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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

中学生 SCL - 90 信度、效度检验与常模建立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王极盛　李　焰　赫尔实

【摘　要】　目的: 检验北京市中学生 SCL - 90 信度、效度与常模的建立　方法: 对北京市信手抽取的 5849 名中

学生的 SCL —90 的心理测量, 结果: (1) 各项目与总分的相关在 013458- 016903 之间。 (2) SCL - 90 的同质性信度在

016796- 018792 之间, 分半信度在 017029- 018532 之间, 表明SCL - 90 在中学生这个被试群体有较好的信度。(3) SCL

- 90 的内容效度与结构效度也达到了可接受的水平。(4) 建立了北京市中学生从初一到高三的六个年级的 SCL - 90 的

常模。

【关键词】　SCL - 90　心理卫生　中学生　信度　效度

D evelopmen t of SCL - 90 i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 ts

【Abstract】　Objective To test the reliab ility, V alidity of SCL - 90 in m iddle schoo l studen ts and found a no rm.

M ethod 5849 secondary schoo l studen ts in Beijing w ere exam ined by SCL - 90 Result (1) T he co rrela t ions betw een each

item sco re and the to ta l sco re w ere in 0135- 0169, it show ed better item differen tia t ion. (2) T he sp lit- half reliab ilit ies

w ere in 0170- 0185 and the C robach alphasw ere in 0168- 0188, show ed that the reliab ility w as accep tab le. (3) T he con2
ten t and construct validit ies w ere accep tab le. (4) the no rm of six grades in Beijing area w ere set up.

【Key words】　SCL - 90　M ental health　Scondary schoo l studen ts　R eliab ility　V alidity

　　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 心理测验和心理健康研究在我

国的禁区被打破后, 至今已近 20 年[1 ] , 但还没有本国学者编制

并且标准化了的适合于成年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量表。目前我

国的心理健康测量普遍采用 SCL - 90, 该量表在国外已广泛应

用, 在国内也已应用于临床研究 [2, 3 ] , 但在中学生这个年龄段

上, 尚未见到常模的报告。本研究的目的是对中学生 SCL - 90

进行项目分析、信度及效度检验, 并建立常模。

被试与方法

被试: 本研究共选取北京市 10 所中学 (7 所普通校与 3 所

重点校) , 各校每年级所抽取的比例近似, 共 5849 人。初一共

2970 人, 其中男 1562 人, 女 1363 人, 未标记性别者 46 人。初

二共 318 人, 男 184 人, 女 134 人。初三共 819 人, 男 416 人,

女 396 人, 没标记性别者 7 人。高一共 1160 人, 男 532 人, 女

624 人, 没标记性别者 4 人, 高二共 117 人, 男 44 人, 女 73 人。

高三共 465 人, 男 225 人, 女 240 人。从初一到高三的平均年

龄分别为 12174、13137、14119、15107、16140、17144 岁。

方法　先培训主试, 由主试在选取的中学进行集体测试。

测试采用的 SCL - 90 由 90 个问题组成, 分为 10 个分量表, 分

别测查心理卫生的 10 个方面, 即①躯体化、②强迫症状、③人

际关系敏感、④抑郁、⑤焦虑、⑥敌对、⑦恐怖、⑧偏执、⑨

精神病性、βκ其它。量表采用 5 级评分, 1—5 分别表示“从

无”、“轻度”、“中度”、“偏重”、“严重”。

数据统计,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FOR W INDOW S, 51011。

主要统计分析项目分析、信度检验、效度检验及常模建立。

结　果

11 项目分析:

各个项目与总分之间的相关分析表明, 除了 5、6、13、64

项在 013458—013691 之间外, 其余 86 项均在 0140- 016903 之

间, 显著性水平达到 01001。说明各项目都有较好的区分度。

21 信度检验:

我们用同质性信度 (A lpha, a) 与分半信度 (Spearm an-

B row n, s) 来考查该量表的信度。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 同质

性信度在 016796- 018792 之间, 斯皮尔慢分半信度在 017029

- 018532 之间, 这表明 SCL —90 在中学生这个被试群体中有

较好的信度。

31 效度检验

(1) 内容效度　内容效度是指某量表所能代表的主题的多

少。各分量表分与总量表分之间的相关可以作为考查某量表的

表 1　各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与分半信度

躯体化 强迫 人际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它

a 018373 018082 018186 018792 018421 018004 017167 017656 017820 016796

s 018151 018087 018015 018532 018299 017952 017042 017694 017652 017029

3 博士生邱炳武、李占江参加了部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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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度指标。该量表分量表分与总量表分的相关如下: 表 2 表明,

各分量表与总量表分的相关在 017322—019009 之间。其中六个

分量表与总量表的相关在 018334 以上, 这表明该量表的内容

效度也比较好。

表 2　分量表与总量表分的相关

躯体化 强迫 人际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它

总分 017865 018591 018780 019009 018944 017833 017322 018334 018344 017787

　　 (2) 结构效度: 心理测量学认为, 各分量表分与总量表分

的相关超过各分量表之间的相关是结构效度的一种检验方法。

各分量表之间的相关在 015460—018141 之间, 各分量表与总量

表的相关在 017322—019009 之间, 可见, 该量表的结构效度也

比较好。

41SCL —90 常模的建立

(1) 鉴于本量表有着可靠的信度和效度, 因此有必要建立

初步的常模。首先我们考查性别之间是否有差异, 以便决定是

否分性别建立常模。

表 3　男女性别差异的 t 考验

躯体化 强迫 人际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它 总分

t - 4147 - 2143 - 4193 - 6159 - 6186 - 0122 - 9181 - 0171 - 2138 0179 - 4180

p 01001 0105 01001 01001 01001 N. S 01001 N. S 0105 N. S 01001

　　表 3 表明, 总分及 7 个分量表男女有显著差异, 因此我们

决定建立性别常模。

(2) 年级差异考验与年级常模　我们又以年级为自变量,

以量表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为 F= 9147, P

= 010000, 表明存在年级主效应。运用 Scheffe 检验, 发现高三

与初一、初三、高一之间存在 0105 显著水平差异。同时鉴于我

们的被试人数在年级分布不均匀的情况, 我们建立了年级与性

别常模详见表 4、表 5。

表 4　SCL - 90 的年级常模 (总人数 5849 人)

统计量 躯体化 强迫
人际
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
病性

其它 总均分 总分

初一
2970

xθ±
SD

1144
0146

1170
0154

1163
0160

1149
0154

1149
0153

1162
0167

1145
0153

1160
0162

1142
0147

1149
0151

1152
0146

135199
41174

初二
318

xθ±
SD

1145
0145

1172
0155

1174
0163

1155
0153

1152
0155

1170
0169

1139
0150

1168
0163

1148
0153

1157
0152

1157
0147

139198
42165

初三
819

xθ±
SD

1144
0145

1178
0157

1173
0161

1160
0158

1154
0155

1171
0169

1142
0149

1169
0163

1148
0149

1153
0155

1159
0147

141113
43125

高一
1160

xθ±
SD

1144
0143

1181
0157

1169
0160

1155
0157

1154
0151

1162
0163

1141
0149

1163
0159

1147
0147

1148
0146

1156
0145

140113
40185

高二
117

xθ±
SD

1148
0144

1183
0155

1177
0156

1153
0148

1158
0151

1173
0164

1137
0147

1175
0160

1151
0143

1153
0148

1160
0144

143163
39127

高三
465

xθ±
SD

1151
0146

1195
0159

1181
0163

1167
0160

1165
0157

1178
0166

1141
0151

1175
0160

1155
0149

1158
0154

1166
0147

149135
42123

表 5　六个年级不同性别的常模

人数 统计量 躯体化 强迫
人际

敏感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精神

病性
其它 总均分 总分

初一 男 男 xθ± 1141 1167 1160 1145 1145 1162 1158 1159 1140 1149 1150 133137
1542 SD 0143 0153 0156 0150 0149 0167 0158 0162 0146 0150 0144 39177
女 女 xθ± 1147 1172 1166 1153 1153 1161 1152 1160 1143 1148 1155 138155

1354 SD 0148 0155 0162 0158 0155 0166 0156 0161 0147 0152 0148 43111
初二 男 男 xθ± 1144 1174 1172 1155 1149 1171 1134 1168 1148 1155 1156 138180

183 SD 0148 0161 0166 0159 0160 0175 0149 0168 0161 0158 0153 47191
女 女 xθ± 1145 1170 1177 1156 1157 1169 1146 1169 1148 1151 1158 141160

132 SD 0140 0146 0158 0144 0147 0160 0150 0156 0140 0142 0138 34125
初三 男 男 xθ± 1143 1177 1168 1152 1149 1167 1136 1169 1147 1152 1155 137152

413 SD 0146 0159 0160 0153 0155 0169 0148 0165 0149 0157 0147 42169
女 女 xθ± 1147 1179 1169 1169 1160 1175 1149 1170 1150 1155 1163 144114

394 SD 0145 0155 0161 0162 0154 0168 0150 0161 0149 0153 0147 43183
高一 男 男 xθ± 1141 1179 1165 1150 1148 1161 1135 1135 1146 1151 1153 137180

528 SD 0140 0156 0157 0152 0147 0162 0145 0145 0148 0147 0143 39192
女 女 xθ± 1147 1183 1173 1160 1159 1162 1147 1147 1148 1146 1159 142128

621 SD 0145 0158 0161 0161 0153 0164 0152 0152 0147 0146 0146 42134
高二 男 男 xθ± 1155 1189 1178 1152 1155 1175 1130 1181 1151 1152 1161 144166

44 SD 0149 0159 0161 0147 0151 0162 0145 0166 0146 0143 0145 40150
女 女 xθ± 1143 1179 1176 1153 1160 1172 1141 1141 1150 1153 1159 142189
73 SD 0140 0152 0153 0148 0151 016 0148 0148 0141 0151 0143 38177

高三 男 男 xθ± 1146 1197 1179 1162 1160 1182 1132 1175 1155 1159 1164 147129
222 SD 0143 0158 0160 0156 0154 0170 0143 0156 0149 0156 0144 39171
女 女 xθ± 1155 1194 1182 1171 1170 1175 1149 1174 1156 1158 1168 151129

240 SD 0148 0160 0165 0164 0160 0161 0156 0164 0153 0153 0149 44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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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11 关于 SCL - 90 的信度与效度

SCL - 90 是心理卫生领域一个基本工具, 是适合于成人的

一个心理量表。如果该量表亦能在中学生这个被试群体中使

用, 对揭示中学生和成人在心理卫生问题上的内在的联系大有

帮助[4 ]。同时该量表也为更适合中学生心理卫生状况的新量表

的编制提供了理论上和实际操作上的依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

明, SCL - 90 是适合中学生这个被试群体的一个测量工具。

21SCL - 90 的性别差异。

从男女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 t 检验中我们发现, 男生在

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恐怖、精神病性

七项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生。我们认为, 女生进入青春期比

男生为早, 体验到的心理冲突比男生多, 同时考虑问题比较细

腻, 比较在乎别人的评价, 因此感受到的心理矛盾也较多, 表

现出来的心理健康问题就较多。

31 关于 SCL - 90 的问题

尽管 SCL - 90 在国内外都广泛应用于心理健康的测量上,

具有内容多, 信度效度都较好的优点。但我们在对中学生的使

用中, 也发现一些问题。例如第一项“头痛”, 第二十七项“肌

肉酸痛”, 第六十项“吃得太多”等等。有的被试问, 参加体育

比赛, 肌肉酸痛算不算? 有的被试问, 劳动量大, 吃得太多算

不算? 还有的被试问, 我干活后腰痛算不算? 我们认为在指导

语中应进一步完善说明。同时在样本分层取样及年级间被试量

问题也有得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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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杨森文库》精神医学研究奖

杨森科学研究委员会 (JRC) 系国际性民间学术组织。在全球四十余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会。《杨森文库》

(精神医学分册) 是 JRC 中国分会精神学组主办的一本学术刊物, 免费赠送给广大医学工作者, 旨在促进国内外

最新信息交流。著名学者刘协和教授担任本刊主编。本刊在 1998 年创刊同时还设立了《杨森文库》精神医学研

究奖项。

本奖的特色: 着重于对临床工作真正有实用价值者, 特别是那些需要有所突破的新领域的研究, 初步拟定

杨森文库奖每年一次, 每次一个主题。1999 年评奖活动的具体要求如下:

11 主题: 抗精神病药物的临床应用。

21 以单篇文章参加评奖: 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质量好的论文或科研成果, 时间区限: 199721999 年内完成

的论文均可参加 (已参加过第一届评选的文章除外)。《杨森文库》编委推荐的文章优先。

31 作者年龄不限。

41 入选文章以第一作者为准。参加评奖者应接受评奖小组的真实性考察。

51 杨森文库编委会所有编委组成评奖小组, 选出各个奖项的论文。所有参与老将获得纪念奖以鼓励其参与

临床研究的精神。

61 拟在各专业杂志上刊载评奖条例。投稿截止日期, 1999 年 10 月 30 日。

《杨森文库》精神医学研究奖项:

一等奖一名　　　二等奖三名　　　三等奖十名　　《杨森文库》特别奖二名

71 颁奖时间及地点待定。

81 投稿地址: 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周东丰　收

邮编: 100083　　电话: 010262091960　　传真: 010262027314

信封上请注明“《杨森文库》评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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