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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 编制适用于中国城市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量表。方法 : 根据心理健康包括认知效能、情

绪体验、自我认识、人际交往和适应能力的理论构想 , 采用文献回顾、专家评定和个人访谈等方法 , 在原有

研究基础上形成初试卷 , 通过预试形成 65题的正式量表。采用分层取样 , 在全国抽取 5149名城市老年人

(55～101岁 ) , 对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结果 : 5个分量表和总量表的 C ronbachα系数为 0175～

0195。各项目与对应分量表以及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121～0176、0173～0192 ( P < 0101或

01001)。随机抽取 39人 , 间隔 3～4周进行重测 , 得到重测信度为 0171～0193。总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支持

一阶五因素模型假设 (χ2 /df = 221895、N FI = 01951、NN FI = 01950、 IFI = 01953、CFI = 01953、RM SEA =

01065)。量表总分与主观幸福感、抑郁、健康自评和满意度 , 经济、婚姻和子女满意度 , 参与状况相关 ( r

= 0130 - 0174, P < 0101) , 并可区分心理健康和异常的老年群体。结论 : 老年心理健康量表 (城市版 ) 编

制取样范围广、样本量大、年龄跨度宽 , 量表各项信、效度指标均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 , 可供老年心理健康

研究和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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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 bjective: To develop a M enta l H ealth Inven to ry fo r the U rban Elderly (M H IE2UV ) 1M ethods:

The deve lopm ent of M H IE2UV w as based on the theore tica l p roposition tha t m ental hea lth concep t involves f ive as2
pects: cogn itive eff ic iency, em otional experiences, self2cognition, in te rpersonal comm unication and adap tive ab il2
ity1The item s from the author’s p rev ious E lderly M enta l H ealth Inven to ries and those from lite rature rev iew , expert

input and individua l in te rv iew s w ere toge ther used in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inventory1Through severa l tu rns of tes2
ting, the f ina l 652item M H IE2UV w as adm iniste red to a nationa l w ide sam p le of 5149 o lder adults ( aged 55～101

years) 1 Results: The C ronbachα coeffic ients of M H IE2UV and its 5 com ponen ts w ere 0175～01951The correla2
tion coeff ic ients betw een each item and its correspond ing com ponent w ere 0121～0176 ( P < 0101) 1The corre la tion

coeff ic ients be tw een M H IE2UV and its com ponen ts w ere 0173～0192 ( P < 0101 ) 1The tes t2retest reliability of

M H IE2UV and its com ponen ts w ere 0171～01931The confirm ato ry factor analysis for M H IE2UV revea ledχ2 /df =

221895, N FI = 01951, NN FI = 01950, IFI = 01953, CFI = 01953, and RM SEA = 010651 In add ition, M H IE2UV

w as corre la ted s ignif icantly w ith sub jec tive happ iness scores, dep ress ion scores, and o ther relevan t varia2
b les1S ign if icant diffe rences in M H IE2UV and its com ponents w ere revealed betw een the group of e lder adu lts w ith

various psycho logical p rob lem s and the norm al con tro l g roup1 In add ition, national2w ide norm s for m ental hea lth sta2
tus of the elderly w ere es tab lished1Conclusion: The deve lopm ent of M H IE2UV is based on large na tional w ide sam 2
p le and its norm is app licable to w ide age range1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 ity of M H IE2UV are qualif ied enough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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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 我国 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已达到

1154亿 , 占总人口的 1114% , 并且在未来 40年 , 老

年人口还将迅速增长。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

展 , 老年心理学研究凸显重要价值。其中 , 如何维护

和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尤为重要 , 因为这既关系到

老年人个人的幸福与安康 , 又与家庭和社会的和谐与

发展密切相关。

研究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 首先要编制和

使用科学、客观的老年心理健康测量工具。检索我国

老年心理健康的相关文献 , 其测量工具主要来自修订

的国外相关量表 , 如症状自评量表 SCL 290、康耐尔

医学量表 CM S、老年抑郁量表 GD S、自评焦虑量表

SA S和健康调查量表 SF236等 [ 124 ] 。这些量表的心理

测量学指标良好 , 同时在我国心理卫生评定领域应用

较为广泛。但有的量表某些内容不完全适合我国国

情 ; 有的旨在鉴别临床症状 , 不适合正常人或心理症

状较少者的心理健康评估 ; 有的题量较大 , 问卷偏

长 , 不适于老年群体 ; 有的只测量到老年人心理健康

的某个方面 , 而不能涵盖全貌 ; 还有的量表常模编制

较早 , 已不能准确衡量当前现状。此外 , 国内学者也

尝试编制了有关老年心理健康的量表 , 但在取样地区

代表性、可适年龄范围跨度等方面尚待完善 [ 527 ]。本

文编制适用于中国城市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量表 , 并制

定全国常模。

1　对象与方法

111对象

参照 2005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的有关资料 ,

对我国城市老年人 (包括老年前期 ) , 按照地区、年

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进行分层取样。首先区分东、

中、西和东北 4个区域 , 共覆盖 19个省、自治区的

29个市 (4个直辖市、11个省会城市、14个非省会

城市 ) ; 其次在每个区域内按年龄分为老年前期 ( 55

～59岁 )、老年期 ( 60～74岁 ) 和老老年期 ( ≥75

岁 ) 3个组 ; 再次在每个年龄组内区分男女两组 ; 最

后在不同性别中又区分 4种受教育程度 (文盲、小

学、中学和大专及以上 )。调查对象为一般正常人

群。共发放问卷 6148份 , 回收有效问卷 5149份。其

中 , 男 2525例 , 女 2578例 , 性别不详 46例 ; 老年

前期组 1123例 , 老年组 2854例 , 老老年组 970例

(1818% ) , 不详 202例 ; 婚姻状况 , 未婚 32例 , 在

婚 3874例 , 离婚 108例 , 丧偶 769例 , 不详 366例 ;

受教育程度 , 文盲 284例 , 小学 1152例 , 中学 2356

例 , 大专及以上 1220例 , 不详 137例 ; 职业状况 ,

体力劳动者 2720例 , 脑力劳动者 2429例。

112量表编制

11211理论构想

心理健康的内涵与标准一直是心理健康研究的核

心问题。由于心理健康的复杂性 , 国内外学者从不同

角度出发 , 就有不同的论述 , 目前对此尚无统一认

识 , 因此缺乏广泛接受的心理健康评估标准和测量工

具。中科院心理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以人的心理包含

心理过程 (知、情、意 ) 和个性心理特征为理论基

础 , 结合 20多年来对老年心理学的深入研究以及相

关文献 [ 8212 ]
, 将心理健康定义为 : 个体内部心理和谐

一致 , 与外部适应良好的稳定的心理状态。健康定义

包括 5个方面 : 认知功能正常、情绪积极稳定、自我

评价恰当、人际交往和谐、适应能力良好。据此 , 设

计心理健康量表的 5个维度 : 认知效能、情绪体验、

自我认识、人际交往和适应能力 , 并编制相应的分量

表。

11212题库的建立

题库来源包括 4个方面 : 原有 “老年心理健康

问卷 ”第 1版和第 2版 [ 526 ]
; 国内外相关问卷 , 如卡

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测验 ( 16PF )、症状自评量表

(SCL 290)、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表 (MM PI22 )、

加州心理问卷 (CPI) 等 ; 针对老年人常见的心理健

康问题提出的贴近实际生活的题目 ; 对老年受试的个

别访谈。

11213项目筛选和量表初步编制

从题库中筛选 100题 , 并征求 7名专家意见 , 确

定内容效度合格 , 形成试测问卷 , 回答分 “是 ”和

“否 ”。随机抽取 23例老年人施测 , 以了解问卷的适

用性 , 如答题的难度、是否理解题意、有无歧义、版

面设计等。同时再次征求专家意见 , 增加 20道贴近

生活的题目 , 形成 120题的初试卷。量表采用 4级计

分 (11与我不符合或不同意 ; 21与我较不符合或较

不同意 ; 31与我较符合或较同意 ; 41与我符合或同

意 ) , 反向题目调整后 , 得分越高表明心理健康状况

越好。采用初试卷 , 测试了北京地区的 463例老年受

试 , 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 最大

方差正交旋转 , 碎石图检验显示抽取 5个因素 ,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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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共解释方差的 48%。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

删去因素负荷小于 0135的 36道题目 , 形成 84题的

预试卷。然后在北京、天津、重庆、昆明、南宁、西

安、新乡 7个城市取样 , 采用预试卷调查 867例老年

受试。经验证性因素分析 , 删去 19道因素负荷小于

013的题目 , 形成 65题的正式问卷 , 其中认知效能

10道题 , 情绪体验 15道题 , 自我认识 11道题 , 人

际交往 10道题 , 适应能力 19道题。为保证问卷的可

靠性 , 另加 3道重复题以观察受试是否认真作答 , 如

果有 1道以上题目前后回答不一致 , 此问卷就作为废

卷。

113效标量表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 (M em oria l U nive rsi2
ty of N ew foud land Scale of H app iness, M UN SH ) [ 13 ] 、

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 C en ter fo r Ep idem io log ic S tud2
ies D ep ression Sca l, C ES 2D ) [ 14 ] 、自编基本情况调查

表 [包括健康、经济、居住情况自评 ( 如 “您感到

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 ?”) , 健康、经济、居住、婚

姻、子女、医疗情况满意度 (如“您对自己的经济收

入满意吗 ?”) , 参与活动、锻炼和工作情况 (如 “您

平时锻炼身体吗 ?”)。分数越高表明情况越好 ]。

114统计方法

利用 SPSS1310和 Am os41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

分析、相关分析、 t检验等。

2　结 　果

211项目分析

按总量表分高低排序 , 取上下各 27%的受试作

为高分组和低分组 , 对两组各题目得分进行 t检验。

结果表明 , 高分组和低分组各题目得分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 P < 01001) ; 以题目与其分量表总分的积差

相关为鉴别力 (D ) 指标 , D ≥013为鉴别力较高 ,

012≤ D < 013 为鉴别力尚可 , D < 012 为鉴别力

差 [ 15 ] 。结果表明 , 总量表鉴别力较高的有 63题 (优

59题 , 良好 4题 ) , 占全量表题目的 96192% ; 尚可

的有 2题 , 占 3108%。

212信度分析

根据全国取样的 5149人的数据计算 5个分量表

和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 结果各分量表的 C ron2
bachα为 0175～0188, 总量表的α为 0195。各题目

与对应分量表的相关系数为 0121 ～ 0176 ( P <

0101)。各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系数为 0173～0192

( P < 01001)。随机选取受试 39人 , 间隔 3～4周重

复测量 , 结果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171～0193,

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192。

213效度分析

21311结构效度

利用 Am os410软件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 , 对各

分量表和总量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 以检验量表的

结构效度。总量表验证性因素分析的模型假设是认知

效能、情绪体验、自我认识、人际交往和适应能力的

一阶五因素模型 , 各因素间相关 , 各题目只在其对应

因素上负荷。验证性因素分析所得各项拟合指标见表

1。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大 (N = 5149 ) , 所以χ2
/ df

值也较大。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大样本的研究中 [ 16 ]。

总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所有题目在其所对

应的因素上的负荷都达到显著性水平 , 除第 5、27、

35题的负荷较低外 , 其他题目的因素负荷都在 013

以上。

表 1　各分量表和总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项目 χ2 /df N FI NN FI IFI CFI RM SEA

认知效能 78136 0198 0196 0198 0198 01123

情绪体验 51174 0198 0197 0198 0198 01099

自我认识 56161 0199 0198 0199 0199 01104

人际交往 29143 0199 0199 0199 0199 01074

适应能力 31133 0198 0198 0198 0198 01077

总量表 22190 0195 0195 0195 0195 01065

21312效标效度

如表 2所示 , 心理健康总分与纽芬兰纪念大学幸

福度量表得分呈正相关 , 与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得分

呈负相关 ( P < 0101) , 与自编个人基本情况调查表

中健康自评等 7个方面呈正相关 ( P < 0101 ) (表

2)。
表 2　老年心理健康量表 (城市版 ) 效标效度指标

效标 相关系数

幸福度量表 　0174

抑郁量表 - 0170

个人基本情况调查表

　健康自评 　0137

　健康满意度 　0138

　经济满意度 　0130

　婚姻满意度 　0134

　子女满意度 　0135

　参与活动 　0132

　参与锻炼 　0134

21313实证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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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成都、济南、济宁、盘锦的精神专科医

院收集焦虑症、抑郁症、睡眠障碍、人格障碍等门诊

患者 193人 , 收回有效问卷 176份 (为病人组 ) (年

龄 51～87岁 , 平均 ( 63 ±6 ) 岁 ; 男 77人、女 96

人、缺失 3人 ; 受教育程度 : 文盲 7人、小学 30人、

中学 81人、大专及以上 42人、缺失 16人 )。同时从

全国取样 ( 5149人 ) 中选取在性别、年龄及教育程

度上与病人组匹配的健康对照组 176人 , 进行实证效

度检验。结果显示 , 对照组各分量表分和总分均高于

病人组 ( P < 01001) (表 3)。

表 3　病人组和对照组心理健康量表评分比较 ( x ±s)

量表内容
病人组

(N = 176)
对照组

(N = 176)
t值 P值

认知效能 2137 ±0162 2168 ±0159 4190 < 01001

情绪体验 2148 ±0169 3108 ±0160 8177 < 01001

自我认识 3107 ±0150 3133 ±0149 5102 < 01001

人际交往 2183 ±0167 3112 ±0160 4123 < 01001

适应能力 2148 ±0159 2195 ±0157 7164 < 01001

总分 2162 ±0151 3103 ±0147 7192 < 01001

214常模制定

将所有受试的原始分数转化为 Z分数 , 采用心

理健康指数作为评估指标 (心理健康指数 = 500 + Z

×100) , 建立全国常模。方差分析显示年龄和受教

育程度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有明显影响 , 为了方便施测

者的不同目的和要求 , 使结果更准确、使用更方便 ,

在制定总体常模之外 , 还制定了年龄分常模 ( 55～

74岁、75岁及以上 ) 和受教育程度分常模 (文盲和

小学、中学、大专及以上 )。

3　讨 　论

本文在量表编制的过程中 , 多次征求有关专家意

见 , 从而保证了本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对该量

表的最终 65个题目进行项目分析 , 高分组和低分组

在所有项目上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而且题目

的鉴别力 (D ) 都较高 , 这说明量表的项目区分度良

好。

本研究结果表明 , 老年心理健康量表 (城市版 )

内部一致性较好 , 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综

合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各项指标 , 可见老年心理健康模

型能较好地拟合数据 , 这与最初的理论设想和以往的

研究结果一致。心理健康是个多维度的结构 , 是个体

知、情、意心理过程的统一。心理健康的老年人不但

具有较好的认知功能、情绪体验积极稳定、能客观地

认识自己 , 而且具有较好的人际交往能力 , 能有效地

适应生活变化或应激事件。但是结构效度分析的个别

指标不够理想 (如χ2
/ df、认知和自我分量表的 RM 2

SEA ) , 这可能与样本量大有关。此外 , 个别题目在

对应分量表上的因素负荷未能达到 0130。在量表效

标效度的验证方面 , 发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主观幸

福感 , 健康自评 , 健康、经济、婚姻、子女四个方面

满意度以及活动、锻炼的参与状况均呈正相关 , 和抑

郁呈负相关。这表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 其

主观幸福感就越高、体验到的抑郁情绪就越少、对自

己各方面的满意度就越高 , 而且社会功能越完好。说

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效标效度。此外 , 还发现该量表

能初步鉴别心理健康和心理异常的老年人。

本研究还发现老年人口学变量 (年龄、性别、

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等 ) 对心理健康均有

不同程度的影响。心理健康总分和除了适应之外的其

他四项分量表分 , 老老年组均显著低于老年前期和老

年组 , 提示 75岁是心理健康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心

理健康总分和各分量表分都随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显著

升高 , 脑力劳动者各项得分也都显著高于体力劳动

者。配偶健在的老年人相比离异和丧偶者 , 在各项得

分上都存在显著优势。性别虽然没有影响心理健康总

分 , 但是男性在认知分量表上显著优于女性 , 而女性

在自我和人际两项上得分高于男性。这说明了心理健

康的复杂性 , 提示在量表使用时 , 对测试结果的解释

应结合受测者背景资料和实际情况 , 同时进行量化与

质性的分析 , 使评估结论更准确合理。

总之 , 老年心理健康量表 (城市版 ) 信度和效

度较高 , 能有效地评估我国城市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

况。本研究在编制量表的同时还制定了中国城市老年

人心理健康的常模 , 为今后我国城市老年人心理健康

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可靠的测评工具。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各种条件限制 , 本调查中样本受教育程度比全国

平均水平偏高 , 代表性不够理想 , 这可能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本量表的适用范围。我国农村老人约占老年

人口总数 2 /3, 而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长期受到忽

视 , 因此继续完成老年心理健康量表 (农村版 ) 是

未来亟待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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