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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事件调查表对心身疾病患者

试用结果分析
,

·

论著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张 瑶 宋维真

北京肿瘤研究所 张宗卫 郭艳容
‘

摘要 � 本文用修订的生活事件调查表对高血压
、

冠心病
、

胃溃疡
、

癌症等心身疾病患者进

行调查
,

结果表明 � 调查表有一定信度和效度
�

患者病前生活事件频度明显高于健康组
。

在某种

意义上说
,

家庭因素是心身疾病的前因
。

关键词 � 生活事件
,

量表
,

信度效度
,

心身疾病
。

近三十年来
,

有关生活应激 �晚
劝沈岛� 或心理社会应激

,

�加卿〕的的扭就优拐� 和心

身疾病的相互关系已成为医学心理学研究的重要

内容
。

国外一些研究者曾提出以下假设 � 生活中

的变化是尸种应激源
,

它需要个人的再适应� 凡

是新近经历过重大生活事件者
,

可能较易出测区
体或精神方面的问题 〔”

。

� ��℃
,

卫即�
,

别� 助由和
,

��刀拍以 等研究表明
,

生活事件与突

然的心脏粹死及心肌梗塞诱发生有关 〔“ 刀
一

。

。和沁 等认为心理社会因素如个性特征
,

生活

事件与癌症有一定关系 〔,
。

� ��由巴 和 � �� �

��卿� 编制的社会再适应等第评定量表 ��元以

砒咧议赶扭烈 孙吨 义止
,

��� 妞 �� 及劝习

珑呐珑� 卿� �� 山
�� � 岌由邝面比

,

�� � �� 〔习
,

或 新 近 经 历 调 查 表 �劝 � �山 �� �山即�

琢脚妇众
,

��� �
〔,

,

, 叼田� ��卯�� 依据

�� � 编成的生活经历调查表 �� �赴助种
��。众

�明即
,

�返�
,

都以生活事件的定性和定量方

法来衡定期椎慷的影响
,

认为习惯改变
、

消极

性生活事件与心身疾病关系尤为密切 �� 今 ,
。

日本
,

澳大利亚研究者们也相继修订 �刃妞应

用于该国�
。

我国虽有这方面工作报导 ��, 。
,

但要提出适合我国情况的量表
,

还有待进行大量

工作
。 , 一

�

,

一
� �

一
’

本工作的目的是在 � 。如留 和 �� � 拓。� 等

量表的基础上试编适合我国特点的生活事件

调查表
,

并在小范围内试用改进
,

为今后进

一步研究个性一应激一心理生理疾病 �心身

疾病� 的关系作准备
。

方法和对象

本工作于 ���� 年 �月一 ���� 年 �月进行

�一 �
�

修订经过 本表是参考国外有关

量表并根据我国情况改编的
。

考虑各国传统

文化
,

生活方式
,

风俗习惯和历史背景等差

异
,

对原表中某些明显不适宜的项目予以删

除 �如圣诞节
、

取消借贷抵押品的赎回权

等�
。

保留多数项目 �如个人饮食习惯改变

和成就突出
、

流产等 �
。

修改部分项目 �如

大量借贷
,

�万美元以上
,

解雇等
,

分别改为

大量借贷
,

受处分等 �
。

增加某些事件 �如

遭受诬陷
,

住房拥挤
,

子女间题等�
。

共有

七方面事件 � 工作或学习
,

婚姻
、 ·

家庭和子

女
,

人际关系
,

意外事件
,

健康
,

生活及其

它等
,

共 �� 项
。

经 犯 名健康人预试
,

进一步

修订无人应答的项目
,

‘

如怀孕
,

家庭成员接

触增多或减少等消极事件 �� 项及积极事件如

个人成就突出等
,

并增加部分项目
,

组成以

消极事件为内容的本调查表
,

共 �� 项
。

对应答方式也作了修订
。

每一事件均设

两栏
, “

无
”

和
“

有
” 。 “

无
”

的栏下以
“

了表示
,

“

有
”

的栏下则根据个人对事件产生的心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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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

以 � 个等级表示 � �
�

无影响
,

�� 少许
,

��

中等
,

�� 较大
,

�� 很大
。

凡
“

有
”

的事件以
“

训
”

表示并写明事件发生的年月
。

�二 � 调 查方法 受试者逐项填写问

卷
。

调查表包括三部分 � �
�

生活事件 � ��
�

项 �

�
�

心理生理反应特点 �� 项
,

各以 � 级评定 �

� 从不
,

� 有时
,

� 经常
,

一

�必定�
一

�� 童年期

经历如父母早亡或离异等 � 项
,

以无 � “

�’� �

或者� 按 �一巧 级评定
。

�

�三 � 调查对象 共姗 人
。

其中健康受

试者男人 偶 肠人
,

女 �� 月
。

平均年龄�� ��

岁
。

文化� 识字 �人
,

中学以下 �� 人
,

大学 ��

人
。

患者 �刀人 课 拱人
,

女 豁幻
」 。

平均年

龄�� � 岁
。

文化 � 识字 � 人
,

中学以下 �巧人
,

大学肠人
。

心身疾病类型� 高血压 招人
,

冠合

病为人
,

胃溃疡为人
,

糖尿病 � 人
,

癌症 ��

人
。

所有患者均经医院确诊并有�险床检验报告证

实

结 果

�一 � 生活事件评定与得分分析
�

�

信度 � ��名受试者分别间隔二周及一

月后重测
,

相关系数分别为 ��  �� 和 �
�

���
,

表明本表有一定信度
。

�� 性别� 经统计学处理
,

相关系数分别为

�� �� �和 �
�

巧
,

表明得分与性别关系不明显
。

�� 婚姻 � 经统计学处理
,

相关系数分另吐为

�� �� � 和 �
�

���
,

表明得分与婚否关系不显著
。

�
�

频度 � 患者组占 ��
�

�� �
,

健者组占

��
�

��  
,

患者病前有生活事件者明显高于健

康组 �� � ��
�

��
,

� � �
�

���
。

�� 强度 � 患者组平均 �� �� 士 �� ��
,

健康组

为 �
�

�� 士
�

�
�

��
,

虽 有差 异 但 不 明 显

�� 二 �
�

���
,

� � �
�

���
。

心理生理反应平均

分
,

患者为 ��
�

�� 士 �
�

��
,

健康组 ��
�

�� 士

�
�

��
, 、

两 组 差 异 也 不 明 显
�

� � � �
�

���
,

� � �
�

���
。

�� 不同病种病人病前生活事件频度与强度

体验的比较 � 糖尿病 � 人 ���� � �
,

冠心病

�� 人 ���� �
,

胃溃疡 ��人 ���� �
,

癌症

�� 人 ���
�

�� � 和高血压 �� 人 ���
�

�� � 有

生活事件发生
。

对事件强度体验见表 �
。

从表

�看到组间差异是显著的
。

进一步对每两个组

的平均数作 � 检验
,

除胃溃疡与冠心病有 �� ��

水平差异外
,

其余均无明显差异
。

表 � 患者病前生活事件强度得分比较表

高血压 冠心病 胃溃疡 糖尿病

�� 人 �� 人 �� 人 ��人

�
�

��

癌症

�� 人

合计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 �检验 �� �� �� �

�二� 项目分析

不同生活事件发生率比率 � 见表 �

表 � 不同生活事件发生率比较

事件 婚姻
、

家庭 生活 工作或 人际 意外 健康 其他

频度认次� 和子女 学习 关系 事件

患者组 ��� ���� �一�� ��� �
�

�乃 �����
�

��� �� ���
�

�乃 ����
�

��� ����
�

��� ���
�

劝

健康组 ��� ���� 
�

卿 域��
�

�� �� �� �� �� �� ��� ��句 叩 ��句 �哪叨 双��� 习

括号内数字为�数

从表 �看出二组发生率较高的生活事件 夫妻吵闹
,

意外事件如遭受诬陷等生活事

是婚姻
、

家庭和子女问题和生活及工作或学 件
,

患者较健康人更易引起心理反应
。

习方面的问题
。

表明这些事件在人群中都易 �三 � 童年期不幸与生活事件得分 � 见

出现
。

但调查中发现健康方面如严重疾病或 表 �

外伤
,

婚姻
、

家庭方面如家庭新成员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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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童年不幸与生活事件得分比较

生活事件平均分 心理生理反应平均分

患者组

健康组

� �人

� �人

一

下�
�

��士 � ��

�
�

�� 士�
�

��

��� �� 全�� �于

� �
�

加主劝昌

从表 � 看
�

出
,

患者组童年不幸者 占

�� � �� ��� � ��� �
�

,

健 康 组 占 ��
�

��

�� � � �� �
。

成人期对生活事件强度体验患者

组明显高于健康组 ��� �� ��
,

� � � �! ∀
,

心

理 生理反应也比健康组显著 (t二 2
.

909

,

P <
0

.

0 5
)

。

讨 论

(一) 修订的生活事件调查表的信度

研究心理社会应激与心身疾病的关系
,

需要有适合我国情况的调查表
。

我们修订的

调查表作重测相关检验
,

r = 0. 67 1

,

表明此表

有一定信度
。

这与 H ohn 忱担导 SR R S 重测相

关 r二0
.
研3一 O

一

744

及 S印甩so n 的 LE
s 消极评

分 := 0
.
56 一 0

.
88 较相似

。

两组测定结果
,

患

者组串现事件明显高于健康组
,

初步表明它

有一定效度
。

但还需今后进行前瞻性研究来

证实
。

(二) 生活事件与心身疾病

人的心身疾病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

心

理社会因素可能是主要因素之一
。

重大紧张

性事件作为心理应激源
,

易引起不良情绪体

验和生理反应
。

但在中国
,

人们通常习惯于

倾向心理反应躯体化
,

而否认事件的心理因

扰
,

并通过各种暗示不断反复强化躯体化反

应
。

心理应激未能及时疏导
,

心理平衡受破

坏; 心理应激又通过回忆
,

一

强化得到加强
, -

促进机体处于易感状态
。 一

H

o

ha

es 认为这种破

坏是心理上产生不安全感或失落感 (丘兄翻g

b ss) 结果 〔。
。

.

我们部分同意其观点
、
因为

消极事件对不同人的意义可不
.
同

,

如同是亲

人死亡
,

有人是失落感
,

另二些人也可能是

解脱感
。

心理反应的个别差异和共性是存在

的
,

这与个人心理素质
,

个性特征
,

文化素

养
,

认知水平
,

生活经历
,

应付能力和方法

有关
。

这方面只有待与个性资料结合分析才

更有意义
。

‘
-

本文提示病人组 生活事件中如家庭意

外
,

婚姻和子女事件发生率较高
,

也易引起

心理生理反应
。

而和睦家庭的关系融洽
,

可

能是减轻
、

解脱
、

转移
、

释放负性情绪或取

得同情与慰藉
、

补偿和增强应付事件的重要
』

合理支柱
。

因此
,

家庭心理卫生问题是心理

健康和防治心身疾病不容忽视的心理卫生工

作之一
。

本研究资料还表明
,

童年期家庭不幸与心身

疾病也有一定关系
,

父母早亡或离异对J巨髦个性

形成
、

身体发育
、

人际关系及社会适应的协调能

力可能有一定影响
,

在某种意义上说
,

它可能是

心身或心因性疾病的前因
,

这方面还有待今后在

大范围试用并证实
。

*

本工作经费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局资助
,

是
“

中国人某些个性特点的测定及其在应激状态下生理

生化反应特点
,

课题工作之一
。

顾景坤同志参加了部分

工作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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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解放以来
,

我国在 1958 年后曾开展过心理治

疗工作 (例如
。

快速综合治疗
”

)

,

并逐步通过加强

教学环节来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

无论在个别心理治

疗或集体心理治疗方面
,

都取得过一定成绩
,

有的

并已作出评价 (w ue hen一 1 G ro u p p s界hotherapy

in C hina
.
In:K aPlan H l

,
e

d
s

.

C
o

m 排ehensive G rouP

PsyehotheraPy
.
L on d

on:W illiam s & W ilkins

P re ss
‘

1 9 8 3
:
3 1 6

一7 )

。

近十年来
,

我国心理治疗工作反映两方面工

作
,

一为对新疗法的引进和探讨
,

另一为对解放以

来所开展的治疗方法的总结和提高
。

改革开放的新环境
,

给心理治疗的开展创造了

7 3

广

良好的外部条件
,

而且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好评
.
可

以说
,

心理治疗工作的开展较过去更为顺利
,

因而

前景应更为乐观
.

但是
,

心理治疗究竟包含着相当大的文化成

份
,

它不可能不受到各国文化背景的影响
。

从我国

心理治疗的现状看
,

仍然是以
“

综合治疗
”

的概念占

主导
,

尚难看出国外的某种心理治疗方法在我国是

有优势的趋向
,

原因即在于此
。

因此
,

作为一个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
,

理应

创造具有自己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方法
,

在这一方

面
,

不少专家正在进行探索
,

有的已取得一定的成

绩
,

我们希望他们的工作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重

视
。

(上接 78 页)

的人 (如中间型或情绪不稳定者) 在某些激发因素

作用下 (过度紧张是常见原因)
,

通过其上行激活

系统的活动
,

使边缘系统对植物神经调节不协调
,

某些神经介质或血管活性物质发生改变
,

引起血管

舒缩控制障碍和内脏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

部分脑血

管去交感支配的反应性增高
,

导致血管扩张
,

偏头

痛发作伴胃肠道症状的出现
。

个性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

但个性也受后天环境

和文化素质的影响
。

困此 偏头痛的治疗和其他心

身疾病一样
,

除一般药物治疗外
,

也应着眼于心理

方面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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