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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将MMPI一2在中国22 4名男女大学生中进行了初步试用
。

结果表明中关 两 国

大学生在大多数临床和效度里表上的原始得分都存在显著差异
,

而其因素结构与美国B u tc her

等人的结果基本一致
。

MM尸1一 2的宜测相关也都达到
.

01 的显著水平
。

这说明经过必要的 修

订
,

MMPI一2在我国具有很好的使用价值
。

自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查表(MMPI )于 1 9 4 。年发表之 后
,

它的影响越 来 越 大
。

如 今
,

MMPI 己成为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心理测验
。

我国在宋维真教授的主持下
,
于1 9 8 4年完成了

MMPI 中国版的修订工作
。

目前
,

M MPI 在我国的影响已 日渐深远
。

人们在使用MMPI 的同时
,

也发现了它存在的一些何题
,

如
:
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

,

原

常模数量较小
,

某些涉及性
、

躯体功能及宗教等方面的问题易于令人反感
,

等等
。

因此
,

从

1 9 8 2年起
,

在J
.

N
.

B u tc her 教授的领导下
,

美国MMPI 修订委员会开始对MMPI 重新 进行修

订
,

这项工作已于 1 9 8 9年完成
,

新版MMPI
,

即MMPI 一2
,

包 括56 了个 项 目
。

MMPI we Z与

MMPI 相比
,

主要有以下儿点不同
: (1) 删除了重复的项目, (2 ) 删除了令人反感的项目,

.( 3) 增加了一些测量新的人格维度的项跳 (4) 使用一致性T分(U n ifo r m T
一

趾。re )代替线

性T分(Li n ea r T
一

SC o re ) , (5) 在效度量表
、

亚量表(Su bsc al e) 和内容量表等方面进行了一些

补充和修改
。

而原来的效度量表和临床量表基本上没有变动
,

因此
, 以前对它们的研究文献

仍可参考
。

与MMPI 相比
,

MMPI 一2更适应现代社会对个性测验的要求
,

能更广泛地应用于

许多新领域
,

如企业
、

军事及教育的人员选拔等
。

有人预计
,

到本世纪末下世纪 初
,

MMPI

一2将取代MMPI 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心理测验工具
。

宋维真等人于 1 9 9 0年将MMPI 一2翻译成中文
,

并开始对MMPI 在中国的应用间 题进 行

研究
。

J
.

N
.

B ut eher 等人于1 9 5 9年用MMPI 一2测试T 一批美国大学生 (B u teh e r e tal, 1 9 9 0 )
。

我们应用同样的方法和程序测试了京津两地24 4名大学生
,

对中美两国大学生的测试结 果 进

行比较
,

从而对MMPI 一 2在我国应用时的信度
、

因素结构等方面
,

进行初步的研究
。

方 法

一
、

被试来源
:

被试为来自四所大学的1 45 名男大学生和 98 名女大学生
。

四所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
、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天津大学
、

天津医学院
。



二
、

测试方法
:

采用以班为单位
,

进行集体测试
。

为保护被试
,

对被试讲明对他们的测试结果保密
。

平

均测试时间为 7 0分钟左右
。

北京大学学生 51 人
,
相隔一星期后进行重测

。

由于要求被试对每

个项目都作答
,

因此
,

被试不回答的项目很少
。

除个别被试有较多的项 目没有做答(N > 1 。)
,

而将其结果删除外
,

绝大多数人的结果都符合要求
。

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篇幅所限
,

我们仅对14 个效度爱表和临床量表的结果进行分析
。

一
、

中典大学生耳始分比较
:

表1和表2分别测出了中美两国男女大学生在各量表上所得的原始分及t检验
。

表1 中美两国男大学生的原始分教 表2 中美两 国女 大学生原始 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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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和表 2可见
,

中国大学生在K量表上的原始分数低子美国大学生
,

中国女大学生在

Mf盘表上的分数低于美国女大学生
,

在其它各量表上
,

中国大学生的分数都显著地高于美国

大学生
。

这个结果与中美两国被试在MMPI 的基本量表上所得结果是一致的
。

中国被试在M

MPI绝大多数量表上的原始分都显著地高于美国被试(宋维真
, 1 9 8 4 , J

.

N
.

B u teh e r ,
1 9 7 6)

。

这个结果说明
,

如果要在中国正式使用MMPI 一 2
,

就必须首先进行修订工作
,

制定 出 中国

标准和常模
。

也就是说
,

必须进行MMPI 在我国使用前由宋维真主持进行的同样性质的工作
。

二
、

中魏大学生 , 瀚相关比较
:

中国大学生相隔一星期后进行重测
,

这与美国大学生在进行重测研究时的相隔时间是相

同的
。

我们计算出各个量表两次测验的Pe a 农幻 n相关系数
,

并将中美两国大学生的重测 相 关

结果列于表3
。

经统计分析
,

中国大学生的重测相关均达到 0
.

01 的显著水平
,

重测相关系数范围为 0
.

46

至 0
.

86
,

美国大学生的重测相关系数范围为 0
.

62 至0
.

9 1
。

以上分析表明
,

MMPI 一2用于中美



表3 中美两国大学生的t 浏相关

中国大学生 共国大学生
t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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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
,

都具有很好的重测信度
。

三
、

MMPI 一2因幸结构的分析
:

用主成分因素分析法 (Pr in eip al
一

Co m
-

n o n e n ts A n alys is)对效度量表和临床 量 表

进行因素分析
,

以固有值(E ig e n v alu e )大于

1为标准
,

抽取前四个因素
。

这四个因 素 所

解释的变异 量 占总 变异 量 的 74
.

7拓
。

用

V a ri m a x 旋转分析后
,

计算出各个里表 在 四

个因素上的因素负荷矩阵
,

列于表4
。

从表 4 可见
,

对中国大学生的测试结果

进行的因素分析
,

其结果与But ch er 等人对

MM PI 一2 的效度和临床量表进行的因素分

析结果基本相同
,

即所有效度量表和临床量

表共分为 四个因素
:

第一个因素为 A 因素
,

或称为一般性顺应不 良; 第二个因素为 R 因

或称为社会内向 ;第四个因素为Mf 因素
,

或称为

LF

K

H吕

DHy扣MfPascPt枷si

素
,

或称为过度控制 , 第三个因素为Si 因素
,

男性化一女性化
。

表4 V ar lrn a x 旋转后各全表在四个因素上的 负待(n 二 2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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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

1
.

中美大学生在MMPI 一 2的大多数临床量表和效度量表上的原始得分
,

都存在显著差

异
。

因此
,

正如原版MMPI 在我国使用之前
,

必须经过重新修订
,

制定出中国常模一样
,

M

认PI 一2在我国正式使用之前
,

也必须进行这样的工作
。

3 1
.



2
.

经重复测验
,

MMPI 一 2的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均达到0
.

01 的显著水 平
,

这说明MM

Pl一2在我国使用具有很好的信度
。

3
.

对效度量表和临床量表进行因素分析后
,

所得的因素结构与B u tc hcr 等人的结果墓本

札同
。

这说明
,

经过 必要的修订后
,

MMPI 一2在我国具有同样的使用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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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 d e o n te x t , 3 ) th e o ld e r t h e in d iv id u a l i, ,

the le ss se le e tiv ity o f a tte n tio n 15 a ffe e te d

by the Pro e e ssin g m et ho d s .

T he Phe n o m en o n

m a y e o m e a s a re su lt o f a d u lts p r o e ess in g

s em a n tie in fo rm a t io n m o r e a u to m a tie ly tha n

e h ild r en d o .

A STU口Y O户 E AR AOV AMT AG E !N TH E

D ICH OT IC LIST E N !NG OF CH!NE SE

S!NG LE
一

CHAR ACT ER W OR OS

Ca i H o u d e

( N a njin g N o r m a l U n lv e r . ity )

T h e a r tie le r e Po r te d a n e x Pe r im e n ta l

r e s e a r eh o n Ch in e se sin g le
一
e ha r ae t er w o rd s

In d ie li o tie ]lst e n in g
.

T h e d ieh o tic m a te ria l

eo n siste d o f 5 blo e k s , e a eh eo n ta in in g 峨0 Pa ir s

o f w o rd s
.

T he y w e r e P re s e n te d t o 4 o r一g ht
-

ha n d e d u n iv e r 3 ity st u d e几ts 5 0 a s to in v e sti
-

g a te tli e he m isPh e rie sPe e ia liz a tio n
’

fo r C hl -

n e se a u d ito ry Pe r e e Ptio n
.

T he r e su lts sh o w e d

th a t : 1 ) w he n d e te rm in e d by th e n u m b e r o f

e o rr e e t fr e e re ea lls
,

n o 5 19 几ifie a 让t e ar do
-

m 一
ua nc

e a PP已a r e d , 2) w he n d et o rm in e d by

the fir st
,

b u t e o r r e c tly r e c a lle d sin g le
一 e ha r -

a e te r w o r d s , a sig n lfiea n t le ft
一 e a r a d v a n ta g e

a PPe a r e d
.

T h e r e su lts w e r e d ise u sse d
.

TR IAL APPLICATION OF MMPI
一

2 T O CH!
-

NE SE COLLE G E STU D E NT S

M o W e n b ln , Zh a n g Jia n p in g
,

So n g W
eiz he n

( In 3 titu te o f P 6 了e ho lo g 了
,

A e a d e m ia S in ie a ,

B e ijin g )

T h e MM PI
一
2 w a s a PPlze d o n a tria l ba sis

t o 2 44 Ch in e s e e o lle g e stu d e n ts
.

T he r es u lts

in d iea te d th a t th er e a re sig n ifie a n t d iffer en -

e e s b e tw e e n ICh in e se an d A m e ric a n e o lleg e

stu d e n ts in r aw SC o r se O f m o st e lin iC a la n d

va lid it y s c a les ,

b u t th e fa e to r s tr u e tu r e 15

sim ilia r to th e r e su lt o b ta in e d b y Pr o f
.

B u t
-

e he r e t a l
.

T h e te s t
一 r e t e st e o rr e la tio n 15 5 19

-

n ifie a n t (p < 0
。
0 1 )

.

5 0 a ft e r n e e e ssa r y r e v i
-

s io n ,

the MM PI
一
2 w illh a v e a g r e a t v a l往 e in

C hin a .

W ANG CHONG
产

5 CR !MINAL PSYCHOLOG Y

T HOUG HT

Z hu Y o n g x t n ,

A i Y o n g m in

( S u , ho u U n i, e r 一1 ty )

T h is a rt ie le e x Plo r es
W

a n g C ho n g 声s

e rim in a lP sye h o lo g y th o u g ht in thr e e a r e a s .

1 ) fr o m th e an g les o f h u m a n n a t u r e , n e e d s ,

e x e e s siv e d rin k in g
, e n v ir o n m e n t , e 以sto m s

p a u p e r i么a t一o n ,

law
,

p o sitio n s , e te . ,

it d is
-

e u sse s th e p sy e ho lo g ie a l e a u se s o f e r lm e , 2 )

in th e lig h t o f g r e e d
, e h iv a lr o u s s en se a n d

Pa ssio n ,

it a n a lys es the st ru e tu r e o f er im in a l

Ps ye ho lo g y ; 3 ) it Pr o b e s ‘n t o t he s t r a te g y

a n d tn e tho d o f P re v e n tin g er im 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