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 cmhj. cn

·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

房树人测验在中学生自杀调查中的应用
*

严虎 杨怡 伍海姗 陈晋东
(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长沙 410011 通信作者: 陈晋东 chenjd269@ 163. com)

【摘 要】目的: 房树人测验主要用于评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探查其人格特质、人际关系、认同感及

其情感状态。本研究探索房树人测验在中学生自杀调查中的应用情况，为中学生自杀问题评估提供新思路。
方法: 从长沙市 4 所中学选取 1044 名在校中学生 ( 初中 508 名，高中 536 名) ，进行自杀问题评定 ( 以是

否认真想过结束生命来评定有无自杀意念，以是否不仅想过自杀，并做了具体计划来评定有无自杀计划)

和房树人测验。结果: 最近 1 月内中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发生率分别为 24. 0% 和 5. 7%。自杀意念中

学生绘画特征中更易出现枯树、月亮、动物、水，不易出现太阳，画面描绘不够细致，窗子也相对较小

( OＲ = 2. 34、4. 39、1. 59、1. 88、0. 60、0. 50、1. 67) 。自杀计划中学生绘画特征中更易出现多栋房屋、月

亮和画面尖锐部分，不易出现人物张口和太阳，窗子也相对较小 ( OＲ = 2. 70、4. 02、1. 87、0. 19、0. 44、
3. 93) 。结论: 本研究中房树人测验的一些绘画特征的表现形式对中学生自杀问题评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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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house-tree-person test is mainly us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 and
the environment，and to explore the personality，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identity and emotional stat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house-tree-person test in the suicide investigation and to contribute new ideas
of suicidal assessment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Totally 1，044 students including 508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536 high schoo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four middle schools in Changsha City. They were investi-
gated with the assessment of suicidal question and the house-tree-person test. The suicidal ideation were assessed
based on whether one had seriously thought to end his /her life，and the suicide plan were assessed based on whether
one had made specific plans to suicide in addition to suicidal thought. Ｒesults: In the past month，24. 2% adoles-
cents had suicide ideation and 6% had made a specific plan to attempt suicide. The drawing of student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were more likely to appear dead tree ( OＲ = 2. 34) ，moon ( OＲ = 4. 39) ，animal ( OＲ = 1. 59) ，water ( OＲ =
1. 88) and smaller window ( OＲ = 1. 67) ，and less likely to appear the sun ( OＲ = 0. 60) and detailed delineation
( OＲ = 0. 50) . The drawings of students with suicidal plan were more likely to appear houses ( OＲ = 2. 70) ，moon
( OＲ = 4. 02) ，sharp-angled part ( OＲ = 1. 87) and smaller window ( OＲ = 3. 93) ，and less likely to appear open-
mouthed person( OＲ = 0. 19) and the sun ( OＲ = 0. 44) . Conclusion: The drawing features reflected by the house-
tree-person test may be of some value for assessment of suicide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Key words】 house-tree-person tes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problems of suicide; cross-sectional studies

( Chin Ment Health J，2013，27( 9) : 650 － 6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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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预防干预措施显

现，我国青少年自杀率已明显下降，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但自杀仍是青少年死亡最重要的三大原因之

一［1］。而在自杀死亡者中，约有 80% 以各种形式

表露过自杀念头［2］，从自杀意念到自杀计划再到

自杀未遂 ( 或自杀死亡)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

以对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的早期评估与筛查是预防

自杀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自杀问题具有很强掩饰性和隐蔽性，且目

前大部分研究均采用文字测验，一定程度上不利于

中学生自杀问题的甄别和筛选。绘画测验作为一种

投射测验，在现代心理学研究中已有近百年历史，

测量效能已被公认为兼具科学性和治疗性［3］，同

时也能弥补许多文字测验的不足，如: 不受语言影

响，可以呈现个体难以表达的潜在心理状态，测验

目的不易暴露从而有利于收集真实信息等［3-4］。绘

画测验中又以房树人测验［5］最为经典和普遍，近

年来，已有学者做过一些绘画测验的相关研究，尤

其在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领域［6-7］。本研究探索房

树人测验在中学生自杀相关问题调查中的应用，为

中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的评估提供新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从长沙市 4 所中学 58 个初中班和 61 个高中班

中，选取初高中各 14 个班级共 1119 名学生。在调

查前说明研究目的，并征得学生的知情同意。收回

有效问卷 1044 份，其中男生 539 人，女生 505 人;

初中 508 人，高中 536 人; 年龄 12 ～ 19 岁，平均

年龄 ( 15 ± 2) 岁。
1. 2 方法

1. 2. 1 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的评定

按照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青年危险行为监测

系统的定义和一些相关研究方法［8-12］，以 “最近 1
月来，是否认真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判断有

无自杀意念; 以 “最近 1 月中，是否不仅想到过

要自杀，而且还想到了实施自杀的途径、方法等，

或者写出了自杀的计划”来判断有无自杀计划。
本研究采用问卷形式在房树人测验结束后作答，回

答“是”，则 为 有 自 杀 意 念 或 自 杀 计 划，回 答

“否”则无自杀意念或自杀计划。对于做出肯定回

答者，由该校心理教师进行访谈，同时进行相关危

机干预和适当心理辅导。
1. 2. 2 房树人测验

实施: 采用动态房树人测验［5，10］ 进行团体施

测。经过培训的实施者给每位被试提供 A4 纸一

张、橡皮一块、铅笔一支。要求被试在指导语下进

行测试。指导语为: “请将纸横放，在上面画房

子、树和人，要包括这三样东西，其他东西可以任

意添加，注意人不能画成火柴人和漫画人。如有疑

问，可以举手示意。时间为 12 分钟。”结束后收

集图画及材料。
绘画特征编码条目: 根据已有研究［4，6，14-17］和临

床经验分析，总结出有自杀行为的青少年绘画中常

见的几种表现形式:①个体常通过月亮、星星、水、雪
花等形式来表现负面情绪;②个体常通过枯树、画面

细致刻画等形式来表现低水平心理能量; ③个体常

通过房屋大小、窗子大小、人物是否张口等形式来表

现内心是否封闭与孤僻;④个体常通过附属物花草、
动物等形式来表示情感寄托。根据这些表现形式，

共列出 13 项房树人测验绘画特征( 表 2) 。
绘画特征编码条目解释: 房子大小指房子所占

画面相对大小; 窗子大小指窗子所占房子相对大

小; 多栋房屋指画面中出现两栋及以上数量房屋;

人物张口指绘画中人物像嘴为张开; 枯树指画面树

木为枯树; 花草、太阳、月亮、星星和动物指画面

中出现该类特征; 水指画面中出现江河湖溪等有水

的情况; 图画尖锐部分指画面中出现一些尖锐的地

方; 描绘细致指画面的描绘较为细致清晰整洁。
编码方式: 房树人测验绘画特征中房子和窗子

大小编码采用 1、2、3 记分，分别表示较小、正

常、较大，其余绘画特征采用 0、1 记分，如果画

面中出现该特征，则记 1 分，未出现，则记 0 分。
编码者由 2 名经过培训且有一定经验的精神医学博

士研究生组成，要求必须根据既定的标准对所有图

画特征分别进行独立赋值编码。一致性程度检验分

析显示，13 项绘画特 征 赋 值 编 码 一 致 性 信 度 在

0. 87 ～ 0. 95 之间，总体一致性信度为 0. 91。
1. 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3. 0 软件对中学生自杀问题进行频

数统计，对房树人测验结果进行频数统计、χ2 检

验，对中学生自杀意念及自杀计划相关的绘画特征

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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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 1 中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的发生情况

调查的 1044 名中学生中，在最近 1 月内，有

过自杀意念者 251 人 ( 24. 0% ) ; 有过自杀计划者

59 人 ( 5. 7% ) ( 表 1) 。
2. 2 中学生房树人测验结果

随机选取 2 名编码者中 1 名的编码结果，进行

房树人测验结果的频数统计分析，并对房树人测验

的结果进行 χ2 检验。结果显示，有无自杀意念中

学生间与有无自杀计划中学生间均有 9 项绘画特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对无自杀意念中学生而言，

有自杀意念的中学生绘画特征中更易出现枯树、月

亮、星星、动物、水、花草，不易出现太阳，画面

描绘也不够细致，窗子也较小; 相对无自杀计划中

学生而言，有自杀计划中学生绘画特征更易出现多

栋房屋、月亮、星星、枯树、画面尖锐部分，不易

出现太阳、人物像张口，窗和门也较小 ( 表 2) 。

表 1 中学生自杀问题的发生情况 ［例数 ( %) ］

项目 阳性人数 阴性人数

自杀意念

男 102 ( 18. 9) 437 ( 81. 1)

女 149 ( 29. 5) 356 ( 70. 5)

总计 251 ( 24. 0) 793 ( 76. 0)

自杀计划

男 27 ( 5. 0) 512 ( 95. 0)

女 32 ( 6. 3) 473 ( 93. 7)

总计 59 ( 5. 7) 985 ( 94. 3)

表 2 有无自杀意念与有无自杀计划中学生房树人测验结果比较 ［例数 ( %) ］

因素
总样本

( n = 1044)
有自杀意念
( n = 251)

无自杀意念
( n = 793) χ2 值 P 值

有自杀计划
( n = 59)

无自杀计划
( n = 985) χ2 值 P 值

房子大小 － 0. 16 0. 873 － 2. 64 0. 008
较小 428( 41. 0) 100( 39. 8) 328( 41. 4) 32( 54. 2) 396( 40. 2)

正常 445( 42. 6) 112( 44. 6) 333( 42. 0) 24( 40. 7) 421( 42. 7)

较大 171( 16. 4) 39( 15. 6) 132( 16. 6) 3( 5. 1) 168( 17. 1)

窗子大小 － 3. 04 0. 002 － 5. 41 ＜ 0. 001
较小 354( 33. 9) 106( 42. 2) 248( 31. 3) 39( 66. 1) 315( 32. 0)

正常 644( 61. 7) 135( 53. 8) 509( 64. 2) 20( 33. 9) 624( 63. 4)

较大 46( 4. 4) 10( 4. 0) 36( 4. 5) 0 46( 5. 6)

多栋房屋 104( 9. 9) 32( 12. 7) 72( 9. 1) 2. 86 0. 091 14( 23. 7) 90( 9. 1) 13. 21 ＜ 0. 001
人物张口 150( 14. 4) 29( 11. 5) 121( 15. 3) 2. 13 0. 145 2( 3. 4) 148( 15. 0) 6. 12 0. 013
枯树 60( 5. 7) 26( 10. 4) 34( 4. 3) 12. 97 ＜ 0. 001 8( 13. 6) 52( 5. 3) 7. 05 0. 008
花草 334( 32. 0) 96( 38. 2) 238( 30. 0) 5. 94 0. 015 24( 40. 7) 310( 31. 5) 2. 17 0. 141
太阳 339( 32. 5) 67( 26. 7) 269( 33. 9) 4. 56 0. 033 12( 20. 3) 327( 33. 2) 4. 20 0. 040
月亮 26( 2. 5) 18( 7. 2) 8( 1. 0) 29. 82 ＜ 0. 001 6( 10. 2) 20( 2. 0) 15. 18 ＜ 0. 001
星星 20( 1. 9) 14( 5. 6) 6( 0. 8) 23. 58 ＜ 0. 001 5( 8. 5) 15( 1. 5) 14. 32 ＜ 0. 001
动物 134( 12. 8) 50( 19. 9) 84( 10. 6) 14. 83 ＜ 0. 001 11( 18. 6) 123( 12. 5) 1. 89 0. 170
水 202( 19. 3) 72( 28. 7) 130( 16. 4) 18. 46 ＜ 0. 001 12( 20. 3) 190( 19. 3) 0. 04 0. 843
图画尖锐部分 635( 60. 8) 154( 61. 4) 481( 60. 7) 0. 04 0. 843 44( 74. 6) 591( 60. 0) 4. 96 0. 026
描绘细致 165( 15. 8) 27( 10. 7) 138( 17. 4) 6. 33 0. 012 5( 8. 5) 160( 16. 2) 2. 52 0. 112

注: 自杀意念组和自杀计划组中有重叠。

2. 3 中学生自杀意念相关绘画特征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上述 χ2 检验筛选的有统计学意义的 9 个绘

画特征为自变量，以是否有自杀意念为因变量，在

α = 0. 05 水准上，采用向后逐步法，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拟合主效应模型。结果显示，进入主效

应模型的变量有窗子大小、枯树、太阳、月亮、动

物、水，画面描绘细致，即有自杀意念的中学生其

绘画特征中更易出现枯树、月亮、动物、水，不易

出现太阳，画面描绘也不够细致，窗子也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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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
表 3 中学生自杀意念相关绘画特征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赋值 B S. E. Wald P 值 OＲ 值 95%CI

窗子大小 较小 = 1 － － 5. 37 0. 068 1. 00 －
正常 = 2 0. 51 0. 41 1. 59 0. 208 1. 67 0. 75 ～ 3. 71
较大 = 3 0. 17 0. 40 0. 17 0. 679 1. 18 0. 54 ～ 2. 59

枯树 否 = 0 － － － － 1. 00 －
是 = 1 0. 85 0. 30 8. 27 0. 004 2. 34 1. 31 ～ 4. 17

太阳 无 = 0 － － － － 1. 00 －
有 = 1 － 0. 50 0. 18 7. 98 0. 005 0. 60 0. 43 ～ 0. 86

月亮 无 = 0 － － － － 1. 00 －
有 = 1 1. 48 0. 47 9. 80 0. 002 4. 39 1. 74 ～ 11. 10

动物 无 = 0 － － － － 1. 00 －
有 = 1 0. 46 0. 20 5. 24 0. 022 1. 59 1. 07 ～ 2. 35

水 无 = 0 － － － － 1. 00 －
有 = 1 0. 63 0. 20 10. 29 0. 001 1. 88 1. 28 ～ 2. 76

描绘细致 否 = 0 － － － － 1. 00 －
是 = 1 － 0. 69 0. 24 8. 26 0. 004 0. 50 0. 31 ～ 0. 80

2. 4 中学生自杀计划相关绘画特征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上述 χ2 检验筛选的有统计学意义的 9 个绘

画特征为自变量，以是否有自杀计划为因变量，在

α = 0. 05 水准上，采用向后逐步法，进行 logistic
回归 分 析， 拟 合 主 效 应 模 型， 决 定 系 数 Ｒ2 =

0. 196。结果显示进入主效应模型的变量有窗子大

小、多栋房屋、人物张口、太阳、月亮、图画尖锐

部分，即有自杀计划的中学生其绘画特征中更易出

现多栋房屋、月亮和画面尖锐部分，不易出现人物

张口和太阳，窗子也相对较小 ( 表 4) 。

表 4 中学生自杀计划相关绘画特征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赋值 B S. E. Wald P 值 OＲ 值 95%CI

窗子大小 较小 = 1 － － 6. 17 0. 046 1. 00 －
正常 = 2 1. 37 0. 62 4. 92 0. 027 3. 93 1. 17 ～ 13. 15
较大 = 3 0. 93 0. 63 2. 17 0. 141 2. 53 0. 74 ～ 8. 68

多栋房屋 否 = 0 － － － － 1. 00 －
是 = 1 0. 99 0. 35 7. 94 0. 005 2. 70 1. 35 ～ 5. 38

人物张口 否 = 0 － － － － 1. 00 －
是 = 1 － 1. 66 0. 74 5. 07 0. 024 0. 19 0. 05 ～ 0. 81

太阳 无 = 0 － － － － 1. 00 －
有 = 1 － 0. 83 0. 34 5. 95 0. 015 0. 44 0. 23 ～ 0. 85

月亮 无 = 0 － － － － 1. 00 －
有 = 1 1. 39 0. 54 6. 74 0. 009 4. 02 1. 41 ～ 11. 49

图画尖锐部分 无 = 0 － － － － 1. 00 －
有 = 1 0. 63 0. 32 3. 83 0. 050 1. 87 1. 00 ～ 3. 30

3 讨 论

在本 研 究 中，中 学 生 自 杀 意 念 的 发 生 率 为

24. 0%，自杀计划发生率 5. 7%，这与国内其他调

查结果［11，18］ 基本一致。早在 1984 年，美 国 学 者

Cox［19］就根据其治疗抑郁症和有自杀倾向儿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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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提出了他们在绘画测验中表现出的毁灭性

主题和一些绘画特点。这有助于分析儿童少年的绘

画和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内的心态，从而确定是否抑

郁或处于自杀的边缘。而且 Cox 认为，如果儿童

少年绘画中出现多个负性指标，就可以有足够的证

据去认真考虑是否有潜在的自杀倾向。
在本研究中，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组均有 9 项

绘画特征有差异，这可能与存在自杀问题中学生的

负面情绪、低能力水平、内心封闭与孤僻及寻求情

感寄托有关。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房树人

测验的绘画特征中有 7 项进入了中学生自杀意念的

主效应模型，包括窗子大小、枯树、太阳、月亮、
动物、水、描绘细致; 有 6 项进入了中学生自杀计

划的主效应模型，包括窗子大小、多栋房屋、人物

张口、太阳、月亮、图画尖锐部分。在房树人测验

中，窗子大小与房子大小虽都有内向自卑之意，但

窗子更有心灵窗户之意，绘画中窗子较小时，往往

象征交流不畅与内心封闭［13-15］，此时更易产生自

杀情绪; 房屋主要为家庭象征，对于中学生而言主

要指与其父母生活的家庭，通常为单栋房屋，当出

现多 栋，往 往 是 一 种 家 庭 迷 茫 和 情 感 转 移 的 标

志［14，17］，而此时也能容易产生一些极端想法甚至

以房子为寄托制订一些极端计划; 枯树给人一种没

有生机，情绪低落之感，同时也是一种社会退缩的

表现［7，15］。人物张口是一种自我诉求的表达，有利

于情绪的宣泄和问题解决［15］。太阳、月亮、星星，

均属于天象，太阳代表着白天、阳光，给人温暖之

感; 而月亮的升起以夜晚为前提，往往象征着一种

负性情绪，抑郁或忧郁; 星星主要象征剥夺 ［6］。
水在绘画中通常释义为忧愁和愁苦［14，17］，同属负

性情感; 而动物的出现往往是个体情感的一种寄

托，当个体无助时较为常见［6，20］。画面细致刻画反

映能量聚积的自我体验［8］，对潜意识自我和对现

实自我的体验，此时自我认识和判断相对较为清

晰; 画面尖锐部分出现，本应是一种攻击性与行动

力体现，但当负性能量与情绪过重，则较易转化为

一种冲动［5］，所以较容易产生一些极端行为。

4 未来研究方向

由于已有的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在选取与自

杀问题相关的绘画特征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今

后应从实践经验中总结选取更多相关绘画特征，以

便更好地预测和评定中学生自杀问题。同时也可以

选择其他绘画测验形式，如画树测验等，丰富绘画

测验对中学生自杀问题的预测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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