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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498名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
现况调查

齐文明徐新瑞刘娟袁敏封文波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调查石家庄市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的分布。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

使用人格障碍问卷(UPDI)调查石家庄市6所高校498名大学生与北京市3所高校204名大学生。结果

石家庄市大学生各型人格障碍倾向的分布差别很大，其中依赖型(2．81％)、表演型(2．41％)、边缘型

(2．21％)检出率较高；强迫型(O．40％)、分裂型(O．60％)检出率较低。各型人格障碍倾向的检出率分别

受性别、专业类型、血型、年级、城乡等因素的影响。该样本的轻、中、重度人格障碍倾向的总检出率为

28．31％，其中轻度人格障碍倾向(人格偏离)的检出率为17．07％，中重度人格障碍倾向的检出率为

11．24％。中重度人格障碍倾向中，男性高于女性。分离型、回避型、偏执型、强迫型、表演型、自恋型存

在血型差异。偏执型、依赖型和自恋型平均分城市均高于农村。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中，大学一年级

与其他年级有显著差异。结论大学生^格障碍倾向存在胜别、年级、血型、城乡和专业类型方面的差异。

【关键词】人格障碍；心理测定学；大学生；人格障碍问卷

DistHbufion regarding tendency on personality disorde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hijiazhuang city

凹耽乃-ming’，XU Xin-rui，ⅡU Juan，YUAN Min，FENG耽n-bo．*Department ofEducation，Hebei
Normal Unive瑙i@，Shijiazhuang 05009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rvey the prevalence of tendency on tendency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among college students．Methods By means of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498 students from 6 colleges

in Shijiazhuang city and 204 students from 3 colleges in Beijing were studied through‘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revised UPDI’．Results The incidence rates on dependent personality(2．81％)，

histrionic personality(2．41％)and borderline personality(2．21％)were higher than 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0．40％)and schizoid personality(O．60％)．The prevalence ofpersonality disorder tendency was

related to sex，major and years in college，blood type as well as their origins(from urban or rural)．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was 28．3 1％while the incidence rates of personality deviation and

serious personality disorder tendency were 17．07％and 11．24％respectively．The incidence in male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females．There appeared differences in dissociative personality，avoidant personality，

paranoid personality，obsessive-compulsive personality，histrionic personality and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on people with different blood types．The scores of the city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tudents

from the rural areas regarding paranoid personality，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were also noticed between freshmen and students from other levels in the incidence rates on the

tendency of avoidant personality disorder．Conclusion There were different incidence rates on the

tendency of personality disorde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that related to sex，level in college and the origins

where they were from(urban or rural)．

【Key words】Personality disorder；Psychometrics；College student；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revised

从心理学角度看，人格障碍是指在没有认知过

程障碍或智力缺陷的情况下人格明显偏离正常。有

时与精神疾病有相似之处或易于发生精神疾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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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身并非病态。大学生是心理问题和疾病的高危

人群。本文采用人格障碍问卷(UPDI)对石家庄市

高校大学生进行研究，探讨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的

发生率及分布。

对象与方法

1．对象：2007年12月根据性别、年级等分层，采

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河北省石家庄市6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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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医科大学、河北科

技大学、河北经贸大学、石家庄经济学院、河北交通

职业技术学院)一至四年级的大学生，共发放问卷

600份，收回有效问卷498份，回收率83％，其中男生

166人，女生332人。另外分层整群随机抽取北京市

3所不同类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一至四年级的大学生204人，男生

116人，女生88人。

2．方法：采用自编一般情况问卷，包括调查对象

及家庭的一般资料，以及人格障碍问卷(uPDI)。

UPDI是由封文波争”根据国内外三种主要的精神疾

病诊断标准(ICD．10、DSM．1V、CCMD．1I)，参考

国际人格障碍检查表(IPDE)、ACD一11、PDI—IV，结

合相关研究成果及临床经验编制的适用于大学生人

格障碍的测验工具，包括160个条目：可测评边缘／

冲动型(BDL)、反社会型(ATS)、分裂型(SZD)、

分离，分裂样型(SZT)、回避型(AVD)、偏执型

(PND)、强迫型(OBC)、表演／戏剧型(HST)、依赖

型(DEP)、自恋型(NAR)等10种类型的人格障碍

倾向[11。该问卷为人格障碍倾向的自评筛查工具，

全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和重测信度分别为0．94和0．85

．． (P<0．05)，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在心理测评专

业人员的指导下，统一指导语，让研究对象填写一般

情况问卷和UPDI进行筛查(对被调查者交待清楚

研究的目的，征得被调查者的同意，此问卷也经专家

鉴定，不会对被调查者造成心理上的影响)。

3．统计学分析：测量结果采用SPSS 13．0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对陛别、年级、专业、城乡、生源地、出生季

节、血型分布、高中文理、是否独生子女等因素区分被

试后各自的检出率进行)c2检验；对10项人格障碍倾

向各自的检出率进行f检验；对被试者在10项人格

障碍倾向类型各项上的得分进行t检验(sLD)。

结 果

1．石家庄市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分布状况：该

样本的轻、中、重度人格障碍倾向的总检出率为

28．31％，其中轻度人格障碍倾向的检出率为

17．07％，中重度的检出率为11．24％。中重度人格障

碍倾向中，男性的检出率是女性的2．89倍，文史类学

生是理工类学生的1．95倍。经)c2检验，性别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O．01)；专业类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O．05)；见表l。

样本中人格障碍倾向个体共56人，其中单一型

人格障碍倾向37人，多型人格障碍倾向32人次(实

为19A)，其分布状况见表2。各种人格障碍倾向的

检出率差别很大，其中，以依赖型(2．81％)、表演型

(2．41％)、边缘型(2．21％)较高；强迫型(0．40％)、分

裂型(0．60％)较低。在中重度检出者中，依赖型

(20．29％)所占的比例最高，强迫型(2．90％)所占的

比例最低。

表1石家庄市498名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分布状况

注：人格偏离指中轻度人格障碍倾向；经f检验，性另JJ(P<O．01)和

专业类型(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中显示的少量数据的缺失

是由于在筛选问卷时保留了表头信息不全但仍有一定应用价值的问卷

2．石家庄市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分布特点：经t

检验分析显示，在各型人格障碍倾向中，男女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人格障碍倾向类型分别为：边缘

型、反社会型、分裂型、分离型、偏执型、强迫型和依赖

型。在上述各类型中，男生平均分均高于女生(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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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石家庄市大学生检出者中单一型与合并多型人格障碍

倾向的分布状况

人格障碍 单一型合并多型 合计 构成比 总检出率
类型 (n=37)(n=32)(n=69) (％) (％)

边缘型 5 6 11 16 2．21

反社会型4 3 7 lO 1．41

分裂型 1 2 3 4 O．60

分离型 2 3 5 7 1．00

回避型 2 3 5 7 1．oo

偏执型 1 5 6 8 1．20

强迫型0 2 2 3 0．40

表演型 9 3 11 16 2．41

依赖型 11 3 14 20 2．81

自恋型 2 2 4 6 0．80

注：经r检验，这10项人格障碍倾向的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O．01)

表3石家庄市大学生中重度人格障碍倾向者

UPDI得分的性别分布(孑±s)

注：。P<O．05，6 P<0．001，。P<0．01

血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分别为：分离型、回避

型、偏执型、强迫型、表演型和自恋型，其中，A型血

的学生平均分最高，O型血的学生次之，B型血的学

生再次，AB型血的学生最低。经t检验(SLD)，在

偏执型人格障碍倾向中，A型血的学生与其他血型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为：回避型平均分随

年级增长而增大；偏执型大二最高，大一最低；表演

型和自恋型大四最高，大一最低。经t检验(SLD)，

回避型人格障碍倾向中，大一与其他年级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城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者为：偏执型、依赖型和

自恋型，平均分城市均高于农村。

另外，经t检验，在出生季度上，分离型人格障

碍倾向的得分按春夏秋冬次序依次增大，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o．01)。在是否为独生子女因素上，偏

执型人格障碍的得分，独生子女高于非独生女子，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O．01)。在高中文理分科上，表

演型人格障碍倾向理科生得分高于文科生(P<

0．01)。

3．北京市与石家庄市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差异

分析：北京市样本中，轻、中、重度人格障碍倾向的总

检出率为22．55％，中、重度人格障碍倾向检出率为

6．37％，石家庄市中重度人格障碍倾向的检出率为

11．24％。经)c2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经t检验，北京市与石家庄市大学生各项得分中，边

缘型(P<O．01)、反社会型(P<O。05)、分离型(尸<

0．001)、回避型(P<0．01)、偏执型(P<0．01)、依赖型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表4)。

表4北京与石家庄市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
各型得分的分布状况(面±s)

注：4P<O．05，中<O．001，中<0．01

讨 论

本研究显示，石家庄市轻、中、重度人格障碍倾

向的总检出率为28．31％，其中轻度人格障碍倾向的

检出率为17．07％，中重度人格障碍倾向的检出率为

11．24％。高于黄悦勤等p1对理工科一年级大学生的

研究(2．49％)。但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大学生是

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心理问题检出率

一般在10％一30％)一致H’6】。这可能与当前社会形

势下大学生面临就业、学习等多重压力有关。在所

检出的大学生中，有34％的为合并多型人格障碍倾

向。其中，反社会型与分裂型、偏执型3种类型人格

障碍倾向经常同时出现，其原因可能是反社会型人

格障碍倾向的人缺乏正常的人间情感，冲动性大，以

自我为中心，造成社交障碍，分裂型人格障碍倾向的

人往往缺乏温情，难以与别人建立深切的情感联系，

这些心理状况彼此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研究还显示，样本中的中重度人格障碍倾向，男

性的检出率大于女性；文史类学生的检出率大于理

工类学生。究其原因，可能性别和所学专业与其社

会压力有关，也可能是男女本身生理上的差异造成

心理上的差异。大一年级学生与其他年级学生的

检出率差异显著，由于刚刚进人大学，可能受大学及

社会环境影响较小，状态还停留在高中时的简单思

想中，因此压力不明显。

城市学生的人格障碍倾向显著高于农村得分，

这反映出一定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当前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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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城市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父母过度的保护使

得他们多以自我为中心，在家里习惯于父母的照顾，

自尊心强，自理能力差，自我意识强，难以适应环境

和他人。而一旦无法适应或与同学发生小摩擦，人

际关系紧张而在心理上又无法进行合理的调整时，

就会产生紧张、焦虑、逃避等各种情绪；可能由于这

些因素的影响，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不同类型不同程

度的人格障碍倾向，其中依赖型、表演型、边缘型出

现率较高。

一般认为，人格障碍倾向的产生是在本身素质

基础上受环境因素的影响的结果。所以造成这种现

象的原因可能是：①某些生理因素(50他们可能得过

某些疾病)或者曾经受过很大的精神创伤(比如说家

庭的突然变故等)。②家庭因素，如父母离异、家人

亡故、家庭不和睦、过分溺爱、不合理的家庭教育

等。③大学期间的不适因素，如进入大学后在生活、

学习、交往上对于各种改变和复杂环境的不适应，进

而产生孤独、苦闷和焦虑等不同的情绪，长此以往就

会产生不同程度和类型的人格障碍倾向。

本研究的样本中具有单一人格障碍倾向的发生

率为7．4％；合并多型人格障碍倾向的发生率为

3．8％，低于国内相关调查6．3％和33．2％。推测原因

可能是使用的筛查工具是只针对中国大学生的，与

其他工具不同。本研究显示，石家庄大学生各型人

格障碍倾向的分布差别很大，其中依赖型(2．81％)、

表演型(2．41％)、边缘型(2．21％)检出率较高；强迫

型(0．40％)、分裂型(0．60％)检出率较低，与哈尔滨

市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调查结果差别比较大(强迫

型最多，回避型次之，分裂型、依赖型最少[710推测

原因可能是由于哈尔滨市的研究对象只是大一、大

二两个年级，而本研究抽样是四个年级基本均衡

的。抽样过程性别比有所偏差，可能的原因主要是

师范大学、医科大学女生相对较多；而抽样过程中因

信息掌握的原因造成性别比例有所差别，可能会造

成抽样偏差。

北京市大学生人格障碍倾向的检出率为

6．37％，低于石家庄市大学生的检出水平，并且北京

市人格障碍倾向各型的得分均低于石家庄市。原因

可能有以下几点：①被试者本身素质较高，心理健

康水平也较高。②相比来讲，北京地区的心理健康

辅导体系更为完善，人们重视心理健康的程度也更

高，人格障碍倾向得到及时纠正和治疗。③随着社

会的变革，就业压力和未来职业选择的困惑也使当

代大学生感到心理负担过重；相对来说，由于北京高

校大都是重点大学，其学生就业压力相对于石家庄

大学生小。④也可能由于抽样的问题，北京地区取

样相对较小，时间较石家庄早，由此造成的误差可能

较大。

对于人格障碍倾向的治疗，目前在心理学和医

学上主要以药物治疗、精神治疗和精神外科治疗为

主，尚无更好的治疗方法，但应持积极态度进行矫

治。所以对于人格障碍倾向应以预防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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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肝病学术会议暨新进展研修班通知

·?肖。皂、·

近年来，肝病学科领域涌现出许多新进展和新概念，为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的学术交流，达成共识，促进学科发展，经中华医

学会批准，由中华医学会电子音像出版社主办的“第六届全国肝病学术会议暨新进展研修班”定于2009年4月17—22日在安徽

省黄山市举办。届时将有众多专家和学者进行专题讲座和学术交流，本次大会的宗旨是务实、互动，将是一个前沿的、务实的、

内容丰富的大会，相信通过本次大会，与会代表必将受益匪浅，满誉而归。会议报名联系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42号中华医学

会南楼二单元501室。联系人：曹继霞；邮编：100710；电话：010—85158757、010口85158758(传真)；Email：jixiacao@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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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电子音像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