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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为对基诺族饮酒相关精神卫生问题的病因学能进行较深入的定量研究，编制饮酒态

度调查问卷并研究其在基诺族中的适用性。方法 分析收集可能反应饮酒态度的日常话语 5% 条形成问

卷条目库，在调查基诺族饮酒相关精神卫生问题流行病学资料的同时用该条目库对被分层随机抽样得到

的 !%" 名被试进行评定，对评定结果进行结构效度、重测信度、同质信度、效标效度分析。结果 经过对

"63（654 !7 ）份有效回答问卷的因子分析，编制出 %! 个条目 " 个维度的饮酒态度调查问卷，该问卷在基诺

族中应用的重测信度和同质信度良好，效标效度也较好，结构效度则一般。结论 此饮酒态度调查问卷已

经基本具备了在基诺族当中使用的条件，值得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好的效果并扩大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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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36P6 年开始，万文鹏等［3C"］动态观察社会文化

变迁对基诺族心理卫生的影响，分别于 36P6 年、36Q6
年、3666 年和 %##% 年进行了随访调查，%% 年来，基诺

族人民精神卫生问题有增加的趋势，特别突出的是酒

精滥用问题日益严重，饮酒量及其相关精神卫生问题

的增加极为显著。为了能在深入调查基诺族饮酒相关

精神卫生问题流行病学的同时对基诺族饮酒相关精神

卫生问题的病因学能进行较深入的定量研究，笔者拟

编制饮酒态度调查问卷，用于对基诺族个体之间饮酒

态度的差异与饮酒相关精神卫生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进

行分析。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于 %##% 年 33 R 3% 月对基诺族饮酒情况及其相关

精神障碍患病率现况进行入户调查［!］，按行政级别分

层随机整群抽样，在景洪市基诺民族乡随机抽样 " 个

村委会，再在每个村委会随机抽样 3 个村小组，由 " 个

村小组全部共 !%" 名 3" 岁以上基诺族村民组成研究

样本。共有 "63（654 !7）人对条目库中的所有条目进

行了有效回答。其中，男 $3Q 人、女 %P$ 人，男性明显

多余女性，但性别构成与基诺族乡全乡（ 调查时人口

共 33$"P 人，其中男 !3#Q 人、女 "%56 人）无差异（似然

比卡方法 ; S #4 66）；年龄最大 QP 岁、最小 3! 岁、中位

数 $P 岁，平均（5#4 % T #4 !5）岁。

二、方法

34 自行编制的基诺族饮酒态度调查问卷初稿：个

体持支持或者反对饮酒的态度可能主要受以下几个方

面的影响：对于饮酒与健康关系的认识、是否支持社交

场合的饮酒、是否支持以饮酒解决情绪问题、对饮酒及

醉酒行为的伦理评判、对自己行为控制或放纵，并受到

榜样人物饮酒行为的影响。为此，经过 $ 名精神科医

师（包括 % 名教授）的分析研究，从日常描述上述方面

的话语中挑选出可能与基诺族饮酒态度有关的 5% 个

条目，形成饮酒态度问卷条目库。每个条目评分采用

·P$33·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P 年 3% 月第 3! 卷第 3% 期U GB)1 H -J V:B(;)-A(* W:9 X0)，Y:0:’=:A %##P，N-* 3!，Z-4 3%



三级评分，在语义学上支持饮酒的条目：同意为 ! 分，

不清楚为 " 分，反对为 # 分；在语义学上反对饮酒的条

目：同意为 # 分，不清楚为 " 分，反对为 ! 分；所有条目

均为正向记分，故评分时得分越高说明越抱有反对饮

酒的态度。其中要求回答者在选择“不清楚”项时，必

须建立在理解条目的基础上；对于回答者不理解的条

目，由测试者解释后再回答。

"$ 调查方法：用饮酒态度问卷条目库对样本中的

被试进行评定。其间在当地聘请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精通基诺族语和汉语者担任翻译，在建立良好互信关

系的基础上，对于熟练掌握汉语者，调查者直接通过汉

语和其访谈；对不熟练汉语者，调查者通过翻译与其访

谈。此外，在被抽样的其中一个寨子中随机抽样 #! 名

样本使用本问卷进行了 " 次评定，以便进行重测信度

分析，两次评定间期为 "% &。

#$ 统计方法：对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不具备跨文化

的实用性的条目进行删除，然后用 ’(’’!%$ %（ 社会科

学统计软件包 !%$ %）对上述评定结果进行统计。用主

成分分析 法 分 析 结 构 效 度，并 提 取 主 成 分 因 子；用

()*+,-. 积差法分析重测信度；计算 /+-.0*12 ! 系数，

并进行条目间平均得分的相等性检验（3-4)556.7’, ! 8
,9:*+) 4),4）以分析同质信度；并将总分和各因子分与

基诺族饮酒 情 况 及 其 相 关 精 神 障 碍 患 病 率 现 况 调

查［;］所得到的年饮酒量、饮酒频率、急性酒中毒的频

率进行相关分析。

结 果

一、条目筛选

由于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的条目不具备跨文化的

实用性。条目 ; 受翻译的暗示太强；条目 <，!=，"%，

"!，"#，">，"= 翻译后被理解的差异性太大；在翻译条

目 #= 时常常没能将“ 每一次”的含义表达出来；对条

目 >! 的回答几乎均为反对，无记分意义。故删除上述

条目。对剩余的 #! 个条目进行条目间的相关分析，

#! 个条目的相关矩阵显示各条目间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其中有的条目间相关系数大于 %$ #，有中度以上相

关性，?*+45)44 值 @ #><<$ "<，" @ %$ %%%%，提示相关矩阵

不是一个单位矩阵，可能用某些公因子解释条目所代

表的大部分统计信息，故对 #! 个条目进行探索性主成

分分析，提取得特征根大于 ! 的初始因子。然后对初

始因子负荷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对因子负荷小于

%$ > 的条目予以删除。结果见表 !。

经过因子分析，条目库中保留 "A 个条目，并提取

出 = 个因子，其方差累积贡献率为 #B$ =C ，可解释整

个条目库的 ! D # 以上的信息（ 见表 !）。结合专业知

识，综合分析判断，因子 E 被定为社交情绪性饮酒因

子，代表对社交性饮酒和情绪性饮酒的态度；因子 EE
被定为饮酒放纵因子，代表个体可能对饮酒不进行节

制的态度；因子 EEE 被定为饮酒知识因子，代表针对饮

表 ! 第一次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归因条目
方差解释

（C）

累积贡献率

（C）

E B，A，!%，!"，!#，!>，!;，!<，!A，";，>% !<$ " !<$ "
EE ""，"<，"A，#%，#!，#<， ;$ % "#$ "
EEE !，"，#，A，!! =$ ; "B$ B
EF #B，#A >$ A ##$ B
F #"，##，#> >$ < #B$ =

酒和健康之间关系的一些所谓常识性态度；因子 EF 被

定为饮酒榜样作用因子，代表榜样人物饮酒可能对样

本饮酒态度造成的影响；因子 F 被定为饮酒伦理因

子，代表对一些饮酒和醉酒行为的道德评判。

二、问卷形成

对问卷的 "; 个条目再次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

因子分析，提取得特征根大于 ! 的初始因子。然后对

初始因子负荷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对因子负荷小

于 %$ > 的条目予以删除。经过因子分析，问卷仍然保

留 "; 个条目、= 个因子，其方差累积贡献率为 >#$ %C ，

因素负荷明显不均衡，但可基本接受（ 见表 "）。结合

专业知识，综合分析判断，因子定名仍然同前。其中条

目 B（“心情不好时，喝点酒会很有帮助”）、A（“喝酒可

以帮助解除烦恼”）在因子 E 和因子 EEE 的负荷均大于

%$ >，经专业知识和语义学分析，决定将其同时归入上

述两个因子中。

表 " 最终因子分析结果

因子 归因条目
方差解释

（C）

累积贡献率

（C ）

E 社交情绪 B，A，!%，!"，!#，!>，!;，!<，!A，";，>% !A$ !B% !A$ !B%
EE 放纵 ""，"<，"A，#%，#!，#< ;$ ;B; "=$ B;;
EEE 知识 !，"，#，B，A，!! ;$ ";< #"$ !#>
EF 榜样作用 #B，#A =$ <!" #<$ B>;
F 伦理 #"，##，#> =$ !"% >"$ A;=

由于各因子负荷均为正，而各条目在相应因子中

的负荷也为正，故各因子内各条目原始分相加即得相

应因子原始分，各因子原始分相加即得问卷原始总分。

对各因子及问卷总分标准分按本样本平均分作为总体

均数、本样本标准差作为总体标准差来计算，具体计算

方法为：因子 E @（ 被试者因子 E 原始分 D =$ > G >$ >）；

因子 EE @（被试者因子 EE 原始分 D #$ > G #$ #）；因子 EEE
@ 被试者因子 EEE 原始分 D #$ ! G #$ #；因子 EF @ 被试者

因子 EF 原始分 D !$ # G "$ B；因子 F @ 被试者因子 F 原

始分 D "$ % G #$ #；总分 @ 原始总分 D A$ > G =$ "。

三、信度分析

对 #! 名两次被评定被试的问卷进行重测信度分

析，显示：= 个因子的重测相关系数在 %$ =;% H %$ B<"
之间，总分的重测相关系数为 %$ <A=（ 见表 "）。在整

个样本中计算 /+-.0*12! 系数，结果发现：整个问卷 ";
个条目 ! 系数为 %$ <"%!，四个维度的 ! 系数在 %$ <#A<
H %$ B>!! 之间。同时进行条目间平均得分的相等性

·B#!!·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I /26. J -K ?)2*L6-+*5 M)& ’16，N)1)O0)+ "%%<，F-5 !;，P-$ !"



检验（!"#$%%&’(’) ! *)+,-.$ #$)#），" 值均小于 /0 //1，表

明条目间具有内在一致性（见表 2）。

表 2 信度分析

内部一致性

（! 系数）

!"#$%%&’(
# 值

34 检验

" 值

重测信度

$ 值 " 值

总分 /0 54/1 6270 6687 /0 //// /0 569 /0 ///
社交情绪 /0 5265 11950 9456 /0 //// /0 854 /0 ///
放纵饮酒 /0 578/ 11940 769/ /0 //// /0 9:/ /0 //1
饮酒知识 /0 57:7 1/270 4816 /0 //// /0 582 /0 ///
榜样作用 /0 8711 44270 5/41 /0 //// /0 986 /0 ///
饮酒伦理 /0 58:5 429/0 8555 /0 //// /0 :98 /0 ///

四、效度分析

10 结构效度：对问卷进行因子分析的结果见问卷

形成部分。除了上述因子分析外，我们还进行了条目

与总分、维度的相关性以及总分与维度的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各条目与问卷总分的相关性在 /0 11/ ; /0 956
之间，其中 4/ 个条目与总分的相关在 /0 2/ 以上；各纬

度与总分的相关在 /0 182 ; /0 88/，除了饮酒伦理因子

以外，其余各纬度与总分的相关性在 /0 2 以上；4: 个

条目与所在维度的相关性在 /0 754 ; /0 811 之间。

40 效标效度：我们认为饮酒态度应该与个体的饮

酒行为相关，而个体年饮纯酒精量、饮酒频度及醉酒频

度为个体饮酒行为的主要内容，为此我们选择这三个

指标为效表进行效表关联效度分析。

将饮酒态度问卷总标准分及各因子标准分与年饮

纯酒精量、饮酒频度及醉酒频度进行相关分析（ 参数

之间进行的是 <$-.)"’ 相关分析，参数与非参数、非参

数与非参数之间进行 =>$-.?-’ 相关分析）发现：饮酒

态度问卷总分、社交情绪性饮酒态度因子分、饮酒放纵

态度因子、饮酒知识因子与年饮纯酒精量、饮酒频度均

呈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与醉酒频率则均呈低度负相

关；外来榜样作用因子分与饮酒频度及饮酒伦理因子

分与醉酒频度也呈低度负相关关系（见表 7）。提示在

被调查的人群当中，较低饮的酒态度问卷总分及其社

交情绪性饮酒态度因子分、饮酒放纵态度因子分、饮酒

知识态度因子分与个体更频繁大量地饮酒和频繁地醉

酒有关联性；而较低的外来榜样作用因子分与体更频

繁地饮酒、饮酒伦理因子分与较高的醉酒次数之间也

表 7 饮酒态度问卷评分与年饮纯酒精量、饮酒频度

及醉酒频度的相关矩阵

问卷总分 社交情绪 饮酒放纵 饮酒知识 榜样作用 饮酒伦理

年饮酒量 相关系数 @ /0 24:!! @ /0 4:2!! @ /0 4:2!! @ /0 22/!! @ /0 /9: @ /0 /42
饮酒频度 相关系数 @ /0 485!! @ /0 182!! @ /0 189!! @ /0 24:!! @ /0 1/9! @ /0 /:6
醉酒频度 相关系数 @ /0 18:!! @ /0 117!! @ /0 115!! @ /0 184!! @ /0 /9/ @ /0 /69!

注：!" A /0 /9，!!" A /0 /1

有一定的关联性。此部分分析说明该问卷的效标效度

也较好。

讨 论

在跨文化精神病学的研究中，需要使用有良好跨

文化适应性的心理评定工具。然而目前在国内外普遍

使用的一些标准化评定工具被使用于我国少数民族当

中时，由于语言和文化屏障，导致效果不佳；而上网检

索有关信息，没有发现有良好跨文化适应性的有关饮

酒态度的评定工具。为了对日趋严重的基诺族饮酒相

关精神卫生问题的病因学能进行较深入的定量研究，

我们参考国内一些量表的编制方法［5*6］，建立饮酒态度

问卷条目库，在调查基诺族饮酒相关精神卫生问题流

行病学［:］的同时对该用该条目库进行评分，删除不适

用条目后进行分析，结果得到的问卷重测信度和同质

信度良好，与年饮纯酒精量、饮酒频度及醉酒频度的相

关分析则表明该问卷的效标效度也较好。上述说明目

前已编制的二十六个条目五个维度的基诺族饮酒态度

调查问卷已经基本具备了在该民族当中使用的条件，

也值得进行更深入系统的研究以获得更好的效果并扩

大使用范围。但该问卷的提取的 9 个初始因子的方差

累积贡献率仍较低，五个因子的条目不均衡，这可能与

语言交流和翻译方面的问题有关，也可能与条目库建

立过程中的一些因素有关，需要将来用对译法等进一

步斟酌对问卷具体内容翻译的可靠性，并扩大样本量、

甚至跨民族进行信效度分析，以获得信效度更好并有

可能在多民族中推广使用的饮酒态度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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