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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心境量表
一

!5 . 6 7# 在中国的试用报告
’

王建平 林文娟 陈仲庚 88 崔俊南⋯ 刘 杰88 88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 #

摘 要 该研究弓9进 5. 6 ,
,

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将 �:; 名放化疗病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
,

分别在治疗前中后测

查三次
,

同时测查  : < 名正常人
,

以验证其在中国大陆的适用情况
。

研究发现
∃

5= 67 各量表同质性信度高
,

三种方

法检验的临床效度均较高
,

尤其是对心理干预的效果更敏感
>
但 该问卷的区分效度不高

,

对正常人心境变化的敏感

性不如对病人
。

由此得出
,

5. 6, 在中国大陆癌症病人中是可行的
、

可靠的
、

有效的和敏感的
,

可作为心理干预的一

个敏感指标
。

关键词 5= 6 7
,

信度
,

效度
,

癌症病人
。

分类号 ? ;<

问题提出

简 明 心 境 量 表 !≅ 0. Α) 2+ . 0 6 . . Β 7
Χ1Χ+

,,

5= 67 # %;Δ % 年 由 6 4

Ε1 )0 等编制
,

其最初的 目的是

评定简短心理治疗
、

情绪刺激以 及相似 的实验操作

后所引起的心境 变化和情绪状态
,

广 泛用于评定精

神科 门诊病人 的情绪和病人对各种心理治疗方法的

反应2, Φ 。

近 %� 多年来
,

5=6 7 的应用范围 已扩大
,

不再

限于 当初编制量表的 目的和应用范围
Γ� 一<〕

。

随着心

理肿瘤学的兴起和发展
,

癌症病人的心理变化 以及

治疗引起的反应对病人情绪的冲击
,

在肿瘤临床中

的影响越来越突 出
,

许多量表用于对癌症病人情绪

的评定
。

简 明心境量表老表新用
,

尤其是在对癌症

病人进行心理 干预 的研究中运用较多
,

被认为是评

定情绪状态的标 准工具
,

可 以敏感地反应 出癌症病

人在心理干预前后的情绪变化
ΓΗ一 ‘�Φ

。

本研究引进 5= 67
,

旨在了解其在 中国大陆的

适用情况
、

心理测量学特性 的稳定性
,

以及在中国大

陆癌症病 人中对情 绪变化和心理干 预效果 的敏感

性
,

为中国肿瘤学领域的心理学研究提供有效的和

实用的评定工具
。

� 材料与方法

�Ι2
·

被试

�Ι %
Ι

% 病人 � :; 名病人来源于北京三家医院和新

疆医科大学附属肿瘤 医院 %; ; Δ 年  月初至 %� 月底

进行化疗或放疗的住 院病人
。

全部病人均经病理确

诊为癌症
,

汉族
,

年龄 # %Η 岁
,

小学及 以上文化
,

卡氏

功 能状态 !心ϑ . 几ΚΛ 5+

0Α. 0ϑ 1∗ + + 7 Χ1 ΧΧ2,
,

Μ 5,#评

分 # Η� 分
,

既往和 目前均无精神疾病和意识障碍
,

特

质焦虑评分在正常范围
。

�Ι %
Ι

� 正常被试 来源于北京和乌鲁木齐 !均为汉

族#
,

没有明确诊断躯体疾病或心理障碍
,

年龄 # %Η

岁
。

�Ι � 实验设计 采用随机对照的方法
,

将全部病人

分为实验组 !干预组 #和对照组
。

实验组病人在住院

期间接受心理干预 !具体方法略 #
,

对照组病人除了

不接受心理干预外
,

其余条件均与实验组基本匹配
。

�Ι  测查工具

!一# 简明心境量表 !5. 6,#英文版 Γ , Φ
。

由 Η < 个

项 目或 形容 词组 成
,

包含 Η 个分 量表
∃

紧张
一焦虑

!几
∗ ,). ∗ 一Ν ∗ Ο )+ ΧΛ

,

ΠΝ #
、

抑 郁 一 沮 丧 !块≅0+ ,,). ∗ Θ

块−
++ Χ) . ∗Θ, Ρ Ρ #

、

愤怒 一敌意 !Ν ∗ Σ + . Τ . ,Χ) 2)ΧΛ
,

Ν Τ #
、

本文初稿 收到 日期
∃
%; ;:

一 %� 一�<
,

修改稿收到 日期
∃
% ; ;; 书Δ 一� 

。

该论文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

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 Δ Δ � � Η <# 的部分资助
。

北京大学
。

8 8 8 新疆医学院
。

8 8 中 8

新疆公路设计院医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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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 乏 一 迟 钝 !31 Χ) Σ /+ 一∀∗+ 0Χ) 1 ,

Τ #
、

迷 惑 一 混 乱

!∋
. ∗ Α/ ,).二Υ + ς )2Β +

0ϑ
+ ∗丸 ∋ Υ #以 及 精 力 一 活 力

!Ω )Σ
. . Ν 4 Χ)Ξ) ΧΛ

,

Ω Ν #
,

前 < 个分量表的得分含义为

得分越高心情越不好 !负性 量表 #
,

Ω Ν 的得分含 义

则相反 !正性量表 # > Η 个分量表均具有 较高的内部

一致性和重测信度川
。

Η 个分量 表的得分之和构成

总分 !Π6Ρ #
,

总分也可单独使用
,

并且是 一个应 用

很广 的指标 Γ:Φ
‘

对问卷采用完全双盲 的方法进行英

译中和中译英翻译
> 问卷项 目均为形容词

,

不同于其

它情绪评定问卷
,

问卷本身的文化差异小
,

病人报告

的真实性 比较高
,

同时简便
、

易用
,

适于临床使用
。

!� # 状 态 一 特 质 焦 虑 调 查 表 !,Χ1Χ+
一 Π0 1) Χ

Ν ∗ Ο )+ ΧΛ Ο∗ Ξ +∗ Χ. 刁
,

,认
∀#Γ‘’Φ

。

采用反 映特质性焦虑

的后 �� 个项 目
,

作为被试心理变量 的控制指标
。

! # 卡氏功能状态 !”,#
∃ % ; & ; 年 由 Μ1 0∗ . Α, ΚΛ

等首次对癌症病人进行功能测量
2, �,

。

Μ5 7 的最低得

分为 � 分 !死亡 #
,

最高得分为 %�� 分 !正常 #
,

每 %� 分

为一个等级
,

共分 %� 个等级
。

由主管医生根据病人

的功能状况进行评定
。

该量表的评定者之间的信度

和效度均比较高Γ2 Φ
。

�Ι & 步骤 分次对参与合作 的人员进行培训
,

并将

实验过程 的每一个步骤打 印成册
,

发给合作人员
。

对所有病人均进行三次测查
∃

治疗前 !人院后
,

开始

用药或照射 前 # > 治 疗 中 !化疗组
∃

第二周期用药第

 一 & 天 >
放疗组

∃

照射第  周末 # > 治疗后 !用药或照

射后 Δ 天 内#
。

正常被试测查近一周包括填表时的

情绪状态
。

 结 果

 Ι % 被试特征

正 常组  : < 名
,

男性 � � Δ 名 !<  
Ι

:Ψ #
,

女性 %Δ :

名 !& Η
Ι

�Ψ # >
年龄范围 %; 一 Η & 岁

,

平均年龄   
Ι

� < 士

: < % > 学生 % < < 名 !& �
Ι

 Ψ #
,

专业人员 Δ ; 名 !� �
Ι

<Ψ #
,

干部 ΔΗ 名 !%;
Ι

ΔΨ #
,

其他 Δ< 名 !%;
Ι

<Ψ #
。

病人共人

组  Η ; 名
,

三次测查均有效的病人数为 �: ; 名
,

其中

男性 %Η ; 名 !<:
Ι

<Ψ #
,

女性 %�� 名 !&%
Ι

<Ψ # >
年龄范围

% Η 一 Δ Δ 岁
,

平 均 年 龄 < %
Ι

& 土 %�
Ι

; > 工 人 < & 名

!%:
Ι

ΔΨ #
,

干 部 : Η 名 !� ; :Ψ #
,

专 业 人 员 ; : 名

!  
Ι

;Ψ #
,

其他 < % 名 !%Δ
Ι

ΗΨ #
。

 Ι � 项 目分析

各量表项 目分及总分的均数和标准差结果见表

表 ∀ 5《#6 7各量表的均数和标准差

一
, Ζ Ζ Ζ Ζ Ζ Ι Ζ Ζ Ζ Ζ Ζ Ζ Ζ Ζ

正 常 人 病 人

量表 !下 : < # 疗前 疗中 疗后

Ο , 又 < ∗ Ο 7 ∗ 了 , ∗

< <
,

� ;

Η���% %Δ名< ;: Ι伙丘吞<牛�Δ �;<ΗΔ&%ΗΗ�Δ Δ�丘从巳Η%�丘<< :&Δ<Η&;< :�< 生认ΗΙ生丘�Η&%&�; <Η<Η;%变又认又%<丘毋ΠΝΡΡΝΤΩΝ
3∀

Π 6 Ρ

注
∃ 8 ∋ Υ迷惑一

混乱
,

丁典紧张
一焦虑

,

%〕侧[ 郁
一
沮丧

,

Ν Τ愤怒一
敌意

,

Ω Ν精力一活 力
,

3∀ 疲乏
一迟钝

,

Π 6 Ρ 总分

量表 的项 目分布结果表 明
∃

每个量表 的实际得

分范围均低于可能得分范 围
,

病人组 Ν Τ 得分分布

偏于低分 区的比例高于正常人
,

正常人 Ω Ν 得分分

布偏 于高分 区的 比例高于病人
,

其余分量表 的得分

分布在病人和正常人两组间基本相似
。

 Ι  5 = 6 7 的信度分析 一

 Ι  Ι % 内部一致性 分量表得分与对应项 目得分之

间的相 关系数均 比较高
,

正常被试的相关系数普遍

比病人的低
。

 Ι % � 同质性信 度 用 ∋ 0. ∗ ∴ 14 (
, , 1 系数法

,

分别

对正常被试和病人治疗前 的材料
,

进行量表的 内部

一致性检验
。

表 � 显示
∃

正常被试和病人的
1 系数均

比较高
>
病人的 1 系数均高于正常被试的

1 系数
。

 Ι & 5= 6 7 的效度研究

 Ι &Ι % 区分效度 表  分别呈现 出正常被试和病人

治疗前 Η 个 量表的两两相关
。

与文献报道一样
∀’」,

Ω Ν 分量表与其他 < 个分量表均呈弱的负相关
,

其余

< 个分量表 间的相关均 比较高
,

而且普遍高于文献

报道川
。

 Ι &Ι � 实验组与对照组间的比较 由图 % 可以看出
∃

各量表 得分均是 实验组 !%&� 名 #低于 对照组 !%&Δ

名#
,

Ω Ν 量表得分相反
,

而且两组间差异显著
。



亡 王里
‘

学 报  � 卷

表 � 5= 67的同质性信度 & 讨 论
仪系数

包含项 目
8

正常人 病人
表

!下 : <# !∗ ] � : ; #

∋ Υ 7
,

� :
,

 Δ
,

<�
,

<&
,

<;
,

Η & �石 � % � Δ & Η :

Π Ν ⊥
,

%�
,

%Η
,

� �
,

� �
,

� Η
,

� Δ
,

 &
,

& % � : � Η 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Η
,

�名& �  �乡 %� Η

& &
,

& <
,

& :
,

< :
,

Η %
,

Η �

Ν Τ  
,

%�
,

%Δ
,

� &
,

 %
,

  
,

 ;
,

& �
,

& Δ
,

� Δ : < ; �书 � �

< �
,

<  
,

< Δ

Ω Ν Δ
,

%<
,

%;
,

 :
,

< %
,

< Η
,

Η �
,

Η � Δ � � � � Δ   �

3∀ &
, % % ,

� ;
,

& �
,

& Η
,

& ;
,

Η < � Δ � � � �名� Δ <

注
∃ 8 项 目号与原量表题目编号相同

表 Α叹〕67量表间的相关 !正常人
∗ 二 :<

,

病人下 �: ;#

量表 ∋Υ Π Ν Ρ 2# Ν Τ Ω Ν

� Δ %� : � Δ  Η Δ =石Η %< 一 �
Ι

% ; : : �石Δ Δ ;

�
Ι

Δ ; Η ;

�
Ι

: � : ;

�
Ι

Δ � � <

一 �
Ι

& � � &

� Η ; ; ;

�石Δ  & �
,

Η & < %

�
Ι

Δ Η � �

一 �
Ι

%; & < �石: Δ Δ

� 名<� % 一 �
Ι

 &   �为: Δ  

� Δ Δ %; � Δ : ; Η 一 �
Ι

%& : Δ �石 < %Δ

一 �
Ι

& � Η < 一 �  ; < �

�
Ι

Δ % Δ : �夕Η  Η

一�
Ι

%Δ Η < 一�
Ι

 & Η  

� Η Η   一 �
Ι

& � % %

∋ΥΠΝΡΡΝΤΩΝ3∀

注
∃

右
_

Γ 三角为正常被 试结果
,

左下三角为病人疗前结果
。

口口 实验组组

叼叼对照组组

谓谓谓 圈圈 目目

比较指标

图 2 病人治疗后 %
〕
!#6 7各量表在实验组与对照组间的 比较

 Ι &Ι  早期病人与晚期病人的比较 将全体病人按

临床分 期分为早 期 !∀一 %%
,

: : 名#和 晚期 !%%%一 ∀Ω
,

�� % 名 #两组
。

两组间比较的结果
,

早期病人治疗前

中后各分量表得分 均低于晚期病人
,

差异显著的分

量表在治疗前和治疗中均为 Ρ Ρ 和 Ω Ν
,

在治疗后为

Π Ν
、

Ρ Ρ
、

Ω Ν > 两组 间的总分差异在治疗前中后均达

到显著性水平
。

 Ι &Ι & 与 Μ那 的比较 低分组 !Μ 57 ⎯ Δ �# 和 高分

组 !Μ 57 # : �# 的得 分趋势是 一样 的
,

即负性 量表和

总分在低分组 的得分均高于高分组的得分
,

正性量

表则相反
。

简明心境量表在肿瘤心理研究领域 中作 为评定

癌症病人情绪状态和心理干预效果的指标出现频率

比较 高
,

是癌症病人心境变化和心理干预效果 的一

个敏感指标
,

在国外临床心理研究 中应用较多
Γ:一 ’‘月

。

本研究首次从国外 引进 该问卷
,

对癌症病人和正常

人均进行 了测查
,

以 了解其在 中国癌症病人和正常

人群 中的适用情况
。

&Ι % 项目分析

正常人与病人治疗前 的结果 比较接近
,

是正常

被 试的情绪 比较差
,

还是病人治疗前 的情绪相 对稳

定
,

也可能与正常被试和癌症病人两组间在年龄
、

文

化
、

职业上的差别比较大有关
>
病人治疗前

“

惯怒一敌

意
”

分量表的得分明显 比正常人低
,

反映了癌症病人

比较压抑
、

掩饰性强
、

不愿意暴露 自己真实情感 的性

格特点
。

有 文献报道
Γ’&

,

’<〕∃

癌症病人过分耐心
、

尽量

回避冲突
、

不表现负性情绪
、

过分 运用合理化效应
、

以获得社会支持
、

给人以社会关系 良好感觉的特点
,

其人 际敏感 和偏执 因子分 明显低于正常人
> 本研究

项 目分布的结果 与国外资料相 比
,

与可能得分范围

相 比
,

各量表的得分普遍低
,

再一次说明癌症病人压

抑 自己情绪的性格特点
。

量表 内部一致性的检验 中

发现
,

病人的结果普遍 比正常人高
,

尤其是焦虑和抑

郁两个分量表
,

说明该问卷对癌症病 人的敏感性要

高于对正常人
,

也说明癌症病人最常见的情绪障碍

是焦虑和抑郁
。

&Ι � 同质性信度

同质性 的测量较为常用的方法是库德 一理查逊

估计法
,

但库德
一理查逊估计法适用于二分法记分的

项 目
,

5= 67 中 Η 个分量表的项 目均为多级记分
,

所

以本研究采用克伦 巴赫
1 系数法来表示同质性信度

的高低
。

病人和正常人的 1 系数均比较高
,

说明该问

卷的同质性很高
> 两组之间的比较

,

病人的得分普遍

高于正常人
,

说明该 问卷更加适合于有情绪 问题 的

病人
。

&Ι  区分效度

一个测验不仅应该与测量相 同特质或构想等理

论上有关的变量有高的相 关
,

也应 与测量不同特质

或构想等理论上有关的变量有低 的相关
,

前者称为

会聚效度
,

后者称为区分效度
。

该问卷各量表 内的

同质性很高
,

内部一致性也 比较高
,

但各量表 间的相

关分析 发现
,

除正性量表 Ω Ν 与其余 < 个分量表的

相关 比较低外
,

< 个分量表之间的相关与文献报道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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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比普遍 比较高 > 因子结构分析的结果不很理想 !未

呈现结果 #
,

虽然能够区分出各种因子
,

但不够稳定
,

尤其是 ∋ Υ 分量表
,

在病人和 正常被试 的结果 中均

不能成为一个独 立的 因子
。

各量表 间相关高 的结

果
,

结合因子分析 中各项 目区分度不高 !既 与本量表

相关高
,

又与其他量表的相 关也高 #的结果说明
,

各

分量表 同质性高而异质性低
,

其分量表间鉴别性 不

高
。

其原 因可能与各种情绪之间本身就有 比较高的

相关有 关
,

比如抑郁 的病人 焦虑水平也 比较 高等
。

尽管如此
,

该问卷仍然能够 区分 出各种不 同的情绪

状态
。

由于各量表分 与总分的相 关都 比较高
,

说明

总分也是一个评定情绪状态的敏感 指标
,

并且可 以

单独使用
。

此外
,

各量表 与总分相关最高的是抑郁

和焦虑两个分量表
,

回归分析中这两个量表对总分

贡献最大
。

&Ι & 量表的反应性

本研 究从三个方面对 问卷 的反应性进行 了 比

较
∃

!2# 早期 与晚期病人的 比较
,

各量表能够反映出

两组病人的区别
,

早期病人的各种情绪在治疗前中

后均 比晚期病人好
,

尤其是最常见的抑郁和焦虑两

种情 绪差别 明显
> !�#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 比较

,

实验

组病人的情绪与对照组 比较有明显的改善 !图 % # >

! # Μ 57 低分组与高分组的 比较
,

所有高分组病人的
α

晴绪状态均 比低分组病人 的情绪状态好
,

尤其是经

过心理干预后更加明显
。

总之
,

通过在肿瘤临床和正常人中的测查
,

说明

5=6 7 在 中国大陆是可行 的
、

可靠的
,

能够敏感地反

映癌症病人 的情绪变化
,

尤其是癌症病人对心理干

预的效果 比较敏感
。

但也发现
,

这种形容词反应形

式的问卷对教育水平偏低 的被试实施起来 比较费

力
> 问卷 中重复 和意思接近 的题 目比较多

,

不够简

练 >
各量表 的同质性高而异质性不够高

>
对病人的敏

感性高于对正常被试
> 此外

,

量表项 目分布的结果还

反映了癌症病人压抑情绪和抑制负性情感表达的性

格特点
。

苏星等同志的合作和帮助
,

在此一并感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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