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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疫情流行期间风险认知、心理资本和焦虑之间的关系。方法：通过积极心理资本量表、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公众风险认知量表和焦虑自评量表对465名被试进行调查。结果：1) 疫情风险认知与焦虑

存在正相关关系；心理资本与焦虑显著负相关、疫情风险认知与心理资本显著负相关；2) 心理资本中的

心理韧性维度对疫情风险认知和焦虑的关系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低韧性个体组疫情风险认知可以显著

预测焦虑水平。结论：面对诸如疫情这样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以通过提高人们的心理韧性，引导

人们正确认知风险，从而减轻其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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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 epidemic risk percep-
tion and anxiety. Methods: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epidemic risk perception and anxiety of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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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scale,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 and 
adapted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public risk perception scale as measurement tools. Results: 1) 
There was a stabl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pidemic risk perception and anxiety.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anxiety was significant. The epidemic risk 
perception and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also reache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2) Among 
four components of the psychological capital, the resilience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influ-
ence of epidemic risk perception on anxiety. The epidemic risk percep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pre-
dict the level of anxiety among the individuals who had low level of resilience. Conclusion: In the 
fac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such as epidemics, anxiety levels can be reduced by improving 
people’s resilience and guiding them to a proper perception of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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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 1 月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传播速度、感

染范围和防控难度等非常大，造成的社会影响也非常广泛(王宁利，接英，陶芳标，2020)。它不仅给社会

带来巨大损失，也对广大民众的心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吴静杰，杨乃定，封超，鲁锦涛，2016)。从个体心

理活动角度来说，每个人对新冠肺炎疫情威胁与风险的认识(简称“疫情风险认知”)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

认知上的差异会影响个体的情绪反应和行为反应。合理的风险认知水平可以帮助个体在面对危险情境时

有效的保护自己，但过高的风险认知水平反而会让个体产生过度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对心理健康产生消

极影响。因此，亟需了解个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风险认知的基本情况和心理机制。 
风险认知是近年来心理学、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等领域研究的热点(谢晓非，徐联仓，1995)，Slovic，

Macgregor 和 Kraus (1987)认为风险认知是个体凭借自己的知觉，对各种有潜在危险的事物或事件进行评

估的认知活动。在突发情况下，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通过评估风险发生的概率和严重程度来权衡风险，

而是靠感觉、情绪或印象来做出判断。不同研究者对风险认知的研究进行了不同的分类(韩智勇，翁文国，

张维，杨列勋，2009)，按照事件类型的不同将风险认知分为疾病灾害类和生活环境类，并且发现个体对

“疾病灾害类”事件的风险认知水平在风险程度、可控性、熟悉性、严重性等维度上的判断都高于“生

活环境类”事件(于清源，谢晓非，2006)。结合新冠疫情现状，本研究将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这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感受和认识定义为疫情风险认知(Epidemic risk perception)。 
COVID-19 疫情被感染的人数量大，传播快，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均比 SARS 高，并且随着舆情的

演化，使得人们感知到的风险不断强化和提升，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Zuo, Zhang, 
Wen, & Zhao, 2020)。有研究者考察了此次疫情流行期间个体的风险认知与焦虑的关系，发现个体的主观

心理距离影响两者的关系，个体距疫情中心的主观心理距离越近，焦虑情绪越强(温芳芳，马书瀚，叶含

雪，齐玥，佐斌，2020)。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发现风险认知与焦虑的关系并不稳定，有研究提出风险

认知与焦虑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两者之间仅仅是弱相关，甚至相关系数并不显著(张阔，邹洋，汪新

建，2013)。还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的风险认知水平与焦虑之间存在比较高的正相关(郭磊，2018)。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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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H7N9 禽流感流行期间的研究发现，个体对 H7N9 禽流感疫情的风险认知水平与个体的多种负性情绪

显著正相关，包括抑郁、恐惧、焦虑、疑病等(张人杰，姜婷婷，李娜，王臻，刘碧瑶，方乐，张新卫，

2015)。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发现风险认知确实会影响个体的焦虑情绪，但结果并不一致的原因可能

是有其他因素在调节风险认知和焦虑之间的关系。 
心理资本是介于稳定的人格特质和心理状态之间的类状态变量(Larson & Luthans, 2006)。Luthans 等

(2007)提出心理资本指个体在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积极心理资源，并将心理资本进一步拓展为以下

四个维度：一是自我效能感，即面对有难度的工作时有信心且愿意努力来获得成功。二是乐观，即对结

果进行积极归因。三是希望，即充满期待但也愿意有时调整规划新道路。四是心理韧性，即面对艰难险

阻仍旧能坚持不懈，迅速恢复通过多种方式取得成功。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个体自我效能感更高，心理韧

性水平更高，对未来形势评价更为积极乐观。心理资本是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对个体适应环境、维持

积极的情绪状态等有重要作用(杨秀，2017)。心理资本与焦虑的关系已经积累了部分证据支持，比如心理

资本与个体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存在负相关关系，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焦虑和抑郁情绪的水

平也越低(杨会芹，刘晖，王改侠，2013)。此外，心理资本还可以调节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有研究

发现心理资本可以调节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与焦虑之间的关系(阮小燕，谢伟芳，丁成标，2013)、心理压力

与学业投入之间的关系(胡银花，刘海明，2020)、工作压力、工作绩效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刘芳丽，刘

红晓，刘磊，扈春荣，2020；马爽，王晨曦，胡婧，张西超，2015)、家庭累积风险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关系(熊俊梅，海曼，黄飞，辛亮，徐颖，2020)等。因此，在梳理前人文献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心理资本

在风险认知和焦虑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 
心理资本的资源保存理论对心理资本与焦虑的关系进行了解释。根据这一理论的观点，一个人的心

理资本的总量是有限的，并且存在个体差异：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个体能够调动更多的心理资源，并将心

理资源投入到更为积极的活动中，伴随产生的则是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胡银花，刘海明，2020)。本研究

根据这一理论预期，心理资本可能调节疫情期间个体的风险认知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心理资本水平高的

个体，在面对疫情造成的威胁和风险时，能够调动心理资本这一心理资源进行应对，仍然可以采取积极

的行为，从而减少焦虑情绪。因此在高心理资本个体中，风险认知与焦虑的关系不强甚至无相关关系。

心理资本水平低的被试，没有足够的心理资源应对当前的情况，风险认知导致心理应激状态，从而产生

更多地焦虑等负性情绪。在低心理资本个体中，风险认知与焦虑的关系更强。 
综上所述，目前已有研究多为风险认知与焦虑、心理资本与焦虑之间的关系探讨，较少探索心理资

本是否对风险认知和焦虑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本研究拟通过调查风险认知和焦虑现状，探讨心理资本

在两者间的调节作用，为突发公共事件下制定合针对性措施降低公众焦虑情绪提供一定的参考和依据。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通过问卷星线上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在 2020 年 2 月到 3 月份，发放调查问卷 500 份，最后

共保留 465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 93.00％。其中男性 224 人，女性 241 人；18 岁及以下 42 人，19~20 岁

201 人，21~22 岁 122 人，23~24 岁 40 人，25~30 岁 31 人，31~40 岁 24 人，41 岁及以上 5 人；高中或中

专及以下 30 人，大专 30 人，大一 58 人，大二 160 人，大三 66 人，大四 107 人，硕士及以上 14 人。 

2.2. 测量工具 

2.2.1. 积极心理资本问卷 
本研究采用张阔，张赛和董颖红(2010)编制的积极心理资本问卷，该量表由二十六道题目组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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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四个维度：自我效能感、心理韧性、希望和乐观。其中第 8、10、12、14、25 为反向计分题目。采

用 Likert 七点评分，1 分表示“完全不符合”，7 分表示“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心理资本

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 0.91，各分量表 Cronbach’s α 分别为 0.90、0.76、
0.85、0.87，表明该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 

2.2.2.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风险认知量表 
本研究改编自代亚君等人(2020)以“流感”为例编制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风险认知量表，将事件

名称由“流感”改为“肺炎/肺炎疫情”。共十道题目，包含四个维度：1) 疫情严重性：具体包括三道题

目：“我觉得我所在地区的疫情很严重”、“我觉得这次疫情的波及范围非常广”、“我觉得这次疫情

比以往更严重”。本研究中该维度 Cronbach’s α = 0.65。2) 可控性：具体包括三道题目：“我认为导致

此次疫情的是一种新型病毒”、“我觉得这次疫情很难治”、“我觉得这次疫情的流行与传播是很难控

制的”。本研究中该维度 Cronbach’s α = 0.66。3) 健康影响严重性：具体包括两道题目：“这次疫情很

可能会导致患者死亡”、“一旦被传染，会对身体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本研究中该维度 Cronbach’s α 
= 0.70。4) 可能性：具体包括两道题目：“我有极大可能被传染”、“只要我和新冠肺炎患者同处一个

空间，我就会被他传染”。本研究中该维度 Cronbach’s α = 0.57。量表的计分方式为 Likert 五点评分，1
分表示“非常不同意”，5 分表示“非常同意”。没有反向计分题目，被试在同一维度内所有题目的得

分总和为此维度的得分。最后，所有题目总分作为风险认知这一变量的得分，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 0.77，达到信度要求。 

2.2.3. 焦虑自评量表 
本研究采用 Zung (1971)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周永安，2012)。该量表共有二十个题目，要求被试根

据近期状态回答每一道问题，每道问题包括四个选项，1 表示“没有或偶尔”，2 表示“有时”，3 表示

“经常”，4 表示“总是如此”。其中五题反向计分(第 5、9、13、17、19 题)，各题得分相加为粗分，

粗分乘 1.25 取整得到标准分。本研究中 Cronbach’s α = 0.80，表明该量表内部一致性良好。 

2.3.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分析，通过相关分析、回归分析、调节效应分析等考察三者之间的关系。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验法，根据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

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大于 1 个，第一个主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 22.67%，低于 40%的临界标准，这说明数

据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对疫情风险认知、心理资本及焦虑三个变量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发现疫情风险认知与焦虑显著正

相关(r = 0.25, P < 0.01)。进一步考察风险认知哪些维度与焦虑的关系更为密切，结果发现，疫情严重性、

可控性、可能性与焦虑的相关系数显著(疫情严重性：r = 0.14，P < 0.01；可控性：r = 0.23，P = 0.00；可

能性：r = 0.30，P = 0.00)，其他维度与焦虑的相关系数不显著(P > 0.05)，由此可见在疫情初期，主要是

对疫情的严重性、可控性、可能性的预期影响了个体的焦虑情绪。心理资本与焦虑显著负相关(r = −0.38, 
P < 0.01)，进一步统计发现心理资本四个维度与焦虑的关系均显著(Ps < 0.01)；心理资本与疫情风险认知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 = −0.09, P = 0.04)，具体相关分析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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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ach variable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变量 M ± SD 1 2 3 

1 焦虑 43.18 ± 10.23    
2 疫情风险认知 31.71 ± 6.17 0.25**   

3 心理资本 124.99 ± 21.10 −0.38** −0.09*  

4 韧性 29.83 ± 7.29 −0.51** −0.31** 0.73** 

5 自我效能 34.22 ± 6.75 −0.23** −0.01 0.85** 

6 乐观 30.95 ± 5.91 −0.23** −0.01 0.86** 

7 希望 30.53 ± 6.14 −0.27** 0.06 0.82** 

注：*P < 0.05，**P < 0.01。 

3.3.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分析 

首先，采用分层回归，在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及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考察疫情风险认知对

焦虑的影响，以及心理资本对焦虑的影响。在回归方程中，第一步纳入人口学变量；第二步纳入疫情风

险认知；第三步纳入心理资本；第四步纳入风险认知和心理资本的乘积项。结果发现自变量疫情风险认

知和调节变量心理资本的乘积项的交互作用不显著(β = −0.05, P = 0.22)，因此可认为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不显著。但心理资本包括自我效能、韧性、乐观和希望四个要素，可能某些维度对两者的关系存在调节

作用。因此，有必要对各个维度的调节作用深入研究。 
进一步考察心理资本的各维度对风险认知与焦虑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自我效能感与疫情风

险认知的乘积项回归系数不显著(β = 0.03, P = 0.49)；心理韧性与疫情风险认知的乘积项回归系数显著(β = 
−0.15, P = 0.01)；希望与疫情风险认知的乘积项回归系数不显著(β = −0.08, P = 0.10)；乐观与疫情风险认

知的乘积项回归系数不显著(β = 0.02, P = 0.68)。由此可见，韧性对风险认知和焦虑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韧性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2。 
 
Table 2.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esilience on risk perception and anxiety 
表 2. 韧性对风险认知和焦虑的分层回归分析 

步骤 
变量 

 人口统计学变量 风险认知 韧性 风险认知*韧性 

第一步 β     

 ΔF 0.43    
 ΔR2 0.01    

第二步 β  0.25***   

 ΔF  28.53   
 ΔR2  0.06***   

第三步 β  0.1** −0.49***  

 ΔF   127.46  
 ΔR2   0.21***  

第四步 β  0.11** −0.48*** −0.13** 

 ΔF    9.79 
 ΔR2    0.02** 

注：*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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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了解韧性的调节作用模式，按照韧性对被试的数据进行高低分组，将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

的数据分为高韧性组，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数据分为低韧性组，对两组数据分别进行简单斜率检验。

结果发现在高韧性组，风险认知与焦虑之间的回归系数不显著(β = −0.02, t = −0.20, P = 0.84)；在低韧性组，

风险认知显著预测焦虑(β = 0.36, t = 3.89, P < 0.001)。也就是说，心理韧性水平低的个体的焦虑情绪受到

疫情风险认知的影响更大，简单斜率图见图 1。 
 

 
Figure 1. Resilience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risk perception on anxiety 
图 1. 韧性调节风险认知对焦虑的影响 

4. 讨论 

4.1. 疫情风险认知、心理资本和焦虑的相关关系 

首先，疫情风险认知与焦虑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个体的疫情风险认知水平越高，其焦虑水平越高。

这可能是因为，当个体认知到未知事件不可预见、不可推断时，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未知事件上。当个体

在对未知事件描述、评估时，出于安全和避免威胁的需要，趋向将未知事件消极归类，进而导致个体的

焦虑水平增加。因此在疫情流行初期，整个社会对新型的病毒认识较少，个体体验到较多的不确定感与

失控感，这种不确定感与失控感可能导致了焦虑情绪的产生，因此疫情风险认知与焦虑呈正相关。本研

究与已有的非常规突发事件中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比如有研究发现被试地震风险感知水平越高，焦虑

程度越严重(杨维，罗静，周志刚，2014)。 
其次，个体的心理资本与焦虑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焦虑水平越低。心

理资本的各个维度均与焦虑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心理资本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能够让个体即

使在身处威胁环境中，也能够拥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心理资本水平越高的个体，倾

向于坚信问题能够坚决，从而能够缓解其焦虑水平。 
最后，疫情风险认知与心理资本之间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心理资本水平高的人拥有更积极的心

理状态，更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善于从事情的不同角度来分析问题，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缓解自己的

压力，对于困难危机能够迅速恢复并积极应对，因此对于疫情风险的感知会低于心理资本水平低的人。

进一步研究发现心理资本中的心理韧性维度与疫情风险认知显著负相关，其他维度与疫情风险认知的关

系并不显著。 

4.2. 心理资本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疫情风险认知与焦虑关系是否受到心理资本的调节。在分层回归过程中，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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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心理资本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个体的心理资本水平由多个要素组成，可能某些要

素起到较强的调节作用，另一些要素起到较弱的调节作用，所有要素的数据整体分析时，可能掩盖了某

些要素的调节作用。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对构成心理资本的四个要素分别进行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发现

心理韧性维度确实在疫情风险认知和焦虑的关系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其他维度在两者的关系中并未起到

调节作用。 
心理韧性是指个体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时，通过保持自身良好状态，积极适应环境，从而战胜困境

的心理品质，也被称为心理弹性或心理复原力等(王文伟，2017)。心理韧性水平低的个体，在面对疫情造

成的风险和威胁时，可能承受了较多的压力，无法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疫情风险认知可以显著的正向

预测其焦虑水平。在面对风险时，心理韧性水平高的被试能够更多的将危机视为挑战而非威胁，给予消

极事件以积极意义，倾向于积极、成熟的应对方式应对风险事件(王永，王振宏，2013)。在此次疫情中表

现为面对疫情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人，能更加较积极的应对，表现出较强的心理弹性，并且善于从事情的

不同角度来分析问题，多方面获取最新信息，积极应对疫情危机。总之，高心理韧性水平这一积极的个

人品质部分抵消了疫情风险对焦虑情绪的消极影响。 
从积极心理资源角度来说，高水平的心理韧性作为心理资本的一个维度，是一种积极的心理资源，

而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谭树华，许燕，王芳，宋婧，2012)，它可以帮助个体积极应对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

困难，表现出积极的心理状态(郑亚楠，胡雯，2019)。当面临风险时，个体会调动内部资源应对风险，使

用心理韧性应对疫情风险的过程可以看成不断调动、消耗自身积极心理资源以应对外界风险的自我调节

过程。根据资源保存理论，拥有较多资源的个体不仅不易受到资源损失的攻击，而且更有能力获得资源；

拥有较少资源的个体会因为资源匮乏产生的压力而减少资源投入，从而进一步导致资源的丧失(王雁飞，

王丽璇，朱瑜，2019)。因此高心理韧性个体更有能力选择、使用他们的积极资源以应对疫情风险，而低

心理韧性个体会更容易受到疫情风险的影响，比如使之缺乏自信、缺少弹性、对未来失去信心，进而影

响其心理适应状况，如焦虑水平上升等。 

4.3. 降低疫情诱发的焦虑情绪的途径 

基于此解释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种途径降低公众恐慌程度，促使公众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形成正确认知，平缓疫情社会影响。 
一是提高个体的心理韧性。本研究发现在面对疫情造成的各种威胁和风险时，尽管个体感受到了较

高的风险认知水平，但仍然能够通过韧性调节心理状态。韧性越高的人心理恢复能力越强，越能从困难

和压力中恢复。心理韧性虽然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相对稳定，但也会由于不断变化或者重大的外部事件

而发生变化(谭晟，2009)。有研究者提出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即自我效能、韧性、乐观和希望都处于特

质——状态的连续体上偏向状态的一端，即所谓的“类状态”，这种类状态特质使其干预具有可操作性

(张阔，张赛，董颖红，2010)。目前国内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能够影响心理韧性水平(晁粉芳，2010)。家

庭、学校以及社会应从各方面给予大学生充分的心理支持和物质保障，帮助其增强自身的安全感和归属

感，建立自信心，强化自我认同，进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心理韧性水平，在面临压力与困境时，不会沉浸

在过度焦虑等消极情绪中，而能够更积极乐观地应对，充分挖掘自身的潜能，寻求问题解决的办法。此

外，在学校教育中，应拓展学生的视野、延伸知识获取渠道、提高相关知识储备，适应生活应激等方式

也是提升心理韧性水平的有效途径。 
二是引导个体合理认知疫情风险，负性的信息更易增加民众的风险认知水平，而正性的信息更能降

低个体的风险认知水平(时勘等，2003)，因此通过公众心理干预心理热线、心理科普、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等多种途径帮助人们全面了解此次疫情，降低疫情风险认知，掌握情绪管理和疏导的方法，缓解焦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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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以期减轻疫情所致的心理伤害，为疫情期间个体的风险认知水平及焦虑水平的干预与调节提供理论

和实证依据。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个体对疫情的风险认知水平与焦虑、心理资本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疫情风险认知与焦虑显著正相关，疫情风险认知与心理资本之间、心理资本和焦虑之间为显

著负相关关系。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心理资本对疫情风险认知与焦虑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心理资

本中的心理韧性维度对两者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在低心理韧性水平下，风险认知可能显著预测个体的

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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