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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的编制与其标准化
王极盛1 ,韦筱青2 ,丁新华3

　　目前国内常用的成人心理健康评估工具之一为症状自评

量表 (SCL290) ,该量表的信度效度指标较好〔1〕。但由于该量

表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开发 ,包含比较广泛的精神病症状学

的内容 ,更适用于临床诊断和研究〔2〕。鉴于目前缺乏针对我

国普通成人所开发的心理健康量表的情况 ,作者在多年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适用于我国成人的心理健康量表。并对

该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 ,探索初步的常模资料 ,为国内成

人心理健康研究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有效评估工具。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对北京、河北、河南、广州和广西 1 303 名成人进

行调查 ,有性别标识的 1 210 人 ,有学历标识的 1 181 人 ,有年

龄标识的 1 180 人 ,有民族标识的 1 179 人 ,少数民族包括壮

族、苗族、瑶族、侗族、仫佬族、回族、满族和蒙古族。

112 　方法 　采用自编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 ,该量表共有

10 个分量表 ,分别为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心理承受力差、适

应性差、心理不平衡、情绪失调、焦虑、抑郁、敌对、偏执、躯体

化。整个量表共有 80 个问题 ,按 5 级记分 ,分别表示 1 :无、

2 :轻度、3 :中度、4 :偏重、5 :严重。

113 　统计分析 　采用集体测试的方法 ,分别对各地的被试进

行测试。采集的数据使用 SPSS 1010 统计软件进行整理与统

计处理。

2 　结 　果

211 　项目与总分的相关 　各个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分析

表明 ,各相关系数在 0133～0165 ,均达到了极其显著的水平

( P < 01001) 。

212 　信度检验 　

21211 　同质信度和分半信度 　本研究运用同质信度 (Cron2

bach a)与分半信度 ( Guttman 分半信度和 Spearman2Brown 分

半信度)来考察量表的信度 ,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 Cronbach a

在 0174～0197 之间 , Guttnan 分半信度在 0169～0193 之间 ,

Spearman2Brown 分半信度在 0170～0193 之间 ,表明总量表及

各分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21212 　重测信度 　对 43 名被试间隔 45 d 后进行重测 ,总量

表及 10 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依次为 0188 ,0188 ,0192 ,0188 ,

0195 ,0191 ,0193 ,0192 ,0193 ,0192。

213 　效度检验 　各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可以作为量

表的内容效度指标 ,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在 0177～

0189 之间 ,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214 　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的性别、年龄和学历差异比较 　

21411 　性别差异比较 　有性别标识的被试共 1 210 人 ,其中

男性 685 人 ,女性 525 人 ,对这 2 组被试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

t 检验。结果显示 ,在适应性差、心理不平衡、情绪失调、抑郁

和躯体化 5 个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除了在心

理不平衡因子上女性得分低于男性外 ,在其余 4 个因子上女

性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 ,因此 ,有必要建立性别常模。

21412 　年龄差异比较 　由于 60 岁以上的例数少代表性差 ,

剔除后余下 1 165 名被试 ,按照年龄段划分为 3 组 ,30 岁以下

323 人 ,31～40 岁之间 547 人 ,41～60 岁之间 295 人。对这 3

组被试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在情

绪失调和焦虑因子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年龄主效应。40 岁以

上组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 2 组的得分 ( P < 01001) ,因此有必

要建立年龄常模。

21413 　民族差异比较 　把有民族标识的 1 179 名被试按照

汉族和少数民族划分为 2 组 ,其中汉族 819 人 ,少数民族 345

人。对这 2 组被试的心理健康因子进行检验 ,结果表明 ,2 组

在各因子及总均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105) ,因此 ,没

有必要建立民族常模。

21414 　学历差异比较 　把有学历标识的被试 1 181 人按照

学历层次划分为 3 组 ,本科以上 (包括本科) 394 人 ,大专 512

人 ,中专及中专以下 275 人。对这 3 组被试的心理健康各因

子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发现在适应性差、情绪失调、焦虑、躯

体化和总均分上均存在显著的学历主效应 ,本科以上组的得

分显著低于其他 2 组的得分 ( P < 0105) ,因此 ,有必要建立学

历常模。

215 　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常模的建立 　

21511 　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的总体常模 (表 1)

表 1 　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的总体常模( n = 1 303 , �x ±s)

项　目 得分 项　目 得分

人际敏感 1175 ±0154 敌对 1163 ±0151

心理承受力差 2109 ±0161 偏执 1169 ±0150

适应性差 1193 ±0162 躯体化 1180 ±0159

心理不平衡 1163 ±0151 总分 143127 ±37197

情绪失调 1189 ±0164 总均分 1179 ±0147

焦虑 1176 ±0159 阳性项目数 40158 ±17196

抑郁 1174 ±0158 阳性项目均分 2149 ±0140

21512 　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的性别常模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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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的性别常模( n = 1 210 , �x ±s)

项　目 　男 ( n = 685) 　女 ( n = 525)

人际敏感 1174 ±0153 1175 ±0155

心理承受力差 2106 ±0160 2109 ±0160

适应性差 1189 ±0162 1197 ±0161

心理不平衡 1165 ±0152 1158 ±0149

情绪失调 1182 ±0162 1194 ±0163

焦虑 1173 ±0158 1178 ±0160

抑郁 1169 ±0156 1177 ±0160

敌对 1161 ±0151 1163 ±0150

偏执 1169 ±0150 1165 ±0147

躯体化 1175 ±0157 1184 ±0161

总分 141104 ±37150 144107 ±37180

总均分 1176 ±0147 1180 ±0147

阳性项目数 39133 ±18138 41143 ±17140

阳性项目均分 2148 ±0139 2147 ±0140

21513 　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的年龄常模 (表 3)

21514 　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的学历常模 (表 4)

表 3 　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的年龄常模( n = 1 165 , �x ±s)

项　目 < 30 岁 31～40 岁 41～60 岁

人际敏感 1177 ±0155 1177 ±0153 1170 ±0154

心理承受力差 2108 ±0156 2108 ±0161 2104 ±0160

适应性差 1192 ±0160 1192 ±0161 1192 ±0164

心理不平衡 1161 ±0149 1165 ±0150 1160 ±0155

情绪失调 1193 ±0165 1191 ±0163 1174 ±0159

焦虑 1181 ±0159 1178 ±0161 1165 ±0155

抑郁 1174 ±0159 1174 ±0156 1169 ±0159

敌对 1160 ±0147 1165 ±0152 1158 ±0151

偏执 1169 ±0147 1169 ±0147 1163 ±0154

躯体化 1174 ±0154 1182 ±0162 1178 ±0158

总分 143115 ±36162 145105 ±39124 138102 ±36154

总均分 1179 ±0146 1180 ±0147 1179 ±0145

阳性项目数 40187 ±16164 41114 ±18148 37106 ±17195

阳性项目均分 2147 ±0139 2151 ±0140 2148 ±0141

　　注 :30 岁以下 323 人 ,31～40 岁 547 人 ,41～60 岁 295 人

3 　讨 　论

研究结果表明 ,成人心理健康总量表及各分量表的信度

指标基本在 0170 以上 ,表明该量表的信度指标较好。效度检

验结果表明 ,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因此

总体来看 ,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的信度效度指标基本达到

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结果显示 ,在适应性差、抑郁、情绪失调和躯体化因子上

女性得分均显著高于男性 ,在心理在平衡因子上女性得分则

表 4 　中国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的学历常模( n = 1 181 , �x ±s)

项　目 本科以上 大专 中专以下

人际敏感 1170 ±0154 1176 ±0152 1178 ±0156

心理承受力差 2102 ±0161 2110 ±0158 2107 ±0162

适应性差 1180 ±0159 1196 ±0163 2101 ±0163

心理不平衡 1160 ±0151 1165 ±0150 1162 ±0153

情绪失调 1179 ±0161 1191 ±0163 1190 ±0162

焦虑 1168 ±0159 1180 ±0160 1177 ±0158

抑郁 1170 ±0158 1174 ±0157 1174 ±0160

敌对 1157 ±0151 1163 ±0149 1165 ±0151

偏执 1165 ±0148 1169 ±0146 1167 ±0153

躯体化 1170 ±0157 1182 ±0157 1185 ±0164

总分 137171 ±37113 144148 ±36138 144152 ±39169

总均分 1172 ±0146 1181 ±0145 1181 ±0150

阳性项目数 38101 ±18110 45158 ±17141 40190 ±18141

阳性项目均分 2145 ±0140 2149 ±0137 2150 ±0143

　　注 :本科以上学历 394 人 ,大专学历 512 人 ,中专以下学历 275 人

显著低于男性。可以看出 ,女性在适应性差、情绪失调、抑郁

和躯体化方面的心理问题要较男性明显。男性的心理不平衡

方面问题较为突出 ,这可能与男性的期望较高有关。对不同

年龄段成人心理健康的比较发现 ,40 岁以上组在情绪失调和

焦虑因子上的得分显著低于 40 岁以下组 ,这可能与不同年龄

阶段个体的生活任务不同有关。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

多 ,个体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在逐步提高 ,心态愈为平和。这些

都可能导致 40 岁以上组的成人较 40 岁以下组成人的情绪更

为稳定 ,焦虑情绪体验也相对较少。本科及本科以上组在适

应性差、情绪失调、焦虑、躯体化和总均分上的得分均显著低

于大专和中专及中专以下组 ,表现出学历越低心理健康问题

越突出的特点。

鉴于本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而研究被试来源于

北京、河北、河南、广州和广西 ,发达和落后地区兼顾、南方北

方交错 ,具有一定代表性 ,因此 ,可以考虑建立初步的常模。

在对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和学历被试的心理健康总均分及各

因子分进行差异检验发现 ,除了民族之外 ,不同性别、年龄和

学历组被试存在心理健康总均分及各因子分上存在差异。因

此 ,本研究所建立的成人心理健康量表的常模资料主要包括

总体常模、性别常模、年龄常模和学历常模 ,这可为我国成人

心理健康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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