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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以情绪低落、思维缓慢、意志行为降低

为核心症状的一种精神疾病。有研究显示75%的成

人抑郁症患者首次抑郁发作于儿童期或青春期[1] ，

相关的纵向研究也表明儿童或青少年期有抑郁症病

史者在成年早期抑郁症复发的风险比正常人增加4
倍 [2]，流行病调查资料显示,有 10%～30%的青少年

存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发生率呈明

显上升和发病年龄更小的趋势，并且青少年抑郁与

成年期抑郁、社会功能受损和自杀存在显著相关性
[3]。因此青少年抑郁症状应受到重视，做到早发现

早治疗，以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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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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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防御，测验目的不易暴露从而有利

于收集真实信息等[4，5]。绘画测验中又以Buck的房

树人测验[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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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抑郁倾向、抑郁症、精

神分裂症以及自杀调查等领域 [7-9]。本研究旨在探

索房树人测验在中学生抑郁状态调查中的应用，为

中学生抑郁状态的评估提供新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方便取样，从长沙市 4所中学抽取初高中

各5个班级共576名学生，收回有效问卷540份。其

中男生262人，女生278人；初中267人，高中273人；

年龄12~18岁，平均年龄（15±3）岁。

1.2 方法

1.2.1 自评抑郁量表（SDS） 自评抑郁量表[10]共20
个条目，对于每个条目，受试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评

价，分为“偶尔”、“有时”、“经常”、“持续”4个等级，

按标准计分后转化为抑郁严重指数，指数范围为

0.25～1.0，指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重。本研究采用

Zung氏等曾提出的“评分指数小于0.5为没有抑郁，

大于或等于0.5为处于抑郁状态”的观点用以评定中

学生是否处于抑郁状态。通讯作者：陈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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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房树人测验 实施：采用房树人测验[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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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绘画特征编码条目：根据已有研究 [7，8，11-13]和临

床实践经验分析，可以总结出处于抑郁状态中学生

的房树人测验有以下常见的表现形式：个体常通过

月亮、云朵、雪花下雨等形式来表现负面情绪；人物

口闭着和双手背后则往往与人际逃离退缩相关；单

面房屋、屋顶大小、描绘细致与否、是否涂擦等形式

表现个体思维丰富与否；躯体留白、双手缺失、双脚

缺失表现一种内心无力和低能量水平；动物和花草

往往与个体依恋和情感寄托相关。根据这些表现形

式，共列出15项房树人测验绘画特征，见表1。
绘画特征编码条目解释：单面房屋是指房屋只

画出了单面墙壁；房子大小指房子所占画面相对大

小；屋顶大小指屋顶所占房子相对大小；人物张口指

绘画中人物像嘴为张开；双手背后是指人物像双手

背在身后；躯体留白是指人物像躯体没有修饰；双手

双脚缺失指人物像未画出双手或双脚；描绘细致指

画面的描绘较为细致清晰整洁；月亮、云朵、动物、雪

花下雨和花草指画面中出现该类特征；画面涂擦指

在画面中出现一些涂抹痕迹。

编码方式：房树人测验绘画特征中房子和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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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培训且有一定绘画测验经验的研究生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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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项绘画特

征赋值编码一致性信度在0.88~0.95之间，总体一致

性信度为0.91。
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3.0软件对中学生抑郁状况进行频

数统计，对房树人测验结果进行频数统计、χ2检验，

对中学生抑郁状态相关的绘画特征进行多因素非条

件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 果

2.1 中学生抑郁状态的发生情况

调查的 540名中学生中，处于抑郁状态的中学

生有277人，其中男生131人，女生146人，男女性别

没有差异。

2.2 中学生房树人测验结果

随机选取两名编码者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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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是否处于抑郁状态的中

学生间有13项绘画特征有统计学差异，即相对正常

中学生而言，处于抑郁状态的中学生绘画特征中更

易出现单面房屋、双手背后、躯体留白、双手缺失、双

脚缺失、月亮和云朵，较少出现人物张口和雪花下

雨，较少将画面描绘细致和进行涂擦，房子相对较大

而屋顶相对较小。见表1。
表1 中学生房树人测验结果比较，n（%）

2.3 中学生抑郁状态相关绘画特征的多因素非条

件Logistic回归分析

将上述χ2检验筛选的有统计学意义的 13个绘

画特征为自变量，以是否处于抑郁状态为因变量，在

α=0.05 水准上，采用向后逐步法，进行Logistic 回归

分析，拟合主效用模。结果显示，进入主效应模型的

变量有单面房屋、屋顶大小、双手背后、躯体留白、双

脚缺失、描绘细致、月亮、云朵、雪花下雨、画面涂擦，

即处于抑郁状态的中学生绘画特征中更易出现单面

房屋、双手背后、躯体留白、双脚缺失、月亮和云朵，

较少出现雪花下雨，较少将画面描绘细致和进行涂

擦，屋顶也相对较小。见表2。

因素

单面房屋

房子大小
较小
正常
较大

屋顶大小
较小
正常
较大

人物张口

双手背后

躯体留白

双手缺失

双脚缺失

描绘细致

月亮

云朵

动物

雪花下雨

花草

画面涂擦

总样本
(n=540)
228(42.2)

127(23.5)
319(59.1)
94(17.4)

119(22.0)
409(75.7)
12(2.2)
91(16.9)
37(6.9)

218(40.3)
33(6.1)
34(6.3)

290(53.7)
26(4.8)

149(27.6)
151(28.0)
16(3.0)

169(31.3)
129(23.9)

抑郁状态组
(n=277)

180（65.0）

78（28.1）
144（52.0）
55（29.9）
65（23.5）

202（73.0）
10（3.6）
36（13.0）
28（10.1）

126（45.5）
27（9.7）
26（9.4）

132（47.7）
19（6.9）
88（31.8）
80（28.9）
2（0.7）

84（30.3）
51（18.4）

正常对照组
(n=263)

132（50.2）

49（18.6）
175（66.5）
39（14.8）
54（20.5）

207（78.7）
2（0.8）

55（20.9）
9（3.4）

92（35.0）
6（2.3）
8（3.0）

158（60.1）
7（2.7）

61（23.2）
71（27.0）
14（5.3）
85（32.3）
78（29.7）

χ2值

12.100

12.003

6.052

6.034
9.450
6.186

13.106
9.204
8.374
5.187
4.965
0.238
9.934
0.250
9.385

P值

0.001

0.002

0.049

0.014
0.002
0.013
0.000
0.002
0.004
0.023
0.026
0.626
0.002
0.617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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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学生抑郁状态相关绘画特征的

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R2=0.197

3 讨 论

在本研究的15项房树人测验的绘画特征中，处

于抑郁状态的中学生与正常对照组比较，13项有显

著差异，为单面房屋、房子大小、屋顶大小、人物张

口、双手背后、躯体留白、双手缺失、双脚缺失、描绘

细致、月亮、云朵、雪花下雨和画面涂擦，10项绘画

特征进入了回归方程，即处于抑郁状态的中学生绘

画特征中更易出现单面房屋、双手背后、躯体留白、

双脚缺失、月亮和云朵，较少出现雪花下雨，较少将

画面描绘细致和进行涂擦，屋顶也相对较小。

在房树人测验中，房屋的表现与个体对家庭感

受性和现实状态的理解相关，单面房屋通常与个体

性格内向相关，有时也象征着敏感多疑，表现为一种

抑郁情绪[13]，而屋顶大小通常反映个体思维想象丰

富与否，屋顶较大的个体往往想法较多、思维活跃，

相反则思维贫乏和局限[13]，所以处于抑郁状态的个

体屋顶相对较小。房树人测验中的人物往往是个体

自我的投射，也是个体对自我认识的表现[14]，有学者
[7]认为双手背后与个体对外部境遇的无力感、防御

丧失或消极回避相关；躯体留白则与个体心理能力

缺失和活力丧失相关，这与本研究结论一致，抑郁状

态个体更易出现双手背后和躯体留白。同时，双脚

缺失这一绘画特征在本研究中也进入了回归方程，

通常人物像脚部往往与个体现实稳定性和踏实感相

关，而抑郁状态个体内心往往有很强的不安定和不

踏实感，可能与此相关[12]。附属物的描绘中，个体往

往会根据自身实际感受进行添加，情绪较好时通常

添加一些积极的附属物，如太阳等，而情绪低落时，

往往用一些负性的附属物，如月亮、云朵、雪花下雨

等[13]，但此处雪花下雨却与此结论相反，一则可能雪

花下雨与情绪宣泄相关，二则可能与本研究中雪花

下雨出现频率低有关[15]。对于画面的细致刻画，已

有的研究结论不一致[7，8]，主要为绘画特征赋值方式

差异所致，有学者 [7]发现树木和人物二者的细致刻

画与抑郁倾向关联相反，树木细致刻画往往与抑郁

倾向相关，而人物细致刻画则刚好相反，并认为树冠

细致刻画反映能量聚积在潜意识的内部自我体验，

而人物避免细致刻画则反映了个体回避对外部现实

自我的关注，本研究没有细分细致刻画部位，发现处

于抑郁状态的个体较少出现画面细致刻画，这可能

与上述人物避免细致刻画涵义一致。画面涂擦本应

是个体对外界关注自我的绘画表现形式，然而当个

体情绪低落时，意志行为会减退，产生回避行为，因

而在绘画中较少出现画面涂擦现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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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单面房屋

屋顶大小

双手背后

躯体留白

双脚缺失

描绘细致

月亮

云朵

雪花下雨

画面涂擦

赋值

否=0
是=1
较小=1
正常=2
较大=3
否=0
是=1
否=0
是=1
否=0
是=1
否=0
是=1
无=0
有=1
无=0
有=1
无=0
有=1
无=0
有=1

B
-

0.666
-

-1.677
-1.760

-
0.991
-

0.412
-

1.355
-

-0.592
-

1.005
-

0.681
-

-2.456
-

-0.678

S.E.
-

0.194
-

0.822
0.806
-

0.412
-

0.199
-

0.458
-

0.198
-

0.518
-

0.219
-

0.799
-

0.228

Wald
-

11.780
4.811
4.164
4.768
-

5.774
-

4.307
-

8.761
-

8.921
-

3.757
-

9.691
-

9.460
-

8.848

P值

-
0.001
0.090
0.041
0.029
-

0.016
-

0.038
-

0.003
-

0.003
-

0.053
-

0.002
-

0.002
-

0.003

OR
1.000
1.947
1.000
0.187
0.172
1.000
2.693
1.000
1.510
1.000
3.877
1.000
0.553
1.000
2.732
1.000
1.977
1.000
0.086
1.000
0.508

95%CI
-

0.351～0.751
-

0.037～0.936
0.035～0.835

-
1.200～6.041

-
1.023～2.229

-
1.581～9.510

-
0.375～0.816

-
0.989～7.545

-
1.287～3.036

-
0.018～0.410

-
-0.325～0.793

··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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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等距的两个错误观念

S内各元素至多处于顺序量表水平，如果不能合理地假

设它处于等距量表水平，或者不能合理地假设非等距属于随

机误差，那么，基于 S的任何算术运算都是不可靠的。即使

满足前述条件能够将S施以算术运算，计算结果和心理属性

仍然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把计算结果的算术特征反过

来加在心理属性上。下面是两个常见的错误概念。

4.1 CTT的标准分
很多基于CTT的测验都用标准分来表示最后的测验结

果，基本的标准分为 z分数，z的取值范围为(-∞，+∞)，均数为

0，单位标准差为1。通过线性转换，均数和标准差可以转换

成所需要的形式。只要总体均数和标准差相等，两个测验分

数就可以进行比较。标准分给人一个假象，就是测验分数为

等距量表。很容易理解，计算标准分是基于对 S的等距假

设，因此，标准分的等距也就是一种假象。如果给 S中的元

素分配新的数据，随后的所有计算结果都将改变。

另一方面，标准分等距并不表明心理属性等距。举例说

明，对于温度来讲，等于 1℃的任何两个温度差的物理含义

是一致的，而等于 1的任意两个 z分数差的心理含义并不相

同，这是因为，与均数距离不同的 z分数差，其分布曲线下的

面积是不同的。

4.2 条目反应理论的Logit
Logit即对数胜算比，是条目反应理论中Rash模型最常

用的结果表示方法，请参考www.rasch.org。对它的错误理解

与标准分十分相似，此处不再赘述。

条目反应理论用极大似然法估计条目参数和潜在特质，

极大似然估计所用的数据当然就是S，这本身就已经假定了

S是等距量表。

5 小 结

从测量学上讲，绝大多数心理测验只能达到顺序量表水

平，不适合进行算术运算，因此，我们就武断地假定了心理测

验达到了等距水平，并按等距量表进行各种处理。心理测验

等距假设是指当用分数表示被试对条目的反应时，这些分数

有相同的单位，相同的分数差表示了相同的距离。我们认

为，CTT的标准分和条目反应理论的Logit只是等距假设的数

学运算的结果，并没有消除心理测验的不等距性。我们还提

出了条目质性和条目集群的概念，希望能够为心理测验研究

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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