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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PM2.5 concentration on the emotional state of Beijing resi-
dents, especially the influence of anxiety, depress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Methods: A ques-
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400 residents in Beijing by using SAS-CR, SDS, and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 Being Scale. Results: 1) PM2.5 concentration had a significant ef-
fect on the anxiety of Beijing residents (P < 0.05).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PM2.5 was better, the 
anxiety of Beijing resid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mild and severe pollution. The an-
xiety of Beijing residents at the time of mild pollution was lower than that of severe pollution (P < 
0.05). 2) PM2.5 concentration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depression of Beijing residents (P > 
0.05). 3) PM2.5 concentration affected Beijing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significantly (P < 
0.05).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PM2.5 was better, Beijing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ild pollution and severe pollution (P < 0.05).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Beijing residents at the time of mild pollu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severe pollution (P < 0.05). Conclusion: The concentration of PM2.5 can affect the emotional state 
of Beijing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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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PM2.5浓度对北京居民的情绪状态的影响，尤其是对焦虑、抑郁情绪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方法：在不同的空气质量下，用焦虑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对400名
北京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 PM2.5浓度对北京市居民的焦虑情绪影响显著(P < 0.05)。当PM2.5
浓度为优时北京市居民的焦虑显著低于轻度污染和重度污染，轻度污染时北京市居民的焦虑显著低于重

度污染时(P < 0.05)。2) PM2.5浓度对北京市居民的抑郁情绪没有显著影响(P > 0.05)。3) PM2.5浓度对

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P < 0.05)，当PM2.5浓度为优时北京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轻度

污染和重度污染(P < 0.05)，轻度污染时北京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重度污染时(P < 0.05)。结论：

PM2.5浓度会对北京市居民的情绪状态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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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PM2.5，又称细颗粒物，是大量漂浮在空气中的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细小颗粒物。这种细颗粒物

能够在空气中长期存在，进而造成空气污染。细颗粒物的浓度越高，空气污染越严重。由于 PM2.5 的微

粒直径小，表面活性强，所以更易携带有毒有害物质，进而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有研究发现，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的 PM2.5 中，会导致支气管炎、肺炎、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冯晶，

宋素涛，铃木平，2015)。同时也会对人的免疫系统、心血管系统(齐爱，张亚娟，杨惠芳，2016)、生殖

系统等产生危害(张蕴晖，丁佳玮，曹慎等，2016)，甚至会增加致癌的风险(李卫霞，刘晓霞，王奇志等，

2016；覃辉艳，彭晓武，蒙智娟等，2012)。而且据研究发现，孕妇长期暴露在 PM2.5 中，可能会抑制新

生儿的成长发育(王双青，王艳梅，董淑英等，2014)。目前较少有关于 PM2.5 对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

的研究，目前仅有的研究发现 PM2.5 会造成人的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脾气暴躁(李钇冰，2016)。
在有关环境污染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中发现，汽车尾气排放出来的铅会对儿童的神经行为(王舜钦，张

金良，王圣淳等，2007)、智力(Needleman, Gunnoe, Leviton et al., 1979)造成损伤；长期暴露在室内的挥发

性物质中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社交退缩、容易产生攻击性(朱中平，杜海荣，钟逶迤等，2011)；而且长期

暴露在空气污染中会加重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并对其认知造成损害(杨伟，白志鹏，周晓华，2015)；大

气中的有害物质还会导致新生儿童自闭症的患病率，长期暴露在高浓度 PM10 的环境下，儿童会表现出

更多的学习障碍和行为问题(鲁可，高乐，陈丽，2015)。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PM2.5 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而关于空气污染对人的

心理造成的影响研究中更多的是具体的污染物质如汽车尾气中的铅、装修中释放的甲醛等的对人的认知、

心理造成的影响；同时也更多的关注于环境对于人生理或病理学的研究，缺乏 PM2.5 与城市居民心理关

系的研究。因此，本研究着眼于北京市居民，以调查问卷的方式，探讨 PM2.5 浓度对于北京市居民情绪，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18.86101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史佳乐 等 
 

 

DOI: 10.12677/ap.2018.86101 845 心理学进展 

 

尤其是焦虑、抑郁情绪及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 400 名自愿参加调查的市民，并填写问卷，剔除普查问题中“是否在京

居住满三月”题目中选择否的问卷以及无效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360 份，问卷有效率为 90%。被试平均

年龄为 33 岁，被试基本情况见表 1。 

2.2. 调查方法 

通过查看 PM2.5 预报，在 2016 年 4 月内选取三天，按 PM2.5 浓度分类：优，良，轻度污染，中度

污染，重度污染，严重污染，选取一周内有三种 PM2.5 污染情况分别为优，轻度污染，重度污染。在选

取好的三天中，室外环境的温度，风向风力，天气情况均相似，只有 PM2.5 浓度显著不同，在每天上午

9 点到 11 点发放问卷，并记录当天当时的 PM2.5 浓度。 
根据中央气象局以及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的预报数据结合当天 9 时的天气以及 PM2.5 浓度信息，

确定出当天 9 时气象指数相似，PM2.5 浓度分别为优、轻度污染、重度污染的三天发放问卷，这三天的

气象指数和 PM2.5 浓度如表 2 所示。 

2.3. 调查工具 

2.3.1.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 
该量表是由邢占军(2003)编制，共 20 个项目。在该量表中，主观幸福感被划分为:目标价值体验、身

体健康体验、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心态平衡体验、杜会信心体验、人际关系

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十个维度。量表为 6 点计分，其中 1 表示很不同意，6 是非常同

意。得分越高，表明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量表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 0.8475。以被试在单项目自陈主

观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为效标的效标关联效度为 0.561。表明该问卷有良好的信效度。 
 

Table 1.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subjects 
表 1. 被试的基本情况 

题目 选项 人数 所占百分比 

性别 
男 181 50.30% 

女 179 49.70% 

是否自出生后便在北京生活 
是 184 51% 

否 176 49% 

 
Table 2. Meteorological index and PM2.5 concentration 
表 2. 气象指数和 PM2.5 浓度 

日期(2016 年) 气温℃ 风速 天气 9 时 PM2.5 浓度 μg/m3 9 时气温℃及风速 污染程度 

4 月 13 日 11~26 3~4 级 晴转多云 235 18、微风 重度污染 

4 月 14 日 10~24 微风 晴 20 16、微风 优 

4 月 20 日 11~26 微风 晴 90 19、微风 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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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焦虑自评量表(SAS-CR) 
焦虑自评量表最初由 Zung (1971)年编制，共 20 个项目，为 4 级评分，其中“1”表示没有或很少有，

“4”表示绝大部分时间或全部时间有。评定的时间范围是“现在或过去一周”。陶静等人针对国人的情

况，将部分题目的计分方式做适当调整，修订后的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31，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且平行效度较好。结果表明 SAS-CR 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2.3.3. 抑郁量表(SDS) 
抑郁自评量表(SDS)由 Zung (1965)年编制的，为自评量表，由 20 个陈述句组成，每一条目相当于一

个有关症状；按 1~4 级评分。其中总分越高，表明被试的抑郁水平越高。其信度效度系数分别为 0.778
和 0.783。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2.4. 数据统计 

将数据录入 SPSS 19.0，并采用描述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检验空气质量对焦虑、抑郁、幸福感的

影响。 

3. 数据分析 

方差分析发现，PM2.5 浓度对北京市居民的焦虑情绪有显著的影响(F(2,357) = 52.123，P < 0.001)，经

过两两比较并结合表 3 发现，当空气质量为优时，北京居民的焦虑情绪得分显著低于轻度污染和重度污

染时的得分(P < 0.05)，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时，北京市民的焦虑情绪得分显著低于重度污染时的得分(P < 
0.05)。PM2.5 浓度对北京居民的抑郁情绪不会产生影响(F(2,357) = 1.045，P = 0.353)。PM2.5 浓度对北京居

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F(2,357) = 208.428，P < 0.05)，经过两两比较并结合表 3 发现，当空气质

量为优时，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体验显著强烈于轻、重度天气时(P < 0.05)，而轻度污染时，居民的主观幸

福感强度显著高于重度污染天气中的强度(P < 0.05)。 

4. 讨论与分析 

本研究发现，PM2.5 浓度会对北京居民的焦虑情绪和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而对抑郁情绪不对产生

影响。当空气质量为优的时候，居民会体验到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同时，体验到较少焦虑情绪，而当

空气质量变差的时候，居民会体验到更多的焦虑情绪，同时其主观幸福感也会降低。 
有研究发现，空气污染会对人的神经系统、脑功能及认知功能造成损害(吕小康，王丛，2017)。人的

情绪状态会受到天气的影响，人体内的松果腺体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分泌肾上腺素和甲状腺素，进而使

人的情绪发生变化(郑筱妍，2009)。以往的研究发现，空气中的 O3、SO2 等有害物质会唤起人们的焦虑

情绪(王立鑫，姚旭辉，贾海燕等，2016)。在本研究中也发现，当空气质量变差时，会唤起人们更多的焦

虑情绪。有研究发现居民对自然环境的满意度可以影响其主观幸福感(段雯祎，2016)。本研究中，当空气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the influence of PM2.5 concentration on emotion 
表 3. PM2.5 浓度对情绪影响的描述性统计 

PM2.5 N M ± SD(焦虑) M ± SD(抑郁) M ± SD(主观幸福感) 

优 120 54.91 ± 6.743 60.23 ± 4.946 65.38 ± 5.496 

轻度污染 120 57.51 ± 6.544 59.73 ± 6.688 54.44 ± 4.984 

重度污染 120 62.20 ± 5.499 59.15 ± 5.527 51.33 ± 6.254 

总计 360 58.21 ± 6.363 59.70 ± 5.767 57.05 ± 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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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良好时，居民可以体验到更多的主观幸福感。PM2.5 浓度低，天气晴好时，人们在感到舒适的同时，

也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和愉悦感。而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空气质量对居民的抑郁情绪造成的影响，

可能是因为空气质量对抑郁情绪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即抑郁情绪可能存在累积效应(王立鑫，姚旭辉，贾

海燕等，2016)。 
本研究确定了 PM2.5 浓度对于北京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为开展适宜本地区的心理干预策略提供

科学依据，预防或减少雾霾对心理健康的危害。例如，在高浓度 PM2.5 环境中，学校更应该加强对于学

生危机干预的力度和频率，防止或减少危机事件在高浓度 PM2.5 天气下高频率的发生；在社会维稳工作

中，相关单位更应该在高 PM2.5 浓度天气下的监控和巡逻，防止在高 PM2.5 浓度天气下更多的暴力犯罪，

社会冲突等；在重大节庆等重要时间采取人工降霾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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