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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索能有效预测青少年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房树人绘画特征。对北京市 3所中学共 683人进行人格诊断问卷
（PDQ-4+）调查和统合型房树人绘画(S-HTP)测验，并依据依赖型人格障碍的病因-症状模式筛选出 15项可能反映依赖型人
格障碍的绘画特征，分析依赖人格阳性组和阴性组在这些绘画特征上的差异。结果发现：（1）中学生依赖型得分在 11-18岁
8个年龄组上，随年龄增长呈“U”形发展，；（2）阳性组和阴性组在 7项绘画特征出现频率存在显著统计差异,如线条圆滑；
（3）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出现中心画等 11项绘画特征的中学生更有可能有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倾向；（4）15项绘画
特征评价者一致性高。这表明通过标准化处理，房树人绘画测验的 11项绘画特征能有效地预测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倾向，成
为问卷测量有效的补充。
Abstract: To find out a good supplement for the diagnose of teenagers’ 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 inclination through the

S-HTP projective test. Based on the diagnostic standards of PDQ-4+ questionnaire and S -HTP, the study selected 683 teenager
students in Beijing as the participants. Then, 15 drawing characteristics selected via the mode of etiology-symptoms were set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in a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predict dependent personal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he level of
dependence manifested a “U’’ shape throughout adolescence, and the 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 could be corrected during the
adolescence. (2)The two groups differ in 7 drawing characteristics like smooth line. (3)The logistic equation analysis showed 11
drawings characteristics, like middle picture, could well predict the 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 inclination. (4)The equation was
verified to have an acceptable level of diagnosis ability, and a high level of Kappa score which indicated a high level of assessor
reliability of the test. We can concluded that the 11 drawings characteristics of S-HTP projective test can well predict the 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 inclination and be regarded as a good supplement to PDQ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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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依赖型人格障碍(dependent personality disorder)是一种常见的人格障碍，其核心特征是过度依赖他人。

参照美国 DSM-V[1]中的定义，依赖型人格障碍对于依赖有过度的渴求，从而导致服从和依恋的行为，对分

离有恐惧心理。青春期不仅是人格发展和形成个人生活风格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人格障碍形成的关键时期

[2]
，因而在青春期对依赖型人格障碍进行诊断和矫正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人格障碍的诊断标准又要求对象

在 18 岁以上，因此符合依赖型人格障碍标准又低于 18 岁的青春期个体，称之为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

现阶段，对依赖型人格障碍的研究主要依赖于问卷测量和口头询问，问卷测量易使个体症状的独特

性和心理动力学意义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口头询问则可能因青少年忽视症状的重要性或故意隐瞒而导致

结果出现误差。绘画心理投射测验可以作为问卷测量和口头询问的有效补充,通过分析被试的绘画作品便

可以洞察被试的潜意识，收集到许多未被意识到的信息，了解其并非主动、有意表达的内心深处的变化
[3]
。

现阶段，国外研究者已经在探讨绘画测验的信度和效度 [4]，以及通过绘画特征来预测精神分裂症[5]、躁狂 [6]、

自闭症[7]、青少年精神卫生[8]等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我国，陈侃等人就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房树人

的一些绘画特征在预测神经症
[9]
、抑郁症

[10]
、焦虑症

[11]
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目前在我国关于房树人投射测验在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评估诊断上应用极少，本研究意在探索能预

测青春期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绘画特征,这对于青春期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筛查和预防将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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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获得学生所在学校领导和班主任以及学生和家长的知情同意后，从北京市 3所中学初，高中 6个年级

共抽取 683人作为调查对象，经剔除 PDQ-4+诈病数据及信息不完整数据样本后保留有效样本 562份，样

本保留率为 82.3%。其中初中生为 262（46.6%）人，平均年龄为 12.95±0.78岁，高中生为 300（53.4%）

人，平均年龄为 15.78±0.76岁。男生为 270（48.1%）人，女生为 292（51.9%）人。

（二）研究工具

（1）PDQ-4

人格诊断问卷（Personality Diagnostic Questionnaire-4+，PDQ-4+）包括107个条目,用于测评DSM-IV系

统的12种人格障碍类型。该问卷经杨坚博士翻译并进行本土化的修订,重测信度在0.5～0.8之间，有较好的

效度，对人格障碍的甄别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中度的特异性，适合作为筛查量表使用
[12]
。本研究只使用

PDQ+4中依赖型障碍的分量表（共8题），参照相关做法[13]
，总分≥6的划分为阳性记为1，不是为0。该分

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54，分半系数0.67，效度良好[14]。

（2）S-HTP

采用改编版统合型房树人绘画测验(S-HTP)，该版本共分为结构和形态两个维度，研究比较发现其与

Buck版 HTP具有较高的一致性[15]。房，树与人是最常见的绘画主题,可以对所有人群体施测[16]，故本研究

参照前人相关研究，采取集体施测的方式[17]。测试时给每位被试发一张白纸，然后要求被试在横着摆放的

白纸上面画一间房子，一棵树，一个人。计分方式：选定房屋、树木、人画像三个维度绘画特征，统计是

否具有某种绘画特征，是记为 1，否为 0。

综合美国DSM-V诊断标准以及以往经验和相关理论，发现依赖型人格障碍的根源是由于曾经被抛弃或

溺爱从而致使内心产生深深的不安全感和低自尊
[18]
，对安全感的迫切需要以及自身缺乏相应的社会交际能

力易促使个体渴望认同，不惜一切去依赖别人，但在寻求建立依赖关系的过程中可能受挫而导致焦虑、抑

郁、虚弱疲劳等，严重者甚至开始无助、恐惧、回避、攻击他人。根据以上描述，假设以下15项绘画特征
[19，20]

可能与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有关：

（1）中心画：Machover 认为画面在纸张的位置与心境和社会适应有密切关联，中心画则与安全感和自我

管理有关，该特征在预测方程中应为负值。

（2）线条圆滑：线条象征着自我和环境的交界线，控制良好的，自由流畅的线条往往代表良好的调适，

该特征在预测方程中应为负值。

（3）影子：阴影被认为是一种焦虑的表现，Johnson[21]也发现阴影与焦虑量表分数相关，影子作为一种大

面积的阴影应该也有类似的心理意义。

（4）人靠近树：树在绘画当中与处于环境中的自我无意识感觉有关，象征生命和成长，人靠近树，是一

种依赖的表达。

（5）门开着：门象征可接近性，而开着的门则代表对外部世界温暖的强烈需求。

（6）树向右倾斜：Amrita Kanchan等人[22]
发现在绘画过程中侧重左边的病人更多具有冷漠，不可接近等特

征，与此相反，向右倾可能象征在建立依赖关系时热情和开放。



（7）树干伤痕疤、污点洞穴（下列简称树干伤痕）：象征创伤，及与经历有关的羞耻感，这种羞耻可能来

自童年时期感受到的抛弃，如父母陪伴自己的时间特别少。

（8）枝端尖锐：树枝是指从环境中获取满足的能力，而尖锐的树枝与敌对，攻击性有关

（9）盆景树等有支持之物：出于对安全感的渴求，患者迫切需要得到他人认同和支持。

（10）人特别瘦：驱干是基本需求和驱力的所在地，特别瘦的身体与脆弱感有密切关联

（11）无表情：忽略面部表情象征逃避，肤浅，以及对社会关系的敌意态度。

（12）表情悲哀：表情悲哀可能反映了依赖型人格障碍患者在寻求建立依赖关系受挫后的一种悲哀心境。

（13）强调鼻孔：强调原始的攻击性，这也可能反映出受挫后的情绪状态。

（14）省略手指：Machover认为手指反映了个体与环境的交互，省略手指象征没有能力做出调整以及内疚，

不安全感，应对环境困难。

（15）细腿：腿代表与环境的接触，细长的腿象征努力要去获得自主性涉及人格安定性、自主性、适应性

[23]
，该特征在预测方程中应为负值。

（三）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8.0统计软件。本研究绘画特征频率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绘

画特征进行分析，logistic 回归模型常用于预测发生概率相对较低的二分类型因变量，通过 logistic回归方

法建立用于判断个体是否具有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回归方程。在 Logistic回归方程中，依赖型人格障碍

倾向为因变量，绘画特征为自变量，将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得分为阳性的，记 1分，反之 0分，自变量为

二值类型变量，判断为是否具有某种绘画特征，是记为 1分，否为 0分。评价者的评分一致性采用 Kappa

系数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三， 研究结果

（一）PDQ-4对被试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诊断结果

依赖型人格检出率为 6.8%（38/562），男生与女生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1/270VS17/292,

χ2=0.85,P=0.356）。与此同时，依赖型人格障碍分数与人格障碍量表总分呈很强的正相关，r=0.7, P<0.01,

故本研究对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筛选结果与量表总分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此外，将 11-18岁的 562名被试

按年龄大小划为 8个年龄组，结果发现依赖型人格障碍得分的均分呈现 “U”形分布，即依赖分数基本呈先

降后升的趋势，具体见图 1。

图 1 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年龄变化趋势



（二）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阳性组和阴性组绘画特征频率比较

由表 1可看出，在假设的 15个绘画特征中，阳性组有 12个绘画特征的出现频率上高于阴性组，其中

5个绘画特征（b1门开着、b3树干伤痕、b8表情悲哀、b10省略手指、b11细腿）达到统计显著水平。a2

线条圆滑、b2树向右倾斜、b6人特别瘦三个绘画特征频率低于阴性组，且其中 a2和 b6两项达到统计显

著水平。

表 1 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绘画特征频率比较 [例数(%)]
项目 绘画特征 频率

阳性组（n=38） 阴性组（n=524） χ2值 P值

结构 a1:中心画 16（42.1） 159（30.3） 2.29 0.131

a2:线条圆滑 4（10.5） 134（25.6） 4.33 0.037

a3:影子 3（7.9） 20（3.8） 1.50 0.220

a4:人靠近树 18（47.4） 178（34.0） 2.81 0.094

形态 b1:门开着 3（7.9） 7（1.3） 8.72 0.003

b2:树向右倾斜 3（7.9） 88（16.8） 2.07 0.150

b3:树干伤痕 17（44.7） 148（28.2） 4.65 0.031

b4:枝端尖锐 17（44.7） 201（38.4） 0.61 0.436

b5:盆景树等有

支持之物
5（13.2） 33（6.3） 2.65 0.104

b6:人特别瘦 2（5.3） 94（17.9） 4.02 0.045

b7:无表情 8（21.1） 93（17.7） 0.20 0.268

b8:表情悲哀 3（7.9） 11（2.1） 4.89 0.027

b9:强调鼻孔 5（13.2） 33（6.3） 2.65 0.104

b10:省略手指 31（81.6） 341（65.1） 4.31 0.038

b11:细腿 22（57.9） 205（39.1） 5.19 0.023

（三）绘画特征对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

表2的结果表明，15种进行回归检验的绘画特征中，有11种偏回归系数进入了回归方程，未进入方程

的为b2:树向右倾斜、b4:枝端尖锐、b7:无表情，b10:省略手指。其中解释水平NagelkerkeR2 =0.23，处于可

接受的范围
[24]
，15项绘画特征评价者一致性系数在0.56至0.89之间，Mean kappa=0.74, 大于0.7 ( P<0.001)，

表明评分一致性程度较高。

表 2 针对依赖人格障碍倾向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OR（95% CI） P值

a1:中心画 1.02 0.37 2.78（1.36，5.68） 0.005

a2:线条圆滑 -1.29 0.58 0.28（0.09，0.86） 0.027

a3:影子 1.74 0.72 5.71（1.39，23.4） 0.016

a4:人靠近树 0.93 0.38 2.53（1.20，5.34） 0.015

b1:门开着 2.54 0.86 12.70（2.38，67.89） 0.003

b3:树干伤痕 0.86 0.38 2.37（1.13，4.96） 0.022

b5:盆景树等

有支持之物
1.60 0.58 4.92（1.58，15.29） 0.006



b6:人特别瘦 -2.14 0.80 0.12（0.02，0.56） 0.007

b8:表情悲哀 2.04 0.75 7.66（1.76，33.23） 0.007

b9:强调鼻孔 1.22 0.61 3.40（1.02，11.33） 0.046

b11:细腿 0.98 0.40 2.67（1.21，5.89） 0.015

常量 -4.3 0.5 0.01 <0.001

（四） 对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 Logistic 分层回归分析

本研究尝试通过Logistic 分层回归在控制被试年龄和性别等因素的前提下，探究绘画特征能否仍然有效

预测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在Logistic 分层回归分析中，首先将性别转化为虚拟变量，第一层采用强制进

入法对性别和年龄进行控制，第二层采用LR向前逐步进入法加入绘画特征，结果表明除了a2线条圆滑，a3

影子，b9强调鼻孔这3项绘画特征不显著外，其余8项特征仍然统计显著，如表3所示。

表3 针对依赖人格障碍倾向的Logistic分层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OR （95% CI） P值 ΔNagelkerkeR2

第一层 0.02
性别 0.30 0.34 1.35（0.70，2.63） 0.373

年龄 0.18 0.10 1.2（0.98，1.46） 0.078

第二层 0.18
a1:中心画 1.07 0.37 2.93（1.41，6.09） 0.004

a4:人靠近树 0.81 0.38 2.25（1.07，4.70） 0.032

b1:门开着 2.17 0.81 8.78（1.81，42.61） 0.007

b3:树干伤痕 0.77 0.37 2.15（1.04，4.45） 0.039

b5:盆景树等有

支持之物
1.56 0.56 4.74（1.57，14.32） 0.006

b6:人特别瘦 -1.78 0.77 0.17（0.04，0.77） 0.021

b8:表情悲哀 1.84 0.73 6.32（1.50，26.70） 0.012

b11:细腿 1.09 0.38 2.98（1.41，6.29） 0.004

常量 -8.07 1.79 0.00 <0.001

四，讨论

（一）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与自尊在青春期的发展特点

本研究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检出率为6.8%，符合依赖型人格障碍7%左右的发病率[25]
。值得探讨的是，

本研究中依赖型人格分数在11-18岁8个年龄组上呈现“U”形，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依赖分数先下降，然后持

平，最后又上升。而石立红等1999年[26]通过对北京市1148名中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依赖型人格障碍分数

随年龄不断下降，与本研究结果不完全一致，原因可能是施测时间相距15年，中学生的人格发展状况有所

不同。有研究发现依赖型人格得分的变化趋势与自尊水平的趋势变化有关[27]，Huajian Cai等[28] 2014年在一

项关于11-18岁青少年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的研究中发现，在青春期，外显自尊水平大致呈现倒“U”形发展，

即随着年龄的增加自尊分数先增加，然后持平，最后又下降，而这就能间接地解释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分数

在青春期基本呈现“U”形的原因。

（二）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绘画特征



本研究按照依赖型人格障碍的病因-症状模式选取了15项可能反映依赖型人格障碍绘画特征。总体而

言，研究结果基本符合预期，绘画结构中有4项：a1中心画、a2线条圆滑、a3影子、a4人靠近树，绘画形式

中有7项：b1门开着、b3树干伤痕、b5盆景树等有支持之物、b6人特别瘦、b8表情悲哀、b9强调鼻孔、b11

细腿，一共11项绘画特征进入了方程，4项绘画特征（b2树向右倾斜、b4枝端尖锐、b7无表情、b10省略手

指）统计不显著，未进入方程。“无表情”和“枝端尖锐”两项绘画特征未进入方程的原因可能是两者都

引发了个体的防御心理。陈侃等
[29]
在一项关于神经症的绘画研究中也发现对躯体特征过分直接地描绘会

引起心理防御。“无表情”的绘画特征较容易让个体直接看到自身的情绪状态，但他们可能并不愿意直接

流露消极情绪，给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这也不符合他们的心理形象定位
[30]
，因此阳性组在这项绘画特征

的表现上也不显著。“枝端进行尖锐”也容易使个体联想到自我敌意的表露，因而也容易进行防御，故而

结果不显著。

根据假设，中心画、细腿在预测方程中都属危险性因素，即为负值，但结果表明这两项均为保护性因

素，恰好和假设正好相反。这两项绘画特征的核心象征意义都指向获得成长和自主，这意味着依赖型人格

障碍倾向的个体内心渴望获得独立，只是他们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外界的支持，而这恰恰是动力学角度理解

依赖型人格障碍内心世界的方式。可见，在这一方面凸显了绘画测验相比问卷测验的优势，另一方面也表

明在青春期进行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筛选和预防具有特殊的意义。

有研究发现年龄和经验等其它因素会影响绘画内容
[31]
，性别因素会导致一系列绘画主题出现较大差异

[32]。为了更好的确定绘画特征对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预测，本研究还采用了logistic分层回归对性别，年

龄等进行了控制，结果发现a2线条圆滑、a3影子、b9强调鼻孔3项绘画特征统计不显著，表明受性别和年龄

的影响比较大。因此，对性别、年龄等额外因素进行控制是完全必要的。

（三）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选取了562个样本进行分析，选择如此大的样本量进行绘画研究在同类研究中尚属首次，再者

分层回归分析的采用能对额外变量进行有效控制，确保研究结论更为准确可靠。未来的工作应该探讨更多

预测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模式。然而，研究仍值得进一步的探索。首先，未来可增加颜色特征与依赖型人

格的相关研究，因为本研究所有的绘画都是用铅笔作答，故无法将这些变量纳入假设。此外，人格障碍有

很多类型，不同的人格障碍类型可能存在重合，也就导致绘画特点可能不只是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的绘画

特征，因而需要更好地区分不同人格障碍的绘画特征。最后，自尊的倒“U”型曲线是根据横断面数据得出

的结论，而非同一批追踪数据，今后需进一步证明自尊与依赖型人格障碍倾向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

（一）中学生依赖型人格障碍得分可逆性较强，以及在青春期个体的依赖水平呈“U”形发展。

（二）通过标准化处理，房树人绘画测验的 11项绘画特征能有效地预测依赖型人格障碍的倾向，成为问

卷测量有效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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