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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考察自我韧性量表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指标 ,探讨其与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的关系 ,比较两者在中国人群

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在社区人群中施测自我韧性量表和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的中文版 ,以及自尊量表、生活满意度指数

A 问卷、大五人格问卷。结果 :自我韧性量表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77 ,略低于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自我韧性

量表与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的相关系数为 0. 61。在以自尊、生活满意度、大五人格为效标时 ,偏相关分析表明控制了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得分后 ,自我韧性量表与效标的相关未达到显著水平 (除大五人格的外向性维度外) ;但控制了自我

韧性量表得分后 ,Connor - Davidson 量表与效标的相关仍达到显著水平 (除开放性维度外) 。结论 :在我国人群的应用中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优于自我韧性量表 ,是值得推广的韧性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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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韧性是指个体面对逆境、创伤、威胁或其他生活重大压

力时的良好适应[1 , 2 ] 。从广义上看 ,韧性涉及个人应对、适

应逆境的动态过程 ;从狭义上看 ,韧性则指那些有利于个人

克服逆境的积极心理品质 ,此时 resilience 和 resiliency 为同义

词[3 ] 。

为了考察韧性的个体差异 ,研究者们编制了若干韧性量

表。例如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曾在美国的研究中显

示出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 ,并反映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

经过治疗后的全面改善状况 [4 ] 。在作者的先前研究中 ,该量

表中文版呈现出坚韧 (面对挑战时镇定自若、坚定不移、反应

敏捷、有控制感等) 、自强 (经历挫折后不仅能够复原 ,还能获

得发展和成长)和乐观 (对克服逆境有信心 ,从积极的角度看

待事情等)三个维度。信度指标令人满意 ,与自尊、生活满意

度以及大五人格这些效标量表的相关 ,也表现出良好的心理

测量学特性[5 ] 。另一个西方常用的测量工具 ———自我韧性

量表 ,因权威性高、篇幅简短、能与其他人格测验一同使用而

受到关注。研究表明韧性与智力的相关很低 ,高韧性个体在

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表现出高度的适应性 [6 ] 。最近使用该量

表的研究发现 ,高韧性个体利用积极情绪来调节心理状况 ,

并从消极事件中寻找积极的意义 [7 ] 。

虽然自我韧性量表在西方国家中得到重视 ,但从未应用

于我国人群。此外 ,即便在西方也尚未有研究考察各种韧性

量表之间的关系、比较它们的应用效果。本研究将首次修订

自我韧性量表中文版 ,考察其应用于我国人群时的信度和效

度。同时结合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中文版 ,探索两者

关系并比较应用效果 ,以筛选出有效的韧性量表 ,为我国的

韧性研究提供工具 ;同时 ,这一研究对于整合韧性领域的理

论、优化韧性测量工具也将具有重要意义。

2 　对象和方法

2. 1 　被试

被试来自辽宁省某社区 ,均自愿参加本研究。共发放问

卷 150 份 ,收回 130 份有效问卷。被试的年龄为 19～67 岁

(37 ±11. 1) 。男性占 43. 1 % ,女性占 53. 1 % ,另有 5 人未报

告性别。

2. 2 　测量工具

2. 2. 1 　自我韧性量表

自我韧性量表测量个体根据挫折和应激情境的需要而

调整自己行为的能力。共 14 个题目 ,如“受惊吓后我会很快

恢复”,“我喜欢面对新奇的情况”。采用四级评分 ,从 1 (很不

符合) 到 4 (很符合) 。该量表英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76 ,间隔 5 年的再测信度系数是 0. 67 (女性) 和 0. 51 (男

性) 。以加利福尼亚成人 Q 分类技术人格测量作为效标发

现 ,韧性与社交镇定和自信、关心他人、生活意义感、责任感、

压力下的适应性等有关 [6 ] 。

在中文版的修订过程中 ,首先征得编制者 Block 的同意 ,

然后请两位精通英文的心理学工作者 ,将量表项目由英文版

译为中文 ;再请另外两名精通英文的心理学工作者 ,将中文

回译成英文。在中英文一致性和中文的通顺性达到要求后 ,

最后确定中文版问卷。

2. 2. 2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

该量表测量有利于促进个体适应逆境的积极心理品质。

包含 25 个题目 ,如“由于经历过磨炼 ,我变得更坚强了”、“纵

然看起来没有希望 ,我仍然不放弃”、“在压力下 ,我能够精神

集中地思考问题”。采用 5 级评分 ,从 1 (很不符合)到 5 (很符

合) 。英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9 ,再测信度系数为

0. 87。施测于社区人群、门诊患者、精神障碍患者等时 ,该量

表与坚强、社会支持、压力感等的相关表明了其测量了理论

上预想的概念[4 ] 。

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 91。三因素结构 (坚韧、

自强、乐观) 较为合理。量表与自尊 ( r = 0. 49) 、生活满意度

( r = 0. 48) 、大五人格 (与 N 、E、O、A 、C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 0 . 47、0. 43、0. 27、0. 36、0 . 64) 的相关理想 ,说明中文版具有

良好的效标效度[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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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3 　自尊量表

该量表测量个体的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 [8 ] 。

英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88 [9 ] ,中文版为 0. 86[10 ] 。

2. 2. 4 　生活满意度指数 A 量表

测量个体目前的生活满意度 ,并将其与自己过去和他人

的情况相比较[11 ] 。研究发现中文版能够区分抑郁患者 [12 ] ,

也反映出抑郁患者经过心理和行为干预后的改善情况 [13 ] 。

2. 2. 5 　大五人格测验简版

测量神经质 (N) 、外向性 ( E) 、开放性 (O) 、宜人性 (A) 、认

真严谨性 (C)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4 ] 。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

系数为 0. 80 - 0. 91 ,再测信度系数为 0. 83 - 0. 93[15 ] 。

3 　结果

3. 1 　自我韧性量表的信度分析

14 个题目的自我韧性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 77 ,

分半信度为 0. 80。

3. 2 　自我韧性量表、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与效标量表

的关系

以自尊、生活满意度、大五人格作为效标 ,考察自我韧性

量表、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的效标效度。表 1 的结果

表明 ,两个韧性量表的得分与所有效标的相关均达到显著水

平 ,并且符合预期方向 (如与神经质 N 维度为负相关) 。
表 1 　自我韧性量表、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与效标量表的相关( r)

量表 自尊 生活满意度 N E O A C

自我韧性量表 0. 40 3 3 0. 28 3 3 - 0. 41 3 3 0. 46 3 3 0. 23 3 3 0. 31 3 3 0. 46 3 3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 0. 52 3 3 0. 49 3 3 - 0. 50 3 3 0. 42 3 3 0. 24 3 3 0. 37 3 3 0. 65 3 3

　　　　注 : 3 3 p < 0 . 01。

3. 3 　控制了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得分后 ,自我韧性

量表与效标量表的关系

对自我韧性量表和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得分进

行相关分析 ,发现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 61。为了便于比较 ,

本研究采用偏相关 ( Partial correlation) 分别考察每个韧性量

表与效标量表的关系。在表 2 中 ,控制了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得分后 ,自我韧性量表与自尊、生活满意度、大五人

格的相关大幅度下降 ,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外向性 ( E) 维度除

外。

3. 4 　控制了自我韧性量表得分后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

表与效标量表的关系

控制了自我韧性量表得分后 ,偏相关分析发现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与自尊、生活满意度、大五人格量表得分仍

达到显著水平 (开放性 O 除外 ,见表 2) 。
表 2 　自我韧性量表、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与效标量表的偏相关( r)

量表 自尊 生活满意度 N E O A C

控制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后

　　自我韧性量表 　　0. 08 　- 0. 04 　- 0. 13 　　0. 19 3 　　0. 10 　　0. 10 　　0. 08

控制自我韧性量表后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 0. 36 3 3 0. 40 3 3 - 0. 39 3 3 0. 25 3 3 0. 09 0. 24 3 3 0. 54 3 3

　　　　注 : 3 p < 0 . 05 ; 3 3 p < 0 . 01。

　　表 2 的结果表明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与自尊、生

活满意度、大五人格这些效标存在相关 ;但自我韧性量表与

效标无关 ,表 1 中的“假性”相关是由于自我韧性量表与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的相关造成的。

4 　讨论

　　随着韧性在心理健康、公共卫生、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

的应用 ,韧性的评估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韧性测量不仅可

以鉴别低韧性的儿童或弱势群体 ,而且还可以评价干预后的

改善状况[16 ] 。韧性量表的内容通常由有利于克服逆境的核

心品质组成 ,但不同的研究者又有不同的着重点 ,因此探讨

各种测量之间的差异并评价测量效果具有重要价值。

本研究首先考察自我韧性量表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指

标。结果发现 ,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 ,分半信度尚

可。但其内部一致性信度低于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

中文版。

在本研究中 ,自我韧性量表与 Connor - Davidson 量表出

现高相关 ( r = 0. 61) ,表明两者在测量内容上既存在一致性 ,

又出现差异。考虑到这种相互依赖关系 ,本研究引入了偏相

关的方法分别考察两个韧性量表与效标量表的关系。偏相

关分析比简单的相关分析更符合实际 ,它能够在多变量的情

况下 ,通过除去其他变量影响的形式 ,来确切地反映两个变

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 ,控制了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

表的得分后 ,自我韧性量表与自尊、生活满意度、大五人格的

相关系数大幅度下降 ,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大五人格的外向

性维度除外) 。但将自我韧性量表得分控制以后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与效标仍表现出中到高度的相关 ,且均达

到显著水平 (大五人格的开放性维度除外) 。该结果表明 ,自

我韧性量表的内容被涵盖在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中 ,

而后者的涵义更广泛、效标效度更令人满意。

值得注意的是 ,在偏相关分析中自我韧性量表仅与大五

人格的外向性维度 ( E) 相关。分析该量表内容发现 ,自我韧

性量表的一半题目涉及精力充沛、追求新奇体验、喜好社交

等外向性涵义 ,比如“人们都认为我是个精力充沛的人”、“我

的日常生活充满了令我感兴趣的事情”、“我喜欢面对新奇的

情况”。作者之所以如此设计 ,也许考虑到一些高韧性个体

应该富有热情和好奇心 ,渴望强烈刺激 ,喜欢生活变化 ,乐于

社交。实际上这些心理特点更适合于西方文化 ,但对中国人

群来说 ,坚忍、镇静、执著、控制、乐观、自尊、自信、适应性等

品质更能代表适应逆境时的积极心理资源。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虽然由美国研究者编制 ,但其题目涵盖了

以上适合中国人群的心理特征。因此本研究再次验证

Connor - Davidson 量表中文版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 ,

优于自我韧性量表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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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本研究发现当施测于我国人群时 ,自我韧性

量表中文版信度略差于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 ;而且控

制了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的得分后 ,自我韧性量表与

自尊、生活满意度、大五人格等效标无关 ,说明该量表并未涵

盖中国人群的韧性品质。与此相反 ,本研究再次发现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即便控

制了自我韧性量表得分后也是如此 ,该证据有力地表明

Connor - Davidson 韧性量表适合中国人群 ,值得推广使用。

但本研究仅仅是韧性量表比较的首次尝试 ,今后的研究还需

要增大样本量 (尤其是大学生被试) 来探索自我韧性量表的

信效度 ,以便于与美国研究结果相比较 ;同时还要将各种量

表比较的研究拓展到美国等其他文化 ,以深入分析韧性量表

的应用效果 ,并进一步确立适合跨文化比较的测量工具。

5 　结论

5. 1 　当施测于我国人群时 ,自我韧性量表中文版信度略差

于 Connor2Davidson 韧性量表。

5. 2 　控制了 (Connor2Davidson 韧性量表的得分后 ,自我韧性

量表与自尊、生活满意度 ,大五人格等效标无关 ,说明该量表

并未涵盖中国人群的韧性品质。

5. 3 　本研究再次发现 Connor2Davidson 韧性量表中文版具有

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即便控制了自我韧性量表得分后也是如

此 ,该证据有力地表明 Connor2Davidson 韧性量表适合中国人

群 ,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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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ison bet ween the Chinese Version of Ego2Resil iency Scale and
Connor2Davidson Resil ience Scale

Y u Xiaonan1 ,2 , Zhang Jianxi n1

(1 Center for Epidemiology and Biostatistics ,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 Chinese Universit y of Hong Kong , Hong Kong)

(2 Key Lab of Mental Health ,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 100101)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psyc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Ego2Resiliency Scale , its relationship with Connor2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Chinese people , the Ego2Resiliency Scale , Connor2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 Self2Esteem Scale , Life

Satisfaction Index A , and NEO2Five Factor Inventory were administered to community peopl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ternal consistent

coefficient of Ego2Resiliency Scale was 0. 77 , which is lower than that of Connor2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Ego2
Resiliency Scale and Connor2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was 0. 61. When validated against self2esteem , life satisfaction , and the five2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Ego2Resiliency Scale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se validating indicators ( except for the E of the five2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after the control over the Connor2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in partial correlation. However , Connor2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was still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validating indicators (except for the O personality) after the control over Ego2Resiliency Scale. Our conclusion is that

Connor2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is more effective than Ego2Resiliency Scale in application to Chinese people ; Connor2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is a

valuable instrument to measure resilience.

Key words : Ego2Resiliency Scale , Connor2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 psychometric studies , reliability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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