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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编制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 ( Ch inese Ado lescen t L ifesty le s Scale, CALS ) 并检验其信效

度。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取样的方法对全国 9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 的 15000名初一至大四在校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 10899份。通过项目分析筛选题目, 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 用自尊量表 ( the Se lf e steem Sca le, SES ) 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 C ente r fo r Ep ide

m io log ic S tud ies Depre ssion Sca le, CES D ) 来检验效标效度, 并检验问卷的信度。结果: ( 1) 青少年生活方

式问卷共 49个题目,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含 8个因子, 分别为饮食习惯、睡眠状况、卫生习惯、学

习习惯、体育锻炼、娱乐活动、人际关系、应对方式, 第二部分包含 1个因子生活满意度。 ( 2) 问卷第一

部分探索性因素分析所得的题目负荷在 0 50~ 0 82之间,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55 15%。总体样本以及分年级

样本验证性因素分析所得指标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 ( RM SEA < 0 08, NF I> 0 9, NNFI> 0 9, CF I>

0 9)。问卷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的 C ronbach a系数分别为 0 91和 0 83, 第一部分 8个因子的 C ronbach a系

数在 0 68~ 0 84之间。问卷各因子与第一部分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 51~ 0 78之间, 各因子之间的相关

系数在 0 19~ 0 59之间 (均 P < 0 01)。 ( 3) 问卷两个部分与 SES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47和 0 45 (均 P <

0 01) , 与 CES D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 0 37和 - 0 43 (均 P < 0 01)。结论: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具有较好

的信效度, 可用于测量青少年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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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velop the Ch inese Ado le scent L ifesty le s Sca le ( CAL S) and te st its re liab ility

and va lid ity M ethods: To ta lly 15000 students from jun io r h igh schoo ls, sen io r h igh schoo ls and un iv ersities in 9

prov inces o f Ch ina w ere selected by stra tif ied sam p ling m e thod, and w ere tested w ith the se lf m ade lifesty les

sca le The sca le w as rev ised through item ana ly sis Then the construct va lidity o f the rev ised sca le w a s tested through

explo ra to ry and confirm a tory fac to r analy sis The criter ion va lidity w as te sted w ith the Self e steem Sca le ( SES) and

C ente r fo r Epidem io log ic S tudies Depre ssion Sca le ( CES D ) F ina lly the reliab ility w a s tested Resu lts: ( 1) The

CALS consisted o f 49 item s and 2 com ponents The first com ponent included 8 factors, includ ing d ie tary, sleep,

hyg iene, study, ex ercise, enterta inm en ,t interpersona l re lation sh ip and coping sty le The o ther included one facto r

( life sa tisfac tion) ( 2) The lo ad ing s of item s in the first com ponen t w ere ranged from 0 50 to 0 82 They could

expla in 55 15% o f the to tal va riance The ind ica to rs o f conf irm a to ry facto r analy sis w ith overall sam p le and sub

grade sam p le w ere in requirem ents o f psychom etr ic ( RM SEA < 0 08, NFI> 0 9, NNFI> 0 9, CF I> 0 9) The

C ronbach coe ff ic ien ts o f bo th com ponentsw ere 0 91 and 0 83, and the coe ff icien t o f eight facto rs in the first com

ponen t w ere ranged from 0 68 to 0 84 The co rrelation coefficients be tw een CALS and the n ine fac to rs w ere 0 51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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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8, and the corre la tion be tw een the 9 fac to rs w as 0 19 to 0 59 (P s< 0 01) ( 3) Fo r the tw o com ponent o f

CALS, the corre la tion coeffic ients w e re 0 47 and 0 45 to self esteem respectiv ely (Ps< 0 01) , and tho sew ere -

0 37 and - 0 43 to depression respec tive ly (P s< 0 01) Conclusion: The CALS can be used as an effec tive and

reliab le to o l fo r a ssessing lifesty le s o f ado le scents

 Key words! life sty les; ado lescen;t re liab ility; va lidity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急

剧而复杂的变化。生活方式对于青少年健康成长起着

重要作用, 青少年时期是良好生活方式、健康行为习

惯建立的最佳时期, 同时也是危险行为的高发期, 青

少年时期的生活方式会影响以后的健康和生活质

量
[ 1]
。

目前对 ∀生活方式 # 的定义并不统一, 大致上

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 2]
。广义的生活方式指人

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一定的价值观指导下形成

的满足自身需要的生活活动特征和其表现形式。狭义

的生活方式是指人们日常生活活动特征和其表现形

式, 主要包括: 工作 (学习 ) 活动、基本生理需要

活动 (睡眠、吃饭、穿衣、洗漱、如厕等 )、闲暇活

动 (消费购物、社会交往、文化娱乐等 ) 和其他生

活活动 (锻炼、谈恋爱、喝酒、抽烟、就医等 )。

∃中国大百科全书 社会学卷% 对生活方式作了

比较严谨的表述: ∀生活方式是指不同的个人、群体

或社会全体成员,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和价值观指

导下, 所形成的满足自身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与行为

特征的体系 # [ 3]
。本研究中基本沿用这一定义。

对生活方式的测量主要采用自编问卷式调查, 没

有统一的内容和标准。国外常用的生活方式量表有生

活方式评估问卷 ( L ifesty le A ssessmen t Que stionna ire,

LAQ )、个人生活方式问卷 ( Personal L ifesty le Q ue s

t ionnaire, PLQ ) )、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问卷 ( Health

promo ting L ifesty le Pro f ile, HPLP) )、青年危险行为

调查 表 ( Y outh R isk B ehav io r Survey, YRBS ) )

等
[ 4]
。国内生活方式的研究工具相对不成熟, 有研

究者
[ 5]
把 HPLP翻译成中文并进行修订, 内容包括自

我维护健康动机、健康责任、锻炼、营养、人际关系

支持和紧张自我调节 6个部分。季浏
[ 6]
引进了 Pren

L icc编制的生活方式自评量表, 内容包括吸烟、饮酒

和药物使用、饮食习惯、体育锻炼习惯、应激控制能

力、安全习惯 6个方面。符明秋
[ 7]
编制了重庆市居民

的生活方式问卷, 内容包括行为和心理两个层面, 其

中行为层面包括工作与睡眠、性生活、饮食状况、卫

生习惯、体育锻炼、药物及烟酒使用 6个方面, 心理

层面包括健康观、生活满意度、人际关系、应激控制

4个方面。以上问卷均反映了生活方式的不同侧面,

但是不完全适合我国青少年生活方式的调查研究。

因此, 本文编制适合我国青少年的生活方式问卷

并检验其信效度, 为生活方式的研究提供测量工具和

理论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

在国家相关部委支持下对全国 9个省市区的青少

年进行抽样调查。教育部根据各地经济及教育发展的

不平衡状况, 以省份为单位把全国划为 ∀三片 # (一

片: 北京、天津、上海、吉林、辽宁、江苏、浙江、

山东、广东共 9省; 二片: 河北、山西、黑龙江、安

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四川、

陕西共 12省; 三片: 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

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共 9省区 )
[ 8]
。依据

教育部的划分方法, 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 按照分层

整群抽样的原则在 ∀三片# 地区进行抽样。一片地

区抽取了北京、江苏、广东; 二片地区抽取了河北、

山西、四川; 三片地区抽取了内蒙古、甘肃、云南。

本研究将青少年年龄界定在 13~ 25周岁之间
[ 9]
,

这个阶段基本上是初中到大学阶段。每省 (自治区、

直辖市 ) 抽取 1个中心城市, 采用抽签法每个城市

随机抽取 2所中学 (重点、非重点各 1所 ) 和 1所大

学。抽取初中 3个年级、高中 3个年级以及大学 4个

年级共 10个年级, 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2个班级。于

2009年 6月对 9个城市的初一至大四的在校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 统一发放问卷, 共计 15, 000份, 集中

作答并回收问卷共 12, 671份, 回收率为 84 47%;

对收回的问卷进行处理, 删除只完成部分题目的问卷

以及规律作答的问卷, 最后剩余 10, 899份有效问

卷, 问卷有效率为 86 02%。其中男生 5521人, 女

生 5281人, 缺失 97人; 初中生 3483人, 高中生

4377人, 大学生 3039人; 年龄 13 ~ 24岁, 平均

( 17 0 & 2 7) 岁。

1 2工具

1 2 1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 ( C hineseA do lescent L ife

sty le s Scale, CALS) 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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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概念。王

雅林认为生活方式包括 3个构成要素: 生活活动条

件、生活活动主体和生活活动形式
[ 10]
。吴焕文认为

生活方式指标体系应该包括主观指标 (生活满意

度 )、客观指标 (生活活动条件 ) 和行为指标 (生活

合理度 )
[ 11]
。生活活动条件反映了一定时期的生活水

平, 是一定生活方式形成的客观前提。生活满意度是

指人们 ∀对于生活及其各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 #。客

观指标虽然是一定的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 但我们的

最终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精神生活需要。需要的满

足与否是一种主观感受, 这些主观感受与客观条件有

关, 但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在某些相同的客观条件

下, 这种主观感受可能仍会有差异。生活合理度是指

生活主体在一定的价值观念制导下如何有效地利用社

会提供的生活资源,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
[ 11]
。

本研究项目组由多名心理学专家和心理学研究生

组成, 在参考上述文献和量表的基础上, 项目组成员

对生活方式的理论构想做了深入的讨论, 同时考虑到

我国国情下青少年的一些行为习惯, 形成原始题库。

于 2009年 5月召开了两次专家研讨会对原始题目进

行讨论, 与会专家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领域

以及政府官员。在听取专家意见后, 项目组反复讨论

并修改形成最终施测的问卷共 80个题目。分为两部

分, 其中前 68题为第一部分, 即客观行为部分, 包

含饮食习惯、睡眠状况、卫生习惯、学习习惯、体育

锻炼、娱乐活动、烟酒药物使用、人际关系、应对方

式 9个因子, 受试需要对题目所描述行为出现的频率

进行 1 ~ 4级评分, 1 ~ 4分别代表从不、偶尔、经

常、总是。后 12个题目为第二部分, 即主观评价,

包含生活满意度 1个因子, 题目分别对应第一部分的

各个因子, 受试需要对题目所描述内容的满意程度进

行 1~ 4级评分, 1 ~ 4分别代表很不满意、不太满

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

1 2 2效标

已有的研究发现生活方式与心理健康存在一定的

相关。生活方式越健康, 心理症状发生率越低, 心理

健康水平越高
[ 12 13]
。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与

自尊有很高的相关
[ 2 ]
。本研究采用自尊量表 ( the

Se lf esteem Scale, SES )
[ 14]
和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 C enter fo r Ep idem io log ic Stud ie s Depression Sca le,

CES D )
[ 15]
来检验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的效标效度。

SES由 10个条目组成, 1~ 4级评分, 分数越高表明

自尊程度越高。条目 1、 2、4、6、 7为正向计分, 考

虑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本研究中第 8题也改为正向

计分
[ 16]
。CES D共 20题, 按最近一周内症状出现的

频度分为 0~ 3级评分, 分数越高说明抑郁程度越高。

1 3统计方法

运用 SPSS13 0软件对数据进行 t检验、相关分

析、探索性因素分析 ( EFA ) , 用 L ISREL8 72进行

验证性因素分析 ( CFA )。

2 结 果

2 1项目分析

计算第一部分各题目与第一部分总分之间的相关

系数, 保留题目与总分之间相关系数 > 0 3的题目 49

个, 删除 r< 0 3的题目 19个 (分别为 3~ 6, 9~ 12,

18, 23, 26, 30, 46~ 49, 65~ 67)。最后问卷项目

与总分的相关在 0 31~ 0 55之间, 均 P < 0 001。

第二部分各题目与第二部分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

在 0 32~ 0 66之间, 均 P < 0 001。因为第一部分删

除的题目 46~ 49为烟酒和药物使用的题目, 因此删

除第二部分对烟酒和药物使用的主观评价题目

( 77)。

2 2效度分析

2 2 1结构效度

因为问卷第二部分的题目是由第一部分的因子所

决定, 因此需要对问卷第一部分的结构进行检验。将

整体样本随机分半后分别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 n =

5408) 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 n = 5491)。对问卷第一

部分余下的 49个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KMO值

为 0 936, B artle tt球形检验的值达到显著水平 (P <

0 001), 说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

法和正交旋转抽取初始因子, 共得到 11个特征根 > 1

的因子,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55 05%。删除最大载荷

< 0 4的题目 ( 24, 28), 删除 4个项目数 < 3的因

素 (删除 51~ 52, 42, 68, 27, 59, 13, 50), 对剩

余的 39题进行第二次因素分析, KMO值为 0 933,

B artlett球形检验的值达到显著水平 (P < 0 001)。采

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抽取初始因子, 共得到 8

个特征根 > 1的因子, 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54 75%。

其中 62题的载荷 < 0 4, 删除后进行第三次因素分

析, KMO值为 0 929, B artlett球形检验的值达到显

著水平 (P< 0 00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正交旋转

抽取初始因子, 共得到 8个特征根 > 1的因子, 累计

方差贡献率为 55 15%。根据题目内容分别将 8个因

子命名为: 饮食习惯、睡眠状况、卫生习惯、学习习

惯、体育锻炼、娱乐活动、人际关系、应对方式。各

因子的题项及载荷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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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各因子题项及载荷

饮食习惯

题项 载荷

睡眠状况

题项 载荷

卫生习惯

题项 载荷

学习习惯

题项 载荷

体育锻炼

题项 载荷

娱乐活动

题项 载荷

人际关系

题项 载荷

应对方式

题项 载荷

1 0 750 14 0 698 20 0 718 29 0 482 35 0 713 43 0 695 53 0 556 60 0 534

2 0 548 15 0 516 21 0 819 31 0 660 36 0 630 44 0 703 54 0 510 61 0 668

7 0 503 16 0 693 22 0 718 32 0 696 37 0 546 45 0 760 55 0 696 63 0 584

8 0 748 17 0 548 25 0 593 33 0 533 38 0 504 56 0 690 64 0 723

19 0 650 34 0 666 39 0 759 57 0 672

40 0 802 58 0 641

41 0 698

分别对总体样本 (N = 5491) 和分年级样本做验 证性因素分析, 得出 4个拟合模型, 见表 2。

表 2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结果

模型 人数 2 df 2 /df RM SEA NFI NNFI CF I IF I GF I

总体样本 5491 10333 02 637 16 22 0 053 0 96 0 96 0 96 0 96 0 91

初中 1730 3272 05 637 5 14 0 049 0 96 0 96 0 97 0 97 0 91

高中 2252 5161 18 637 8 10 0 056 0 94 0 95 0 95 0 95 0 89

大学 1509 3915 10 637 6 15 0 058 0 93 0 94 0 94 0 94 0 88

2 2 2效标效度

问卷两个部分与 SES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 47和

0 45 (均 P < 0 01), 与 CES D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

0 37和 - 0 43 (均 P < 0 01)

2 3信度分析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第一部分的 C ronbach 系

数为 0 91, 其中饮食习惯、睡眠状况、卫生习惯、

学习习惯、体育锻炼、娱乐活动、人际关系、应对方

式的 C ronbach 系数分别为 0 68、 0 68、 0 74、

0 75、0 84、 0 68、 0 73、 0 77。第二部分的 C ron

bach a系数为 0 83。

问卷第一部分各因子与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 51~ 0 78之间, 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 19~

0 59之间。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总分之间的相关系

数为 0 64, 与各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 22~ 0 51

之间 (表 3)。

表 3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各因子间及总分之间的相关性 ( r)

项目 饮食习惯 睡眠状况 卫生习惯 学习习惯 体育锻炼 娱乐活动 人际关系 应对方式 生活满意度

睡眠状况 0 38* *

卫生习惯 0 36* * 0 19* *

学习习惯 0 43* * 0 35* * 0 33* *

体育锻炼 0 36* * 0 32* * 0 21* * 0 44* *

娱乐活动 0 25* * 0 28* * 0 22* * 0 26* * 0 42* *

人际关系 0 41* * 0 31* * 0 36* * 0 58* * 0 44* * 0 38* *

应对方式 0 33* * 0 21* * 0 28* * 0 43* * 0 35* * 0 32* * 0 59* *

生活满意度 0 38* * 0 47* * 0 22* * 0 44* * 0 51* * 0 41* * 0 49* * 0 35* *

第一部分总分 0 65* * 0 58* * 0 51* * 0 73* * 0 75* * 0 57* * 0 78* * 0 65* * 0 64* *

注: * * P < 0 01。

3 讨 论

3 1问卷的内容和特点

现有的生活方式问卷测量的都是生活方式的某个

维度或某几个维度, 如社会和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饮

食、睡眠、体育锻炼、吸烟饮酒等, 不能反映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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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的全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

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 而且还是一种生理、心理和社

会性发展的良好状态, 生活方式的研究也不能仅限于

生理层面, 而要关注到个体的心理和社会适应。以往

的研究一般侧重生活方式不同方面的一系列行为习

惯, 很少和个人的主观感受和评价相结合。因此本研

究在参照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基于我国青少年

的现状, 编制了包含身心结合、主客观两部分的 80

题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根据主客观不同的维度可以

区分出 4类人群: 客观行为良好, 主观满意; 客观行

为良好, 主观不满意; 客观行为不良, 主观不满意;

客观行为不良, 主观行为满意。主客观相结合的评价

比客观或者主观任何一个单一维度的评价能获得更多

的信息, 能够为了解青少年生活方式的特点, 以及青

少年生活方式的改善和提高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3 2问卷的信效度

在项目分析中, 删除了 20个不符合要求的题目。

这些题目涉及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卫生习惯, 以及

烟酒和安眠药的使用、消极的应对方式, 这些行为在

青少年中是存在的, 但和问卷总分的相关很低, 可能

和问卷测量的更多为积极正向的行为有关系。考虑到

问卷的信效度问题, 以及被删掉的题目所涉及的不健

康及危险行为有相应的测评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测量

的工具
[ 17]

, 问卷不再保留这些题目。

问卷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得出的 8个因子可以

解释总体方差的 55 15%。烟酒和药物使用的题目在

项目分析时就被删除, 因此得出的 8个因子和预想的

理论模型是一致的。进一步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

总体样本和初中样本拟合的模型很好, 高中和大学稍

差, 但都符合验证性因素分析对模型的要求。
2
/df

一般要求 < 5, 但该值容易受到样本容量的影响, 评

价单个模型的意义不大
[ 18]

, 并且本研究中其他指标

( RM SEA < 0 08, N FI > 0 9, NNFI > 0 9, CFI>

0 9) 都符合模型要求, 说明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

根据心理测量学的理论, 一份好的问卷, 其总的

信度系数最好在 0 8以上, 而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a

系数在 0 6~ 0 7之间是可接受的
[ 19]
。本研究中青少

年生活方式问卷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以及各个因子都

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第一部

分各因子与总分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 并且各因子之

间的相关低于与总分的相关, 说明各因子之间具有较

好的独立性。问卷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总分具有较高

的相关, 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各因子之间也具有中等

程度的相关。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与自尊

呈中度正相关, 与抑郁呈中度负相关, 符合心理测量

学理论, 问卷具有较好的效标效度。从以上结果来

看, 青少年生活方式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符合测

量学的要求, 为以后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 3本研究的局限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例如, 由于所选取的

样本年龄和年级跨度较大, 问卷很难涵盖不同年龄和

年级所有的生活方式, 不能反映出所有具有年龄和年

级特色的生活方式。由于本次抽样调查的条件限制,

无法对问卷的重测信度进行研究, 这点将在以后的研

究中继续验证。另外, 问卷中娱乐方式因子的题目较

少, 主要是考虑到娱乐活动的种类很难穷尽, 因此只

对娱乐活动的时间及主观感受等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在以后的研究中会进一步探索娱乐活动适合的评价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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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 1一般状况比较

TD组与非 TD组在性别、用药种类、抗精神病药

剂量、阳性症状、阴性症状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但在年龄 [ ( 60 1 & 5 6)岁 v s ( 52 2 &

5 0)岁 ]、病程 [ ( 34 0 & 10 3)年 v s ( 27 7 & 8 6 )

年 ]、用药时间 [ ( 31 9 & 9 8)年 v s ( 25 9 & 9 1)年 ]

及 PAN SS总分 [ ( 64 6 & 12 2) v s ( 59 6 & 13 4) ]上,

TD组均大于非 TD组 (均 P < 0 05)。

2 2两组血清尿酸水平比较

以年龄、病程、用药时间、PANSS总分作为协变量

进行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尿酸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 = 0 035) ,非 TD组得分均大于 TD组 (表 1)。

表 1 两组患者血清尿酸浓度 ( m o l/L ) , ( x & s)

项目
非 TD组

( n = 58)

TD组

( n = 59)
F 值 P 值

尿酸 1 257 7 & 88 0 228 4 & 67 3 4 542 0 035

尿酸 2 258 5 & 89 9 225 6 & 65 0

尿酸 3 268 5 & 85 6 226 3 & 72 1

尿酸平均 260 8 & 86 7 226 9 & 67 8

2 3血清尿酸水平与 TD严重程度的关系

相关分析显示, 患者尿酸水平与 A IM S 总分

( 9 32 & 4 70)呈负相关 ( r= - 0 27, P < 0 05)。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对 TD患者血清尿酸水平其显著低于

非 TD组,进一步相关分析发现 A IM S评分与尿酸水

平负相关。近年来的研究
[ 2- 3]
发现, 尿酸是机体内一

种重要的自由基清除剂,能有效地起到神经保护作用,

当尿酸低水平状态时,机体内自由基堆积,抗氧化作用

和神经保护作用减弱, 可能导致并加重 TD症状。尿

酸的这些抗氧化及神经保护的新型生物学特性与 TD

自由基假说中的多个环节相关,从而提示,尿酸可能与

TD发生病理生理过程有关。由此推测, 适量使用尿

酸的前体物肌苷可能具有潜在的预防和治疗 TD的作

用,这也为 TD的有效防治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由

于尿酸受较多因素的影响,如饮食、血脂等,且这诸多

因素中是否有抗精神病药物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

同时要纳入正常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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