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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本文主要探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民居民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心理弹性与心理应激的关系。

方法：应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U-12)、心理弹性量表(CD-RISC 10)与COVID-19应激行为量表以及

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表，通过入户调查和线上问卷的方式对493名农村居民进行调查，基于此，探析无

法忍受不确定性、心理弹性和心理应激的关系，并确认心理弹性是否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心理应激中

具有中介效应。结果：1) 无法忍受确定性和心理弹性与心理应激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2) 无法

忍受不确定性能够负向预测其心理弹性(β = −0.11, p < 0.05)。3)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负向预测疫情认知

性评价(β = −0.11, p < 0.05)和防御性行为(β = −0.12, p < 0.01)，正向预测情绪性恐慌(β = 0.48, p < 
0.001)；心理弹性正向预测疫情认知性评价(β = 0.41, p < 0.001)和防御性行为(β = 0.39, p < 0.001)，负

向预测情绪性恐慌(β = −0.23, p < 0.001)。4) 心理弹性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认知性评价、情绪性恐慌

和疫情防御性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结论：农村居民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心理

应激，还可以通过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影响心理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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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psycho-
logical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among rural residents during public health emergen-
cies. Methods: The study utilized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IU-12),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10), and the COVID-19 Stress Behavior Scale, along with a self-developed 
general questionnaire. A total of 493 rural residents were surveyed through household interviews 
and online questionnaires. Based on this data, the study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to-
lerance of uncertainty,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during the pandemic. 
Furthermore, the study investigated whether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Results: 1)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various dimension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2)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negatively predicted psychological resi-
lience (β = −0.11, p < 0.05). 3)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negatively predicted cognitive ap-
praisal of the pandemic (β = −0.11, p < 0.05) and defensive behaviors (β = −0.12, p < 0.01), while 
positively predicting emotional distress (β = 0.48, p < 0.001).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positively 
predicted cognitive appraisal of the pandemic (β = 0.41, p < 0.001) and defensive behaviors (β = 
0.39, p < 0.001), while negatively predicting emotional distress (β = −0.23, p < 0.001). 4) Psycho-
logical resilience mediated the impact of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on cognitive appraisal, 
emotional distress, and pandemic defensive behaviors. Conclusion: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mong rural residents not only has a direct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stress but also influences 
psychological stress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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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我们在公共卫生领域不得不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正如 2019
年 12 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以下简称新冠)，凭借其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防控难度之大

等特性已然成为有史以来中国乃至世界最具代表性的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之一。国家卫健委公开大数据显

示，截止 2022 年 4 月 10 日，中国累计新冠确诊人数 499,486 人，累计死亡人数 14,197 人。相关研究也

表明疫情期间的延期复工和疫情后的长期停工会导致农民工就业人数下降 205 万人至 351 万人，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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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人均工资收入名义增长速度可能将下降 1.40 至 2.46 个百分点。 
由于农村的医疗条件更为落后，农村居民存在对疫情的认知不足、过度紧张以及防护失当等方面的

问题。因此在新冠疫情传播期间，他们往往易致使诸如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滋生，严重危害该群体

的心理健康。而在影响民众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应激诸多因素中，无法忍受不确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作为人们对不确定性情境或事件进行感知、解释和反应的认知偏差，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情

绪和行为反应。相关研究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有效预测了青少年的负面情绪，风险感知和社会排斥等

负面心理(Li, et al., 2021)，返校大学生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其不良心理健康状况(失眠、焦虑、抑郁等)
有明显的相关性(Zhuo et al., 2021)。 

另外，学界认为心理弹性(psychological resilience)作为一种克服困难和适应特殊性环境的个人品质，

可以保护个体免遭逆境或者挫折的影响。在 COVID-19 传播期间，心理弹性可以改善社会成员对于疫情

的消极态度与不良认知，从而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Ben Salah et al., 2021)。心理弹性高的个体能够更快地

适应环境的变化，对病毒认知的正确性也更高，同时会积极采取防控措施(Hou et al., 2021)。 
为了解农村居民的心理应激状况，因此文本将对来自贵州省的部分农村居民展开调查，通过对其无

法忍受不确定性、心理弹性与心理应激为间关系的细致分析，就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以期为

改善农村居民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心理应激和域内今后开展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1.2. 三者的关系探讨 

1.2.1.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心理弹性 
许多研究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高的个体更容易产生焦虑和忧郁等情绪。Christopher (2020)发现被测

大学生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与他们自身的焦虑状态有关。Wilson 等(2020)研究发现在对普遍焦虑症

的患者进行无法关于忍受不确定性的认知行为疗法和基于正念的心理干预之后，患者呈现出良好的转变。

而心理弹性在许多研究发现其对个体的压力、焦虑和忧郁等问题起到缓解作用。如丁岩等(2021)发现患者

的心理弹可以缓解由于不可控因素增加时产生的心理压力，维护心理健康。可见，心理弹性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缓解不确定环境带中的心理问题。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1：农村居民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其

心理弹性能够起到显著的影响效应。 

1.2.2.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心理应激 
一般而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许多学者

进行了大量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研究。研究发现，相较疫情前，在临床中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程度更高

的焦虑症患者对于暴露外界环境中更为害怕，对于医学上采取的治疗方法则更为抵触(McKay, Minaya, & 
Storch, 2020)。对 COVID-19 的担忧与强迫症、健康焦虑症状及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均呈中度正相关，无法

忍受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对 COVID-19 传播的担忧与强迫症和健康焦虑症状之间的联系。因此，

可以说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心理应激具有一定的关系。基于此，提出研究假设 2：农村居民的无法忍受

不确定性对其心理应激能够起到显著的影响效应。 

1.2.3. 心理弹性与心理应激 
作为一种保护机制，心理弹性可以帮助个体克服不确定环境中的心理压力。在面对诸如新冠肺炎等

具有高传染性与高爆发性特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护士群体会有不同程度的压力反应和创伤后应激

障碍，而心理弹性高的个体会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方式(高永莉等，2020)。说明心理弹性高的个体能够更好

地适应不确定性的疫情环境，并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基于此，提出假设 3：农村居民的心理

弹性在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应激心理的影响过程中能起到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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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被测对象的选定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从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 23 个乡镇中抽取出黄板镇、长

兴堡镇、盘信镇、乌罗镇、寨英镇、世昌乡 6 个乡镇，再从黄板镇选取 2 个行政村、其余各乡镇分别选

取 1 个行改村进行调研，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访员与村委会工作者开展入户调查与网络

补充调查。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599 份，回收有效问卷 493 份，有效回收率为 82.3%。 
被试中，平均年龄为 31.29 士 11.82 岁；男性 234 人，女性 259 人；外出务工者 214 人，非外出务工

者 279 人；少数民族 346 人，汉族 147 人；受教育程度多为初中(37.3%)与高中(34.5%)；婚姻状况多为未

婚者(48.3%)；月收入状况则多为集中于 4000 元以下(73.0%)。 

2.2. 研究工具 

2.2.1.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 
被测农村居民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测量采用 Carleton 等学者(2007)编制、吴莉娟等(2016)修订的中文

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IUS-12)得以进行。该量表由预期性行为(对未来事件的害怕所产生的行为)、抑

制性行为(对不确定性所产生的经验性行为)以及预期性情绪(对未来不确定性事件所产生的情绪)三个维

度共 12 个题项所组成。鉴于研究对象的认知特性，故在本研究中不作区分鉴于研究对象的认知特性，本

研究中不作细化区分，各题项均采用 4 点计分，按相关描述的持续程度进行赋值(“1 = 较少”至“4 = 持
续”)，计分范围为 12~48 分，得分越高即个体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水准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信度较好。 

2.2.2. 心理弹性量表 
被测农村居民心理弹性的测量通过 Connor 和 Davidson (2003)编制、Campbell-Sills 和 Stein (2007)修

订的简化版心理弹性量表(CD-RISC-10)得以进行。该量表共由 10 个题项组成，各题项均采用 4 点计分，

按相描述的持续程度进行赋值(“1 = 较少”至“4 = 持续”)，计分范围为 10~40 分，得分越高即个体的

心理弹性水准越高。原始研究中，中文版 CD-RISC10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 0.90 (高永莉等，2020)。本研

究根据被测对象的社会文化特性对原始量表中的相关题项进行优化，以更全面地掌握被测对象在疫情期

间的心理弹性。经检验，被测农村居民心理弹性的信度为 0.89，即内部一致性较为良好。 

2.2.3. 应激行为量表 
本研究对被测农村居民心理应激的测量借助陆潭晟和许昌德(2020)编制的 COVID-19 应激行为量表

(COVID-19 Stress Scale)进行。该量表依托应激行为的理论根源，以个体受疫情影响所出现的生理、心理

及社会性行为等指标为观测项，旨在对诸如新冠病毒之类严重突发性事件所造成的应激反应及相行为进

行测定。该量表由认知性评价、情绪性恐慌和防御性行为 3 个维度共 12 个题项所组成，各题项均采用 4
点计分，按相矣描述的符合程度进行赋值(“1 = 完全不符”至“4 = 完全符合”)，得分越高，相应的心

理应激程度则越强。经检验，被测对象心理应激整体内部一致性为 0.78，其中，认知性评价维度 0.85，
情绪性恐慌维度 0.75，防御性行为维度 0.87，各维度的内在信度皆良好。 

2.2.4. 一般情况调查表 
自编的一般情况调查表主要为测量农村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民族、

务工、月收入、职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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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统计方法 

回收数据通过 SPSS 24.0 和 Amos24.0 统计程序进行处理，使用 α = 0.05 的显著性水准以确保分析结

果的可信度。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来获取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心理弹性变量与被测的认知性评价、情绪性

恐慌和防御性行为的相关性与预测性，并使用 bootstrap 方法和路径分析的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偏差方法检验 

应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将所有题项负荷于一个因子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有 6 个，且首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 32.19%，说明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心理弹性和心理应激各维度(认知性评价、情绪性恐慌、防御性行为)相关分析结

果(表 1)表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心理弹性、认知性评价和防御性行为呈负相关(p < 0.001)，与情绪性

恐慌呈显著正相关(p < 0.001)。 
 

Table 1. The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all variables 
表 1. 无法忍受确定性和心理弹性与心理应激各维度的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5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2.30 (0.56) 1     

心理弹性 2.48 (0.60) −0.358*** 1    

认知性评价 2.86 (0.76) −0.484*** 0.624*** 1   

情绪性恐慌 2.66 (0.65) 0.487*** −0.329*** −0.244*** 1  

防御性行为 2.77 (0.78) −0.488*** 0.599*** 0.790*** −0.188*** 1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心理弹性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心理应激之间的中介效应 

根据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疫情期间农村居民的无法忍受

不确定性(β = −0.11, p < 0.05)则对其心理弹性起着显著的消极影响，即被测对象由疫情所产生的对于自身

行为或生活的不确定性越高，其心理弹性的活性化水平则越低。继而可以得出“农村居民的心理弹性更易

受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消极影响”这一结果。至此，假设一成立。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心理弹性分别对心理应激的三个维度即“认知性评价(β = −0.11, p < 0.05; β = 

0.41, p < 0.001)，情绪性恐慌(β = 0.48, p < 0.001; β = −0.23, p < 0.001)，防御性行为(β = 0.39, p < 0.001)”
均具有显著影响效应。说明了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心理弹性均是影响疫情心理应激的关键因素，故假设

二“农村居民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其心理应激能够起到显著的影响效应”成立。 
表 2 显示当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心理弹性共同投入回归模型中时，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认知性评价

和防御性行为的影响不再显著，而对情绪恐慌的 β 值变小，说明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心理应激之间存在

心理弹性中介效应。为进一步验证该效应，使用 Amos 24.0 进行路径分析检验各个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

并用 Bootstrap 法心理弹性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心理应激间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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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rural residents’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psychological stress 
dimensions 
表 2. 农村居民心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心理弹性与心理应激各维度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R R2/ΔR2 F (df) β t 

心理弹性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0.5 0.25/0.24 17.88*** −0.11* −2.17 

认知性评价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0.69 0.48/0.47 48.57*** −0.11* −2.38 

情绪性恐慌 0.51 0.26/0.24 18.59*** 0.48*** 9.19 

防御性行为 0.67 0.45/0.44 44.16*** −0.12** −2.73 

认知性评价 

心理弹性 

0.77 0.60/0.59 78.88*** 0.41*** 12.27 

情绪性恐慌 0.41 0.17/0.15 10.74*** −0.23*** −4.78 

防御性行为 0.75 0.56/0.55 67.81*** 0.39*** 11.23 

认知性评价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心理弹性 

0.77 0.60/0.59 71.40*** −0.06 
0.40*** 

−1.51 
12.08 

情绪性恐慌 0.53 0.28/0.27 19.13*** 0.46*** 
−0.19*** 

8.90 
−4.25 

防御性行为 0.75 0.56/0.55 61.76*** −0.08 
0.38*** 

−1.95 
11.01 

 
结合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负向预测被测的心理弹性和心理应激，而心理弹性正向

预测被测的心理应激，并且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通过心理弹性影响心理应激。可见，心理弹性在其无法忍

受不确定性对心理应激的影响中起中介效应。至此，判定假设 3 成立(见表 3，图 1)。 
 

 
Figure 1.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between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stress 
图 1. 心理弹性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心理应激之间的中介作用 

 
Table 3.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表 3. 心理弹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效应值 Se BootLLCI BootULCI 

认知性评价 −0.14 0.06 −0.26 −0.03 

情绪性恐慌 0.55 0.61 0.44 0.68 

防御性行为 −0.17 0.06 −0.29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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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心理应激的关系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社会中的高度不确定性不断发酵。在此环境之中，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居民的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更是持续浮上，从而影响其对疫情的正确认知与判断(白晓路等，2021；赵霞等，2020)
就本研究的分析结果而言，被测农村居民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处于较高水平，且对其疫情心理应激起着

显著性的消极影响，不断降低其对疫情的认知，滋生情绪性恐慌，阻碍疫情防御性行为的正确行使。无

法忍受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农村居民对 COVID-19 传播的担忧与强迫症和健康焦虑症状之间的

联系(Wheaton et al., 2021)。由此可推，不仅新冠疫情，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农村居民的无法忍受不

确定性水平皆将有所上升，并对其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应激产生消极影响，不利于渡过眼前危机。故有关

部门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水平，以此来提升其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认知水平，舒缓对

恐慌情绪，并促使其采取正确的应对行为，最终提升农村居民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能力，有效降低农

村地区突发公共事件的风险。 

4.2. 心理弹性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心理应激的中介效应 

另外，心理弹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有助于个体顺利度过危机事件。本研究中农村居民的心理弹性

对其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应激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两条路径：首先，心理弹性作为一个单独的因子，影响着

农村居民对疫情的认知性评价、情绪性恐慌和防御性行为，并有效缓解疫情带来的心理问题(和青森等，

2021)。从这一路径上来看，随着农村居民心理弹性的升高，其对于新冠疫情的合理认知性水平和有效防

御性行为都会增加，对疫情的恐慌情绪亦将显著下降，从而更好地度过新冠危机(张持晨等，2020)。 
其次，心理弹性作为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应激影响过程中的中介因素，

即农村居民的心理弹性能够有效干预无法忍受不确定性(Shapiro et al., 2020)，从而最终影响改善农村居民

的心理应激。在诸如新冠疫情的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初期，农村居民更多地只能依靠自己，无法直接、立

刻获取来自改府或其它社会组织的救助。因此，可通过提升农村居民的心理弹性来消解无法忍受不确定

性所带来的负性影响，从而有效提升其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能力。因此，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将促

进心理弹性的活动应列入提供心理健康帮助的战略中(Riehm et al., 2021)。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几点有待进一步完善。本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本研究采取

横向研究，无法对农村居民无法忍受确定性、心理弹性和心理应激三者之间的关系作出更深一层的解释。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将不同时期的横向研究相结合，更好地解释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二，由于调

研期间正值农村疫情复发阶段，许多地区不允许外来人员进入，加上入户调研的成本高、效率低和多数

调查对象无法单独完成线上问卷，因此本研究最终抽取的样本量较少，无法代表我国全部的农村居民。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将分区域进行研究，比较我国东西部农村居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应激的差异。

第三，由于样本量较少并且被测对象之间差异较大，本研究没有对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三个维度做出具

体划分，在今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过扩大样本量等方式来进一步考察简版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

在我国农村居民中的适用性，并对农村居民无法忍受不确定性的三个维度具体划分，从而更进一步了解

农村居民无法忍受不确定的现状。 

5. 结论 

本研究主要探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心理弹性与心理应激之间关系，结论如下： 
1) 无法忍受确定性和心理弹性与心理应激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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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能够负向预测其心理弹性。 
3) 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负向预测疫情认知性评价和防御性行为，正向预测情绪性恐慌；心理弹性正向

预测疫情认知性评价和防御性行为，负向预测情绪性恐慌。 
4) 心理弹性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认知性评价、情绪性恐慌和防御性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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