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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对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中的偏见量表（Ｐｒ）进行项目分析并研制简式量表。方法　对３７６７名新兵同
时进行Ｐｒ和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测试，对Ｐｒ各项目进行难度和鉴别度分析，各项目分与Ｐｒ总分的相关分析，根据分析结

果筛选出部分条目组成简式量表。计算原量表及简式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以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分为效标，考察原量表及简

式量表的效标效度。对于其他样本，分别用１６项人格因素问卷（１６ＰＦ）、艾森克人格问卷（ＥＰＱ）、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等与简

式量表同时施测，以１６ＰＦ、ＥＰＱ、ＳＡＳ等为效标，考察简式量表的效标效度。结果　原量表各项目的难度在０．０４～０．６９之
间，小于０．２的项目有１７个。鉴别度指数在０．１０～０．７２之间，小于０．３的项目有１２个。各项目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在

０．１９～０．６０之间，小于０．３的项目有９个。保留质量较高的２０个项目组成简式量表。原量表和简式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分别为０．８０１和０．７５７。原量表总分及简式量表总分与ＳＣＬ９０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正相关，相关系数均在０．３８以上。简式

量表总分与原量表总分相关，相关系数为０．９６７。简式量表总分与１６ＰＦ、ＥＰＱ、ＳＡＳ等相关。结论　简式量表具有较好的信
度和效度。

　　［关键词］　军事心理学；人格；适应不良；偏见；ＭＭＰＩ；信度；效度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４４．２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８８７９Ｘ（２０１２）０３０３１６０４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ｃａｌｅｏｆ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ｉｃ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ＣＨＥＮＧｕｏｍｉｎ１，ＭＡＯＤｉｎｇ２，ＷＡＮＧＬｉｊｕｎ１，ＭＥＮＧＳｕｐｉｎｇ１，ＳＯＮＧＫｅｗｅｎ１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Ｎａｖｙ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０７１，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ｉｖ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Ｎａｖ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１０７１７　　　　［接受日期］　２０１２０２０６
［作者简介］　陈国民，博士，副教授．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ｕｏｍｉｎ６９＠１６３．ｃｏｍ
通信作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ａｕｔｈｏｒ）．Ｔｅｌ：０５３２５１８７６２４８，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ｇｕｏｍｉｎ６９＠１６３．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ＭＭＰＩ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ｃａｌｅ（Ｐｒ）ａｎｄ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ｒａｎ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９０（ＳＣＬ９０）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３，７６７ｎｅｗｌｙ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ｅａｃｈｉｔｅｍｏｆＰｒ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ａｃｈｉｔｅｍ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ａ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ｗ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ｉ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ｃａｌｅ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ｕｓｉｎｇＳＣＬ９０ａｓｔｈｅ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ｓａｍｐｌｅｓ，１６ＰＦ，ＥＰＱ，ａｎｄＳＡＳ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ｃａｌｅｗａｓａｌｓｏｔｅｓ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ｒａｎｇｅｄ０．０４０．６９，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ｏｆ１７ｉｔｅｍｓｂｅｉｎｇ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０．２０．Ｔｈ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ｒａｎｇｅｄ０．１００．７２，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ｏｆ１２ｉｔｅｍｓｂｅｉｎｇ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０．３０．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ｔｅｍ

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ｒａｎｇｅｄ０．１９０．６０，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ｏｆ９ｉｔｅｍｓｂｅｉｎｇ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０．３０．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ｃａ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ｏｆ２０

ｉｔｅｍｓｗｉｔｈｂｅｔ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ｄｓｃａｌｅｗｅｒｅ０．８０１ａｎｄ

０．７５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ｂｏｔｈ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ｄｓｃａｌ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ＣＬ９０，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ｉｎｇａｂｏｖｅ０．３８．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ｗａｓ０．９６７．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ｃａｌｅ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ｏｆ１６ＰＦ，ＥＰＱ，ＳＡ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ｃａｌｅ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ｈａｓａｈｉｇｈｅｒ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ｍ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ＭＭＰＩ；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ｃａｄＪＳｅｃＭｉｌＭｅｄＵｎｉｖ，２０１２，３３（３）：３１６３１９］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ＭＭＰＩ）是目前世界上
使用最为广泛的个性测量问卷之一，广泛地应用在

军队、司法、临床、警察、飞行员等各个领域［１３］。

Ｇｏｕｇｈ（１９５１）编制的偏见量表（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Ｓｃ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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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４］是 ＭＭＰＩ众多附加量表中的一个［５７］，用于测
试与思维僵化有关的广泛的心理问题。高分提示性
格内倾、观念僵化、多疑敏感。军人职业的特殊性要
求军人必须具备成熟、健全的人格，人格成熟、健全
是军人适应部队生活的必要前提。所以对新兵进行

Ｐｒ测试，可评定新兵的人格成熟度。但在新兵测试
过程中，发现部分项目回答比较困难，甚至出现不
答、漏答、错答等现象。而且项目较多，不利于快速
测查。本文旨在对Ｐｒ进行项目分析，从而筛选出质
量较高的项目组成简式Ｐｒ，并检验其信效度，以便更
适合在部队开展快速检测。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样本一：某单位３８１３名新兵，全部男
性，年龄１８～２０岁，平均（１８．８３±１．０７）岁。剔除资
料不全者，资料齐全者３７６７名，占９８．７９％。同时
用Ｐｒ（原量表）和症状自评量表（Ｓｙｍｐｔｏｍ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
９０，ＳＣＬ９０）进行团体测试。该样本用于项目分析
及简化。样本二：某单位５１名新兵，全部男性，年龄

１８～２０岁，平均（１８．５３±１．０２）岁。用简化后的Ｐｒ
进行２次团体测试，间隔时间２周。该样本用于信
度检验。样本三：某单位３４名士官学员，全部男性，
年龄１９～２１岁，平均（１９．８６±１．６２）岁。同时用简
化后的偏见量表和１６项人格因素问卷（１６ＰＦ）进行
团体测试。该样本用于效度检验。样本四：某单位

１８８名士官学员，全部男性，年龄１８～２１岁，平均
（１９．３２±１．１８）岁。同时用简化后的偏见量表和艾
森克人格问卷（ＥＰＱ）及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进行团
体测试。该样本用于效度检验。样本五：某单位

８１５６名新兵，男性７８９１人，女性２６５人，年龄１８～
２０岁，平均（１８．６１±１．１３）岁。同时用简化后的Ｐｒ
和ＳＣＬ９０进行团体测试。该样本用于效度检验。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测评工具　（１）Ｐｒ［４］：共有３２个项目。其中

２９个答“是”计分，３个答“否”计分。记录总分。（２）

ＳＣＬ９０［８］：共包括９０个项目，包含较广泛的精神症
状学内容，从感觉、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直至生活
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均有涉及。（３）１６ＰＦ［９］：
共包括１８７个项目，可计算出１６种人格因素和８种
次级因素。（４）ＥＰＱ［１０］：共包括８８个项目，含Ｐ、Ｅ、

Ｎ、Ｌ４个维度。（５）ＳＡＳ［１１］：共包括２０个项目，各项
目得分相加即为总粗分，经过换算成标准分。

１．２．２　研究方法　项目分析：计算原Ｐｒ量表各个
项目的难度Ｐ、鉴别度指数Ｄ及各项目分与总分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ｒ。

　　项目选择：简化量表，剔除质量不高的项目。根

据以下３个条件对各个项目进行评分：（１）Ｐ在

０．２～０．８之间，（２）Ｄ不小于０．３；（３）ｒ不小于０．３，
每满足１个条件得１分。最终保留的项目至少要满
足２个条件，即删除评分等于０或１的项目。

　　信度分析：同质性信度：分别求原量表与简化量
表的同质性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样本一）；重
测信度：计算２次测试结果（间隔２周）之间的Ｐｅａｒ
ｓｏｎ相关系数ｒ（样本二）。

　　效度分析：原量表的效度以ＳＣＬ９０总分及各因
子分为效标（样本一）；简式量表的效度分别以原量
表总分、ＳＣＬ９０总分及各因子分为效标（样本一）；
以１６ＰＦ各因子分为校标（样本三）；以ＥＰＱ各因子
分、ＳＡＳ粗分、标准分为校标（样本四）；以ＳＣＬ９０各
因子分为校标（样本五）。所有效度均计算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ｒ。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

２　结　果

２．１　原量表总分的描述性分析　原量表总分最小
值为０，最大值为２９，均数为７．３８，标准差为４．５４。
分别以小于５和大于９者为低分组和高分组，低分
组和高分组分别占３０．５％和２７．３％。

２．２　原量表的项目分析　原量表的难度在０．０４～
０．６９之间，均数为０．２３，小于０．２的项目有１７个。
鉴别度指数在０．１０～０．７２之间，均数为０．３３，小于

０．３的项目有１２个。相关系数在０．１８８～０．５９９之
间，均数为０．３５，小于０．３的项目有９个。见表１。

２．３　简式量表的组成及项目分析　原量表项目评
分等于３的项目共１２个，等于２的项目共８个，小
于２的项目共１２个。保留项目评分≥２的２０个项
目。所 以，简 式 量 表 由 Ｔ８４、Ｔ９３、Ｔ１１７、Ｔ１２４、

Ｔ２５０、Ｔ２８０、Ｔ３０４、Ｔ３０７、Ｔ３１３、Ｔ３１９、Ｔ３２３、Ｔ３３８、

Ｔ３４９、Ｔ３７５、Ｔ３８８、Ｔ４３７、Ｔ４８５、Ｔ５４７、Ｔ７８、Ｔ１７６等

２０个项目组成。２０项得分合计即为简式量表总分，
最小值为０，最大值为２０，均数为５．９２，标准差为

３．６２。

　　简式量表各项目的鉴别度指数在０．３３～０．７６
之间，均数为０．４６。各项目得分与简式量表总分的
相关系数在０．２９～０．６１之间，均数为０．４１。

２．４　信度检验　内部一致性信度：原量表共３２个
项目，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０１。简式量表共２０
个项目，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７５７。

　　重测信度：简式量表间隔２周的重测信度系数
为０．７５０（Ｐ＝０．０００），前后２次测试结果分别为
（４８．６９±８．８０）和（９４９．１２±８．７７），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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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原量表的项目分析

Ｔａｂ１　Ｉ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ｃａｌｅ

Ｉｔｅｍ Ｉｎｄｅｘ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ｄｅｘ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ｃｏｒｅｏｆ
ｉｔｅｍ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ｔｅｍ Ｉｎｄｅｘｏｆ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Ｉｎｄｅｘｏｆ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Ｓｃｏｒｅｏｆ
ｉｔｅｍｑｕａｌｉｔｙ

Ｔ４７ ０．０８ ０．１７ ０．２５８ ０ Ｔ３１９ ０．２５ ０．５３ ０．４９２ ３
Ｔ８４ ０．１３ ０．３３ ０．３９７ ２ Ｔ３２３ ０．２１ ０．３５ ０．３４２ ３
Ｔ９３ ０．５０ ０．６８ ０．５５２ ３ Ｔ３３８ ０．３３ ０．５６ ０．４８７ ３
Ｔ１０６ ０．０７ ０．２０ ０．３２７ １ Ｔ３４９ ０．１８ ０．４３ ０．４５８ ２
Ｔ１１７ ０．１６ ０．３７ ０．４０７ ２ Ｔ３７５ ０．１８ ０．３２ ０．３４１ ２
Ｔ１２４ ０．５８ ０．７２ ０．５９９ ３ Ｔ３７６ ０．０８ ０．２３ ０．３３２ １
Ｔ１３６ 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２２６ ０ Ｔ３８８ ０．１７ ０．３２ ０．３３５ ２
Ｔ１３９ ０．０７ ０．１９ ０．３１１ １ Ｔ４３５ ０．１４ ０．１８ ０．２２１ ０
Ｔ１５７ ０．０８ ０．２４ ０．３６２ １ Ｔ４３６ ０．０６ ０．１４ ０．２３０ ０
Ｔ１７１ ０．６９ ０．２０ ０．１８８ １ Ｔ４３７ ０．２２ ０．４２ ０．４０１ ３
Ｔ１８６ ０．０５ ０．１５ ０．２７０ ０ Ｔ４８５ ０．２２ ０．４７ ０．４５５ ３
Ｔ２５０ ０．２９ ０．３５ ０．３０４ ３ Ｔ５４３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３０３ １
Ｔ２８０ ０．３５ ０．５６ ０．４７６ ３ Ｔ５４７ ０．６７ ０．４１ ０．３６８ ３
Ｔ３０４ ０．１４ ０．３２ ０．３７３ ２ Ｔ７８ ０．２７ ０．３８ ０．３４６ ３
Ｔ３０７ ０．２１ ０．３５ ０．３４１ ３ Ｔ１７６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２８９ ２
Ｔ３１３ ０．５５ ０．３３ ０．２７８ ２ Ｔ２２１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２４３ ０

２．５　效度检验

２．５．１　以原量表为校标　根据样本一数据，以原量
表总分为校标，对简式量表进行效度检验，效度系数
为０．９６７（Ｐ＝０．０００）。

２．５．２　以１６ＰＦ为校标　根据样本三数据，以１６ＰＦ
各因素标准分为校标，对简式量表进行效度检验。
因素Ｂ（聪慧性）与简式量表相关（Ｐ＜０．０５），其余各
因素未见相关（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简式量表与１６ＰＦ各因素标准分的相关分析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ｃｏｒｅ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１６ＰＦ

Ｗａｒｍｔｈ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ｌｉｖｅｌｉｎｅｓｓ Ｒｕｌ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ｏｌｄｎｅｓ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 －０．０５５ －０．３５１ ０．１１８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８ －０．３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７

Ｖｉｇｉｌａｎｃ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ｅｄｎｅｓ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ｎｅｓｓ Ａｐ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ｏｎ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ｔｏｃｈａｎｇｅ

Ｓｅｌｆ
ｒｅｌｉ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Ｐｒ ０．０６６ －０．２７２ ０．００７ ０．２６１ －０．１５３ －０．０８５ ０．２８８ ０．３１９

　Ｐ＜０．０５．ｎ＝３４

２．５．３　以ＥＰＱ为校标　根据样本四数据，以ＥＰＱ
各维度原始分为校标，对简式量表进行效度检验。

简式量表与Ｐ、Ｅ、Ｎ、Ｌ各维度均相关，相关系数分

别为０．３３０、－０．２５７、０．５４７、－０．３３４（Ｐ＜０．０１）。

２．５．４　ＳＡＳ为校标　根据样本四数据，分别以

ＳＡＳ粗分和标准分为校标，对简式量表进行效度检

验。简式量表与ＳＡＳ粗分和标准分均相关（Ｐ＜

０．０１），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３６０、０．３５９。

２．５．５　以ＳＣＬ９０为校标　分别根据样本一和样

本五数据，以ＳＣＬ９０总分及各因子分为校标，对原

量表及简式量表进行效度检验。原量表及简式量表

总分与 ＳＣＬ９０ 总分及各因子分均相关 （Ｐ＝

０．０００）。见表３。

表３　简式量表及原量表总分与

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分的相关分析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ｏｆ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ｃａｌｅｗｉ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ＣＬ９０

ＳＣＬ９０
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ｃ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ｏｎｅ）

Ｔｈｅｓｈｏｒ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ｄ
ｓｃ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ｏｎｅ）

Ｔｈｅｓｈｏｒ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ｄ
ｓｃ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ｆ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 ０．５７３ ０．５１９ ０．５４２

Ｓｏｍａ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０．４５３ ０．４１２ ０．４３７

Ｏｂｓｅｓｓｉｖｅ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ｖｅ ０．４７８ ０．４４０ ０．４８５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０．４５２ ０．４１１ ０．４７８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０．５３３ ０．４８３ ０．５１１

Ａｎｘｉｅｔｙ ０．４８０ ０．４２６ ０．４６２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０．５００ ０．４５０ ０．４６９

Ｐｈｏｂｉｃａｎｘｉｅｔｙ ０．４３０ ０．３８７ ０．４１６

Ｐａｒａｎｏｉｄ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０．４９７ ０．４６０ ０．５０６

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ｉｓｍ ０．４２８ ０．３８１ ０．４４６

　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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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为了使 ＭＭＰＩ更适合在部队使用，研究者对

ＭＭＰＩ进行了一些修订工作，并取得了初步的成
效［１２１４］。ＭＭＰＩ除了１４个基本量表外，尚有许多附
加量表，有待进一步验证和使用。偏见量表由

Ｇｏｕｇｈ（１９５１）编制［４］，Ｐｒ量表高分者具有以下特征：
通常性格内倾、迂腐，观念僵化，缺乏灵活性，心力整
合不良，心理适应能力较差，对未来缺乏信心和希
望。多疑敏感，有暴力倾向，甚至消极观念和行为，
感到怀才不遇、被人利用，玩世不恭，责任心差，处事
拖拉，效率低下，对目前的地位和工作感到愤恨和不
满。我国成年男性总分１３．６３±４．８７，女性１４．４２±
４．５８。男性和女性正常成年人间隔４～６周重测相
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１和０．８２（Ｐ＜０．０１）。在新兵心
理测查工作中，我们选择Ｐｒ量表进行测试，效果比
较理想，Ｐｒ量表得分与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分相关，相关
系数介于０．４２８～０．５７３之间。鉴于部分项目不易
理解、难以回答，影响了测试效果，本文对Ｐｒ量表进
行了项目分析和信、效度检验，并研制了简式的Ｐｒ
量表。

　　对偏见量表的３２个项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完全满足３个条件的项目共１２个，满足２个条件的
项目共８个，有６个项目仅满足１个条件，还有６个
项目所有条件都不满足。尽管一些项目质量不高，
但总的来看，偏见量表仍基本满足心理测量学的要
求，整个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０１，表明该
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尚可；Ｐｒ总分与ＳＣＬ９０总分及
各因子分正相关，相关系数均在０．３８以上（Ｐ＝
０．０００），表明该量表的效标效度良好。此结果与文
献［４］报道基本一致。

　　经项目分析，择优选择了２０个项目组成简式量
表。对简式量表的项目分析结果表明，简化后项目
质量大幅度提高。尽管简式量表的项目数仅为原量
表的６２．５％，但简式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

０．７５７，与原量表相比并没有显著降低；简式量表总
分与ＳＣＬ９０总分及各因子分均正相关，与原量表
相比，相关系数并未显著下降；而且简式量表总分与
原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达０．９６７。表明简式量表具
有与原量表相当的信度和效度。进一步的信效度检
验表明，简式量表的重测信度为０．７５０；简式量表与

１６ＰＦ的１个因素相关，与ＥＰＱ的４个维度相关，与

ＳＡＳ相关，充分表明简式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
度。

４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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