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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of anxiety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neuroticism during the 
outbreak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Methods: 433 original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by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All subjects accepted the survey voluntarily, and 411 valid ques-
tionnaires were obtained. The effective recovery rate of the questionnaires was 95%.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mild anxiety was 41.4%, and moderate anxiety was 20.2%. The score of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 was correlated positively with all dimensions and total scores of neuroticism 
scale.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neuroticism contributed the 
most to anxiety, followed by marital status, identity and occupation. Conclusion: People with neu-
rotic personality are more prone to anxiety during the outbreak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which should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society, and the targeted intervention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Key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Anxiety, Neuroticism, Regression Analysis 

 
 

神经质人格特征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疫期民
众焦虑情绪的影响 

刘青飞1，袁勇贵2* 
1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心身医学科，江苏 南京 

 

 

 

*通讯作者。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3046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3046
http://www.hanspub.org


刘青飞，袁勇贵 
 

 
DOI: 10.12677/ap.2020.103046 360 心理学进展 
 

收稿日期：2020年2月19日；录用日期：2020年3月17日；发布日期：2020年3月30日 
 

 
 

摘  要 

目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期间，探究普通民众的焦虑情绪的发生率及其与神经质人格特征的关系。

方法：采用线上问卷调查法，收集原始问卷共433份，所有受试者均表示自愿接受调查，得到有效问卷

411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5%，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结果：

普通民众中轻度焦虑发生率为41.4%，中度及以上焦虑为20.2%；焦虑自评量表评分与神经质量表各维

度以及总分均呈显著正相关；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提示神经质水平对焦虑程度的贡献率最高，其次分

别是婚姻状况、身份和职业。结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期具有神经质人格特征的人更易出现焦虑

情绪，应引起社会的关注，并有针对性的采取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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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12 月以来，中国武汉持续开展流感及相关疾病监测，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均诊断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2020 年 2 月 11 日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

为“COVID-19”(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以前从未在人体内发现，主要表现以呼吸道疾病症状为主，

诸如发烧、咳嗽、乏力、呼吸困难等，具有极高的传染性(王凌航，2020)。 
因疫情严重，无论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患者、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或是居家隔离的轻症

患者(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以及与以上两类人群有关的人，乃至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的疫情普通公众

都处于极度担忧的状态下，时刻关注疫情的发展态势，害怕自己或者身边的亲人受到病毒的侵扰，慢慢

开始显现出焦虑症状，因此对于不同类型民众焦虑状况的调查以及相关因素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有助于

国家了解该公共卫生事件背后民众的焦虑程度，并及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神经质是与抑郁和焦虑密切相关的人格因素(Rydberg et al., 2019)，早期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焦虑的

产生可能是由潜意识中固定的想法触发的，并提出焦虑是一种神经质的概念(Crocq, 2015)。位东涛(2014)
研究了焦虑情绪、神经质水平与海马体积的关系，结果发现神经质水平高的个体其海马体积可能更大，

从而对同一应激事件反应出更高的焦虑水平。那么在防疫的关键时期，神经质的人格基础对个体的焦虑

程度影响如何，通过对焦虑和神经质两量表的研究来探究神经质对焦虑情绪的影响，有助于早期发现易

感人群，有针对性的对该人群进行及时的关怀与干预，使其平稳渡过疫情期。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方便取样的形式进行横断面研究。通过问卷星进行线上问卷的编制和发放，于 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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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到 2020 年 2 月 10 日通过 CCPM 公众号在朋友圈进行转发，数据收集时间为一周，最后收集到的原

始问卷共 433 份，所有受试者均表示自愿接受调查，得到有效问卷 411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5%，经

过数据分析得出研究结果。 

2.2. 研究工具 

2.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自行设计一般资料调查表，涉及到身份、年龄、学历、性别、职业、是否有子女、婚姻状况以及是

否有基础类疾病共八个条目。 

2.2.2. 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GAD-7) 
GAD-7 用于测量过去两周的焦虑症状的自评量表，共 7 个条目，项目以 0~3 级评分，总分范围在 0~21

分。经研究证实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Hinz et al., 2016)。 

2.2.3. 神经质量表 
该量表由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组织开发的一套自评量表，量表共 14 个条目，分为低自我价值感，

神经敏感，情绪多变和过分担忧四个维度，条目分别有 4，3，4，3 个，该量表在正常人和临床上均得到

了验证，具有量表的信效度，问卷总量表与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75~.95 之间。 

3. 结果 

3.1. 一般情况 

本次研究收集到问卷 423 份，回收有效问卷 411，问卷有效率为 95.6%。基本人口学资料中共调查了

身份、年龄、学历、性别、职业、是否有子女、婚姻状况以及是否有其他类疾病等八个方面的信息。411
份有效调查者中，男性 112 名，女性 299，轻度焦虑发生率为 41.4%，中度及中度以上焦虑发生率为 20.2%。

见表 1。 
 
Table 1. General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表 1. 一般人口学资料 

人口学资料 组别 人数 百分比% 焦虑评分 F P 

身份 

A 类人群 80 19.5 7.7 ± 4.61 6.58 ± 4.1 .00 

B 类人群 40 3.4 8.43 ± 4.4   

C 类人群 39 9.5 6.82 ± 4.22   

D 类人群 278 67.6 5.74 ± 3.91   

年龄 

18 岁以下 32 7.8 4.63 ± 3.29 1.928 .08 

18~25 155 37.7 5.99 ± 3.8   

26~30 72 17.5 6.9 ± 4.48   

31~40 81 19.7 6.86 ± 4.17   

41~50 54 13.1 6.72 ± 5.09        

51 岁及以上 17 4.1 6.12 ± 3.89     

性别 
男 112 27.3 5.62 ± 4.33 .8 .37 

女 299 72.7 6.58 ±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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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初中及以下 30 7.3 4.17 ± 3.46 5.186** .00 

中专/大专/高中 82 20.0 6.95 ± 4.54   

大学本科 217 52.8 6.7 ± 4.26   

本科及以上 82 20.0 5.46 ± 3.44                            

职业 

全日制学生 128 31.1 5.15 ± 3.37  5.193** .00 

医护人员 123 29.9 7.04 ± 4.26     

个体户 18 4.4 9.56 ± 5.01       

上班族 81 19.7 6.27 ± 4.11                             

教师 18 4.4 5.78 ± 3.37                             

农民 9 2.2 9.22 ± 4.03   

其他 34 8.3 6.03 ± 5.16                             

婚姻状况 

已婚 214 52.1 6.52 ± 4.12  12.59** .00 

未婚 181 44 5.8 ± 3.99    

离异 16 3.9 11 ± 4.43      

是否有子女 
有 180 43.8 6.86 ± 4.21 .11 .74 

无 231 56.2 5.9 ± 4.11   

是否患有其

他类疾病 

有 46 11.2 6.52 ± 4.12  4.973* .026 

没有 365 88.8 5.8 ± 3.99    

(注：A 类人群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患者(住院治疗的重症及以上患者)、疫情防控一线医护人员、疾控人员和管理人员”，B
类人群为“居家隔离的轻症患者(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到医院就诊的发热患者”，C 类人群为“与以上两类人群有关的人，如家属、同

事、朋友，参加疫情应对的后方救援者，如现场指挥、组织管理人员、志愿者等”，D 类人群为“受疫情防控措施影响的疫情相关人群，

易感人群、普通公众”) 

3.2. 焦虑和神经质评分的单因素分析 

对表 1 中的所有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特殊时期的群体身份，不同学历，婚姻状况在

焦虑水平和神经质水平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职业类型和是否患有其他基础类及疾病在焦虑程度上表

现出显著差异，但在神经质水平上无显著差异。焦虑程度和神经质水平在年龄，性别有无子女等方面均

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anxiety and neuroticism scor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of variables 
表 2. 各变量不同组别间焦虑和神经质评分的比较 

变量 焦虑 F P 神经质 F P 

身份  6.279** .00  3.320 3.320 

A 类人群 7.7 ± 4.61 27.74 ± 8.93 

B 类人群 8.43 ± 4.4 31.14 ± 6.85 

C 类人群 6.82 ± 4.22 27.94 ± 9.37 

D 类人群 5.74 ± 3.91 25.72 ±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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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5.186** .00  4.437* .04 

初中及以下 4.17 ± 3.46 26.00 ± 10.87 

中专/大专/高中 6.95 ± 4.54 27.80 ± 8.96 

大学本科 6.7 ± 4.26 26.80 ± 7.60 

本科及以上 5.46 ± 3.44 24.52 ± 6.83 

职业  5.193** .00  .66 .68 

全日制学生 5.15 ± 3.37  26.89 ± 7.86 

医护人员 7.04 ± 4.26 26.29 ± 8.14 

个体户 9.56 ± 5.01 23.83 ± 7.71      

上班族 6.27 ± 4.11 26.19 ± 8.08 

教师 5.78 ± 3.37 28.22 ± 8.94 

农民 9.22 ± 4.03 28.22 ± 8.9 

其他 6.03 ± 5.16 24.85 ± 9.89 

婚姻状况  12.59** .00  9.87** .00 

已婚 6.52 ± 4.12 25.31 ± 7.49 

未婚 5.8 ± 3.99 26.87 ± 8.15 

离异 11 ± 4.43 26.89 ± 8.02 

是否有其他类

疾病  4.973* .026  .11 .74 

有 8.70 ± 4.78 30.17 ± 8.08 

没有 6.02 ± 4.00  26.00 ± 7.95 

总体 6.32 ± 4.18 26.47 ± 8.06 

(注：**表示在.01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5 水平上显著) 

高低神经质组焦虑水平的比较 
将神经质得分按照总分的大小进行升序排列，取神经质总分的后 27%为低神经质得分组，前百分之

27%为高神经质得分组(杨晓峰等，2019)对高低神经质得分组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发现高神经质得分组

和低神经质得分组之间的焦虑得分差异显著，神经质得分高的个体其焦虑水平远远高于神经质得分低的

个体。见表 3。 
 
Table 3. Difference test of high and low neuroticism group 
表 3. 高低神经质组差异性检验 

 均值 标准差 F sig 

高神经质得分组 10.00 4.40 
30.69** .00 

低神经质得分组 3.29 2.55 

3.3. 焦虑和神经质的相关性分析 

焦虑自评量表与神经质量表各维度以及总分呈显著正相关。焦虑程度与神经质呈正相关(r = .68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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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焦虑程度和神经敏感维度呈正相关(r = .592, P < .001)，焦虑评分和低自我价值感维度(r = .570, P 
< .001)呈正相关，焦虑评分和情绪多变维度(r = .665, P < .001)呈正相关，焦虑评分和过分担忧维度(r 
= .555, P < .001)呈正相关。见表 4。 
 
Table 4. The table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表 4. 相关性分析表 

 低自我价值感 神经敏感 情绪多变 过分担忧 神经质 

GAD-7 .570** .592** .665** .555** .685** 

(注：**表示在.01 水平上显著，*表示在.05 水平上显著) 

3.4.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焦虑得分为因变量，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中有统计学意义的人口变量以及神经质得分作为因变量

进行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具有显著性，且神经质水平对焦虑程度的贡献率最高，其次分别

是婚姻状况、身份和职业。见表 5。 
 
Table 5. Coefficient of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表 5. 线性回归模型系数 

自变量 标准化 B 值 t 值 p 值 

神经质总分 .675 19.291 .00 

婚姻状况 .123 3.094 .002 

身份 −.092 −2.441 .015 

职业 .076 1.986 .048 

4. 讨论 

本调查发现，普通民众的焦虑评分平均为 6.32，其中轻度焦虑(41.4%)，中度及以上焦虑(20.2%)。
Eugum 等(2005)研究发现，普通人群的焦虑发生率为 12%~13%，说明该公共卫生事件对个体的焦虑情绪

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事件所引起民众的焦虑情况比较严重，需引起心理工作者和

社会的重视。 
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的群体身份、学历、婚姻状况、职业类型和是否患有其他基础类疾病在焦虑水

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学历和婚姻状况在神经质水平上表现出显著差异。总体来看，1) 居家隔离的轻症患

者(密切接触者、疑似患者)的焦虑程度最高，疾病疑似患者或者密切接触者接受到的来自周围的心理压力

往往较大，从而表现出较高的焦虑水平。2) 学历在焦虑程度和神经质水平上大体表现出学历越低，焦虑

程度和神经质水平越高的现象，这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有关，学历越高，对事物的看法相对客观，所以

尽管在危机时期，也能较好的调整心态，表现出相对较低的焦虑水平；其次，神经质水平越高，个体在

学业上表现顺利的几率就会越小，Sobowale 等(2018)的研究发现，神经质程度高的学生在大多数专业的

表现较差。3) 已婚群体的焦虑程度高于未婚群体，婚姻意味着承担责任与义务，已婚群体在面对重大的

危机性事件后，会顾虑更多的事情，比如经济负担，更加担心身边重要他人的健康问题，因而焦虑水平

也更高，胡强等(2013)研究发现已婚人士的焦虑发生率要高于未婚人士，与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一致。离异

群体表现出最高的神经质水平，Coplan 等(2009)研究发现缺乏温暖的家庭会导致个体较高的神经质倾向，

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往往不知道如何和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因此长大离婚的概率就会越大，因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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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于未婚和已婚人士，离异的个体表现出更高的神经质倾向。4) 职业类型和是否患有其他基础类疾病在

焦虑程度上表现出显著差异，个体户的焦虑情绪最严重，因为在居家隔离的时期，他们的经济损失相对

较大，因而表现出较高的焦虑水平。赵海霞和席伟光(2011)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研究，也发现了经济水平与

焦虑水平呈现负相关，即较低的经济水平更容易产生更高的焦虑情绪。本身患有其他疾病的个体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易感性更高，且报告的死亡病例中大部分人都是有生理疾病基础的，因而他们会表现出

对疾病的更高焦虑，因此社会应将心理援助焦点放在此类人群身上。 
本研究还发现，高神经质组的焦虑程度显著高于低神经质组。钱敏才等(2009)研究结果也发现焦虑症

患者的神经质评分较对照组高。通过相关分析结果发现焦虑水平与神经质总分程度及四个因子分均呈显

著正相关(r 在.555~.685，P 均 < .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也发现神经质水平对焦虑程度的贡献率最高，

且标准化后的 B 值达到.675，其次分别是婚姻状况、身份和职业。神经质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分别从四

个方面作用于个体的负性情绪反应，首先对周围发生的负性生活事件表现出极高的易感性，其次由于自

我价值感不高，从而更倾向于将消极结果与自身相联系，从而导致无法克制地产生一系列消极的负向情

绪，甚至产生躯体反应，最后这些躯体和情绪反应反作用于自身，与性格基础相互作用，一步步加重焦

虑情绪反应。那些在神经质方面得分较高的人可能无法消除或忘记周围发生的负面事件，因为他们认为

这些事件是无法控制的，但又试图去消除和破解，导致他们反复思考这些事情，从而将思考后的各种负

性后果牵连于自身(Rusting & Larsen, 1998)。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期间，高神经质个体对同一事件的负

性反应更为强烈，且难以调节，容易产生更高的焦虑情绪，对自身的免疫力以及心理状况造成难以估量

的消极影响，因此，高神经质人群的自助以及社会对该类群体所给予的心理援助资源显得尤为重要。本

身有神经质人格基础的群体应该意识到自身心理疾病的易感性，其次，摆正自己的情绪反应，顺其自然，

接受自己的人格特质，情绪反应过激时可采取适当的呼吸放松或者冥想，另外心理工作者在进行心理援

助工作的时候要重视该类群体的心理疏导，关注心理问题易感人群，及时预防心理疾病的产生，阻断心

理疾病的发展。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取样的便利性，由于处于全民居家隔离的特殊时期，该研究只能

采用线上收集问卷的形式，难免会造成样本的分层不均以及样本缺乏代表性等问题。其次，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的发生对整个社会来说属于公共卫生事件，那么在该事件背景下的不同阶段，个体会产生不同的

情绪问题，是一个动态不断变化的过程，而本研究只探讨了焦虑这一单一情绪反应。最后，对神经质和

焦虑的关系的研究仅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并未深入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机制问题。后续会继续深入加

以探究。 

5. 结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期间，民众的焦虑情绪严重。且焦虑水平受到人口学变量和神经质人格特征

的影响和制约，神经质人格特征的群体作为该时期的焦虑易感人群，应当受到来自社会和心理工作者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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