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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青少年个性特征与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以期从个性完善层面降低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
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干预提供指导。方法　 于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３ 年在重庆市招募 ７４８ 名 ６ ～ １６ 岁的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儿童
青少年填写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ＥＰＱ）以了解其个性特征，家长填写家长版长处与困难量表（ＳＤＱ）以了解孩子的心理健
康状况。对 ＥＰＱ和 ＳＤＱ评分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　 儿童青少年 ＥＰＱ的精神质（Ｐ）、神经质（Ｎ）因子评分与 ＳＤＱ的情
绪问题、行为问题和同伴问题因子评分呈正相关（ｒ ＝０． ０８７ ～０． １９８，Ｐ ＜０． ０５或 ０． ０１），与亲社会因子评分呈负相关（ｒ ＝ － ０． １７８，
－ ０． １０５，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儿童青少年 ＥＰＱ的内外向（Ｅ）因子评分与 ＳＤＱ的情绪问题、同伴问题因子评分呈负相关（ｒ ＝ －０． １６８，
－ ０． １６４，Ｐ均 ＜ ０． ０１），与亲社会因子评分呈正相关（ｒ ＝ ０． １３８，Ｐ ＜ ０． ０１）；ＥＰＱ的掩饰性（Ｌ）因子评分与 ＳＤＱ的行为问题因子
评分呈负相关（ｒ ＝ － ０． ０８９，Ｐ ＜ ０． ０５），与亲社会因子评分呈正相关（ｒ ＝ ０． １９４，Ｐ ＜ ０． ０１）；而总的困难评分与 ＥＰＱ 的 Ｐ、Ｎ 因
子评分呈正相关（ｒ ＝ ０． １７２，０． １６９，Ｐ均 ＜ ０． ０１），与 Ｅ因子评分呈负相关（ｒ ＝ － ０． １２７，Ｐ ＜ ０． ０１）。结论　 儿童青少年的个性
特征与心理健康相关，重视儿童青少年个性形成、矫正不良个性对于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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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理发育的重要阶段，
是构建自我认同、培养健全人格、发展社会技能的重

要时期［１］，但该时期个性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偏

执性或极端性，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易导致一系列心

理危机［２］。儿童青少年时期的心理问题往往是成

人精神心理障碍的早期表现，该阶段起病的精神心

理疾病，使患者社会功能持续广泛受损，对其终身产

生深远的影响［３］。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探讨儿童

青少年的心理卫生状况，关注心理健康发展，探索其

影响因素，对儿童青少年及其成年后心理疾病的预

防具有重要意义。

个性是指个体的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

的心理特征总和，也称人格［４］。研究表明，个性与

心理健康、心身疾病密切相关［５］。目前国外研究多

针对个性测评工具的探索或研究个性与行为、疾病

的关系［６ － ７］，而很少对个性进行单独研究，关于儿童

青少年个性特征对心理健康状态影响的研究更少。

研究表明，个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发展变化

的状态［８］，受遗传和环境共同调控［９ － １０］，这为不良

个性纠正的可能性提供了科学基础。只有明确个性

特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才可通过早期环境的改变

及干预，促进个性的健康发展，从而改善个体的心理

健康水平，以有效预防心理疾病的发生。故本研究

探讨儿童青少年个性特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以期

从个性培养层面降低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率，为心

理干预提供指导方向。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以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学籍系统的人口学资料为
基础，于 ２００５ 年 － ２０１３ 年连续在重庆市主城区中
的渝中区、沙坪坝区、江北区、南岸区、大渡口区、九

龙坡区及北碚区招募 ６ ～ １６ 岁儿童青少年及其父
母。排除标准：①不愿参加调查者；②有严重躯体疾
病无法配合调查者；③有严重精神疾病无法配合调

查者。共招募到 ７４８ 名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共发
放问卷 ７４８ 份（儿童青少年、家长各 ７４８ 份），在儿
童青少年和家长中分别回收有效问卷 ６００ 份
（８５． ９６％）和 ６５６ 份（８７． ７０％），最终 ６００ 名儿童青
少年的数据纳入统计分析。入组的所有儿童青少年

及其家长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

研究通过重庆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 ２　 评定方法

入组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均完成一般情况调查

表，同时儿童青少年填写儿童版艾森克人格问卷

（Ｅｙｓｅｎｃｋ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ＥＰＱ）［１１］，家长填
写长 处 和 困 难 问 卷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ＤＱ）［１２］。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心理卫生中心门诊室或儿童青少年就读学校教

室填写所有问卷，整个过程采用统一指导语，共耗时

３０ ～ ３５ ｍｉｎ，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精神科医生当场回
收问卷。

１． ３　 评定工具

１． ３． １　 一般情况调查表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受试儿童青少年
的年龄、性别、是否为双生子、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

受教育程度及职业、家庭月收入情况、家庭的类型、

父母之间的关系、家庭教育态度等信息。

１． ３． ２　 ＥＰＱ

采用湖南医科大学龚耀先于 １９９２ 年修订的儿
童版 ＥＰＱ评估儿童青少年的个性特征。共 ８８ 个项
目，由神经质（Ｎ）、内外向（Ｅ）、精神质（Ｐ）和掩饰性
（Ｌ）４ 个分量表组成。各项目均以“是”或“否”作
答，计算各分量表粗分，根据常模换算为 Ｔ分数。

１． ３． ３　 ＳＤＱ

为英国伦敦国王大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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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ｏｄｍａｎ教授于 １９９７年首创的心理测量工具，用于评
估儿童青少年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国际上被广泛应

用。除筛查功能外，亦可为临床评估的量化工具［１３］。

ＳＤＱ（中文版）信效度良好［１４ － １５］。

ＳＤＱ分为教师版、家长版和儿童版共三个几乎
完全相同的版本，包括情绪问题、品行问题、多动 ／注
意缺陷、同伴问题和亲社会行为 ５ 个分量表。亲社
会行为评分高代表长处，其他 ４ 个分量表评分高则
意味困难，这 ４ 个分量表总评分代表总的困难。各
分量表评分范围代表不同的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

使用家长版 ＳＤＱ。

１． 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 ０２ 进行有效数据录入，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０ 进行数据分析。对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

分别用（ｘ— ± ｓ）和频数分布进行统计描述，对 ＥＰＱ和

ＳＤＱ评分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２　 结　 　 果

２． １　 纳入儿童青少年的基本情况

　 　 本研究 ７４８名儿童青少年的年龄和性别见表 １。

表 １　 ７４８ 名儿童青少年年龄和性别分布情况

年龄 性别 独生子［ｎ（％）］ 双生子［ｎ（％）］ 年龄 性别 独生子［ｎ（％）］ 双生子［ｎ（％）］

６ 岁 男生 １０（１． ３） ５（０． ７） １２ 岁 男生 ２４（３． ２） ９（１． ２）

女生 ３０（４． ０） １５（２． ０） 女生 ２５（３． ３） ９（１． ２）

该年龄总人数 ４０（５． ３） ２０（２． ７） 该年龄总人数 ４９（６． ６） １８（２． ４）

７ 岁 男生 ３４（４． ５） １７（２． ３） １３ 岁 男生 １９（２． ５） １０（１． ３）

女生 ２６（３． ５） １３（１． ７） 女生 ２３（３． １） １０（１． ３）

该年龄总人数 ６０（８． ０） ３０（４． ０） 该年龄总人数 ４２（５． ６） ２０（２． ７）

８ 岁 男生 ３６（４． ８） １８（２． ４） １４ 岁 男生 １７（２． ３） ６（０． ８）

女生 １６（２． １） ８（１． １） 女生 ９（１． ２） ４（０． ５）

该年龄总人数 ５２（７． ０） ２６（３． ５） 该年龄总人数 ２６（３． ５） １０（１． ３）

９ 岁 男生 ２４（３． ２） １７（２． ３） １５ 岁 男生 ２５（３． ３） １０（１． ３）

女生 ２１（２． ８） １９（２． ５） 女生 ２３（３． １） ８（１． １）

该年龄总人数 ４５（６． ０） ３６（４． ８） 该年龄总人数 ４８（６． ４） １８（２． ４）

１０ 岁 男生 １８（２． ４） ７（０． ９） １６ 岁 男生 ８（１． １） ３（０． ４）

女生 ４４（５． ９） ２２（２． ９） 该年龄总人数 ８（１． １） ３（０． ４）

该年龄总人数 ６２（８． ３） ２９（３． ９） 合计 男生 ２４６（３２． ９） １１６（１５． ５）

１１ 岁 男生 ３１（４． １） １４（１． ９） 女生 ２５８（３４． ５） １２８（１７． １）

女生 ４１（５． ５） ２０（２． ７） 总数 ５０４（６７． ４） ２４４（３２． ６）

该年龄总人数 ７２（９． ６） ３４（４． ５）

注：独生子，家中只有一个孩子，指独生子女；双生子，包括同卵和异卵双生

２． ２　 ＳＤＱ与 ＥＰＱ评分相关分析

ＳＤＱ的总评分、情绪问题、行为问题、注意 ／多
动缺陷问题、同伴问题、亲社会因子评分分别为

（１３． １９ ± ５． ５３）分、（２． ８９ ± ２． ０１）分、（２． ８１ ± １． ７９）
分、（４． ４２ ± １． ９９）分、（３． ０７ ± １． ８４）分、（５． ５３ ±
２． １０）分，ＥＰＱ的 Ｐ、Ｅ、Ｎ、Ｌ 因子评分分别为（４５． ５７
± １０． ０４）分、（４６． ８８ ± １２． ５１）分和（５１． ２９ ± １０． ９５）
分、（４６． ８１ ± １０． ６３）分。

相关分析显示，ＥＰＱ 的 Ｐ、Ｎ 因子评分与 ＳＤＱ
的情绪问题、行为问题和同伴问题因子评分呈正相

关（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与亲社会因子评分呈负相关
（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ＥＰＱ 的 Ｅ 因子评分与 ＳＤＱ 的
情绪问题、同伴问题因子评分呈负相关（Ｐ均 ＜０． ０１），
与亲社会因子评分呈正相关（Ｐ ＜ ０． ０１）；ＥＰＱ 的 Ｌ
因子评分与 ＳＤＱ 的行为问题因子评分呈负相关
（Ｐ ＜０． ０５），与亲社会化因子评分呈正相关（Ｐ ＜０． ０１）；
而总的困难评分与 ＥＰＱ的 Ｐ、Ｎ因子评分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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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Ｅ因子评分呈负相关（Ｐ均 ＜ ０． ０１）。见表 ２。

表 ２　 ＳＤＱ与 ＥＰＱ评分相关分析（ｒ）

ＳＤＱ各因子
ＥＰＱ各因子

Ｐ Ｅ Ｎ Ｌ

总的困难 ０． １７２ａ － ０． １２７ａ ０． １６９ａ － ０． ０３７

情绪问题 ０． ０８７ｂ － ０． １６８ａ ０． １８１ａ － ０． ０２６

行为问题 ０． １９８ａ － ０． ００３ ０． １２７ａ － ０． ０８９ｂ

注意 ／多动缺陷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２

同伴问题 ０． １６９ａ － ０． １６４ａ ０． １４３ａ － ０． ０２５

亲社会 － ０． １７８ａ ０． １３８ａ － ０． １０５ｂ ０． １９４ａ

注：ＳＤＱ，长处和困难问卷；ＥＰＱ，艾森克人格问卷；Ｐ，精神质；Ｅ，内外向；

Ｎ，神经质；Ｌ，掩饰性；ａＰ ＜０． ０１，ｂＰ ＜０． ０５

３　 讨　 　 论

个体的人格特征类型和心理健康相关，而不同

的人格类型，会产生不同的认知，面对社会生活事件

及心理冲突等也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１６ － １７］。既往

研究显示，心理健康与人格特征密切相关，人格特征

在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８ － １９］，

其中神经质、个性稳定性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最高。

既往研究多关注特定的患者群体或不同职业人群，

对成人关注较多，对于非心理及行为障碍的学龄期

儿童青少年个性和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很少，而这

个年龄段是个性飞跃式发展的阶段，是心理疾病高

发阶段，也是人为干预效果最理想的阶段。

本研究结果显示，６ ～ １６ 岁儿童青少年个性中
的 Ｐ、Ｎ因子评分与情绪问题、行为问题和同伴问题
因子评分呈正相关（ｒ ＝ ０． ０８７ ～ ０． １９８，Ｐ ＜ ０． ０５或
０． ０１），与亲社会因子评分呈负相关（ｒ ＝ － ０． １７８，
－ ０． １０５，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说明儿童青少年个性
越趋向于精神质、情绪越不稳定（神经质），在面对

刺激时越容易出现过于强烈的情绪反应，如紧张、焦

虑等情绪问题，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２０ － ２１］，提示要

高度关注儿童青少年个性中精神质和稳定性的趋向

性表现，及时干预，以促进个体心理健康发展。儿童

青少年个性中的 Ｅ 因子评分与情绪问题、同伴问题
因子评分呈负相关（ｒ ＝ －０． １６８，－０． １６４，Ｐ均 ＜０． ０１），
与亲社会因子评分呈正相关（ｒ ＝ ０． １３８，Ｐ ＜ ０． ０１），
提示个性越外向的儿童青少年，其出现情绪、同伴问

题的可能性越小，培养儿童青少年的外向性个性，更

有利于其心理健康的发展。儿童青少年的 Ｌ 因子

评分与行为问题因子评分呈负相关（ｒ ＝ － ０． ０８９，
Ｐ ＜ ０． ０５），与亲社会因子评分呈正相关（ｒ ＝ ０． １９４，
Ｐ ＜ ０． ０１），提示儿童青少年个性中的掩饰性越明
显，其发生行为问题的概率就越低，这可能是由于儿

童青少年个性的掩饰度越高，父母越不容易发现他

们的行为问题，而且他们在与外界相处时也会表现

得更加和谐。

儿童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与个性的精神质、神经

质、内外向密切相关，而个性受遗传与环境因素的共

同影响，本课题组前期通过对双生子的研究验证了

该结果［２２］，提示在儿童青少年心理问题的处理上，

需考虑其特殊的人格特征，同时依据环境对个性的

可塑性，针对不同个性维度进行干预，以提高心理干

预的效果。

综上所述，儿童青少年的个性特征与心理健康

相关，重视儿童青少年个性形成、矫正不良个性对于

心理健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探索了较大样本儿童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和个性特征，研究个性特征

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全面把握心理健康

的影响因素，结合前期关于遗传、环境对个性影响的

研究，可为促进儿童青少年个性及心理健康发展提

供参考。本研究采用家长版 ＳＤＱ 评定儿童青少年
的心理健康状况，虽然避免了认知偏差引起的信息

失误，但信息获取渠道过于片面；同时，心理和个性

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而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所获

信息有限，后期需长期随访追踪，进行纵向研究以进

一步验证本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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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唐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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