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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问卷认同量表的研究进展。主要包括认同量表及分数解释 ,分析认同量表与精神病理的

关系 ,回顾认同量表条目的修订和条目分析 ,以及认同量表再分析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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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家 Mckinley J. C.编制出版。 它采用经验效标法编

制 ,题目主要来自大量病史、早期出版的人格量表 、医学档案、

医生笔记以及一些书本的描述。 M MPI最初的编制目的是为

了诊断精神障碍 ,在临床工作中有广泛应用 ,如各种神经

症 [1-2 ]、心理精神障碍 [3]、精神分裂症 [4]等 ,并可与其他量表

(如 PDS, SCL- 90, 16PF )配合使用 [5-6 ]。 此外 , MM PI还适用

于心理健康评定、人员选拔和临床诊断等领域 ,大量研究证明

其具有很好的信度和效度 [7-8]。 1989年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在

MM PI问世 50多年后第 1次对其进行重大修订 ,出版了

MM PI- 2 [9]。 在心理诊断与人格测试的实际应用中 ,由于被

试存在自我掩饰、隐瞒、装坏等动机问题 ,常常会影响人格测

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因此 , MM PI设置了 4个效度量表和 1

个一致性指数 ,并在 MM PI- 2增加了 3个效度量表 [10]。 F量

表是其中最重要效度量表 ,在 MM PI- 2中被发展成为 3个

量表 , F、 FB、 F( P) ,用来检测以不同寻常方式回答的情况 ,通常

称稀有回答量表 ( Infrequency Scale)。

1　 F量表简介及分数解释

F量表又称稀有回答或认同量表 ( Infr equency Scale)由

64个条目组成 ,用来检测那些以不寻常方式回答测试条目的

情况。 该量表涉及广泛的、心理学意义明确的内容 ,包括奇异

感知觉、古怪思维、特殊体验等一些不寻常的体验或信念 [11]。

该量表是由早期明尼苏达州正常人群样本的子样本中 ,回答

频率少于 10%的条目组成的。正因为这些条目在多数正常人

群是很少认同的 ,是一些“稀有认同的条目” ,因此 , F量表有

时被称为“稀有回答”量表。

有经验的心理学家或临床医生主要从 3个方面来把握 F

量表: ① F量表是一种对测验施行态度的指标 ,对于发现偏离

反应很有效 ;②若测验有效 , F量表是精神病严重程度的良好

指标。 得分越高 ,暗示着精神病越重 ;③用 F量表的得分 ,也

可以推测测验以外的行为。 F量表的高得分 ,还可以提示着以

下几种情况之一:①对测验不合作 ;②对问卷项目的错误理

解 ;③对于抱合作态度的被试者而言 ,提示有精神分裂症的嫌

疑 ;④故意装坏 ,故又称为“诈病”量表。

2　 F量表与精神病理的关系

F量表升高和精神病理程度之间的关系 ,是 MM PI应用

于临床的重要问题。Hathaway和 McKinley最早认为 ,若 F量

表的 T分大于 70分 (原始分大于 12) ,则可判断 MM PI剖析

图为无效。 然而不少研究发现 , F量表上 T分大于 70分的剖

析图并不全都是无效的 [12]。1项关于少年犯的研究显示: 犯罪

青少年认同了 F量表的 21个条目 ,这些条目和他们的犯罪行

为正好是相关的 ;对大多少年犯来说 ,那是他们对问卷真实的

反应 [13]。Malogney在他的 1项关于少年犯的研究中对 F量表

进行项目分析 ,发现较高的 F分不一定就说明是无效记录 ,

犯罪青少年的 F量表分数通常是升高的。 另外还有研究者注

意到 ,大多数青少年较正常成年人更容易认同 F量表的条

目 ,还发现一部分条目对青少年来说并不是稀有回答的条

目 [14]。

有的研究集中在 F量表 T分大于 80分的剖析图是否应

该认为无效。 事实上 , F量表上的任何一个特殊分数 ,都不能

作为常规而认为“剖析图无效”。 许多研究证实绝大多数受试

者能被精确地分类诊断 , F量表 T分大于 80分往往与明显的

精神病理倾向相关。 Flitter等对 88名 CSA成年女患者进行

研究 ,结果显示在这些患者中高 F分值更多的反映了真实的

病情而不是对症状的夸张 [15 ]。有研究者在白人及黑人医院的

病人中对 F量表 T分数大于 98分时和精神病理的相关性进

行研究 ,结果显示 F量表 T分大于 98的患者有幻觉、妄想 ,

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 极端升高的剖析图反映了精神病理

行为的严重程度 [16 ]。Blumberg研究了 F量表分作为精神病理

严重性指标的可能性 ,他对 1所大学附属的精神病院 347名

连续入院病例的 MM PI测试结果显示 , 70名患者的 F原始分

在 16以上 ,而这些患者大多是年龄较小 ,入院时间较长 ,更可

能会被诊断为精神病 [17 ]。

汪早晨 [18 ]等通过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 F分异常增高 ,得

出结论: 思维和行为障碍比知觉障碍对 F分增高的影响更

大。说明思维和情感是影响 F分的主要因素。而宋维真等研

究发现在中国正常和标准人群中 F分值会比较高。他通过大

陆和香港地区被试对 F量表条目应答率的分析 ,发现被试对

这些条目有较高的应答得分倾向 ,并将这种倾向归结为文化

的差异 ,并且采用了 10% 、 15%两种不同的应答率标准对中

国的被试进行研究 [19 ]。

3　 F量表条目的修订

F量表既作为效度量表 ,同时又与精神障碍关系密切 ,它

的条目选入具有异于其他各个分量表的特殊性。 所有这些独

特之处使 F量表在国外的 MMPI研究中不断引起关注 ,而且

随着时代的发展 , F量表中的很多条目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需

要进行分析和修订。对 F量表的分析和研究一般从两个方面

进行:一是对 F分值解释和讨论 ,对其分数影响因素的分析 ;

二是对 F量表内部结构的研究 ,对组成 F量表的条目的修订

与完善。Norris在 1项 MMPI- 2抬升的效度量表剖析图的人

口统计学研究中发现 ,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

因素中 ,教育程度与 F分值的升高有显著的关系 ,而年龄和

婚姻状况与其关系不显著 [20]。但是 Butcher等也在对 1156名

海陆空人员的 MM PI研究中认为年龄是影响量表分数的重

要因素 ,他认为未成年人 ( 18岁以下 ) M MPI各分数 (剖析图 )

比成年人 ( 18岁以上 )有一个总体的抬高 [21]。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 , Bla zer就指出深入研究 F量表的

重要意义 ,这将有利于更好解释和利用这项测验。 Costa等人

也开始在几个大学和一些专业机构展开研究 ,他们对 198名

被试进行测试 ,然后分析测试结果 ,对 F量表 64个条目中的

41个进行了修订 ,经过修订后的新量表减少了条目的模糊性

和理解上的困难 ,使重测信度从 0. 77提高到 0. 88[22]。Comrey

对 360名被试 F量表中 64个条目结果进行了质心因子分析 ,

并通过 Kaiser最大方差旋转法得出 19个内容领域。提取出妄

想狂的思维 ,反社会的态度和行为、敌意、身体上的不健康等

多种特性。 在这 19个领域中 ,即使被试者不一定对所有的内

容领域都反应 ,但只要在几个领域作了反应 , F量表的得分就

可能变得很高 [23 ]。

Gynther等通过对 882名 18～ 65岁的正常黑人进行研

究 ,探讨对少数群体的 F量表特殊常模设定的必要性 ,并参

照 10%的应答率标准 ,拟定出 1个由 33个条目组成的针对

黑人的新 F量表。同时比较了那些属于 MM PI,符合应答率低

于 10%的标准 ,但在传统上没有进入 F量表的条目 ,讨论其

在黑人和白人中间结果的差异。 结果表明 ,白人在新 F量表

回答中 ,所有的条目与要求基本符合 (即条目应答率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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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黑人在传统的 F量表回答中 ,仅有三分之一的条目符合要

求。此外 ,在黑人在回答增加的 38个条目中 ,也仅有 6个符合

要求。 虽然 Gynther最后谨慎的提出这些结果还不足以证明

在临床量表应用特殊标准必要性 ,但是就偏常条目而言 ,新 F

量表比标准 F量表有更好的准确性 [24]。

Grav itz对 6686名男性和 4717名女性工作申请人在

MM PI F量表的 64个条目上回答结果进行分析 ,发现许多条

目都不符合原先 F量表条目选入的标准。 研究结果还反映了

美国人行为的现代趋势 ;并建议 M MPI作为 1个被广泛使用

的测试需要进行重新标准化 [25]。

4　 F量表的条目分析

MM PI于 1979年在我国京津地区初步试用 ,在 20世纪

80年代初期由 MM PI全国协作组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对明尼

苏达多相个性调查表进行了试用和修订 [26]。此次大规模的研

究结果中 ,对效度量表的评价表明: L、 F、 K 3个效度量表也适

用于我国。 但是量表的标准与美国不同 ,因为效度量表的标

准 ,不仅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 ,而且与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文

化教养有关。 例如在 F量表中包括了许多宗教及性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我国人民与西方国家人民迥然不同 ,所得

F分也有很大差别。 所以文章指出使用次调查表中的效度量

表时 ,必须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制定出我国的标准。值得一提的

是此次试用与修订 ,对于各量表而言仅仅是对正常组和精神

障碍组的结果进行了统计学比较 ,在条目的层面而言 ,仅仅对

条目的语义表述和某些明显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条目进行了修

订 ,没有对每个条目的回答进行统计分析。对于 F量表而言 ,

没有对组成其量表的各个条目进行应答得分率的分析。

在一般测验的编制和修订中 ,为了改善和提高测验的信

度和效度 ,在组成测验时 ,应对每个测题进行项目分析。 其中

首先要提到的是难度问题。这一概念在在非能力测验里 ,称为

“通俗性”或“流行性”水平 (指一总体中被试在答案范围里回

答项目的程度 ) [27 ]。对于 F量表而言 ,我们计算的条目得分应

答率类似于项目分析中的项目难度 ,或者更确切的说 ,类似于

非能力测验中的“通俗性”或“流行性”水平。 其次需要关注的

是项目的鉴别力 ,若项目鉴别力高 ,则能力强、水平高的被试

得分高 ,能力弱、水平低的被试得分低。 被试按照总分高低排

列 ,然后取得分最高的 27%的被试作为高分组 ,得分最低的

27%被试作为低分组。计算高分组答对该题的人数比率 PH和

低分组答对该题的人数比率 PL ,则该项目鉴别指数 D的计算

公式为: D= PH- PL。 但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 F量表 ,原因在

于: 本身 F条目都是在正常人群偏常回答的问题 ,用以发现

异常表现的被试 ,在正常人中间比较高分率与低分率结果没

有实际意义 ,所以比较某一条目的鉴别力 ,最好采用他在异常

人群众的应答率与正常人群应答率的差值 ,差值越大 ,对正常

人群和精神障碍人群的鉴别效果越好。极端情况是: 在正常人

群应答率是零 ,在异常人群应答率是 100% ,这样的条目鉴别

力是最高的。 而对于项目的鉴别力 ,在 F量表中具有较好鉴

别力的条目 ,应该是那些在正常人群中应答率较高 ,而同时在

障碍人群中应答率较低的那些条目。因此 ,在这里高分组应当

取精神障碍人群 ,而低分组就是正常人群 ,计算障碍组在该条

目的应答得分率 PPSY和正常组在该条目的应答得分率

PNO RM ,则 F量表条目的鉴别指数计算公式即为: DF= PPSY -

PNO RM。 这样的计算方法更为适合对 F量表的分析 [28 ]。

5　 F量表再分析的必要性

就时间而言 ,无论是美国在 20世纪的 80年代对 MMPI

的大规模修订 ,直到 1989年才正式推出 MM PI- 2,还是我国

在 90年代初进行的中文版的修订工作 ,到今天已经经历了相

当长的时间 ,时代的发展推动了人的发展 ,也要求我们要结合

实际对它进行重新认识。

就空间而言 , MM PI从 1943年由心理学家 Hathaway S.

R.和精神病学家 Mckinley J. C.编制出版之始 ,就深深地打上

了美国文化的烙印。即便是在美国 ,研究者们也早就开始对来

自不同种族和地域的人进行分类研究 ,如对亚裔、墨西哥裔、

非裔、葡萄牙裔等人群的研究。

总之 , F量表是 MM PI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其分数的

高低受多种因素影响 [29-30] ,因此该量表分数的解释极具复杂

性。对 F量表的项目分析、分数解释及测量意义 ,国内研究尚

不够充分 ,如果直接搬用原量表手册的解释 ,忽视了文化、社

会等因素对该量表得分和内涵的影响 ,常常会令应用者很难

把握其真实意义。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F量表及其相

关量表的结构与内容 ,为该量表的修订、解释和科学应用提供

更客观和全面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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