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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理健康影响因素

量化分析模型研究 ①

———基于ＳＣＬ－９０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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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ＳＣＬ－９０量表构建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建立学员心理健康影响因素评估分析模型，并进行因

素相关性和回归分析，能够较为全面地分析影响学员心理的因素，对于学员的心理分析、心理疏导、因材施教等方面都具

有较高的参考意义和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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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ＳＣＬ－９０症状自评量表已成为心理工作者使用频率较高、操作简便易行的心
理健康评估工具。本文基于ＳＣＬ－９０量表，构建学员心理健康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建立基于 ＳＣＬ－９０
量表的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分析模型，旨在较为全面地评价学员心理健康。

１　基于ＳＣＬ－９０量表的心理健康评估因素简介
ＳＣＬ－９０量表又名“症状自评量表”，该量表包含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度、抑郁症状、焦

虑症状、敌对情绪、恐惧症状、偏执情态、精神病性态和其他共１０个方面，以及总体在心理健康方面存在
的问题共９０个评定项目，每个项目按照５级进行评分，基本能评测学员的心理健康情况。除了以上１０
个方面９０个评定项目外，影响学员心理健康的因素还包括家庭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心理因素，具体包
括家庭结构、家庭教养方式、军营环境适应程度、部队管理、上级态度、人际交往和健康自评等因素。

２　基于ＳＣＬ－９０量表的学员心理健康影响因素量化分析模型的建立
基于ＳＣＬ－９０量表建立影响学员心理健康因素的评价指标体系，将家庭结构、家庭教养方式、军营

环境适应程度、部队管理、上级态度、人际交往和健康自评７个影响因素作为影响量表因子分的因素，将
ＳＣＬ－９０总分和因子分作为因变量，将７个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进而对学员心
理健康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评价。

２．１　建立评估指标体系
ＳＣＬ－９０量表中有总分和因子分。其中前９个因子分别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

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每一个因子反映出测试者的某方面症状痛苦情况，通过因子分可了解

症状分布特点。另外，量表中还有１９，４４，５９，６０，６４，６６，８９共７个项目反映睡眠及饮食情况，分析时将
这７项作为附加项目或其他，记为第１０个因子来处理。本文只研究前９个因子的影响因素。因此，评
估指标体系由ＳＣＬ－９０量表总分、各因子和影响因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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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评估指标量化
将ＳＣＬ－９０量表总分、各因子和影响因素等评估指标进行量化［１］。

２．２．１　因变量量化
记ａｋｊ为ＳＣＬ－９０的９０个项目得分，１"ｊ"９０，ｊ∈Ｎ；

Ａ＝∑ａｋｊ，１"ｊ"９０，ｊ∈Ｎ；
记Ｂｋ为ＳＣＬ－９０的９项因子分，１"ｋ"９，ｋ∈Ｎ（其中，Ｂ１代表躯体化因子；Ｂ２代表强迫症状因

子；Ｂ３代表人际关系因子；Ｂ４代表抑郁因子；Ｂ５代表焦虑因子；Ｂ６代表敌对因子；Ｂ７代表恐怖因子；Ｂ８
代表偏执因子；Ｂ９代表精神病因子）

因子分＝组成某一因子的各项目总分／组成某一因子的项目数。
２．２．２　影响因素量化

变量参数计分原则采用所给数据，转化为如下的计分标准［２］：

Ｆ１＝家庭结构：双亲＝１，单亲＝２，其他＝３；
Ｆ２＝家庭教养方式：强制型＝１，放任型＝２，溺爱型＝３，民主型＝４；
Ｆ３＝对军营环境适应程度：适应＝１，有点适应＝２，很不适应＝３；
Ｆ４＝部队管理：有些民主＝１，有些强制＝２，强制＝３；
Ｆ５＝上级态度：很关心＝１，关心＝２，比较关心＝３，不太关心＝４；
Ｆ６＝人际交往：５个以上好朋友＝１，３～５个好朋友＝２，１～２个好朋友＝３，没有好朋友＝４；
Ｆ７＝健康自评：非常好＝１，比较好＝２，一般＝３，比较不好＝４，很不好＝５。

２．３　构建评估分析模型
现抽取３９名学员进行ＳＣＬ－９０心理健康测试，数据样表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数据采集样表

编号 Ａ Ｂ１ Ｂ２ Ｂ３ Ｂ４ Ｂ５ Ｂ６ Ｂ７ Ｂ８ Ｂ９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Ｆ６ Ｆ７

１ １２０ １．４１ １．７０ １．３３ １．３０ １．２０ １．３３ １．００ １．５０ １．３０ １ ４ ３ ３ ４ ３ ４

２ １６８ １．１６ １．４０ １．３３ １．１５ 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２８ １．００ １．２０ １ ４ ２ ２ ４ ３ ４

３ １２５ １．５８ ２．００ １．１１ １．４６ １．４０ １．１６ １．１４ １．３３ １．００ ２ ２ ３ ２ ３ ４ ４

４ １０２ １．１６ １．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７ １．２０ １．６６ １．１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 １ ３ ３ ４ ３ ２

５ １０５ １．０８ １．６０ １．１１ １．０７ １．３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 ４ ２ ２ ４ ３ ３

… … … … … … … … … … … … … … … … … …

３９ １５７ ２．２５ ２．００ １．４４ １．６９ ２．００ １．６６ １．７１ １．３３ １．３０ １ ４ ２ ２ ４ ３ ３

　　表１只列出了部分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ＳＰＳＳ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多元逐项线性回归［３］。

２．３．１　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
对３９名学员７个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进行统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均值 标准差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Ｆ６ Ｆ７
Ｆ１ １．２１ ０．６１５ １．０００ ０．０６９ ０．２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１９９ ０．０６２ ０．３８１

Ｆ２ ２．７４ １．２７２ ０．０６９ １．０００ －０．１４４ －０．５２１ ０．２０１ －０．３０４ －０．０３９

Ｆ３ １．５１ ０．５５６ ０．２２３ －０．１４４ １．０００ ０．１１９ ０．１７６ ０．０１６ ０．２９６

Ｆ４ ２．００ ０．７９５ ０．０００ －０．５２１ ０．１１９ １．０００ ０．０８１ ０．２６３ ０．１２２

Ｆ５ １．９０ ０．８２１ ０．１９９ ０．２０１ ０．１７６ ０．０８１ １．０００ ０．０８３ －０．２６１

Ｆ６ １．４９ ０．７５６ ０．０６２ －０．３０４ ０．０１６０ ０．２６３ ０．０８３ １．０００ ０．２９６

Ｆ７ １．８５ ０．８１２ ０．３８１ －０．０３９ ０．２９６ ０．１２２ －０．２６１ ０．２９６ １．０００

　　注： 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０．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从表２可以看出，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家庭结构、健康自评、家庭教养方式与部队管理。其
中，家庭结构与健康自评显著性正相关，家庭教养方式与部队管理显著性负相关。

２．３．２　总分及９个因子的影响因素的多元逐项回归分析
从数据库中随机抽取３９名学员数据样本，分别以ＳＣＬ－９０单项因子（Ｂ１－Ｂ９）为因变量，以７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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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Ｆ１－Ｆ７）为自变量，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所得数据处理结果如表３
［４］。

表３　回归分析结果

ＳＣＬ－９０因子 Ｒ２ ΔＲ２ 常量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Ｆ６ Ｆ７

Ａ ０．５６１ ０．４６２ ５１．２８８ －１１．０３０ －４．７１０ －０．８１５ １．３１０ １９．２７７ ２６．１８６ １５．７７４

Ｂ１ ０．３８４ ０．２４５ ０．３５９ －０．２１３ －０．０２３ ０．１７９ ０．０５８ ０．２０１ ０．１９０ ０．２１８

Ｂ２ ０．５２１ ０．４１３ ０．９４６ －０．１１２ －０．１０８ －０．１３９ －０．０１８ ０．３４５ ０．２４５ ０．１９４

Ｂ３ ０．５４０ ０．４３６ ０．７３６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４ ０．２３１ ０．３５８ ０．１８２

Ｂ４ ０．６０９ ０．５２０ ０．６２９ －０．１４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２ ０．２３６ ０．３１５ ０．２１８

Ｂ５ ０．５８１ ０．４８７ ０．２５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１ ０．２０９ ０．３８３ ０．２２１

Ｂ６ ０．３４６ ０．１９９ ０．８２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７ ０．１８５ ０．１９２ ０．０８１

Ｂ７ ０．５００ ０．３８７ ０．５６７ －０．１８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０ ０．２３０ ０．３８６ ０．０９１

Ｂ８ ０．５２７ ０．４２０ ０．１５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９７ ０．１２６ ０．３８１ ０．０６７

Ｂ９ ０．５５２ ０．４５１ ０．６５０ －０．１７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２ ０．１５７ ０．２５６ ０．１９３

　　根据ＳＰＳＳ的数据处理结果，分别建立总分的多元回归方程，同样可以分别建立各因子的多元回归
方程。

表３显示，Ｒ２范围为０．３４６～０．６０９，ΔＲ２范围为０．１９９～０．５２０，此结果表明，ＳＣＬ－９０各因子分的
变化１９９％～５２．０％由相关因素（Ｆ１－Ｆ７）决定。这说明心理健康的测试结果与７个影响因素相关。
对ＳＣＬ－９０总分和各因子的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的标准回归系数分析表明，上级态度因素、人际交往
因素、军营环境适应因素的系数为正值且数值较大，它们的微小变化会引起因变量的大变化。因此，对

心理健康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是上级态度因素、人际交往因素、军营环境适应因素，这与经验分析结果

基本一致。

３　学员心理健康影响因素量化分析模型的作用
本文基于ＳＣＬ－９０量表，统计了影响心理健康的７个因素的相关性，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具有较

好的推广应用前景。模型能够满足查询者的实际需求，有一定的实用性。

３．１　有利于准确分析，深挖根源
本模型在ＳＣＬ－９０的体系上又增加了能深层次影响个人心理健康水平的７种因素，统计了因素之

间的相关性，建立了更加细致全面的评分标准，进一步分析了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

另外，本模型通过科学统计分析（统计分析均用ＳＰＳＳ９．０软件包在微机上完成）得出较为精确的量
化标准，通过回归分析能够准确地定性分析受测试学员心理健康状况，寻找客观因素对心理健康状况的

不同影响，在得出某人有某一症状的结论时，可以通过本模型深入分析哪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名

学员的心理健康。

３．２　有利于正确定位，有效疏导
在多元逐步回归模型的建立过程中，对显示出有心理问题的不健康者，可以通过本模型中的相关性

分析的显著性，很简便地分析出主要影响因素，如交往因素等，针对影响因素采取干预手段，提出疏导策

略，从而让提出的疏导策略能够真正做到对症下药。

３．３　有利于因材施教，全面发展
因材施教是我国古代教学经验的结晶，也是现代教学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教学中因材施教要

注重结合学生实际，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性特点。基于ＳＣＬ－９０基础上的心理健康影响因素评估分析
模型能够更加精确细致地掌握被测试者的性格特点，对人才教育培训具有较高的参考意义和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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