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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 5 城市民众 SARS 疫情中心理行为研究 3

时勘1 ,李文东1 ,乐国安2 ,王永丽1 ,3 ,李毓秋4 ,周洁5 ,陈中永6 ,井世洁2 ,鲁中义3

　　摘 　要 : 目的 　考察华北 5 城市民众在 SARS疫情中的风险认知特征 ,探讨风险认知对应对行为、心理健康水平

的影响作用 ,建立社会心理预警模型 ,为政府决策和舆论导向提供心理学依据和对策建议。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和方

便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对北京、天津、石家庄、呼和浩特和太原市市民 1 500 人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1) 空间距离近

的疫情信息更能引起民众的关注 ,北京市民对 SARS患病信息和治愈信息敏感性显著高于邻近城市。(2) 女性表现出

更高的风险感 ,政府公众信息更能引起中、老年市民的关注 ,20 岁以下的青少年更重视与自己学习、生活相关的信息 ,

50 岁以上民众对于“愈后对于身体有无影响”等信息的警觉性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3) 与北京邻近的城市市民对

SARS疫情的风险评估明显低于北京市民 ,某些地区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值得关注。结论 　在突发事件中 ,通过风险认

知特征调查 ,可以了解人们的风险认知差别及其对不同人群的应对行为、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 ;今后应加强公共卫生

突发事件中民众社会心理行为的预测研究。

关键词 : SARS ;风险认知 ;应对行为 ;心理健康 ;华北地区

Study on psychological behaviors of people in 5 cities of North China under SARS situation 　S HI Kan , L I Wen2dong , L E

Guo2an , et al .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Exploring people’s characteristics of risk perception under SARS situation ,finding out how risk

perception affects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offering helpful research result for the related governmental department and for

the public ,offering psychological evidence and coping strategies. Methods 　By stratified sampling and convenient sampling ,

survey of 1500 people is taken in Beijing , Tianjin ,Shijiazhuang and Huhehaote. People’s risk perception ,degree of tension ,

prediction about when SARA would be controlled ,mental health ,coping behavior and prediction about the economic develop2
ment are explored by Likert Scale and GHQ. Results 　(1) SARS information from nearby place can draw more attention ,ur2
ban people in Beijing were more sensitive to infection and recovery information than those in nearby cities. (2) Female fell

more risk ,government and public information are drawn more attention by middle and elder people ,youth under 20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ir study and life ,and people above 50 were more sensitive to recovery information than

other groups. (3) Risk assessment of people near Beijing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eople in Beijing ,and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in some place. Conclusion 　It can be understood that the difference of

people’s risk perception and its effect on different coping behavior and mental health of different groups by taking survey of

people in emergency. The research of people’s social - psychological behavior should be improved in public emergency.

Key words : SARS ;risk perception ;coping ;mental health ;North China

　　2003 年 4 月以来 ,我国华北大部分地区继广东、香港之

后 ,发生大规模的 SARS疫情 ,对广大民众的心理行为造成巨

大的冲击和影响。本研究对华北地区 5 城市市民众进行了问

卷调查 ,以了解民众在这种突发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的心

理行为特征 ,探讨民众风险认知特点及其对应对行为、心理健

康的关系 ,为政府有关部门和舆论导向提供心理学依据和对

策建议。同时探索建立以风险认知为核心变量的民众社会心

理行为预测模型 ,为建立具有长远意义的国家公共卫生预防

和监控预警系统〔1〕进行探索。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1 　调查对象 　2003 年 5 月 9～19 日 ,采用分层抽样和方

便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对北京及邻近城市天津、石家庄、呼和

浩特和太原市市民进行问卷调查。发出问卷 1 500 份 ,回收

问卷 1 411 分 ,回收率 94107 % ,有效问卷 1 399 份。其中北京

市 8 个城区 371 人 ,呼和浩特市 190 人 ,石家庄市 146 人 ,太

原市 270 人 ,天津市 434 人。人群构成 : (1) 年龄 : < 20 岁占

817 % ,20～29 岁占 5316 % ,30～39 岁占 1912 % ,40～49 岁占

1210 % ,50 岁～占 615 % ; (2) 性别 :男性占 3915 % ,女性占

6015 % ; (3)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占 414 % ,高中占 1311 % ,

大专占 2812 % ,本科占 4818 % ,研究生及以上占 515 %。

112 　调查方法与内容

11211 　调查问卷 　(1) 疫情信息调查问卷 :主要了解 SARS

疫情信息 (如 SARS的特征、死亡率等) 和政府采取的防范措

施对民众的影响程度 ,采用利克特 5 点量表进行测量 (1 - 表

示无影响 ,5 - 表示有很大影响) 。(2) 风险认知调查问卷 考

察人们对风险的熟悉性、可控性的认知 ,采用利克特 5 点量表

进行测量 (熟悉性 :1 - 表示很陌生 ,5 - 表示很熟悉 ;可控性 :1

- 表示完全失控 ,5 - 表示完全控制) 。(3)社会心理行为调查

问卷 采用利克特 11 点量表 ,其中心理健康测量采用心理健

康评价问卷 ,直接参照英文版 GHQ (Chan ,1985) 对应的 12 个

项目〔2〕;心理行为调查指标是本研究专门用于分析和预测民

众在 SARS疫情中社会心理行为的指标 ,采用 6 项社会心理

行为调查指标 ,其中疫情风险评估、心理紧张度和疫情发展预

期为负性指标 ,分数越低越好 ;应对行为指标、心理健康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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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预期为正性指标 ,分数越高越好。

11212 　因素分析 　(1) 疫情信息分量表有 4 个因素 ,分别为

SARS患病信息 (新增发病人数等) 、政府公众信息 (卫生部、

本市的新闻发布会等) 、SARS 治愈信息 (新增治愈人数等 ,) 、

与自身关系密切信息 (认识的人有无患者等 ,) ; (2) SARS 风

险的熟悉度分量表有 3 个因素 ,分别为愈后知识熟悉度 (治愈

后对身体的影响等 ,) 、政府行为熟悉度 (政府的信息、措施

等 ,) 、感染知识熟悉度 (传播途径和传染性等 ,) ; (3) SARS 风

险的可控性分量表有 2 个因素 ,分别为 SARS 愈后的可控性

(治愈后对身体的影响等) 和流行病学特征的可控性 ( SARS

的病因、传播方式等) ;各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 (α) 在 01619 8

～01910 0 之间 ;累计方差解释率分别为 74148 % ,80127 % ,

68112 %。以因素分析的结果作为分析指标。

11213 　统计分析方法 　运用 SPSS 1115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 ,

主要采用因素分析和方差分析。

2 　结果

211 　5 城市民众不同 SARS疫情信息的影响程度 (表 1)

表 1 　5 城市民众不同 SARS疫情信息影响程度比较( M/ SD)

城市
SARS

患病信息

政府

公众信息

SARS

治愈信息

与自身关系

密切信息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太原

呼和浩特

总体

3121/ 0196 3106/ 0176 3139/ 1114 3143/ 1120

2198/ 1104 2172/ 0188 3114/ 1117 3159/ 1126

2185/ 0176 2187/ 0171 2199/ 1117 3159/ 1126

3107/ 0197 2193/ 0179 3124/ 1113 3138/ 1130

2193/ 0192 2186/ 0179 3133/ 1114 3159/ 1133

3101/ 0198 2188/ 0181 3123/ 1116 3155/ 1120

　　方差分析发现 ,4 类信息的影响程度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01) ,与自身关系密切信息、SARS治愈信息、SARS 患

病信息、政府公众信息的影响程度依次降低 (均 P < 01001) ,

结果显示 ,在疫情呈蔓延趋势流行时 , 人们容易出现恐慌 ,更

多的关心周围与己相关的消息。(2) 结果还显示 ,不同地区

SARS患病信息影响程度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01) :北京市

民受到的影响显著高于天津 ( P < 01001) 、石家庄 ( P < 0101)

和呼和浩特 ( P < 0105) 。SARS 治愈信息也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1) :北京市民受到的影响显著高于石家庄 ( P < 0105) 。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不同地区间与自身关系密切信息的影响亦

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1) :天津市民受到的影响显著高于北

京 ( P < 0105)和太原 ( P < 0105) 。这可能与天津的调查对象

更多来自大学生有关。北京市民受到政府公众信息的影响也

高于其他 4 地 ( P < 0101) ,可能与调查时正值北京处于疫情

高峰期有关。(3)不同年龄间 SARS 疫情信息影响程度存在

显著性差异 ( P < 01001) :20 岁以下市民受到 SARS 患病信息

的影响显著低于 30～39 岁、40～49 岁 (均 P < 0101) 市民 ,20

～29 岁市民也显著低于 30～39 岁 ( P < 0101) 市民 ,提示 30

岁以上市民对患病信息更敏感和关注。与自身关系密切信息

(如停课信息)对不同年龄的影响程度也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01) ,但结果与患病信息相反 ,20 岁以下、20～29 岁市民受

到的影响显著高于 40～49 岁、50～59 岁 (均 P < 0101) 市民 ;

30～39 岁市民受到的影响显著高于 40～49 岁年龄组的市民

( P < 0105) 。其原因可能是停课信息与 20 岁以下的青少年

的自身关系更为密切。20 岁以下市民受到政府公众信息的

影响显著低于 30～39 岁、40～49 岁、50 岁以上 (均 P < 0101)

市民 ;20～29 岁市民受到的影响也显著低于 30～39 岁的市

民。

212 　5 城市民众 SARS风险熟悉度比较 (表 2)

表 2 　5 城市民众 SARS风险熟悉度比较( M/ SD)

城市
SARS 愈后

知识熟悉度

政府行为

熟悉度

SARS 感染

知识熟悉度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太原

呼和浩特

总体

2187/ 0188 3166/ 0161 3130/ 0180

2164/ 0194 3133/ 0174 3136/ 0179

2160/ 0190 3148/ 0158 3131/ 0182

2194/ 0181 3151/ 0161 3137/ 0180

2161/ 0193 3143/ 0164 3137/ 0183

2175/ 0190 3148/ 0166 3135/ 0180

　　方差分析发现 ,3 种熟悉度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 P <

01001) ,民众对 SARS 愈后知识熟悉度较低 ( P < 01001) ,提

示人们对于 SARS感染带来的风险尚不够熟悉和了解。方差

分析结果还显示 ,不同地区民众对于 SARS 愈后知识熟悉度

之间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 P < 01001) :北京市民和太原市民的

熟悉度显著高于天津、石家庄和呼和浩特市民 (北京和 3 市间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均 P < 0105) ,这可能与各地对于 SARS

预防知识的宣传效果不同有关。值得关注的是 ,民众对于政

府行为熟悉度在年龄上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01) ,20 岁以下

市民对政府行为的熟悉度显著低于 30～39 岁、40～49 岁和

50 岁以上市民 ( P < 01001) ,政府抵御 SARS 的宣传活动对于

20 岁以下年龄组的效果相对较小。

213 　SARS风险可控性分析 (表 3)

表 3 　5 城市民众 SARS风险可控性比较( M/ SD)

城市 愈后情况可控性 流行病学特征可控性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太原

呼和浩特

总体

3131/ 0186 3106/ 0164

2199/ 0185 2181/ 0154

3138/ 0181 3100/ 0150

3140/ 0184 3124/ 0153

3134/ 0184 3100/ 0158

3124/ 0186 3100/ 0158

　　可控性是指市民自身所感受的事件的发生发展能否控制

的心理反应。表 3 结果经 t 检验显示 ,2 种可控性之间有显

著性差异 ( P < 01001) 。人们对 SARS 流行病学特征 (包括

SARS的病因、传播途径和传染性以及治愈率) 可控性感到更

差 ,这可能与目前我们在 SARS 的病因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

进展有关。对不同性别进行分析可见 ,男性感受到得愈后情

况可控性 ( M = 3129 , SD = 0187) 和流行病学特征可控性 ( M

= 3107 , SD = 0162) 均显著高于女性 ( P < 0105 ; P < 01001) ,

提示女性对于 SARS病因、传播途径和传染性以及治愈率等

信息更加敏感。当人们感到对于某些事件不可控制时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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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发生 ,将会引起更大的恐慌 ,有关 SARS 流行病学可

控性的认知特征状况是预防民众恐慌行为特别值得关注的问

题 ;性别差异虽然与常识判断一致 ,也值得注意。

214 　心理行为预警分析 (表 4)

表 4 　5 城市民众社会心理预警指标比较( M/ SD)

城市 疫情风险评估 心理紧张度 疫情发展预期 应对行为指标 心理健康 经济发展预期

北京

天津

石家庄

太原

呼和浩特

总体

5148/ 2107 3129/ 2104 4127/ 2101 6196/ 1180 7193/ 1110 5179/ 2111

5146/ 2142 3119/ 2113 7106/ 2107 7107/ 2102 7154/ 1122 5166/ 1188

4159/ 1183 2162/ 1172 6111/ 1195 7123/ 1157 7180/ 1119 5170/ 1181

5106/ 1198 3129/ 1181 4116/ 1143 7121/ 2111 7173/ 1116 5148/ 1174

5167/ 2110 3116/ 1194 5128/ 2105 7111/ 1171 7195/ 1103 5127/ 1189

5132/ 2111 3117/ 1199 5143/ 2129 7109/ 1190 7176/ 1116 5161/ 1191

　　表 4 结果表明 ,5 城市市民的疫情风险评估处于“一般～

比较大”之间 ;心理紧张度处于“有些紧张～比较紧张”之间 ;

疫情发展预期处于“患病率下降～维持现状”之间 ;应对行为

处于“能够应付～乐观应付”之间 ;心理健康处于一般状态。

提示经过 SARS流行一段时期 ,民众已逐步适应这种突发性

风险情境。经济发展预期处于“损失较大需长时间才能恢复

～短期能够恢复 ,影响小”之间 ,提示民众已经明显的感受到

这次 SARS事件对经济的影响 ,在当时的疫情背景下 ,人们对

于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显得不足 ,预计这种信心状况将随着

疫情的好转而改善。

结果还显示 ,不同地区间疫情风险评估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01) ,北京、天津和呼和浩特市民要显著高于石家庄市

民 ,北京市民的疫情风险评估还显著高于太原市民。在心理

紧张度上 ( P < 0105) ,北京市民高于石家庄和天津市民 ,但北

京、太原市民对于疫情发展预期要明显乐观于天津、石家庄和

呼和浩特市民。表明虽然北京等地的疫情要严重一些 ,但由

于政府的有效控制和舆论宣传对信息的有效梳理 ,增强了民

众战胜 SARS疫情的信心。研究结果还发现 ,5 城市不同性

别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01) ,男性 ( M =

7193 , SD = 1110) 显著高于女性 ( M = 7165 , SD = 1119) 。不

同地区心理健康水平比较也存在显著性差异 ( P < 01001) ,天

津市民更低于北京 ( P < 01001) 和呼和浩特 ( P < 0101) ,这与

天津的样本多数来自大学生有关。

3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 ,在 SARS风险危机情况下 ,人们通过各类

相关信息影响形成的风险认知特征 ,随着政府对于 SARS 疫

情的有效控制 ,已经从前一段时间的非理性恐慌转入理性的

状况 ,民众除了关心与自身关系密切的信息之外 ,也非常关心

治愈信息等积极信息。在风险熟悉度方面 ,人们对政府控制

SARS传播的行为措施最为熟悉 ,表明对政府行为是信任和

有信心的 ,也说明政府控制 SARS 传染的措施确实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

分析结果表明 ,5 月中旬是 SARS 疫情从较严重向逐渐

好转的变化时期 ,各城市市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也表现出好转

的明显趋势 ,但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心理紧张度和一定程度的

风险认知水平 ;对疫情发展的预期也在逐步好转 ,表现出接近

正常的应对行为 ;但对经济发展的预期还显得信心不足。以

上调查结果及分析建议 ,我们已及时通过内部通报和对外的

《社会心理预警简报》进行发布 ,这对于当时的华北五城市市

民的舆论引导和各地政府的管理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

研究进一步显示 ,有必要加强对于公共卫生危机突发事件中

民众社会心理行为的研究 ,使我国突发公共卫生预防体系更

加完善。

风险认知是一个心理学范畴的概念 ,它包涵的范围非常

广泛 ,有研究者将其定义为“个体对外界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

和认知 ,强调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个体认知的

影响”〔3〕。Slovic 等研究者发现〔4〕,人们对风险事件的评判 ,

可以从“未知风险”和“忧虑性风险”2 大因素进行衡量。并在

研究中采用了“可控 - 不可控”、“已了解、已熟悉 - 新的陌生

的”等特征为测量风险的指标。Covello 和 Merkhofer〔5〕也总

结了一些可以调节风险认知的因素 ,如不确定性和无助感等。

此外 ,有关人们在突发事件中的应对行为〔6〕和心理健康指标

( GHQ ,Chan)〔2〕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变量。由于本次调查是

针对 SARS危机突发事件的应急研究 ,在问卷设计上 ,虽然慎

重地考虑了风险认知、应对行为、心理健康和危机管理的研究

成果和成熟的调查工具 ,但对于此次 SARS 的特殊的流行特

征的问卷设计还显得有些仓促 ,加之 SARS 时期取样的特殊

困难 ,只能采取分层取样与方便取样结合的方法进行 ,在一定

程度上损失了样本的代表性。所以 ,这种在特定 SARS 疫情

背景下获得的研究结果 ,其研究结论要谨慎地限定特定危机

背景之下 ,并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验证和完善。

(感谢北京团市委对本研究取样的大力支持 ;中国社会心理学会

及华北 4 城市心理学者们为本研究的取样提供了宝贵的支持 ;范红

霞、贾建民、高 晶、陈雪峰、徐长江等人参与了本研究问卷设计和数据

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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