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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出在阵风干扰下，串级 PID 控制器的

滚转角、俯仰角和偏航角跟踪误差较大，滚转角的跟踪误差范围

在 -9.1 ～ 19.8，俯仰角的跟踪误差范围在 -9.4 ～ 19.6，偏航角的

跟踪误差范围在 -9.7-9.3。相比之下，趋近律滑模控制器的跟踪

误差明显减小。如图3所示，滚转角的跟踪误差范围在-1.9～ 2.8，

俯仰角的跟踪误差范围在 -3.7 ～ 3.7，偏航角的跟踪误差范围

在 -6.1-6.8。对比可以看出，趋近律滑模控制器对于外界干扰具

有更强的鲁棒性，且响应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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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冠病毒疫情期间社会心理调查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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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至今，目前仍在全球各地流行

肆虐，尽管各国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防护，如采取隔离、停

课停工、禁止聚集等方式使人们保持健康、远离病毒。然而，这

些措施在保护的同时也使社会生活受到了冲击，并对人们的正常

心理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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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疫情防控措施带来社会生活改变而导致公众心理状况

变化，特设计了专项问卷，并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发放，调查时

间为 2020 年 4 月 20 日到 4 月 30 日，共收到有效问卷 584 份。全

部通过手机终端提交和参加。

问卷共设计问题 11 个，其中 8 道单选题，3 道多选题。主要

以选择题的方式呈现，部分选项（如选项“其他”）为个性化回

答内容。根据问卷反馈信息，我们可以分析如下：

一、基本信息

根据联合国年龄划分最新标准，13 岁及以下为幼儿及儿童。

14-18岁为少年（青少年）。19-25岁为青年人。25-64岁为成年人。

65 岁及以上则为老年人。

按照这个标准，采集到参与问卷的对象主要年龄分布在

26-64 岁成年人之间，占比为 85.96%。其次为 19-25 岁之间，占

比为 10.1%。具体信息如图 1：

图 1　参与问卷对象年龄分布图

由于成年人是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手机用户高

占比人群，从问卷对象来看数量较多。与社会实际人群分布基

本吻合。

从性别来看，女性占比 74.49%，男性为 25.51%。是否女性对

心理学以及心理调查具有更多兴趣，或居家期间，女性使用手机

时间更长有关系？有待证实。

二、状态描述

疫情期间，人们被迫居家进行学习与工作，多数人对此表示

能够接受并且对此期间可自由安排时间比较满意，占比 49.66%，

将近一半；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对于每日居家工作感到迷茫焦虑，

变得无目标、十分随性，占比 33.22%。部分选择“其他”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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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社会隔绝感到孤独，部分表示比平时上班更加忙碌。基本情 况参见表 1。

表 1　疫情期间学习工作心情感受

选项 小计 比例

A. 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方式 290 49.66%

C. 生活随性，不规律，有些迷茫焦虑 194 33.22%

B. 感到太单调，无聊郁闷 55 9.42%

D. 其他 : 45 7.71%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84

疫情期间，人们无法像以前那样外出，生活受到一定影响。

但多数人依旧认为“整体影响不大”，并积极听从指挥进行防疫。

另一部分人体验到居家的舒适，也坚信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由

此可见，大部分人对疫情的发展以及疫情居家的情况抱有积极乐

观态度。具体情况参见表 2。

表 2　对于疫情带来生活影响的个人态度

选项 小计 比例

A. 有一定影响，但整体影响不大，听从指挥就好 353 60.45%

B. 有些烦躁、郁闷，对疫情新闻事件敏感 71 12.16%

C. 怀念以往生活，悲伤，受较大影响有些焦虑 21 3.6%

D. 在家十分舒适，不觉得很糟，可以做想做的事 139 23.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84

疫情期间，人们对于疫情的发展还是有一定关注的，大多数

人关注十分密切，部分人进行偶尔适度的关注，仅有小部分人对

疫情发展没有太大兴趣，做好自己份内事即可。基本情况参见图2。

图 2　对于疫情发展的关注程度

综合来看，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状态多处于积极状态，选择

了积极防护并且心态放松，也有一部分人也感到恐惧，只有小部

分人表示无所畏惧。具体情况参见图 3。

图 3　人们对于疫情防控的总体心理状态

疫情期间，人们的情绪波动主要来源于社会新闻事件，同时

也有一定数量来源于无法外出见到朋友以及效率低下带来的罪恶

感。而选择了“其他”的人们多为情绪无波动，小部分为家务繁重。

基本情况参见图 4。

图 4　疫情期间影响情绪波动主要来源

三、影响描述

疫情期间，人们居家隔离时间大大加长，多数人通过互联网

和电子设备终端实现联系交流。人们多用网络学习、看视频以及

和朋友聊天，其中多数人们会对国际新闻或疫情相关报道有所关

注，小部分人则选择打游戏或其他娱乐方式（如瑜伽）度过独处

的时间。具体情况参见图 5。

疫情期间，因居家导致亲子相处时间剧增，人们的亲子关系



218 Vol. 3 No. 05 2020Frontier of higher education

探索与创新

多与往常一样，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因居家而关系更加融洽。具体 情况参见表 3。

表 3　疫情对家庭亲子关系的影响

选项 小计 比例

A. 与往常一样，没什么特别的 310 53.08%

B. 经常讨论问题，沟通增多且融洽 213 36.47%

C. 因小事也会争吵，矛盾增加 60 10.27%

其他 1 0.17%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84

疫情期间，多数人们居家工作学习效率与原先变化不大，几

乎没有影响。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们变得效率低下，较为焦虑。

仅有小部分人效率得到了提升并且感到充实。具体情况参见表 4。

表 4　疫情对工作 / 学习效率的影响

选项 小计 比例

A. 与原先一样，几乎不受影响 280 47.95%

B. 效率低下，无所事事，比较焦虑 213 36.47%

C. 效率有所提高，十分充实 91 15.58%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84

对于疫情带来的不同影响，人们多选择玩游戏看剧以及找亲

朋好友聊天来排解郁闷情绪，部分则选择听音乐或进行艺术创作，

仅有极小部分人选择了心理咨询进行情绪排解。部分选择“其他”

的人则由运动健身以及阅读书籍、学习来进行郁闷情绪的排解。

具体情况参见表 5。

表 5　应对疫情影响情绪应对方式

选项 小计 比例

A. 找亲朋好友聊天 310 53.08%

B. 听音乐，绘画写作 247 42.29%

C. 玩游戏，看剧等 323 55.31%

D. 找心理咨询或老师寻求帮助 20 3.42%

E. 其他 75 12.84%

本题有效填写人次 584

四、基本结论

本次疫情调查持续共计 10 天，基本中国国内疫情高峰及控制

后的时间。通过调查来看，本次疫情对人们心理还是产生了明显

影响。有一半左右的人明显感受到迷茫、恐慌和无聊。但是多数

人相信疫情不会改变社会基本向好发展，并能够积极听从指挥进

行防疫。社会处于有序和规范放弃控制之下，这得力于国家采取

果断正确的防疫措施。互联网和电子设备在本次疫情防控期间改

善人们的信息交流和情绪疏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部分人能够

通过正确的渠道排解和处理不良情绪。由此可见，疫情对社会群

体心理影响处于可控范围，对社会情绪产生的负面影响应该在较

短时间可以得以恢复。

五、调查思考

本研究调查结束之后的几个月，国际国内疫情还仍然持续并

有新的爆发和反复。就国内疫情来看，国人渐渐接受和适应这一

疫情持续的状态，即使局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的疫情突发情况，但

大家还是能保持正常的心态，积极地应对，同时，生活也正常地

进行。目前，全国国内几乎没有新的本土病例发生。人们的工作

生活也渐趋正常化，各行各业也基本恢复正常，大家越来越放松

下来。

然而，有些新的现象值得关注。例如，虽然商家、酒店、饭

馆等公共服务已经恢复正常营业，但是来往的客人还是很有限。

即使在某些疫情低发或无病例的地区，群众也都无形中形成佩戴

口罩的习惯，尤其在密闭空间更为明显。虽然政府不再强制这些

行为，但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潜意识的安全防护。部分地区户外

公园实行预约入园，即使户外场所游客比较多，但公园内服务游

客的食品店、餐厅或者休息场所，游客还是谨慎进入。另外，大

家在交往时也自然地会保持必要社交距离。

这些现象都反映出疫情对人们的心理产生的长远影响和行为

改变，有些影响是较为隐蔽的，但却可能会改变人们的长期行为

方式和心理习惯。这些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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