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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力活动问卷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研究

屈宁宁 李可基

【摘要】 目的 评价国际体力活动问卷（!"#$）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提供体力活动水平测量工

具。方法 系统抽样%&名大学生，间隔’天重复调查检验信度；在’%名自愿受试者中，用体力活动

（"#）记录和()*+,)-加速度计为参照标准检验效度。结果 长短卷各项体力活动组内相关系数均在

./0以上。长卷的体力活动能量消耗与"#记录接近。短卷一日总能量消耗低于"#记录和(*+,)-监

测值。两个问卷与"#记录的目标体力活动量达标一致率均在0.1以上。长卷、短卷和"#记录的

每天静坐时间差异无显著性。结论 !"#$中文版在大学生中的重测信度和效度高于或等于同类问

卷。长短卷检测体力活动量达标率与"#记录接近，短卷低估体力活动能量消耗。

【关键词】 体力活动；问卷；信度；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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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体力活动是包括冠心病、高血压、G型糖尿

病、结肠癌、乳腺癌等多种非传染性疾病的独立危险

因素。体力活动问卷是测量人群体力活动水平的重

要工具。在许多病因学研究，危险因素暴露水平调

查、治疗和干预措施评价等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2C&］。

近年 来，国 内 对 人 群 体 力 活 动 量 水 平 的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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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增多，但是还没有一份国际标准化的问卷，且大

多没有系统的信度和效度评价。为了使问卷统一和

标准 化，国 际 体 力 活 动 测 量 工 作 组（!6+=,6)+586)*
(869=69:9Y,8:A86"4<95-)*#-+5?5+<P=)9:,=B=6+）

于 G..2 年 制 定 了 国 际 体 力 活 动 问 卷［N］

（56+=,6)+586)*A4<95-)*)-+5?5+<U:=9+5866)5,=，!"#$）。

该问卷由长卷（包括职业、家务、往来交通、休闲&类

体力活动和静坐N个部分）和短卷（0个问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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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英文版在!"个国家开展了研究，结果表明问卷的

信度和效度较高。#$%正在向各国推荐这份问

卷。为了在使用汉语人群中推广这个体力活动水平

的测量工具，我们将&’()翻译成中文，并在大学生

中进行了信度和效度研究。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信度研究系统抽样+,名大学生，

完成第二次问卷+-人，其中效度研究募集.+名志

愿大学生。调查均经本人同意。对象特征见表!。

表! 调查对象的特征

研究
项目

性
别

人
数

年龄
（岁）

身高
（/0）

体重
（12）

34&
（12／0"）

信度 男 -5 ""*67"*8!,.*575*"65*!7+*-"!*67.*9
女 -+ "!*67"*.!6!*.7-*55"*"75*9"9*!7!*,

效度 男 !+ "-*97!*.!,.*!75*"66*.7,*!""*!7"*.
女 "9 "-*-7"*8!58*57-*,5"*+76*."!*97"*!

"*问卷：英文版&’()由!9名医学硕士生单独

翻译，整理成一份中文稿后，对问卷中不适合我国体

力活动的项目做修改，由5名运动医学和流行病学

专家讨论定稿。问卷调查采取自填方式，信度研究

采 用 间 隔.天 重 复 调 查 的 方 法。 效 度 研 究 以

:;<=>;/?4加速度计（;//@<@>A0@=@>）监测和体力活动

（’(）记录的能量消耗为参考标准。其中’(记录

每日由调查人员询问，受试对象回忆。试验期,天，

后填写问卷。

.*计算方法：问卷和’(记录的体力活动能量

根据各种活动的代谢当量（4B?）计算（表"）。

表" &’()中各项’(强度［6，,］

’(强度 地点 代谢当量值

重度! 工作、闲暇! 8*9
庭院 5*5

中度!! 庭院、工作!! -*9
家庭 .*9

步行（中速） .*.
自行车（中速） 6*9

轻度 !*5
静坐 !*!
睡眠 !*9

! 短卷重度体力活动以8计算；!! 短卷中度体力活动以-计算

!日总能量消耗（4B?C0DE／F）G"体力活动能

量消耗H静坐能量消耗H睡眠能量消耗

轻度体力活动时间（0DE）G!--9I静坐时间I
睡眠时间I中度以上体力活动时间［6］

:;<=>;/加 速 度 计!日 总 能 量 消 耗［8］（4B?C

0DE／F）G "-J
总能量消耗

"-J静息能量消耗K!--9

有-名对象在一些特殊活动（游泳、踢足球等）

中无法佩带:;<=>;/加速度计，根据这些运动的代谢

当量值和运动时间，换算后加入:;<=>;/加速度计的

总能量消耗值中。

目标体力活动量达标一致百分比中，以每周重

度体力活动#690DE或#-90DE、中度体力活动每

周#"!90DE或#!590DE两种推荐量为目标体力活

动量。计算将调查对象划分为达标与未达标两类，

根据问卷和’(记录中的体力活动时间，计算两者

的一致百分比［+］。

-*统计学方法：问卷经双录入检错后进行分析。

（!）信度评价：计算两次调查的各项活动能量消

耗的组内相关系数（&::）［!9］。静坐时间以外的数据

为非正态分布资料，因此进行对数转换［+］。由于有

些体力活动项目数据为9，因此在进行对数转换前，

所有数据加!［!!］。

（"）效 度 评 价：根 据 数 据 的 分 布 情 况，用

#D</ALAE法比较问卷和’(记录的各项活动能量消

耗，计算两者的MN@;>0;E等级相关系数；用配对!
检验 比 较 问 卷 和 ’( 记 录 的 静 坐 时 间，问 卷 与

:;<=>;/加速度计的!日总能量消耗，计算两者的

’@;>OAE相关系数。

结 果

!*重测信度：长卷两次调查的各项体力活动能

量消耗的组内相关系数均高于短卷（表.）。

"*效度：

（!）各项体力活动能量消耗：问卷和体力活动记

录的各项体力活动能量消耗中（表-），短卷与’(记

录的总体力活动、中度体力活动和步行能量消耗差

异有显著性（"$9*9!）。长卷与’(记录的步行能

量消耗差异有显著性（"$9*95）。

（"）目标体力活动量达标一致率：两个问卷与

’(记录的达标一致百分比见表5。长卷和短卷的

重度体力活动达标一致率均高于中度体力活动。

（.）静坐时间：长卷、短卷和’(记录的每天平

均静坐时间分别为59!7!5,0DE、-897!,60DE和

5987!560DE，相互间差异无显著性（"%9*95），长

短问卷分别与’(记录比较，#G9*,6,和#G9*,69。

（-）!日总能量消耗：长短卷、’(记录和:;<=>;/
加速度计计算的!日总能量消耗分别为!88+7"9-
4B?C0DE／F、!8.+7!.- 4B?C0DE／F、!+9!7!-!
4B?C0DE／F和!88,7!6!4B?C0DE／F，短卷的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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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长卷各项体力活动能量消耗（%&’()*+／,）和组内相关系数

"#项目 第一次调查 第二次调查 组内相关系数（-./!"）

长问卷

总体力活动 01.21301425 0.624307628 62-57（629-5!62-.8）

重度体力活动 172838892- .-25385521 62796（62191!62949）

中度体力活动 80521384.25 8582-380.2. 62999（62901!62-54）

步行 81.2-355421 81-2435012- 629-9（629.6!62-08）

工作 5-29388520 552639827 6219-（62.11!62795）

交通 8-02938-920 87521381928 62709（62106!62989）

家务 0.2434521 0.2834126 6219-（62.11!62795）

闲暇 86121384627 8562938972- 62174（62.47!62776）

静坐时间（)*+） .492.389927 .1129389426 62-04（62-60!62-.1）

短问卷

总体力活动 55.2038-426 5812635872. 6277-（6219.!62949）

重度体力活动 .62-3-.24 .024388721 62151（62419!6270.）

中度体力活动 4-2739720 442839026 621.7（62.54!627.9）

步行 85427388.28 8892.385821 62908（627.1!62994）

静坐时间（)*+） ..424389-20 ...2738-424 62997（62904!62-50）

表" 问卷和体力活动记录的体力活动能量消耗（%&’()*+／,）

"#项目 "#记录
长问卷

能量消耗 #

短问卷

能量消耗 #
总体力活动 5.62.384825 5142.35162- 62958 89.2438592-!! 62.-9
重度体力活动 0-2.31726 472039827 62969 0-2537126 6277.
中度体力活动 182037526 9827381.24 62151 05263452.!! 62.-7

步行 84-2738692. 80.2.389820! 62785 88425386020!! 62141

注：与"#记录比较 !$"626.，!!$"6268

表# 体力活动问卷与"#记录的一致百分比

问卷 "#强度
!"#$

目标量! 达标率（/）

"#记录

目标量! 达标率（/）

长 重度 16 -42-（9824!--28） 46 -42-（9824!--28）

中度 586 9421（1929!-021） 896 7-2.（1028!-628）

短 重度 16 -42-（9824!--28） 46 -520（7926!-926）

中度 586 9725（7829!-.25） 896 7829（.42-!942.）

! 单位为)*+／周；括号内数据为-./!"

量消耗与"#记录和:;<=>;?加速度计测量值差异

有显著性（$"626.）。长卷和短卷与:;<=>;?加速

度计 的 总 能 量 消 耗 的 "@;>AB+#C62.64和#C
62166。长 卷 和 短 卷 与"#记 录 的 总 能 量 消 耗 的

"@;>AB+#C62740和#C62789。

讨 论

!"#$的信度和效度评价目前仅有日文版报

道。本 研 究 与 他 们 的 重 测 信 度 系 数（6278!
62-0）［85］相近，但较其他体力活动问卷高。!"#$专

家组建议重测信度的评价应针对同一时间段的体力

活动进行，而既往研究一般针对不同时间段的体力

活动，是造成相关系数差异的重要原因［80］。但是调

查同一时间段的体力活动，第一次调查产生的记忆

效应可能会影响第二次调查的结果，因此这一方法

的优缺点还有待更多的研究。

本研究中，按不同性质分

类的体力活动重测信度低于按

强度分类的体力活动重测信

度。可 能 与 调 查 对 象 为 大 学

生，参与的各项体力活动不容

易按职业、交通、家务和休闲分

类有 关。按 体 力 活 动 强 度 分

类，长问卷的各项体力活动重

测信度高于短问卷的各项体力

活动，可能与两个问卷的结构

不同有关。短问卷没有分类询

问体力活动情况，每一种强度

的体力活动只有一个问题，不

利于调查对象全面回忆。

测量总能量消耗的“金标

准”是双标水法，昂贵且不能提

供体力活动能量消耗的详细信

息。许多文献表明"#记录和

:;<=>;?加速度 计 能 比 较 精 确

的测量体力活动水平，在效度

的研 究 中 应 用 较 多［-，84］。因

此，本次研究采用:;<=>;?加速

度计和"#记录作为体力活动

参照标准。并从体力活动能量

消耗、目标体力活动量达标一

致率和8日总能量消耗三个方

面评价体力活动问卷的效度。

许多研究者推荐用%&’()*+／,来计算活动的能量

消耗［1，8.，81］，以避免个体间体重差异对能量消耗的

影响，因此，在本文中，我们计算问卷、体力活动和

:;<=>;?加速度计活动能量消耗的单位都是 %&’(
)*+／,。

本次研究中长卷和"#记录的相关系数与其他

问卷的结果相近［87，89］，中度体力活动量与"#记录

的相关系数也低于重度体力活动。据认为这是由于

重度体力活动多为打篮球、游泳、跑步等体育活动，

种类少，频率低，常有计划的进行，因此容易回忆；而

中度体力活动多无计划性，频率高，种类多，不容易

回忆。

与!"#$日语版的研究结果一致［85］，我们也观

察到短卷计算出的总体力活动能量消耗偏低。特别

是中度体力活动和步行分别比"#记录低5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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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卷计算出的总体力活动能量消耗和$日总

能量消耗与%&记录和’()*+(,加速度计的结果基

本一致。长卷和短卷的这种差别同样可以归因于问

卷结构的不同。此外，对于长卷的体力活动能量消

耗比%&记录高的原因，村濒訓生等［$-］还认为与长

卷问题设置多，调查对象在填写时容易重复计算体

力活动有关。但这一现象是否带有普遍性，我们认

为还需要有针对性的试验和证据。

体力活动问卷的一个重要用途是评价被调查人

群的体力活动水平是否达到推荐量，也常根据监测

人群的体力活动水平是否达到推荐量来评价体力活

动干预效果。日语版的工作没有进行这方面的效度

评价。本研究中，长卷和短卷测量重度体力活动达

到推荐量的准确性高于中度体力活动，与用体力活

动能量消耗的结果一致，原因也相似。此外，值得注

意的是短卷测量中度体力活动的准确性与长卷基本

一致，达到./#以上。因此，采用0%&1短卷测量

体力活动推荐量达标率，可以有效、简便、快速地评

价人群体力活动水平。

两个问卷测量出的静坐时间与%&记录均比较

接近，但是短卷测量$日总能量消耗的结果与体力

活动能量消耗的结果相似，明显偏低，日本报道的结

果也是如此。因此如果体力活动的测量目的包括估

测能量消耗，则不宜采用短卷。

在0%&1中文版翻译过程中，考虑到中国人英

语水平的限制，经与0%&1专家组协调同意，我们取

消了回译。本研究中，回答中文版0%&1长卷需时

$2!-/345，短卷约2345。

综上所述，0%&1在大学生中的重测信度和效

度高于或等于同类问卷。长卷评估体力活动和总能

量消耗与%&记录接近，长卷和短卷评估人群体力

活动水平达标率与%&记录接近，短卷低估中度和

总体力活动能量消耗。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仅限于大

学生，理论上，其信度和效度不宜外延到其他人群。

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其他人群的0%&1信度效度评

价，%&记录是有效实用的参考标准。信度和效度

评价建议使用体力活动能量消耗，当问卷用于人群

体力活动水平的评价时，其效度的评价中应考虑增

加目标体力活动量达标一致性的指标。

（本课题得到达能膳食营养研究与宣教基金的资助，谨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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