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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下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应激 
反应对心理行为的影响：领悟社会支持的 

中介作用
杨小君  唐彬彬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南宁

摘  要｜为考察在公共卫生事件下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本研究采用事件影响量表（IES-R）、领悟社会支

持量表（SPSS）和心理行为量表对新冠肺炎疫情下 1055 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心理应激反应、社

会支持和心理行为在性别间差异均有统计意义（p<0.05）；心理应激行为在地区间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

心理应激回避维度在年级间差异有统计意义（p<0.05）；应激反应与心理行为呈正相关（p<0.01），与领悟

社会支持呈负相关（p<0.01）；领悟社会支持在心理应激反应与心理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 3.39%。因此通过对心理应激行为和社会支持的干预，有助于减少大学生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产

生的消极心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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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9 年 12 月，在我国武汉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以下

简称新冠肺炎），迅速席卷全国，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蔓延，并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

公共卫生事（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2020 年 3 月 11 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

事谭德塞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多个国家出现，该疫情构成全球性大流行（pandemic）的威胁“已经

变得非常真实”［1］。截止至 2021 年 4 月 1 日，全国共报告 102781 例感染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治

愈 97532 人，死亡 4851 人；国外确诊病例 129028743 人，其中治愈 96350639，死亡 2843674 人［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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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是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

响公众健康的事件［4］。研究表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会引发人们的心理危机，如 “非典”疫情［5］，甲

型 H1N1 流感［6］，H7N9 禽流感［7］等。这是因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下，周围充满着各种不确定的

危险因素，人们会意识到这些疾病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因此很难快速的面对和适应，从而产生一系列

的心理应激反应。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一项研究表明，13822 名调查对象中有 18.6% 的公众存在

不同程度急性应激反应，即人们身体健康不仅受到威胁，心理也存在风险，产生焦虑、抑郁等消极情绪［8］。

因此在 2020 年 3 月 18 日，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导工作方案》［9］，要求做好各类人

群的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尽可能减轻在疫情期间人们可能面临的各类应激反应和心理问题。心理应激是

机体在某种环境因素刺激作用下由于客观要求和应付能力不平衡所产生的一种适应环境的紧张反应状态，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主要表现为出现负性情绪、认知偏差和异常行为，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健康［10］。

2020 年 1 月 27 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的通知》［11］，要求春节返乡学

生未经学校批准不要提前返校。2020 年 1 月 29 日，民政部、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动员城乡

社区组织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12］，要求全国上下实行“大隔离、

大消毒”，并在疫情解除前不举办各类人员聚集性活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学生们寒假延长，长时

间居家，无法返校开展正常的学习和社交活动，很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已有

研究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大学生们学习和作息不规律，同时接收大量的负面信息，会导致出现不同

程度的焦虑及抑郁心理问题［13］。大学生们因疫情导致长期居家，只能在一个较为固定的生活空间进行

活动，生活方式变得单一枯燥，因此获取来自家人、朋友、老师的社会支持变得尤为重要。社会支持体

系包括家庭、朋友、邻居、同事与组织、社区、宗教等，可提供感情支持、信息交流、经验分享、陪伴

和归属感等，使人在心理危机中更容易渡过难关［7］。例如，在“非典”疫情时期，研究者发现社会支

持对于降低焦虑水平具有积极作用［14］。这是因为社会支持会影响人们的认知评价，有助于提高自己对

环境的适应能力［15］，并相信自己会被外界接纳和关心［16］，进而能更积极地面对突发性应激事件。

根据上述研究可知，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产生的应激反应会引发人们一系列的心理问题，但心

理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究。因此，本研究将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里，民族院校大学生心理应激反应、

社会支持与心理行为之间的关系，构建三个变量的关系模型，以期为大学生在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提

升心理健康水平提供合理有效的建议。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方式，调查对象为某民族院校在校大学生，测量时间为 2020 年 3 月 16 日—20 日，

最终获取 1055 份问卷数据。其中，男生样本 230 份，女生样 825 份，平均年龄 20.44 岁。在样本中，仅

1 人报告存发热现象，其余人员均报告身体状况正常，并有 2 人报告与确诊 / 疑似病例有接触。

2.2  研究工具

2.2.1  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

采用 Weiss & Marmar［17］修订的事件影响量表（The 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IES-R）。该量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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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避、闯入、高警觉三个维度，共计 22 个题项。IES-R 是用于测量创伤后应激反应的工具，具有良好的

跨文化一致性，不仅可用于测量受灾民众的创伤性应激反应［18］，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上也有良好的应用［19］。

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8，具有良好的信度。

2.2.2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 Zimet 等人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SPSS），测量个体

领悟到的来自各种社会支持源，包括家庭、朋友和其他人的支持程度［20］。该量表有家庭支持、朋

友支持、其他支持三个维度，共计 12 个题项。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7，具有

良好的信度。

2.2.3  心理行为量表

采用高延等人［21］在非典型肺炎流行期间编制的心理行为量表，并将情境设定为新冠肺炎疫情，如

“一想到与 SARS 有关的东西，就没有心思干别的事情”修改为“一想到与新冠肺炎有关的东西，就没

有心思干别的事情”。该量表有抑郁、神经衰弱、恐惧、强迫—焦虑、疑病等五个维度，共计 25 个题项，

基本包括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人们可能出现的各类情绪，能有效测量事件发生后人们的情绪反应评

价。在本研究中，该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4，具有良好的信度。

2.3  统计方法

运用 SPSS20.0 软件对各量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查

首先，将三个量表的所有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第一个因素解释了总变异的

27.27%，此外还存 9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可认为本研究结果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22］。

3  研究结果

3.1  事件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行为的整体情况

参考 Creamer 等的标准，如果在 IES-R 上的得分超过 35 分就可以被诊断为创伤性应激障碍

（PTSD）［23］。对两类应激反应人群在社会支持和心理行为总分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1。

表 1  两类应激反应人群在领悟社会支持、心理行为上的比较（M±SD）

Table 1 Comparison of two types of stress expression i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behavior (M±SD)

应激类别 t p
PTSD（n=69） 正常（n=986）

社会支持 47.77±15.48 57.98±13.30 6.10 0.000
心理行为 26.90±13.68 8.00±7.12 -11.36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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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将事件影响均分、社会支持均分和心理行为均分与各自中间值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见表 2。

表 2  事件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心理行为与中间值的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variables with intermediate values

M±SD 中间值 t p
事件影响 0.72±0.52 2.00 -79.58 0.000
社会支持 4.78±1.14 4.00 22.11 0.000
心理行为 0.37±0.36 1.50 -101.82 0.000

3.2  不同人口学特征事件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心理行为的差异性比较

不同人口学特征大学生事件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心理行为的差异性统计检验结果见表 3。

在性别上，事件影响总分及各维度、社会支持总分、朋友支持维度、其他支持维度、心理行为

总分和恐惧维度上均有显著效应，即，女大学生得分要显著高于男大学生。在年级上，回避维度具

有显著效应，事后检验发现大二显著高于大一（p=0.047）和大四（p=0.024），大三显著高于大四

（p=0.026）。在家庭居住地上，事件影响总分具有显著效应，事后检验发现城市大学生显著高于农村

大学生（p=0.030）；闯入维度具有显著效应，事后检验发现乡镇和城市的大学生显著高于农村大学

生（p=0.011、p=0.000）；恐惧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事后检验发现城市大学生要显著高于农村大学生

（p=0.011）。 

3.3  事件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和心理行为的相关分析

由表 4 可知，大学生事件影响得分及 3 个维度得分与心理行为得分及 5 个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社

会支持得分及 3 个维度得分与心理行为得分及 4 个维度得分、事件影响得分及 3 个维度得分呈负相关（p

值均小于 0.01）。

3.4  事件影响、领悟社会支持影响心理行为的中介效应分析

对领悟社会支持在事件影响与心理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 5 显示，事件影响显著正向预

测心理行为（β =0.68，t=27.63，p<0.001），纳入领悟社会支持后，事件影响对心理行为的影响有所降

低，但仍保持显著（β =0.65，t=25.95，p<0.001）；事件影响对领悟社会支持的负向预测显著（β =0.04，

t=-7.44，p<0.001）且领悟社会支持对心理行为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 =-0.12，t=-4.95，p<0.001）。

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在 95% 置信区间下，领悟社会支持中介检验结果不包含 0（LLCI=0.01，

ULCI=0.03），说明其中介作用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此外，控制了中介变量领悟社会支持后，自变量

事件影响对因变量疫情心理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区间范围不包含 0（LLCI=0.48，ULCI=0.55）。因此，

领悟社会支持在事件影响对疫情心理行为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其中，事件影响对心理行为的直

接效应为 0.769，占总效应（0.796）的 96.61%，间接效应是 0.027，占总效应 3.39%；而领悟社会支持对

心理行为的效应为 -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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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领悟社会支持在事件影响与心理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N=1055）

Table 5 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etween impact of event and psychology 

behavior (N=1055)

回归方程 拟合指标 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B t
心理行为 事件影响 0.68 0.47 763.44***

0.68 27.63***

领悟社会支持 0.24 0.06 55.28***

事件影响 0.04 -7.44***

心理行为 0.69 0.48 404.16***

领悟社会支持 -0.12 -4.95***

事件影响 0.65 25.95***

4  讨论

4.1  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状态的基本情况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本研究调查的 1055 名大学生中有 69 名大学生的事件影响量

表总分超过 35 分，占比约 6.54%；事件影响量表和心理行为量表得分均显著低于中间值，社会支

持量表得分显著高于中间值，说明大学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总体上是积极的，具有良好的心理

健康水平。

大学生在心理状态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在应激状态、心理行为上要比男性高。这与已有的

研究结果类似，这是因为女性和男性在的大脑激活压力方面存在性别差异以及不同的应对方式，情感较

为脆弱，承受创伤性事件的承受能力较弱［8］。并且女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显著高于男大学生，这是因为

使用的社会支持量表侧重于考察人际关系的紧密程度和情感支持水平，而这方面通常女性比男性更能与

人保持紧密的情感关系［24］，尤其是受到疫情影响，女大学生更倾向于获取社会支持。

大学生在事件影响量表的回避维度在年级的上存在差异，即大二学生相较于大一和大四学生，大三

学生相较于大四学生，更加有意地不去想或谈论他们所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此有关的事务。这是

因为从应激反应来看，大三学生会做出更多生理和行为上的反应［25］；大二学生易处于学业两极分化、

考试焦虑、就业压力以及人际关系矛盾频繁的“低潮”期［26］，因而面对因疫情导致的延期开学，大二

和大三学生会从行为上尽量回避与疫情相关的问题。

此外，相较于目前居住在农村和城镇的大学生，城市大学生的心理应激反应强烈，对疫情的恐惧明显。

这可能是由于城市网络和通信较为发达和便捷，因此居住在城市里的大学生会更易于接收到更多与疫情

相关的资讯，加之隔离措施和春节假期，有更长的时间暴露在媒体信息中，因而对疫情的应激反应更为

敏感。当前研究也表明，过度的媒体信息暴露，加之信息可信度不一，也会影响公众的心理健康，增加

焦虑和抑郁的风险［27］。因此在疫情防控的同时，为减少大学生媒体信息暴露的时长，家长和老师要积

极引导大学生正确识别疫情信息和适当分散对疫情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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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应激反应、社会支持与心理行为之间的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大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激反应、社会支持与心理行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应

激反应与心理行为呈正相关，与当前的研究结果一致，即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激状态反应越大，则大学生

的消极情绪反应也随之增加［13］。并且，心理应激反应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支持

感越高，不良应激反应出现的现象越少。一项 SARS 疫情应激反应研究结果与此相同，即社会支持对疫

情应激反应的作用是负向的，社会支持愈大，应激反应愈小［28］。此外，社会支持与心理行为呈负相关，

表明大学生感知到的社会支持越强烈，消极情绪产生得越少。这与先前研究类似，即领悟社会支持具有

普通的增益作用，可以减轻或缓解大学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29］。

4.3  社会支持在心理应激反应和心理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社会支持为中介变量，构建新冠肺炎疫情应激反应影响心理行为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发现，

心理应激反应、社会支持和心理行为之间的路径系数显著，说明心理应激反应可以直接影响大学生的

心理行为水平，同时通过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影响其心理行为水平。这表明大学生社会支持在心理应

激反应影响心理行为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心理应激反应通过社会支持对心理行为的影响符合中介模

型。张妍等人［30］在对灾区大学生情绪问题的研究中也发现了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即大学生的

归因方式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地震后产生的消极情绪。此外，研究者发现在地震发生时，人们的领悟社

会支持在创伤暴露程度和创伤后成长之间起到中介作用，比如对地震的主观害怕程度通过领悟社会支

持对他人关系、新的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31］。这些都表明了人们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不同的应对

方式会通过社会支持影响心理健康水平。大学生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安全的

担忧，大量负面资讯的接收，生活学习工作节奏的打乱，必然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状态。但是社会

支持作为个体重要的心理社会资源，不仅可以提供物质支持以应对压力所带来的损耗，也能提升个人

的意义感和目标感［32］，进而有助于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满意感。大学生们会对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会

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应激反应，但在本研究中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社会支持，因此在社会支持的作用

下仍能保持着良好的心理状态。所以在公共卫生事件中，要为大学生提供有效且可利用的社会资源，

尤其是来自社会、家庭、学校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有效避免来自心理应激的消极影响，形成积极向上

的心理状态。

4.4  研究意义

本研究拓展了民族院校大学生在公共卫生事件下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探讨了心理应激反应

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这对于民族院校在公共卫生事件下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疏导提供了

有效的实证依据，以便将来更加科学有效地处理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针对本次研究结果，民族院校管

理者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要关注社会支持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

性。有研究认为，心理健康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融合，能够更好地提升心理健康教育的时效性，

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向上的思想价值观念［33］。例如，2020 年 3 月，广西民族大学在大学生居家隔离期间

开展“隔离不隔爱，浓情三月三”多项线上活动，包括民族韵律操，“达妮锅锅”民族特色美食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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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山歌我来唱，“最炫民族风”民族服饰展示等形式多样的线上活动。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线上活动

不仅丰富了大学生们的居家生活，增加了民族文化知识，也增进了师生们的交往交流，增强了社会支持感，

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积极健康的心理状态。因此，在未来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民族院校可开展形式多

样并具有心理支持性的传统文化活动，帮助大学生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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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ng Effe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between 
Psychology Stress Expression and Psychology Behavior of 

Ethnic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Yang Xiaojun Tang Binbin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Abstract: To study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ollege students during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1055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on the 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 (IES-R) ,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SPSS) , and psychology behavior during the epidemic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We found that 
having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 on psychology stress expressio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y behavior,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on psychology stress expression, 
an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ades on avoidance. Psychology behavior and psychology stress 
expression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hil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s were found in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y stress expression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had partial mediation effect on the associations among psychology stress 
expression and psychology behavior in college students. The intervention focusing on psychology stress 
expression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might be helpful to prevent negative psychology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Key words: Epidemic of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Psychology stress expression;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y behavi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