中、记

忆力下降、失误频发、难以完成

本来胜任的工作； 

5.关系方面：工作中人际关系紧

张、易与人发生冲突。 

1.社会工作者自身：敏锐觉察职业倦怠风

险，尽早自我调整，规律生活、充足睡眠、

适当健身、健康饮食、舒适的通勤方式、利

于休息的环境改造。根据工作需要提升工作

技能、提升工作胜任度、清晰工作职能和工

作边界、寻求团队支持、职业生涯规划、合

理自我期待、管理他人的期待、觉察助人情

结、调整认知、必要时寻求专业心理帮助； 

2.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展社会工作者职业倦

怠测评、营造社会工作者心理关爱的文化、社

会工作者职业生涯规划、关注社会工作者职业

倦怠议题、开展社会工作者心理减压活动、为

受困扰的社会工作者开展督导支持、适当调整

工作目标、工作难度、工作量或交付期限，必

要时调整工作岗位。 

替代创伤 

1.被动经历他人创伤； 

2.社会工作者自身产生的

创伤反应。 

1.心理方面：替代性创伤可能会

导致社会工作者产生焦虑、抑

郁、失眠等心理问题； 

2.人际问题：替代性创伤可能会

导致社会工作者对他人产生怀

疑、不信任等情感问题； 

3.行为问题：替代性创伤可能会

导致社会工作者产生自闭、回避

等行为问题。 

1.社会工作者自身：理解替代创伤是一般性

的工作困扰，消除羞耻感，及时觉察并发现

被动经历已经产生创伤影响，做出努力恢复

正常的生活规律，向督导报告并获得支持，

调整工作安排以保障自身心理健康，倾诉心

理困扰，必要时寻求心理专业帮助； 

2.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开展社会工作者教育提

醒替代创伤的风险，关注社会工作者状态。若

发现替代创伤已经发生则提醒社会工作者，并

提供督导支持。在该社会工作者的同事群体中

讨论替代创伤事件，倡导社会工作者同伴理

解，为已经发生替代创伤的社会工作者调整工

作内容直至可以正常面对同类事件，协助社会

工作者寻求心理专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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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常用心理测评量表清单 

表B.3给出了常用的心理自测量表清单。 

表 B.3 常用心理自测量表清单 

序号 量表名称 作用 

1 《SCL-90（90项症状清单）》 初步评定心理健康状态，协助社会工作者全面了解自身心理状态 

2 《SAS（焦虑自评量表）》 协助社会工作者了解自身焦虑情绪程度 

3 《SDS（抑郁自评量表）》 协助社会工作者了解自身抑郁情绪程度 

4 《压力源自测量表》 协助社会工作者了解自身压力程度以及主要压力来源 

5 《职业倦怠程度自测问卷》 协助社会工作者了解自身职业倦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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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程度识别评价表 

表C.1给出了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程度识别评价表的样式。 

表 C.1 社会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风险程度识别评价表 

风险名称 风险描述 
风险评价 

风险判定 

严重程度 可能性 可检测性 风险系数（RPN） 

  

4分 

直接影响，可导

致重大健康安全

事故 

4分 

极易发生 

4分 

不存在能够检测

或发现到错误的

机制 

风险系数=严重程

度×可能性×可

检测性 

高风险水平

（RPN>16或严重

程度=4） 

此为不可接受风

险，必须尽快采

用控制措施，通

过提高可检测性

及降低风险产生

的可能性来降低

最终风险水平。 

3分 

直接影响，导致

一般健康安全事

故 

3分 

偶尔发生 

3分 

通过周期性活动

可检测或发现错

误 

2分 

间接影响，导致

职业安全事故或

轻微影响 

2分 

很少发生 

2分 

通过分析可检测

或发现错误 

中等风险水平

（16≥RPN≥8） 

此风险要求采用

控制措施，通过

提高可检测性及

（或）降低风险 

产生的可能性来

降低最终风险水

平。 

1分 

间接影响，导致

职业安全事故或

轻微影响 

1分 

发生可能性极低 

1分 

很容易检测或发

现错误 

低风险水平（RPN

≤7） 

此风险水平为可

接受，无需采用

额外的控制措

施。 

注：此表用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及社会工作者承接服务项目、新增服务内容、新人入职后以及开展服务前进行风

险程度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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