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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2019年12月,中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世界卫生组织将该次疫情定义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

情可能会引发公众恐惧、焦虑、疑病、崩溃等一系列负面情绪。做好公众心理建设,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心理抗压能力,预防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心理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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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可能造

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性疾病疫情,以
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2003年传染性非

典型肺炎、2004年禽流感疫情、2009年甲型 H1N1流

感疫情、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2016年寨卡病

毒疫情接踵而至,2019年12月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出

现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短短几个月,患病人数由几

人猛增致上万人,疫情波及全球多个国家。2020年1
月30日晚,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本次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2020年2月,我国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

炎")[1]。据国家卫健委公布数据,截止2020年2月

29日,我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9
 

824例,而且意大

利、伊朗、韩国、西班牙等国疫情持续扩散。传染性疾

病突发流行极易导致公众惊慌失措,引发恐惧、焦虑、
疑病、崩溃等一系列负面情绪,而且其造成的影响不

亚于疾病对患者个体的影响[2]。因此,在面对传染性

疾病突发流行时,良好的国民心态至关重要。
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

1.1 不确定性引发的恐惧和焦虑 一是人类在发展

历程中一直在寻找和建立确定性,确定性让人们感到

安全,相对的,当出现不确定性风险时,可能引发人类

最原始的恐惧和焦虑情绪。二是人们对新冠肺炎疫

情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面对未知的疾病,大脑直

觉容易导致理性应对能力的丧失,使恐惧和焦虑情绪

扩大化。三是对于死亡的恐惧和焦虑等负面情绪随

着不确定性的增加而增加。据《新京报》2月10日报

道,北京师范大学心理支持热线和网络辅导1月27
日至2月9日,共服务近3

 

000人次,主诉问题以对疫

情的焦虑和恐慌为主,约占44%[3]。齐晔等[4]的研究

数据也显示,98.54%的被调查者对新冠肺炎疫情感

到紧张和害怕,约95%的被调查者担心自己或家人会

患上新冠肺炎。吴际军等[5]人对抗疫一线护士睡眠

质量的研究发现,焦虑状态严重影响护士睡眠质量,

而大部分一线护士存在中轻度焦虑,比例远超过既往

研究结果。
1.2 疑病 2月10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

发布会上,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陈雪峰表示,疫
情开始以来出现了一些应激反应,有极少数人存在"
疑病状态"。人们存在疑病心理时,会过度关注身体

健康,在精神交互作用的影响下,感觉所有身体变化

都好像置于显微镜下,任何细微的不适感都会被无限

放大,甚至将新冠肺炎症状套用在自己身上,更加肯

定自己患病,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1.3 崩溃 疫情发生以来,抗疫一线医护工人员长

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无时无刻不在挑战生理和心

理极限,为争取治愈更多的患者,争分夺秒,不眠不

休;隔离中的确诊患者和疑似患者,忍受着日复一日

的强烈的惶恐和不安,不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是什

么。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隔离中的患者,在巨大的

心理压力下,都可能产生精神紧绷、窒息的感觉,亦即

崩溃的感觉。杨海红等[6]对10名首批抗疫护士进行

心理访谈,多数护士表示,在患者因感觉压力大而向

其发脾气时,都觉得很委屈,但也能够理解患者,从而

将委屈默默压抑在心里。周小东[7]在其研究中提出,
抗疫一线医护人员可能出现耗竭感,感到自己能力渺

小,对疾病无能为力,甚至产生悲观、绝望感。
2 心理建设概述

  心理建设是指通过长期的学习和接受指导,建立

健康、正确的心理,是改善心态的方法之一。心理建

设与心理干预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工作主体是心

理建设者自身,而非依靠他人提供帮助以改善心理状

态。心理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帮助自我走出心理困扰,
稳定情绪,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保持良好的

心理状态。
3 心理建设的必要性

3.1 提高群体和社会整体心理抗压能力,更好地应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建国方略

之一即为心理建设[8]。心理建设的关键是培养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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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国民心态。国民心态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特
别是面对重大事件或突发事件时,普遍呈现的认知、
情感、态度、理想、信念、行为倾向,也是关系到人类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核心要素。积极、乐观、向上的国民

心态可以促进个人、社会、国家的发展,提升社会心理

承受力。公众心理承受能力越强,越可能合理应对突

发事件。良好的认识能力、应急反应能力、耐压能力、
平衡能力,有助于化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负面

情绪,提高个人心理免疫力,这是疾病诊疗等医疗机

构服务无法替代的[9]。
就宏观而言,具备良好社会心理素养者能够起到

团结、鼓舞更多的人战胜疫情的作用,同时可以缓解

大众心理紧张程度,提高社会整体心理抗压能力,以
促进公共健康。就个体而言,具备良好社会心理素养

者能够抵御和化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负面情

绪,理性认识、理性思考,觉察自己的情绪,保持积极、
乐观的心态,给予他人心理支持,维持良好的亲密关

系。
3.2 发挥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致心理卫生问题的

预防作用,缓解心理干预人员压力 新冠肺炎疫情作

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疾病传播快、传染性强、尚
无特异性治疗方案等特点,容易使公众产生恐惧、焦
虑等负面情绪,继而引起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

障碍、抑郁症等一系列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10]。梅俊

华等[11]对罹患新冠肺炎的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及睡眠

状态测评,证实该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焦虑、抑郁障

碍及应激障碍。心理干预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

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心理干预通常实施于已出现

心理问题后,无法起到全面的预防作用。有调查表

明,超过半数的首访民众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存在

心理卫生问题,有强烈的心理干预需求[12]。以本次新

冠肺炎疫情为例,疫情爆发以来,各地高校及其他社

会机构的咨询中心、心理辅导机构,以及医院,自发组

建不少的心理援助小组,为有需求者提供无偿心理援

助,但心理医生、治疗师、咨询师人数有限,即使满负

荷工作,仍然无法满足所有需求。《新京报》2月10日

报道:截止2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支持热线和

网络辅导服务已接待3
 

000人次;热线方面,每天平均

接听电话200个,单日最多300个;网络辅导部分,平
均每天提供60人次心理辅导服务,单日最多110人

次;在所有求助者中,普通民众占58%,被隔离人群、
一线医护人员、出现症状尚未治疗或自行隔离者、患
者家属、一线医护人员家属累计占42%[3]。如果通过

心理建设,让更多的人能在发生突发卫生事件时保持

积极、乐观的心态,降低心理卫生问题的发生风险,将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心理干预人员的压力。
4 心理建设的途径

4.1 政府层面 正向宣传引导,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心理建设是通过长期的学习和接受指导从而建立健

康、正确的心理,是个体自身改善心态的方法之一。
心理建设离不开学习,政府层面可利用大数据手段有

针对性地推进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鼓励以社区、单
位为主体,依托本地优势资源,开展网络心理讲座等

活动,鼓励高校、专业心理机构定期开展社会公益活

动,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通

过正向宣传引导,提升公众的学习热情。
4.2 个人层面 自我觉察,保持积极心态。自我觉

察是个体超越自身惯性思维模式和应对方式,通过分

析自己的身体、观念、情绪、行为,了解自身特质、态
度、目标的状态,最终整体把握真实的自己的心理过

程[13]。自我觉察分为公共自我觉察和私人自我觉察

2个维度。公共自我觉察关注的是个体在社会中所表

现出来的自我特质倾向;私人自我觉察关注的是私密

及隐藏的自我特质。提高公共自我觉察水平,有利于

促进形成更好的亲密关系。适度的自我觉察有利于

心理健康,能够提高自我控制、观点采择等能力。在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通过正念冥想、绘画等

方式觉察自身的身体状态和情绪体验,隔离外界带来

的混乱体验,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14]。
5 小  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会导致心理应激反应,引发公

众的负面情绪,做好心理建设可提升个体心理健康水

平,从而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心理抗压能力,预防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心理卫生问题,帮助公众更好

地应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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