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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中国%/个省市%#%C人面对)非典*疫情的应激反应作了调查%)高发病率区*和)其它地区*的比较发

现!在?AT?应激反应结构方程模型中!二者有显著差异%而在情绪障碍结构方程模型中!二者无显著差异%所建

立的?AT?应激反应结构方程理论模型揭示!急性的应激反应中!恐慌是最重要的内容!其次是防御反应!对疫情的

认知则起了一种重要的调节&抑制的作用%抑郁和焦虑作为一个人心理健康的指数!对急性的应激反应产生一定

影响!而抑郁与焦虑对急性应激反应有更大影响%社会支持作为一种缓冲器与调节器!对?AT?应激反应有值得注

意的影响%研究揭示了高应激反应者的特征%高恐慌者有高抑郁&焦虑和低社会支持的显著特征-高防御者则有

显著的高抑郁焦虑的特征!社会支持无差异-高认知者明显地有低抑郁&高社会支持的特征%
关键词!?AT?!应激反应!结构方程模型%
分类号!B’$S$T(S*

%!研究目的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使全球尤其是中国面

对极大的应激";IKE;;#%在尚无特效药物的情况下!
除了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以外!如何提高免疫力是

非常重要的%关于应激的大量研究表明!应激会对

免疫系统造成重要影响%例如!-H=E6"%SS%#的研

究证实!呼吸道病毒感染与心理应激有着明显的关

系!应激会增加呼吸道病毒感染的机率’%(%甚至在

考试的应激中!大学生的免疫力都呈现了下降趋势!
b42;EK等人的研究表明!考试期间医科大学的学生

免疫细胞如总淋巴细胞数&@+F)(VF淋巴细胞&辅
助淋巴细胞 F=&抑制 F淋巴细胞都有显著下降’"(%
在面临严重突发事件时的应激中!个体达到失控&失
能的地步!不仅机体免疫系统严重受损!而且整个心

理系统也有可能出现严重障碍!如调适障碍"ARO
]N;I1E6ID3;HKREK#!急性应激障碍"A<NIE?IKE;;D3;O
HKREK#!创伤后应激障碍":H;IIK2N12I3<;IKE;;R3;HKO
REK!PF?D#和 极 度 应 激 障 碍"D3;HKREKH80cIKE1E
?IKE;;#’((%及时的心理干预在此期显得尤为重要%
!!评 估 在 整 个 干 预 过 程 中 有 着 十 分 重 要 的 作

用’$(%通过评估理解当事人的危机情境及其反应

是整个干预的前提%在相当有限的时间内!干预者

必须迅速准确地理解当事人的情境与反应%这一点

明显与平时的心理咨询治疗不同!平时的心理咨询

治疗可以在相对长的时期内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对患

者的深入了解%在危机干预中!评估贯穿干预过程

的始终%干预者必须通过评估确定危机的严重程

度!必须通过评估不断确定当事人的心理状态!确定

采用的应付策略&支持系统等%
!![5EK和 Q344321;"%SS"#提出过一个三维筛选

评估模型%该评估模型从三个方面评估当事人的功

能水平$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一评估模型被认为是

一种简易&快速&有效的评估系统’*(%BKE6RE"%SS’#
基于对美国各州%S’/&%SS’年特大洪灾的研究!提
出一个阶段论的评估模型%认为当事人在应激反应

出现到消除或恶化期间!一般都要经历 *个阶段%
如果要防止更严重的慢性症状出现!当事人必须在

$’小时内接受专业人员的诊断及相应的干预治

疗’C(%Q34;H6"%SSS#则提出一个人与环境互动的评

估模型来理解应激事件与应激%该模型重视理解应

激及其影响因素!重视了解应激事件的多样性%’/(

!!)非典*疫情引起的应激反应是一种什么样的

应激反应.怎样评估这种应激反应!识别高应激反

应人群并做好相应的心理辅导与咨询工作.这是摆

在我们心理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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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月"(日至*月%(日期间!在北京&广州&合

肥&吉林&江苏&江西&辽宁&四川&内蒙古&山东&上

海&河北&天津&武汉&西安&浙江&重庆等%/个省市!
调查了%#%C名高校学生!其中男*/S人!女$(/人%
!!调查使用了流调用抑郁量表"-0?D#&焦虑量

表"?A?#&社会支持量表"??T?#以及自编的+非典

"?AT?#应激反应问卷,%社会支持量表系肖水源

编制!考虑到在大学生中使用!对有关项目略作修

改%根据因素分析的结果!将分量表整合为团体支

持&亲友支持&社会支持利用度三个分量表%+非典

"?AT?#应激反应问卷,共%(题!测量三项内容$对
非典疫情的认知评价$如)我相信人类一定会战胜

1非典/*%对疫情的恐慌$如)对)非典*的担心使

我有时感到出冷汗或颤抖*%对疫情的防御性心理

与行为反应$如)为预防1非典/!我去公众场合会戴

口罩*等%三个分量表认知&恐慌&防御的 #系数分

别为$#>C/!#>/"!#>C(-分 半 信 度 分 别 为 #>C*!
#>C/!#>C#%
!!使用?P??%%>*和A[@?$软件处理数据%

(!研究结果

!$%&高发病率区与其它地区应激反应模型与情绪

障碍模型的比较

!!在调查期间!全国各地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病率!
而且各种传播媒体及时将疫情向全国公布!所以实

际上各地民众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应激%但是!发病

率高的地区"确诊病例"##人以上#如北京&广州等

地与发病率低的地区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前者

我们称之为)高发病率区*!后者称为)其它地区*%
)高发病率区*样本"C*人!男%**人!女%%#人!来
自北京&广州&天津&内蒙&山西-其它地区样本/*%
人!男*/S人!女$(/人%为验证我们的假设!分别

建构一个应激反应模型和一个情绪障碍模型%
!!首先!我们将高发病率区与其它地区分成两组!
建立)?AT?*应激反应模型%)?AT?*应激反应包括

急性的恐慌&防御反应和认知评价!构建模型A%结

果发现!该模型 &"为#>%%%!5+为%!#值#>/(S-规

范拟合指数="$为%!Q"$为%!$"$为%!比较拟合指

数2"$为%!近似误差的均方根 Q:7B3为#>###%
模型拟合较好%图%&"为模型 A中 )高发病率区*
与)其它地区*的输出图形%
!!再来构建模型 B%在模型 B中!假设高发病率

区与其它地区的?AT?应激反应相同!两组无差异!
将两组的回归系数等设置为相同%该模型 &"为

*>#S(!5+为"!#值#>#/’%将模型B的&"值*>#S(
减去模型 A的 &"值#>%%%!&"值得$>S’"-模型 B
的自由度"减去模型A的自由度%!自由度为%!达
到#>#*的显著水平%表明模型A与模型 B显著不

同%因此!高发病率区与其它地区的 ?AT?应激反

应相同的假设不能成立!二者有显著差异%而二者

不同主要在于防御反应%

图%!)非典*应激反应模型"高发病率区#

!!再来建立情绪障碍模型%将高发病率区与其它

地区分为两组!建立模型-%模型&"为#>/"S!5+为

"!#值#>CS*-规范拟合指数 ="$为%!Q"$为%!$"$
为%!比较拟合指数 2"$为 %!近似误差的均方根

Q:7B3为#>###%模型拟合较好%图(&$为模型 -
中 )高发病率区*与)其它地区*的输出图形%
!!继续构建模型 D%在模型 D中!假设高发病率

区与其它地区的抑郁焦虑情绪反应相同!两组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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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将两组的回归系数等设置为相同%该模型&"为

%%>%//!5+为 /!#值 #>%(%%将 模 型 D的 &" 值

%%>%//减去模型-的 &"值#>/"S!&"值得%#>$$$-
模型D的自由度/减去模型 -的自由度"!自由度

为*!未达到#>#*的显著水平%表明模型 -与模型

D相同%因此!高发病率区与其它地区的抑郁焦虑

反应相同的假设成立%

图"!)非典*应激反应模型"其它地区#

图(!情绪障碍模型"高发病率区#

图$!情绪障碍模型"其它地区#

!!结果显示!高发病率区的被试与其它地区的被

试相比!与疫情有关的特异性的应激反应尤其是防

御明显高%但是!抑郁与焦虑并没有明显的区别%
这一点值得深入探讨%可能对疫情的急性应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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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激起后继的抑郁和焦虑%)?AT?*应激反应

是一种特异的&急性的反应!与平常的抑郁&焦虑情

绪障碍有所不同%在心理干预中!仅仅使用抑郁&焦
虑临床量表对)?AT?*引起的恐慌等反应进行评估!
是不敏感的%
!$#&)+6)应激反应理论模型的建构

!!考虑到非典时期全国都面临应激!高发病率区

与其它地区的应激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有必要对全

国的样本作一综合考察%尝试建立一个全国样本的

应激反应理论模型%该模型 &"为$>%*$!5+为$!#
值 #>(’C-&"_5+为 %>#(’!规 范 拟 合 指 数 ="$为

#>SS’!Q"$为#>SS$!$"$为%!比较拟合指数 2"$为

%!近似误差的均方根 Q:7B3为#>#%*%模型的拟

合是理想的%见图*%

图*!)非典*应激反应理论模型"全国样本#

!!总的看来!在全国存在一种急性 ?AT?应激反

应!在这种急性应激反应中!恐慌是最重要的内容!
其次是防御反应!对疫情的认知评价则起了一种重

要的调节&抑制的作用%另一值得注意并且具有理

论意义的发现是$抑郁和焦虑作为一种慢性的心理

障碍!不同于急性的 ?AT?应激反应%抑郁和焦虑

对急性应激反应产生一定影响!急性的应激反应对

抑郁焦虑产生更大影响%
!!为考察社会支持与急性应激反应的关系!建立

)社会支持与 ?AT?应激反应*模型!该模型 &"为

’>C*$!5+为$!#值#>#/-规范拟合指数 ="$为%!
Q"$为#>SS/!$"$为%!比较拟合指数2"$为%!近似

误差的均方根Q:7B3为#>#($%模型的拟合较好%
见图C%社会支持对 ?AT?应激反应的作用是负向

的"系数)#>(/#%
!$!&’非典(应激反应的评估标准与高应激反应者

的特征

!!为了更客观及时地评估)非典*应激反应!做好

疫情时期的心理咨询工作!我们根据全国%#%C人的

样本!制订了一个参考性的常模"见表%#%可提供

给咨询工作者使用%

表%&’非典(应激反应问卷的常模"%.%"人#

分量表 性别 = : 7;

男 */S />"/’’ ">%%/$

恐慌 女 $(/ />$#$# ">(C*/

总 %#%C />(C#S ">"/(*

男 */S %">%//’ (>#"*%

防御 女 $(/ %(>$CC( (>""’/

总 %#%C %">’*%" (>"%*C

男 */S %%>#’/’ ">%%#/

认知 女 $(/ %%>"$#$ %>SCC%

总 %#%C %%>%*"/ ">#(S$

!!将高于全国样本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的被试划

分为高分组!低于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的被试划分

为低分组%比较发现!高恐慌组有着高抑郁&焦虑和

低社会支持的显著特征-高防御组则有着显著的高

抑郁焦虑的特征!社会支持无差异-高认知组明显地

有着低抑郁&高社会支持的特征%见表"%比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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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地区高应激反应者的比率!发现高发病率区的高

恐慌者的比率明显比其它地区多"D值">’*/#!高

防御反应者比率更明显多"D值(>(/’#!但是!高认

知者的比率两者无明显差异"D值#>//*#!见图C%

图C!社会支持与?TA?应激反应

图/!不同地区高应激反应者的比率

表#&高低应激反应者的比较

分量表 分组 =
抑郁 焦虑 社会支持

: 7; D : 7; D : 7; D

恐慌
低恐慌组 CC’ ((>#(*S />($## %%>((!! (">C’’# *>#(S* %%>#*!! (*>C("C *>*C$/ (>’*!!

高恐慌组 %"( $%>"’$C />’$(( $#>/’*/ />S("( ((>***C *>*CC$

防御
低防御组 %CS ($>"( ’>** ">#"!! (">S* *>’( $>$C!! ($>$’ *>CS %>/#

高防御组 %$* (C>"$ S>#* (C>(C />/( (*>$S $>/’

认知
低认知组 %*# (C>%/ ’>%* ">SC!! ($>SS />#% %>*/ ((>SS C>(" ">SS!!

高认知组 %#’ ((>(%" C>S( ((>/( *>** (C>%%’" *>%S%(

!注$!!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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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高发病率区*和)其它地区*的比较发现!在

?AT?应激反应结构方程模型中!二者有显著差异%
而在情绪障碍结构方程模型中!二者无显著差异%
表明高发病率区的被试更多应激反应%值得注意的

是!为什么)高发病率区*和)其它地区*的被试抑郁

与焦虑没有差异.一种解释是$与急性的应激反应

不同!抑郁与焦虑更多可能是一种慢性的困扰与障

碍%)?AT?*应激反应可能是一种特异的&急性的反

应!与平常的抑郁&焦虑情绪障碍有所不同%在心理

干预中!仅仅使用抑郁&焦虑临床量表对)?AT?*引

起的恐慌等反应进行评估!是不敏感的%
!!考虑到非典时期全国都面临应激!高发病率区

与其它地区的应激只是程度上的差异%有必要对全

国的样本作一综合考察%尝试建立一个全国样本的

应激反应模型%该模型表明!在全国存在一种急性

?AT?应激反应!在这种急性应激反应中!恐慌是最

重要的内容!其次是防御!对疫情的认知评价则起了

一种重要的调节&抑制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抑郁

和焦虑作为一种慢性的心理障碍!不同于急性的

?AT?应激反应%抑郁和焦虑对急性应激反应产生

一定影响!而急性应激反应对抑郁与焦虑产生更大

影响%急性应激反应会引发或强化抑郁与焦虑%在

对)?AT?*的心理危机干预中!不能简单地仅仅使用

常用的抑郁焦虑等量表去评估当事人的应激反应%
)?AT?*应激反应模型与[5EK和Q344321;的三维筛

选评估模型相似!但内容又有很大不同%这也说明

评估中考虑不同的应激情境与不同的应激反应是非

常重要的%社会支持对?AT?应激反应的作用是负

向的%即社会支持愈大!应激反应愈小%表明社会

支持作为缓冲器与调节器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
!!为了更客观及时地评估)非典*应激反应!做好

疫情时期的心理咨询工作!我们根据全国%#%C人的

样本!制订了一个参考性的常模%因此!+)非典*应

激反应问卷,可用作简易评估!对高应激反应的人

群有针对性地做好咨询辅导工作%
!!研究揭示了高应激反应者的特征%高恐慌组有

高抑郁&焦虑和低社会支持的显著特征-高防御组则

有显著的高抑郁焦虑的特征!社会支持无差异-高认

知组明显地有低抑郁&高社会支持的特征%

*!结论

!!"%#)高发病率区*和)其它地区*的比较发现!

)?AT?*应激反应是一种特异的&急性的反应!与平

常的抑郁&焦虑情绪障碍有所不同%所建构的?AT?
应激反应理论模型表明!在?AT?急性应激反应中!
恐慌是最重要的内容!其次是防御!对疫情的认知评

价则起了一种重要的调节&抑制的作用%抑郁和焦

虑作为一种慢性的心理障碍!对急性应激反应产生

一定影响!而急性应激反应对心理障碍产生更大影

响%社会支持作为缓冲器与调节器!对 ?AT?应激

反应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
!!""#研究揭示了高应激反应者的特征%高恐慌

组有高抑郁&焦虑和低社会支持的显著特征-高防御

组则有显著的高抑郁焦虑的特征!社会支持无差异-
高认知组明显地有低抑郁&高社会支持的特征%所

编制的+)非典*应激反应问卷,可用作简易评估!对
高应激反应的人群有针对性地做好咨询辅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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