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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简化版 PAD情绪量表在京
大学生中的初步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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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考察中文简化版 PAD情绪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适用性。方法 : 选取北京地区

1000名大学本科生为被试 , 采用信度分析、项目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考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结构

效度。结果 : 愉悦度、激活度和优势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 0185、0158和 0172; 各项目与其所属维度

的相关介于 01641～01872之间 ( P < 0101) ; 三因子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拟合指数为 , χ2 /df =

50146, RMSEA = 01079, NNF I = 0190, NF I = 0192, CF I = 0193, GF I = 0195。结论 : 愉悦度和优势度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高 , 激活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低 ; 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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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 bjective: To exp lore the app licability of the Abbreviated PAD Emotion Scale for Chinese under2
graduates1 M ethods: 1000 undergraduates in Beijing were exam ined with the Abbreviated PAD Emotion Scales, and

the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were evaluated by inter2item consistency analysis, item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1Results: The inter2item consistency (Cronbach’sα) for P (p leasure) , A ( arousal) , and D ( dom i2
nance) were 0185, 0158 and 0172 respectively;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item s and the dimensions they belong to

ranged between 0164 and 0187 ( P < 0101) ; the fit indices of the three2factor model by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ere all above 01901Conclusion s: The inter2item consistency (Cronbach’sα) for P and D were good enough; the

scales had good construct validity for Chinese undergraduates1
【Key W ords】　undergraduate; the abbreviated PAD emotion scales; p sychometric studies

　　随着情绪研究的兴起 , 我国研制和引进了许多测

量情绪的量表 [ 1, 2 ]。但是 , 目前国内还没有基于情绪

的维度观来测量情绪的量表。本研究旨在引入一个测

量情绪的愉悦度、激活度和优势度的量表 ———PAD

情绪量表 [ 3 ]
, 它可以从 3个维度上更精确地评定心境

或情绪状态。

PAD情绪量表是基于 PAD情绪状态模型发展起

来的 [ 3 ]。P代表愉悦度 (p leasure2disp leasure) , 表示

个体情绪状态的正负特性 ; A代表激活度 ( arousal2

nonarousal) , 表示个体的神经生理激活水平 ; D代表

优势度 ( dom inance2subm issiveness) , 表示个体对情

景和他人的控制状态。根据这 3个维度可以将情绪划

分为 8类 : + P + A + D , 如高兴的 ; - P - A - D,

如无聊的 ; + P + A - D , 如依赖的 ; - P - A + D,

如蔑视的 ; + P - A + D, 如放松的 ; - P + A - D,

如焦虑的 ; + P - A - D, 如温顺的 ; - P + A + D,

如敌意的。Mehrabian编制了一个包括 34个项目的完

整版本 [ 3 ]
, 但考虑到有些情况下需要参与者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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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进行多次评价 , 于是又发展了仅包括 12个项目

的简化版本。该量表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 如产品评

估、情绪或心境状态的评定以及人格测量等 [ 4～6 ]
, 该

量表可以与很多其他人格量表和情绪量表建立对应关

系 [ 7 ]。而且与其他一些测量情绪的量表相比 , 该量

表也有其独特优势 , 如使用 PAD情绪量表中的 3个

维度可以有效地表示出正性负性情绪量表 ( PANAS)

中的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 , 但是 PANAS中的正性情

绪却只能代表 PAD情绪状态模型中的 + P + A + D

这类情绪 , 而负性情绪则只能代表 - P +A - D这类

情绪 [ 7 ]。PAD情绪量表可以很好地区分出焦虑和抑

郁这两种情绪 , 焦虑和抑郁都属于愉悦度低和优势度

低的情绪 , 但焦虑在激活度水平上比抑郁要高 , 而其

他情绪问卷 (如 PANAS) 却未能对二者进行有效的

区分 [ 7 ]。最近 , 也有研究者将该量表引入情感计算

领域中 , 用以对情绪进行更精确的标注 [ 8, 9 ]。

1　对象和方法

111对象 　选取北京地区 1000名大学本科生 ,

其中男生 361 名 , 占 3611% , 女生 639 名 , 占

6319% , 平均年龄 20 ±1 岁 , 每种情景下 (见

11212) 为 100 人。其中理工类 233 人 ( 2313% ) ,

经管类 592 人 ( 5912% ) , 法学 101 人 ( 1011% ) ,

文教类 71人 (711% ) , 3人未填 (013% )。

112工具 　11211中文简化版 PAD情绪量表 　在

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 , 采用完全双盲的方法进行

了英译中的翻译和回译 , 并基于多次预试 , 形成最终

的中文简化版 PAD 情绪量表。该量表包括愉悦度、

激活度和优势度 3个维度 , 每个维度有 4个项目 , 为

9点语义差异量表。每个项目用由表示不同情绪状态

的形容词对构成 , 每对词所表示的情绪在其所属维度

上相反 , 而在其他 2个维度上基本相同。被试需根据

哪种情绪更强烈及更强烈的程度来评定他们的情绪。

从最左到最右 , 在该项目上的得分记为 “ - 4”到

“4”, 标定在中间时 , 记为 “0”分 , 最后的维度分

数为测量该维度的 4个项目得分的平均数。分数越

高 , 则愉悦度、激活度、优势度越高。

11212 10套情景系列 　每套情景系列包含了在 3

个维度上组合成的 8种不同情景 , 即 2 ( P: 高、低 )

×2 (A: 高、低 ) ×2 (D: 高、低 ) [ 7 ]。共有 10套

类似的情景。每种情景下各随机分配了 100名被试。

每位被试只对其中的 1套情景作答。不同情景可以激

发个体不同的情绪体验 , 从而可以使数据更具代表

性 , 这也是原版量表修订过程中一直采用的方法 [ 3 ]。

请每位被试认真地依次阅读每种情景 , 感受自己在此

情此境中的情绪体验 , 然后基于这种情绪体验对中文

简化版 PAD情绪量表作答。每位被试需依次评价自

己在 8种不同情景中的情绪体验 , 历时约 20分钟。

113统计方法 　采用 SPSS对数据进行信度分析、

项目分析、显著性分析及相关分析 , 采用 L ISREL进

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 结 果

211内部一致性信度

愉悦度、激活度和优势度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

分别为 0185、0158和 0172, 表明愉悦度和优势度的

内部一致性较好 , 而激活度的内部一致性略低。

212项目分析

通过分析该量表各项目与所属维度的相关性来考

察简化版 PAD情绪量表的结构 (见表 1) , 各项目与

所属维度的相关性在 01641～01872之间 , 远高于与

其他维度的相关性。

表 1　各项目与各维度的相关性 ( r)

维度
愉悦度

1 4 7 10

激活度

2 5 8 11

优势度

3 6 9 12

愉悦度 018723 3 　017633 3 　018463 3 018373 3 011643 3 - 01096 - 011013 3 - 01010 013513 3 - 01016 012653 3 011743 3

激活度 01014 - 01076 - 01024 01061 016803 3 　016663 3 　016833 3 　016413 3 01067 　011843 3 01010 01048

优势度 012523 3 　011603 3 　012403 3 012443 3 012673 3 - 01061 - 01014 　01062 017903 3 　016623 3 017913 3 016903 3

3 3 P < 0101

　　213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 验证简化版 PAD

情绪量表的三因子模型 , 并比较了双因子 (将愉悦

度和优势度的项目合并为一个因子 ) 和单因子模型

(所有的项目都归为一个因子 )。如表 2所示 , 三因

子的模型拟合指数比较理想 , 且都优于双因子和单因

子模型。

214各个维度间的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 , 修定后的量表各维度间均为

弱相关 ( r = - 01008～01270)。根据 80个不同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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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愉悦度和激活度上的值作散点图并划趋势线 (见

图 1) , 结果显示 , 二者的散点图呈抛物线状。

表 2　不同模型的拟合指数 (N = 8000人次 )

模型 χ2 /df GF I NF I CF I NNF I RMSEA

三因子 50146 (2573165 /51) 0195 0192 0193 0190 01079

双因子 173129 (9184137 /53) 0184 0179 0179 0174 0115

单因子 229138 (12386152 /54) 0179 0172 0172 0166 0171

图 1　愉悦度和激活度的散点图和趋势线

3 讨 论

从内部一致性信度的结果来看 , 愉悦度和优势度

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 而激活度的内部一致性较低。这

可能是因为中国人过去很少且不习惯对情绪的激活度

进行主观评定 , 也可能是在英文中可以很好地测量西

方人的激活度的项目并不太适用于测试中国被试。未

来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激活度项目的内部一致

性。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 , 除了χ2
/ df﹥ 5之

外 , 三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均比较理想 , 而χ2 / df﹥

5可能是由于数据总量过多所致 (N = 8000人次 )。

总体来说 , 中文简化版 PAD情绪量表的结构效度较

好 , 支持了 PAD 情绪状态模型提出的情绪三维结

构 [ 3 ]。

本研究发现愉悦度与优势度、激活度均呈弱相

关 , 提示这三个维度彼此独立 , 与已有研究结果一

致 [ 3 ]。本研究也发现 , 愉悦度和激活度的散点图呈

抛物线状 , 这可能反映了情绪的固有特征 , 即在愉悦

度上越

处于两端的情绪 , 激活度越高 , 而越趋于中性的情

绪 , 激活度则越低 [ 10,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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