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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学生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评定结果分析
Ξ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100101) 　刘 　恒 　张建新

【摘 　要】目的 : 本研究以 SCL - 90 大样本调查结果 , 探讨建立我国中学生的 SCL - 90 常模 , 并分析当前

我国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方法 : 在全国范围的大城市、县级市及周边地区的各类中学取样 , 用 SCL - 90

共测评了 2209 名中学生 , 并同时由其家长填写他评问卷。结果 : 除躯体化和敌对两个因子外 , SCL - 90 其它

因子分无显著地区差别 ; 与 1984 - 1997 年间 14 篇 SCL - 90 研究文章中所调查的中学生综合样本的数据比较 ,

除人际关系敏感分低于综合样本 , 偏执因子分没有显著差异外 , 其它 7 个因子的得分显著地高于综合中学生

样本 (比综合样本高 0106～0120 , P < 01001) 。结论 : 本研究结果可作为评价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状态的 SCL

- 90 常模 , 中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应得到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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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 of Symptom Checklist (SCL - 90) in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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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 Try to establish a SCL - 90 norms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1Meanwhile , the mental

health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studied1 Method : 2209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all sorts middle schools over the

country completed SCL - 901 Their parents were assessed by parent questionnaire1Results :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2
ence between the results of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regions1 The SCL - 90 average scores in this study were higher than former

studies1Conclusion : The study established the norms of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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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关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研究中 ,

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是研究者使用较多的测量工

具。研究结果表明 , 约 10 %至 30 %的中学生存在着

不同程度的各种心理问题和症状 , 在有些研究结果中

这一比例甚至更高一些 , 主要表现在强迫症状、人际

关系敏感、抑郁、偏执和敌对等方面[1 - 8 ] 。

仔细考察上述研究结果出现的差异 , 我们发现可

能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 1) SCL - 90 并没有建立全国

范围的中学生常模 , 研究者大多是参照金华等人在

1986 年建立的中国青年组 (18 - 29 岁) 常模或正常

人常模 , 而该常模与中学生的年龄有很大的差距 ; 2)

该常模经历了近 20 年的时间 , 一直没有加以修订。

今天的中学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学生相比 , 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 3) 虽然很多研究使用 SCL - 90 调查了

中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 , 有的研究还提出建立新

的常模 , 但跨地区、全国范围的大样本抽样很少见。

不同地区的常模可能存在差异。针对在使用 SCL - 90

测量我国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中存在的问题 , 本研究

在全国中学生群体大样本取样的基础之上 , 一方面对

SCL - 90 的使用进行了修订 , 另一方面 , 针对当代我

国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 , 从父母对中学生考试成绩

的态度和父母对家庭生活的态度对中学生心理健康的

影响进行了探讨。

对象与方法

对象 　被试群体 : 从华南地区 (广东) 、西南地

区 (四川) 、华东地区 (河南) 和西北地区 (甘肃)

等四地抽取中学生样本 , 共来自 15 所中学 (重点中

学 7 所 , 普通中学 8 所) , 分布于省会城市、县级城

市及市郊地区。共发放问卷 2600 份 , 回收 2379 份

(回 收 率 9115 %) , 有 效 问 卷 2209 份 ( 有 效 率

8419 %) 。其中男 1009 人 , 女 1200 人 ; 广东省 710

人 , 四川省 588 人 , 河南省 578 人 , 甘肃省 333 人 ;

初一 422 人 , 初二 471 人 , 初三 200 人 , 高一 482 人 ,

高二 477 人 , 高三 157 人。

测评工具 : 1) SCL - 90 症状自评量表 ; 2) 家长

他评问卷 , 考察家长对子女考试成绩的态度 (2 项)

以及对家庭状况的评价 (3 项) 。

测评过程 : 组织学生统一填写自评量表 , 由学生

家长填写家长问卷。测查时间为 2002 年 4 月中旬到 5

月中旬。数据用 SPSS1010 统计软件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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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11SCL - 90 量表因子分的性别差异

男女中学生 SCL - 90 各因子分详见表 1。

表 1 　中学生 SCL - 90 因子分和性别差异 (x ±s )

项目 男 (n = 1009) 女 (n = 1200) z

躯体化 1159 ±0163 1158 ±0160 　0118

强迫症状 2108 ±0172 2111 ±0173 - 1116

人际敏感 1182 ±0169 1183 ±0168 - 0128

抑郁 1172 ±0168 1182 ±0174 - 3133 3 3

焦虑 1171 ±0169 1177 ±0170 - 1199 3

敌对 1180 ±0174 1181 ±0175 - 0122

恐怖 1152 ±0163 1155 ±0160 - 1106

偏执 1177 ±0171 1171 ±0166 　1193

精神病性 1170 ±0165 1164 ±0159 　2136 3

3 P < 0105 , 3 3 P < 01001 , 下同

从表 1 中结果可见 , 女生在 SCL - 90 的抑郁、焦

虑两个因子上的得分高于男生 , 而男生在精神病性因

子上的得分则高于女生。提示女生多表现为情绪问

题 , 而男生则更多地表现在思维、行为等方面。

21 与以前研究中 SCL - 90 量表的因子分比较

表 2 中将本研究数据与金华等人在 1986 年测定

的中国青年组 (18～29 岁) 常模[9 ] 以及 1984 - 1997

年间 14 篇 SCL - 90 研究文章中所调查的中学生综合

样本[4 ]的数据进行了比较 : 本研究中学生 SCL - 90 的

九个因子均分都显著地高于国内青年组常模 ; 另外 ,

除人际关系敏感分低于综合样本 ( P < 0101) , 偏执

因子分没有显著差异外 ( P > 0105) , 其他 7 个因子

的得分显著高于综合中学生样本 ( P < 01001) , 这 7

个因子的均分值比综合样本高 0106～0120 , 方差高

0112～0120。本研究采用了大样本的数据 , 因此总体

上与近期发表的有关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的相关调查相

比 , 中学生所反映出的心理问题比例属于中等水

平[3 ,5 - 7 ] , 这可能更接近于中学生的实际情况。

表 2 　与常模比较 (x ±s) 3

项目 本研究
(n = 2209)

86 青年组
(n = 781)

中学生综合样本
(n = 3283)

躯体化 1158 ±0162 1134 ±0145 3 3 3 1141 ±0142 3 3 3

强迫症状 2110 ±0172 1169 ±0161 3 3 3 1192 ±0160 3 3 3

人际敏感 1182 ±0168 1176 ±0167 3 3 1188 ±0162 3 3

抑郁 1177 ±0171 1157 ±0161 3 3 3 1170 ±0159 3 3 3

焦虑 1175 ±0169 1142 ±0143 3 3 3 1155 ±0152 3 3 3

敌对 1181 ±0174 1150 ±0157 3 3 3 1168 ±0160 3 3 3

恐怖 1153 ±0161 1133 ±0147 3 3 3 1147 ±0149 3 3 3

偏执 1174 ±0168 1152 ±0160 3 3 3 1173 ±0159

精神病性 1167 ±0162 1136 ±0147 3 3 3 1151 ±0150 3 3 3

3 用 Z检验检查与本研究的差异

31 中学生心理问题的地区差异

从表 3 结果可见 , 各地区中学生的 SCL - 90 各因

子分总体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躯体化和敌对两个因

子分数上 , 存在地区差异。主要是四川地区中学生的

躯体化分数较其它地区高 ; 而广州地区中学生的敌意

水平较其它地区低。

表 3 　中学生心理健康的地区差异 (x ±s)

项目 广州
(n = 710)

四川
(n = 588)

河南
(n = 578)

甘肃
(n = 333) F

躯体化 1154 ±0161 1164 ±0164 1157 ±0161 1158 ±0162 3102 3

敌对 1173 ±0172 1186 ±0178 1184 ±0172 1182 ±0176 3188 3 3

41 中学生心理问题检出率

表 4 　中学生 SCL - 90 量表因子分构成比

项目

≥2

男 女

人数 % 人数 % χ2

合计

人数 %

≥3

男 女

人数 % 人数 % χ2

合计

人数 %

躯体化 224 2212 267 2213 0 491 2212 50 510 52 413 0148 102 416

强迫症状 514 5019 634 5218 0178 1148 5210 129 1218 174 1415 1136 303 1317

人际敏感 352 3419 441 3618 0183 793 3519 87 816 98 812 0115 185 814

抑郁 301 2918 413 3414 5127 3 714 3213 65 614 113 914 6155 3 178 811

焦虑 293 2910 377 3114 1135 670 3013 73 712 104 817 1152 177 810

敌对 362 3519 424 3513 0104 786 3516 93 912 117 918 0117 210 915

恐怖 206 2014 261 2118 0167 467 2111 58 517 48 410 3166 106 418

偏执 360 3517 381 3118 3179 741 3315 85 814 76 613 3155 161 713

精神病性 228 2815 302 2512 1199 590 2617 72 711 46 318 12 3 3 3 118 513

一个因子

以上 629 6213 757 6311 0113 1386 6217 214 2112 266 2212 013 480 2117

　　从表 4 中结果可见 , 有 6217 %的中学生至少一个 因子高于 2 分 , 即有各种轻度的不良反应 , 有 21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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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学生至少一个因子高于 3 分 , 即可能存在中度或

中度以上的心理问题。九个因子中 , 在强迫症状、敌

对、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和焦虑等五个因子上出现心

理问题的中学生较多 ,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

似[1 - 8 ] 。

χ2 检验显示 , 女中学生有抑郁症状的比例高于

男中学生 ( P < 0105) , 而男中学生有精神病性问题

的比例高于女中学生 ( P < 01001) , 在其它因子上 ,

男女之间无显著差异。

51父母的教养态度等指标与中学生心理健康的

关系

本研究同时调查家长对孩子考试成绩的态度及家

长对家庭状况的满意度。孩子考好常受夸奖与 SCL -

90 各因子之间无明显关系 ( P > 0105) , 而考不好受

责备与各因子之间有微弱相关 (r 值介于 0106 - 0110 ,

P < 0105) 。家庭经济收入情况与 SCL - 90 各因子之

间没有显著的相关 ( P > 0105) , 而家长对家庭经济

收入的满意程度则与五个因子得分有相关 ( r 为

0106 , P < 0105) 。家长对家庭生活的满意度与中学生

在九个因子的得分之间 , 都存在着一定的相关 (r 介

于 0109 - 0114 , P < 01001) 。

讨 论

本研究进行了 SCL - 90 大样本调查 , 样本包括各

年级中学生 , 并且涵盖了省会城市、县级城市以及郊

县农村的中学生。由于取样时注意了样本的代表性 ,

因此 , 本研究的结果为我国中学生 SCL - 90 建立了常

模参照标准。

将本研究结果与 1984 - 1997 年间其他研究者的

调查样本的综合结果进行对比 , 除人际关系敏感分低

于综合样本 , 偏执因子分没有显著差异外 , 其它 7 个

因子的得分显著地高于综合中学生样本 ( P <

01001) [4 ]
, 这 7 个因子的均分值比综合样本高 0107～

0120 , 方差高 0112～0120。

本研究的结果还显示 , 除躯体化和敌对两个因子

分数外 , 其他 SCL - 90 因子分数均无明显的地区差

异。因此 , 本研究结果应可应用于全国不同地区的中

学生心理健康评估活动中。

除了在女中学生中可能出现更多抑郁情绪问题 ,

男中学生中有较多的思维、行为问题外 , SCL - 90 的

心理问题检出率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约有 2117 %

的中学生存在中度或中度以上心理问题 (至少一个因

子分高于 3) 。在各种心理问题中 , 出现强迫症状、

敌对、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和焦虑问题的中学生较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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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小剂量氟哌啶醇口服 , 抽动症状较

快改善。4 例三周后症状完全控制 , 5

例抽动次数显著减少。揭示各种不良因

素刺激对 TS 的发病可能有一定影响。

故用药治疗和感觉统合训练是必不可少

的。研究结果提示 , 要适当安排患儿日

常作息时间和内容 , 避免过度疲劳和兴

奋 , 帮助患儿、家长和学校老师理解和

认识 TS 症状和性质 , 取得他们对治疗

的支持和配合。良好的社会支持 , 正确

对待患儿 , 积极治疗共患病 , 对促进 TS

恢复 ,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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