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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将英文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恐惧量表（FCV-19S）汉化，并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方法 对英

文版 FCV-19S 进行翻译和跨文化调适，形成中文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恐惧量表（FCV-19S-C）。通过在线平台发放问

卷 334 份，调查工具包括 FCV-19S-C、抑郁 -焦虑 -压力量表中文精简版（DASS-C21）、事件影响量表（IES-R）和

公众污名量表。通过调查数据分析 FCV-19S-C 的信度与效度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恐惧情绪的影响因素。结果 中文 
版 FCV-19S-C 包含 7 个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到 1 个公因子，反映 FCV-19S-C 量表所有条目属于 1 个维度，该

公因子能解释量表总变异的 69.5%，各条目因子的载荷为 0.780～0.873，反映量表结构效度良好。FCV-19S-C 总分与

DASS-C21 总分和 IES-R 总分呈正相关（r＝0.403、0.471，P 均＜0.01）），反映量表有良好的共同效度。FCV-19S-C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4，信度良好。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心理的影响程度和对家庭收入

的影响能预测 FCV-19S-C 总分的变化（β＝0.62、0.20，P 均＜0.01），FCV-19S-C 总分能预测公众污名量表总分的变化 

（β＝0.37，P＜0.01）。结论 FCV-19S-C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了解我国公众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恐惧情

况的工具。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恐惧与家庭收入损失和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公众污名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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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fear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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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translate the English version of fear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scale  
(FCV-19S) into Chinese and assess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ethods FCV-19S was translated and culture-adapted to 
form a Chinese version of fear of COVID-19 scale (FCV-19S-C). A total of 334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online, including  
FCV-19S-C, Chinese version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 (DASS-C21), impact of event scale-revised (IES-R) and 
public stigma scale.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FCV-19S-C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VID-19 fear were analyzed 
with the survey data. Results FCV-19S-C contained 7 items. One common factor was extracted b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reflecting that all items in the scale belonged to the common factor, which could explain 69.5% of total variation. The load of 
item factors ranged from 0.780 to 0.873, showing good construct validity. The total score of FCV-19S-C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otal scores of DASS-C21 and IES-R (r＝0.403 and 0.471, both P＜0.01), indicating that the scale had good concurrent 
validity. The Cronbach’s α coefficient of FCV-19S-C was 0.924, showing good reliability.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es of COVID-19 on the psychological level and family income could predict the total score of FCV-19S-C (β＝0.62 
and 0.20, both P＜0.01). The total score of FCV-19S-C could predict the total score of the public stigma scale (β＝0.37, P＜0.01). 
Conclusion FCV-19S-C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can be used as a tool to understand the public fear of COVID-19 
in China. The fear of COVID-19 is related to the loss of family income and the public stigma of COVID-19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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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底 至 今，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肺 炎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席卷全球。

据 WHO 统计，截至 2021 年 2 月 9 日，COVID-19
全球累计确诊 106 643 519 人，累计死亡 2 330 839
人［1］。中国大陆累计确诊 89 720 人，累计死亡 
4 636 人［2］。COVID-19 流行期间，患者、医务人

员和公众普遍存在恐惧心理［3］。为了测量公众对

COVID-19 的恐惧情绪，Ahorsu 等［4］在国际上较

早编制了 COVID-19 恐惧量表（fear of COVID-19 
scale, FCV-19S）。此后，多国的研究者对该量表进

行了翻译和信度与效度检验，但目前尚未见该问卷

的汉化研究。

情绪和态度往往具有密切联系，对传染病的

恐惧情绪可能会引发对传染病患者的负面态度甚

至公众污名（public stigma）。公众污名指当个体

具有某种不被社会所期望的特征时，公众会对这些

个体产生负面的态度，导致社会对其产生不公正待

遇，表现为社会刻板印象、偏见及歧视等［5］。既

往研究发现，93% 的埃博拉出血热患者受到污名影

响，如遭到他人的言语虐待和感到他人对自己的恐 
惧［6］。对艾滋病患者的研究发现，污名现象广泛存

在于个人、家庭、医疗、媒体等诸多领域，并且这

一现象阻碍艾滋病的有效防治，甚至损害了社会平

等［7］。在此次 COVID-19 疫情期间，已出现了标签

污名现象［8］。

本研究旨在汉化 FCV-19S 并对其进行信度

与效度检验，以验证其能否作为测量中国公众对

COVID-19 恐惧情绪的工具，同时明确恐惧与污名

化之间的关系。

1 对象和方法

1.1 调查对象 于 2020 年 10 月对某军医大学新

生发放问卷，通过问卷星在线收集数据。在剔除

规律作答、作答不完整、作答时间不足 5 min 的问

卷后，共收集有效问卷 334 份。问卷基本信息除了

年龄、性别等人口学信息外，还包括 COVID-19 对

生活、心理、家庭收入的影响等。要求调查对象

以 1～10 分评价 COVID-19 对生活和心理的影响，

分数越高代表影响越大；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分为

“有”和“无”2 个选项。334 名调查对象中，男

120 人（35.9%），女 214 人（64.1%）；年龄≤25 岁 
94 人（28.1%），26～45 岁 144 人（43.1%），≥46 岁

96人（28.7%）；COVID-19对生活的影响得分为 1～ 

5分者 166人（49.7%），6～10分者 168人（50.3%）；

COVID-19 对心理的影响得分为 1～5 分者 214 人

（64.1%），6～10 分者 120 人（35.9%）；对家庭

收入有影响 146 人（43.7%），对家庭收入无影响

188 人（56.3%）。

1.2 FCV-19S 汉化及跨文化调适 采用改良的

Brislin 模型［9］对原问卷进行翻译和跨文化调适。

（1）翻译：由熟练掌握英文和中文的 1 名心理学

博士和 1 名心理学专业本科生分别对 FCV-19S 进

行独立翻译。（2）校对：由 1 名心理学教授对 2
份独立的翻译版量表进行整合，选择合适的翻译，

形成翻译校对版。（3）回译：邀请 1 名未接触原

问卷且具有英语专业背景的心理学硕士对翻译校

对版的量表进行回译。（4）审核：课题组所有人

员对翻译过程中不同版本的翻译、校对、回译资

料进行审核分析和讨论，完成对量表的修饰，得到

1 个包含 7 个条目的中文版 COVID-19 恐惧量表

（Chinese version of fear of COVID-19 scale, FCV-
19S-C）。该量表的各个条目均采用 Likert 5 级计

分法进行评分，分数越高表明调查对象越同意相关

条目。

1.3 校标工具及污名量表

1.3.1 抑郁 -焦虑 -压力量表中文精简版（Chinese 
version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21; 
DASS-C21） 全量表由抑郁、焦虑、压力 3 个分

量表组成，每个分量表包含 7 个条目，反映与抑

郁、焦虑、压力反应相关的 7 个症状，要求调查对

象回顾过去 1 周内是否出现相应问题，采用 Likert 
4 级计分法进行评分。各分量表的条目总分反映调

查对象的抑郁、焦虑及压力程度，分数越高代表抑

郁、焦虑及压力越严重，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

效度［10］。本研究中 DASS-C21 的 Cronbach’s α系

数为 0.96。
1.3.2 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impact of event scale-
revised, IES-R） IES-R 中文版由郭素然等［11］于

［ Key words ］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fear; scale; reliability; validity
［Acad J Sec Mil Med Univ, 2021, 42(7): 778-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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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翻译，表现出很好的信度与效度。IES-R
分为侵扰、唤醒和回避 3 个维度共 22 个条目，

其中侵扰维度含 6 个条目、唤醒维度含 8 个条

目、回避维度含 8 个条目，要求调查对象回顾近 
1 周的真实体验，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进行评

分。量表总分反映 COVID-19 对调查对象心理影

响的程度，得分越高，出现侵扰、唤醒和回避的

频率越高，事件影响越大。本研究中，IES-R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
1.3.3 公众污名量表 本研究使用的公众污名量表

改编自周佳悦［12］编制的艾滋病污名量表，将原量

表中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改为对 COVID-19 患者的

态度。该量表共 13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

进行评分，其中条目 1、6、7、12、13 为反向计分。

通过计算量表总分反映公众对 COVID-19 患者的污

名态度，分数越高代表公众污名越强。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3。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量表得分采用 x±s 表示。采用 Pearson 积

差相关分析验证 FCV-19S-C 各条目得分与量表总

分的相关性，确定条目的区分度；使用探索性因子

分析和校标关联效度验证量表效度；采用内部一

致性检验（Cronbach’s α系数）验证量表信度。采

用 ROC 曲线评估 FCV-19S-C 得分区分事件造成的

心理影响的意义，并通过约登指数确定其最佳临界

值。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检验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对

FCV-19S-C 得分的预测作用，采用 Pearson 积差相

关分析和线性回归分析检验 COVID-19 恐惧和污名

化之间的关系。所有检验均采用 334 名被试的数据

进行。检验水准（α）为 0.05。

2 结 果

2.1 条目区分度分析 FCV-19S-C总分为（16.42± 

7.41）分，7 个条目得分分别为（2.88±1.33）、

（2.66±1.31）、（1.86±1.13）、（2.59±1.50）、

（2.47±1.25）、（1.86±1.12）、（2.10±1.26）
分。采用条目得分 -量表总分相关性的方法进

行条目区分度分析，结果显示所有条目得分均

与量表总分呈正相关（r＝0.511～0.864，P 均＜ 
0.01）。说明各个条目对调查对象心理特征有很好

的区分度。

2.2 信度与效度分析 将 FCV-19S-C 的 7 个条目

纳入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915，
Bartlett’s 球形检验 P＜0.05，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

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根据特征根＞1 的

标准提取公因子，结果发现 7 个条目属于 1 个维

度，该维度可以解释量表总变异的 69.5%。各项

目的共同度均＞0.6，在公因子上的载荷均＞0.7，
反映量表结构效度良好（表 1）。以 DASS-C21
［总 分 为（8.39±10.77） 分］ 和 IES-R［总 分

为（12.40±13.73） 分］作 为 效 标， 考 察 FCV-
19S-C 的效标关联效度，结果显示 FCV-19S-C 与

DASS-C21 和 IES-R 均呈正相关（r＝0.403、0.471，
P 均＜0.01），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关联效

度。FCV-19S-C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24，说

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表 1 FCV-19S-C 各条目的公因子载荷和共同度

Tab 1 Common factor load and communality of each item of FCV-19S-C

Item (in English) Item (in Chinese) Load Communality

1. I am most afraid of coronavirus-19. 1. 我非常害怕新冠肺炎。 0.780 0.608

2. It makes me uncomfortable to think about 
 coronavirus-19.

2. 一想到新冠肺炎我就觉得不舒服。 0.830 0.689

3. My hands become clammy when I think about 
 coronavirus-19.

3. 当我想到新冠肺炎时，我会出冷汗。 0.808 0.653

4. I am afraid of losing my life because of coronavirus-19. 4. 我害怕因为新冠肺炎丧命。 0.837 0.700

5. When watching news and stories about coronavirus-19 
 on social media, I become nervous or anxious.

5. 当我在媒体的新闻和报道中看到新冠

 肺炎相关的消息，我会觉得紧张和焦虑。

0.845 0.714

6. I cannot sleep because I’m worrying about getting 
 coronavirus-19.

6. 我因为担心感染新冠肺炎而睡不着。 0.860 0.739

7. My heart races or palpitates when I think about getting 
 coronavirus-19.

7. 一想起新冠肺炎，我的心跳就会加速。 0.873 0.761

FCV-19S-C: Chinese version of fear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scale.



书书书

　　 　

　　 　 　　　 　 　　　 　

· 781 ·

2.3 FCV-19S-C 总分区分事件造成的心理影响的

意义 在 IES-R 中，回避和侵扰维度总分＞8 分说

明调查对象受到事件的影响较大，即 IES-R 结果为

阳性。为判断 FCV-19S-C 总分的临界值，以 IES-R
结果为检验变量，进行 ROC 曲线分析（图 1），

结 果 显 示 AUC 为 0.711（95% CI 0.655～0.767， 
P＜0.01），说明 FCV-19S-C 得分区分事件造成

的心理影响有意义。通过约登指数确定该量表总

分的最佳临界值为 16 分，此时量表的灵敏度为

66.7%，特异度为 66.3%，阳性预测值为 66.7%，阴

性预测值为 66.3%。如果调查对象的该量表总分≥ 

16 分，说明其恐惧水平高；调查对象总分＜16 分，

则恐惧水平低。根据这一标准，本研究 334 名调

查对象中有 47.9%（160/334）FCV-19S-C 总分≥ 

16 分，处于高恐惧水平。

F＝29.24，P＜0.01）。

2.5 COVID-19 恐惧与污名的关系 Pearson 积差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FCV-19S-C 总分与公众污名量

表总分呈正相关（r＝0.37，P＜0.01）。进一步以

FCV-19S-C 总分为自变量，以公众污名量表总分为

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FCV-19S-C 总分能

够预测公众污名量表总分的变化（β＝0.37，t＝7.34， 
P＜0.01），能够解释公众污名量表总分 14% 的变

异（R2＝0.14，F＝53.89，P＜0.01）。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FCV-19S-C 信度与效度良

好，可作为评估 COVID-19 恐惧水平的可靠工具。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FCV-19S-C 仅包含 1
个维度，与意大利语版［13］和孟加拉语版［14］FCV-
19S 的维度一致，但与希伯来语版 FCV-19S［15］ 

的结果不一致。在以色列人群中，希伯来语版

FCV-19S 经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首个公因子能

解释 53.71% 的总变异，而两因子结构的解释率达

到 65.76%，比单因子多出 12.05%，因此研究者提

出了 COVID-19 恐惧的两因子模型——情绪恐惧

反应和躯体恐惧反应，其中有 4 个条目反映情绪恐

惧反应，另外 3 个条目反映躯体恐惧反应［15］。本

研究发现，FCV-19S-C 与希伯来语版 FCV-19S［15］

存在因子结构上的差异，原因可能与参与调查的人

群、样本量及两国文化的差异有关。

对人口学因素的分析发现，只有 COVID-19
对心理的影响程度和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2 个因素

能够预测 COVID-19 恐惧水平。其中 COVID-19
对家庭收入的影响这一因素在其他研究中报

道不多，有研究发现 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

合征流行期间大众的心理问题与收入损失相 
关［16］。焦虑、创伤、压力等心理问题也容易随着

收入的减少而出现［17-20］。COVID-19 造成的社交距

离限制和隔离等因素导致了很多人收入减少，本研

究揭示了这种收入损失与心理恐惧感的关系。

此外，本研究显示对 COVID-19 的恐惧情绪与

公众污名化相关，提示在当前疫情高发、民众恐

惧感较高的时期，也易形成对 COVID-19 患者的公

众污名。近期一项研究发现，在 1 655 名约旦民众

中，52.7% 的调查对象对 COVID-19 表现出恐惧，

64.8% 对 COVID-19 患者表现出公众污名［20］，提示

COVID-19 恐惧和污名化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 1 FCV-19S-C 总分区分事件造成的心理影响的 

ROC 曲线分析

Fig 1 ROC curve analysis of FCV-19S-C score 

distinguishing psychological impact by events
FCV-19S-C: Chinese version of fear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scale; ROC: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2.4 COVID-19 恐惧的影响因素 以年龄、性别、

COVID-19 对生活的影响程度、COVID-19 对心

理的影响程度、COVID-19 对家庭收入是否有影

响为自变量，以 FCV-19S-C 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回

归分析（方差膨胀系数均＜10），结果显示只有

COVID-19 对心理的影响程度和对家庭收入的影

响具有预测 FCV-19S-C 总分的作用（β＝0.62、

0.20，t＝9.06、4.31，P 均＜0.01），2 个自变量能

够解释 FCV-19S-C 总分 30% 的变异（R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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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研究调

查对象男女比例不均衡，女性多于男性，样本可能

缺乏代表性。其次，本研究样本类型单一，缺少

COVID-19 患者和密切接触者样本。最后，本研究

为横断面调查研究，没有评估 FCV-19S-C 在一段时

间内的稳定性。后续可对调查对象开展纵向研究，

为工具可靠性提供进一步证据。

综上所述，FCV-19S-C 具有良好的测量学

指标，可以作为了解我国公众对 COVID-19 恐

惧情况的工具。我国公众对 COVID-19 的恐惧

与 COVID-19 暴 发 造 成 的 家 庭 收 入 损 失 和 对

COVID-19 患者的公众污名有关。在当前疫情常态

化时期，应注重减少公众对 COVID-19 的恐惧和 
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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