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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PI 与 MMPI - 2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致性测试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00101) 　史占彪 　郭念锋 　张建新

【摘 　要】目的 : 考察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MMPI与 MMPI - 2 结果的一致性程度 , 以便为 MMPI - 2 的使用

者参考 MMPI临床与研究经验提供更多的实证依据。方法 : 采用 MMPI与 MMPI - 2 复合问卷 , 对 97 名精神分

裂症患者在临床量表上的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单一量表分数的相关分析以及量表编码类型的符合

率分析结果提示 , 尽管 MMPI - 2 对临床量表项目内容作了一定的修改 , 但 MMPI - 2 与 MMPI对应临床量表分

数仍具有很高的相关 ; 另外 , MMPI - 2 与 MMPI间编码类型的总体符合率达到 9318 % , 其它多点编码符合率

也都达到了美国人所报告的同类符合率水平 , 如两点编码符合率为 6219 % , 若给以限制性定义 , 则该符合率

可达 8018 %。结论 : 中文版 MMPI - 2 的临床量表与 MMPI具有较高的延续性 ,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群体的临床

使用上具有一定的类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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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for the Congru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MMPI- 2 and MMPI in Testing Schizophrenic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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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 To examine the degree of concordance between The Chinese MMPI - 2 and MMPI in testing

schizophrenic patients1Method : A sample of 97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as tested on a MMPIΠMMPI - 2 Complex Inventory1
And then the T - scores and code types of their clinical scales were compu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correspondent scores

of MMPI - 2 and MMPI1Results : The scores of MMPI - 2 and MMPI clinical scales were highly correlated , and the concor2
dance rate for total code types is about 9318 %1 For other code types , the concordance rates range from 5015 % to 6419 %1
9414 % of subjects with incongruent 2 - point code types had one scale in common1 For 2 - point code types , which were well

defined , the concordance rate is 8018 %1Conclusion : All these results showed the good congru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MMPI and MMPI - 2 in the clinical scales of Schizophrenic patien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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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尼苏达多相个性调查表 (MMPI) 是目前世界

上使用最为广泛的心理测量工具之一[1 ,5 ] 。80 年代美

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 Butcher 等人对其进行修订 , 出

版了 MMPI - 2[2 ] 。自 1990 年起 , 张建新、宋维真等

学者开始在我国对英文版 MMPI - 2 进行修订工作。

与 MMPI比较 , MMPI - 2 有几项重大的变化 , 如 , 删

改部分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项目和量表 , 建立新的常

模 , 增加效度量表 , 重新构建 15 个内容量表 , 并对

部分量表采用一致性 T分等[1 ,3 ] 。

MMPI的历史有半个世纪之久 , 积累了丰富的研

究证据与临床经验。因此 MMPI - 2 修订者十分注重

MMPI的连续性问题。只有 MMPI - 2 与 MMPI 之间具

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 MMPI - 2 的使用者才

能继续使用、分享和参考半个世纪来 MMPI 的研究与

临床成果。当然 , 在保证与 MMPI 临床量表一致性的

前提下 , 修订者们建构了新的内容量表 , 并根据实际

需求创立和扩充了附加量表 , 从而使 MMPI - 2 一方

面延续了 MMPI的历史 ,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新的时代

特色 , 使其使用对象和范围更为广泛[3 ,4 ] 。许多研究

表明英文版 MMPI - 2 基本达到了连续性的要求[6 - 8 ] 。

虽然在中文版 MMPI - 2 修订过程中 , 有初步证据表

明 , 中文的两个版本在正常被试中也有较好的连续

性 , 但在临床病人群体中尚需进一步的论证。精神分

裂症患者在住院精神障碍患者中占相当比重 ; 临床上

常常使用 MMPI , 以协助临床医生对这类患者进行诊

断和治疗[9 ,10 ] 。为此本文拟通过精神分裂症被试应答

中文 MMPI - 2 和 MMPI的临床量表 , 以考察两个版本

之间的一致性程度。

对象与方法

对象 　本研究被试系北京回龙观医院和北京安定

医院住院精神分裂症病人。病人多为慢性患者 , 病程

均在六个月以上 , 最长被试病程为 15 年 , 平均年数

为 617 ±416。被试在简明精神病量表 (BPRS) 的评

分均数为 3214 ±616 , 分数介于 21 - 53 之间。被试年

龄从 16 岁到 50 岁 , 平均为 33 ±8 岁 ; 被试受教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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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介于 9 - 19 年之间 , 平均为 12 ±2 年。

方法 　参照国外有关研究 , 采用 MMPIΠMMPI - 2

复合问卷[6 ,8 ] 。复合问卷由 MMPI 和 MMPI - 2 中不重

复题目构成 , 共计 625 题 , 然后进行拆分 , 分成 MM2
PI及 MMPI - 2 两套问卷测量结果。采用效度量表进

行检测 , 120 名被试的答卷中共有 97 个有效问卷供

下一步分析。

结 果

11MMPI - 2 与 MMPI各临床量表的相关分析

将 MMPI - 2 与MMPI相对应的临床量表标准 T分

数分别求得相关系数 , 结果列于表 1。由表 1 可见 ,

中文版 MMPI - 2 和 MMPI对应临床量表的相关系数在

0190 至 0199 之间 , 表明两个版本的临床量表分数之

间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表 1 　中文版 MMPI - 2 和 MMPI 对应临床量表间的相关系数

人数
(N)

1
(Hs)

2
(D)

3
(Hy)

4
(Pa)

5
(Mf)

6
(Pa)

7
(Pt)

8
(Sc)

9
(Ma)

0
(Si)

全部 97 199 196 199 194 193 197 198 197 195 198

男性 51 199 196 199 193 190 197 199 198 193 197

女性 46 199 195 199 195 196 198 199 198 196 199

　　21MMPI - 2 与 MMPI编码类型的符合率

将各临床量表 (即除 5 , 0 外的 8 个临床量表)

的 T分由大到小排序后编码 , 分为两点、三点、高分

编码和总体编码四类 , 然后比较 MMPI - 2 和 MMPI相

对应的编码类型 , 其结果列于表 2。结果表明 , 97 名

精神分裂症患者被试的编码总体符合率为 9318 % ,

两点、三点以及高分编码符合率分别为 6219 %、

5015 %及 6419 %。总体来讲 , 中文版临床量表多点编

码符合率与美国方面报告的相应结果十分类似[6 ,8 ] 。
表 2 　MMPI 和 MMPI - 2 编码符合率

样本数 总体编码 两点编码 三点编码 高分编码

男性被试 51 9611 % 5219 % 4711 % 7016 %

女性被试 46 9113 % 7319 % 5413 % 5817 %

被试全体 97 9318 % 6219 % 5015 % 6419 %

注 : 所有单点编码或者两点编码、或者三点编码符合的总体比例 , 称

为总体编码符合率。具有达到或高出临界区分点 60 分的量表的相同

单点、两点或三点编码称为高分编码相符合。

31 两点编码不相符合的案例特性分析

在两点编码不相符合的 36 例被试中 , 有 34 例具

有同一个编码量表 , 占 9414 % ; 21 例具有同样的单

点编码 , 占 5813 % ; 14 例具有同样的三点编码约占

40 %。以上数据表明这些编码不相符合的 MMPI - 2

与 MMPI剖析图之间 , 并不是截然不同 , 它们之间存

在着相当的共同性。

41 限制性定义下的编码类型

MMPI中限制性编码是指 , 进入编码的最低量表

分数应高于未进入编码的最高量表分数至少 5 个 T

分。本研究中 , 共有 6018 %的被试剖析图符合限制

性定义的单点、二点或三点编码 , 其中单点编码中有

3511 % , 两点编码中有 2618 % , 三点 编 码 中 有

1915 %。

比较 MMPI - 2 和 MMPI相应限制性编码类型 , 结

果发现 , 两点编码和三点编码的符合率分别为

8018 %、6814 % , 高于相对应的非限制性编码符合

率 , 即两点 6219 % 和三点 5015 %。其中两点编码符

合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

讨 论

中文版 MMPI - 2 改编自 MMPI , 继承了 MMPI 的

临床量表及其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丰富研究与临床资

源。因此 , 证明两者之间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 , 对于

MMPI - 2 的使用者来说 , 是十分重要的。

本研究使用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样本 , 讨论

MMPI - 2 与 MMPI的一致性 , 除具有心理测量学的理

论意义外 , 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创建 MMPI 的初

衷 , 就是提供一种心理测量工具 , 以不同于精神病学

诊断的视角 , 用数据来区分正常人与精神障碍患者 ,

并在不同类型的精神病患者之间作出鉴别诊断。MM2
PI临界区分点的确定 , 编码类型的含义等很多资料

都是来源于精神病性的被试 , 这些被试在临床量表有

一些特征性的表现 , 有丰富的数据信息。同时 , 在实

际应用上 , MMPI在国内也多用于精神科临床 (其中

一大部分为精神分裂症) 以协助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

疗[3 ,9 ,10 ] 。

本研究数据表明 , MMPI - 2 和 MMPI 对应临床量

表的相关系数都在 0190 以上 , 最高的达到 0199。这

种高相关说明 , MMPI - 2 项目的有限变动和修改 , 并

没有对 MMPI临床量表的测量意义产生重大影响 , 其

临床判断和诊断价值依旧。

MMPI - 2 和 MMPI临床量表编码类型之间的符合

率不低 , 总体编码符合率达 91 %以上。对于常用的

两点编码和高分编码 , 其符合率达也达到 6219 %和

6419 % , 甚至高于 Edward 对英文版 MMPI - 2 的研究

结果 (两点编码符合率 58 %、高分编码符合率为

58 %) [6 ,8 ] 。给以限制性定义后两点编码符合率达到了

8018 % , 和国外英文版的有关研究结论相似。考虑到

测量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误差因素 , 这种符合率可以说

明中文 MMPI - 2 和 MMPI在编码类型上具有相当的一

致性 , 具有相对的可比性。这证实了张建新和宋维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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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人样本中所获得的结论 , “MMPI 两个中文版

本的测验具有相通性 , 在统计上是可比的”[3 ] 。

使用限制性定义后 , 两点编码和三点编码符合率

有显著提高 , 其中两点编码符合率达百分之八十以

上 , 这和国外的研究结论相一致。Edward 的研究中 ,

两点编码限制性定义符合率为 72 % , 显著高于非限

制性定义 58 %的符合率[6 ] 。这是因为限制性编码更

稳定 , 削弱了测验过程中测量误差等不稳定性因素的

影响 , 当然也就提高了编码类型的符合率。这提示我

们 , 在临床实践过程中 , 如果使用限制性编码来进行

诊断 , 将会提高诊断信度。Graham 和 Edward 认为 ,

使用限制性定义具有很现实的必要性[7 ,8 ] 。

基于以上分析 , 可以推论 , 中文版 MMPI - 2 和

MMPI临床量表分数及编码类型对精神分裂症的诊

断 , 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因此临床使用

MMPI - 2 的临床量表时 , 完全可以借鉴 MMPI 的既往

研究成果和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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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与高校较为接近的文化教育环境中 , 相比之下 , 来

自农村的大学生进入高校环境 , 与他们原来的社会环

境构成较大反差 , 因而可能面临更多自我调节与适应

方面的压力。

一般认为高自尊、内控倾向、内部冲突较少的

人 , 其主观幸福感较高。良好的社会关系可增加人们

的主观幸福感 , 而劣性的社会关系则会使之降低[1 ,2 ] 。

本研究结果显示 , 大学生幸福感与自尊、社会支持均

显著正相关 , 尤其是与其所体验到的主观支持相关最

高 , 支持了前人的有关研究结果[3 ] 。但在内外控倾向

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面 , 本研究发现一方面大学生

不同的归因倾向对其主观幸福感存在一定的影响 , 而

另一方面归因对幸福感的影响又有一定的作用范围 ,

其特点是 : 中间组和内控组的大学生幸福感指数均较

高 , 两组之间幸福感无显著差异 ; 只有当归因倾向为

外控型时 , 幸福感才有明显降低。这可能是由于外控

型的大学生往往过分强调外部的背景、运气因素 , 而

忽视个人能力与努力的作用 , 容易导致过多地怨天尤

人而有较低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结果提示 , 对大学

生进行归因方面的教育时 , 在内控、中间与外控三种

类型中 , 应有针对性地侧重于对外控型大学生的引

导 , 应帮助他们矫正归因上的偏差 , 学会综合考虑、

辩证分析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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