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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民众心态特点分析
方　鹏，史　康，朱　霞，黄　鹏，苗丹民，崔　迪，刘旭峰，武圣君  

　　[ 摘要 ]　目的　了解民众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心理状况特点及规律，为心理干预和防护提供实践指导。
方法　采用网络在线调研方法，对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民众心理状态进行调查。结果　2020 年 1 月 24 日—2 月 1 日，
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发放心理调查问卷 36 799 份，回收 36 636 份有效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99.56%。58.5% 的民众
认为传染病对人类的危害最大，99.0% 的民众认为此次疫情引起了社会的恐慌、紧张与害怕，24.3% 的民众在疫情发展过程中
出现睡眠问题，55.5% 的民众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增强，9.7% 的民众认为人与人之间缺乏信赖。结论　疫情发生后，民众
认知出现明显偏差，恐慌和紧张情绪明显，人际关系较为紧张，自我防护意识和行为明显加强。因此，在心理健康维护时应充
分考虑到民众的焦虑恐慌心态以及认知偏差，国家在疫情发展时应及时公布真实透明的疫情信息，加强舆论导向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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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the public psychological state in the epidemic of 
COVID-19, and to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and protection. Methods　The online psychological survey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public in the current COVID-19 epidemic. Results　From January 24 
to February 1, 2020, a total of 36 799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among all the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of China, and 36 63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The effective rate of recovery was 99.56%. Among the population, 58.5% 
believed that infectious diseases were the most harmful to human, 99.0% believed that the epidemic had caused panic, tension and fear 
in the society, 24.3% had sleeping problems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pidemic, 55.5% thought that the alertness among the persons 
was enhanced and 9.7% thought that people lack trust in each other. Conclusions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public’s cognition has 
been obviously biased, showing panic and nervousness, tens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ed self-protection 
awareness and behavior. Therefore, the public’s panic, anxiety and cognitive bias should be 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maintenance 
of mental health. The epidemic information should be promptly and truthfully publicized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pidemic, and the 
role of public opinion-oriented publicity should be streng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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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初全国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
冠肺炎）疫情具有暴发突然、传播性强等特点，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肺炎感染实时动
态 数 据，截 至 2020 年 2 月 1 日 24 时，全 国 共
确诊病例 14 380 例，疑似病例 19 544 例，死亡
人 数 304 例，治 愈 人 数 328 例 [1]

，加 之 网 络 上
各类信息层出不穷，真伪难辨，疫情已经成为
危害国民健康和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民

众在整个疫情中的心理状况及变化规律如何，

如何对其进行有效心理干预和防护，以及在疫
情后期如何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成为维护国民
心理健康、保证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也
是当前的心理卫生工作重点 [2-5]

。本研究主要针
对实时疫情数据下民众心理状态进行调研，使
用本课题组自编的《新冠肺炎心态调查表》在
全国进行在线调研，希望可以为民众心理健康
维护提供数据和实践指导。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参与问卷调查的为全国范围内民众，

共 36 799 人，其中男性 13 919 人，女性 22 880 人。

1.2　方法　采用在线心理调研的方式，从 1 月 24 日

·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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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19∶30 分开始通过微信、朋友圈、公
众号、QQ 和微博等平台发放自编的《新冠肺炎心
态调查表》对民众的心理状态进行调研。《新冠肺
炎心态调查表》共有 31 题，包括认知、态度、情绪、

行为和人际关系等 5 个方面。认知方面主要涉及
民众对疫情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基本看法；态度方
面主要涉及民众对疫情防控措施评价和自我患病
的判断倾向；情绪方面主要涉及民众的情绪反应；

行为方面主要涉及疫情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

人际关系方面主要涉及民众的社会关系变化和人
际关系特征。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3.0 软件对数据进

行描述性统计学分析。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　2020 年 1 月 24 日—2 月 1 日，全

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共发放心理调查问卷
36 799 份，剔除作答时间过长或过短（超过平均
作答时间 3 个标准差）的 163 份数据，有效回收
36 636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 99.56%。其中男性
13 845 份，女性 22 791 份。各省区取样分布与疫
情分布情况基本相关（见图 1）。

图 1　问卷回收省份分布（左）与新冠肺炎疫情分布图（右）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questionnaire recovery provinces (lef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right)

图 2　民众男女比例（左）和受教育程度（右）分布图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gender proportion (left) and education level (right) in the population

2.3　疫情认知　66.4% 的民众认为此次新冠肺炎

的发生对于人类来说是自然与社会性的双重灾难，

24.8% 的民众认为是社会性灾难（见图 3 左）。

66.5% 的民众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灾难，31.7%的民众认为是全国性的灾难（见图3右）。

　　41.5% 的民众认为新冠肺炎比 2003 年的“非

典”更 为 严 重，32.0% 的 民 众 认 为 新 冠 肺 炎 与
2003 年的“非典”很相似（见图 4 A）。60.7% 的
民众认为新冠肺炎流行正处在上升期，只有 3.9%
的民众认为现在已经处于高峰期（见图 4 B）。

71.5% 的民众认为自己对新冠肺炎比较了解，只
有 0.9% 的民众对新冠肺炎几乎不了解，但仍有
20.2% 的民众表示不太了解（见图 4 C）。

　　相比其他灾难性事件，58.5% 的民众认为传染
病对人类的危害最大，而交通事故仅占到 1.3%（见
图 5 左）。65.3% 的民众认为新冠肺炎对社会稳定
造成的影响最大，其次 18.4% 的民众认为新冠肺炎
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最大，14.2% 的民众认为新
冠肺炎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最大，2.1% 的民众认
为新冠肺炎对国际声誉造成的影响最大（见图5右）。

2.2　人口学变量　参与调查的男性占 37.8%，女

性占 62.2%，男女比例接近 1∶2（见图 2 左）。

年龄平均值为 31.5 岁，受教育程度大多为本科学
历，占比 54.6%（见图 2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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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防控态度　21.2% 的民众认为目前采取的疫

情应对措施是有效的，49.6% 的民众认为有一定效

果，只有 0.8% 的民众认为目前采取措施无效（见
图 6 左）。76.4% 的民众预计新冠肺炎在半年或三

个月内可以得到基本控制，只有 3.0% 的民众认为
需要一年疫情才能得到基本控制（见图 6 右）。

54.2% 的民众很大程度渴望获得新冠肺炎相关知
识，39.5% 的民众比较渴望获得新冠肺炎相关知
识，只有极少部分民众不渴望或者回避获得新冠
肺炎相关知识（见图 7 左）。74.6% 的民众认为新
冠肺炎总会有办法消灭的，只有 4.5% 的民众认为
不知道该怎么办（见图 7 右）。

图 3　新冠肺炎性质（左）和影响性（右）评价图
Figure 3　Evaluation on the nature (left) and impact (right) of COVID-19

图 4　民众对新冠肺炎的认识

A. 民众对比新冠肺炎与“非典”；B. 民众对新冠肺炎发展趋势评价；C. 民众对新冠肺炎了解程度

Figure 4　Public’s awareness of COVID-19

图 5　民众对新冠肺炎危害的认识（左）和影响评价（右）示意图
Figure 5　Schematic of the public’s awareness (left) and impact assessment (right) of COVID-19

图 6　民众对新冠肺炎防控结局的认识（左）和得到控制时间的评估（右）

Figure 6　Public’s awareness of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utcomes (left) and assessment of the control time (right) of 
COVID-19

　　5 8 . 9 % 的 民 众 认 为 自 己 感 染 新 冠 肺 炎 的
概 率 比 较 小， 1 6 . 6 % 的 民 众 认 为 自 己 没 有
可 能 感 染 新 冠 肺 炎（ 见 图 8 左 ）。 5 8 . 0 %
的 民 众 认 为 其 家 人 感 染 新 冠 肺 炎 的 概 率 比

较 小， 1 6 . 7 % 的 民 众 认 为 其 家 人 没 有 可 能
感 染 新 冠 肺 炎 （ 见 图 8 右 ）。 民 众 对 家 人
感 染 的 估 计 与 自 身 感 染 新 冠 肺 炎 概 率 的 估
计 结 果 基 本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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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民众对自身感染（左）和对家人感染新冠肺炎（右）概率的估计
Figure 8　Public estimates of self-infection (left) and family infection (right) of COVID-19

图 9　新冠肺炎对民众的情绪影响

A. 新冠肺炎造成民众的情绪反应；B. 民众心烦意乱的程度；C. 民众睡眠状况

Figure 9　Impact of COVID-19 on the public’s emotions

2.5　情绪反应　61.7% 的民众认为本次新冠肺炎

对社会造成了恐慌，26.1% 的民众认为新冠肺炎引
起社会紧张，11.2% 的民众认为新冠肺炎导致了民
众的害怕情绪（见图 9 A）；只有 37.0% 的民众没
有感到心烦意乱，其余 63.0% 的民众均表现出不

同程度的心烦意乱，其中 9.9% 的民众经常心烦意

乱，22.7% 的民众有时心烦意乱，30.4% 的民众偶
尔心烦意乱（见图 9 B）。尽管 75.7% 的民众在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睡眠与以往一样，但仍有 18.6%
的民众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认为睡眠稍有困难，

5.1% 的民众反映难以入睡，0.6% 的民众在疫情发
生后彻夜难眠（见图 9 C）。

2.6　行为表现　91.0%的民众认为在家中最为安全，

6.4% 的民众则认为在偏远山区最为安全，仅有极
少数的民众认为在农村和工作单位最为安全（见
图 10 A）。99.5% 的民众认为在公共场所有必要
戴口罩（见图 10 B），37.6% 的民众认为新冠肺
炎患者逃跑是违法的，48.5% 的民众认为新冠肺炎
患者逃跑是不道德的， 13.4% 的民众认为是可以
理解的，仅有 0.5% 的民众认为新冠肺炎患者逃跑
是个人自由（见图 10 C）。

2.7　人际关系　51.4% 的民众在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获得的电话、短信、微信、电子邮件等增多
了（见图 11 左）。但是 55.5% 的民众认为人与人

之间的戒备心增强，9.7% 的民众认为人与人之间

缺乏信任，只有 24.4% 的民众认为人与人之间相
互需要（见图 11 右）。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认知方面，民众对于此次
疫情及发展的整体认知较为客观，大部分民众认
为目前肺炎疫情正处于上升期，目前所采取的应
对措施是有效的。但是也受到大众传媒信息的影
响，短时间内大量有关疫情流行的严重性以及疫
情造成的生命威胁信息，引起民众的认知失调。

相比其他灾难性事件，58.5% 民众认为新冠肺炎

图 7　民众对新冠肺炎相关知识渴望程度（左）和如何消灭新冠肺炎（右）的认识
Figure 7　Public’s desire for related information of COVID-19 (left) and how to eliminate COVID-19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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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民众应对新冠肺炎的行为示意图

A. 民众认为哪里最安全；B. 公共场所是否应该戴口罩；C. 民众对新冠肺炎患者逃跑的看法

Figure 10　Schematic of the public’s behavior in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图 11　新冠肺炎对民众人际关系（左）和人际需求（右）的影响
Figure 11　Impact of the COVID-19 on the public’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left) and interpersonal needs (right)

等传染病流行对人类的威胁最大，认为战争威胁
最大的民众占比 37.8%，地震等自然灾害只占比
2.4%，而认为交通事故对人类危害最大的民众仅
占到 1.3%。实际上，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过
150 万 [6]

，而根据现有数据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最新文章显示，新冠肺炎现在人群中感染率约
为 10/100 万，感染后致死率仅为 2.3%，截至目前，

新冠肺炎导致死亡人数为 304 人 [1，7]
。这种认知的

偏差导致了民众的恐慌和紧张，这与 2003 年“非典”

流行时民众认为传染病（52.7%）和战争（40.5%）

是影响人类最大的灾难认知基本一致 [8-9]
。这种信

息导致了认知偏差，国家应该加大舆论的监控和
正面的引导，后期对民众心理健康维护时应纠正
民众的认知偏差，从而减轻负面情绪并增加积极
行为。

　　态度倾向方面，民众对疫情控制态度整体
上 较 为 乐 观，58.9% 的 民 众 认 为 自 己 与 58.0%
的民众认为家人感染新冠肺炎的概率比较小，

74.6% 的民众认为疫情“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70.8% 的民众对新冠肺炎应对措施是感到满意

的。说明目前舆论导向对于民众的态度是非常

有效的，对于疫情防控非常有利，应进一步加

强疫情报道，保证及时性和透明度，提升民众

信心。

　　 情 绪 方 面，民 众 目 前 主 要 的 情 绪 是 恐 慌

（61.7%）和紧张（26.1%），仅有 1.0% 的民众认

为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其无影响，与 2003 年非典

疫情爆发时民众的恐慌（57.8%）或紧张（32.7%）

情绪特征基本一致 [8]
。恐慌与紧张引起 24.3% 民

众出现睡眠问题，提示疫情对民众心理健康影响

较为明显。63.0% 的民众表现出心烦意乱，大部分

民众表现出对家人健康的担心；绝大多数民众的

心情变得沉重了，说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

社会的心态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后期对于民众的

心理危机干预与心理健康维护时要多考虑民众的

情绪安抚工作。

　　行为方面，民众相对比较理智，自我防护意

识和行为大大加强，91.0% 的民众认为家里最安

全，99.5% 的民众认为在公共场所有必要戴口罩，

绝大部分民众认为新冠肺炎患者逃跑是违法或

者不道德的。经过媒体的大力宣传和“非典”

事件的经验教训，民众个人防护意识显著提高，

大部分民众遵守国家、媒体、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发布的疫情防控指南 [10-11]
，行为积极正面。

说明民众科学素养较高，社会卫生普及工作效
果明显。因此，国家、社会和媒体应保持宣传
的力度，民众积极的行为对于抗击新冠肺炎至
关重要 [12]

。

　　人际关系方面，51.4% 民众在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后与亲人朋友的联系变多了，提示疫情发生后，

小团体之间的人际关系有所增强。但是 55.5% 的
民众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增强，社会性的人
际关系偏于紧张，缺乏信任，人际之间的不信任
感和戒备心增强，人际关系出现了小团体团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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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团体戒备的人际分离现象，与 2003 年“非典”

期间民众心态表现一致 [8]
。重大灾难中的社会支

持有利于心理健康 [13-14]
，提示我们在后期的心理

干预和教育中，应该加强人际关系信任度的干预，

新闻舆论导向上，媒体应多宣传信任对于疫情防
控的重要性，使得人们更加信任和互相帮助与协
作，进一步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快疫情防控
进度。

4　总　　结

　　本研究采用网络在线调研方法，使用自编的
《新冠肺炎心态调查表》在全国进行在线调研，

发现在疫情发生后，民众认知出现明显偏差，恐
慌和紧张情绪明显，人际关系较为紧张，自我防
护意识和行为大为加强。因此，在心理健康维护
时应充分考虑到民众的焦虑恐慌心态以及认知偏
差，国家在疫情发展时应及时公布真实透明的疫
情信息，加强舆论导向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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