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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抑制 －激活系统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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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中文版行为抑制激活系统量表（ＢＩＳＢＡＳ）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度及效度。方法：按照
量表的翻译程序，将ＢＩＡＢＡＳ量表翻译成中文后再回译成英文，与原量表进行比较后再次进行修改；使用修改后
的ＢＩＳＢＡＳ量表对贵阳市２所大学和３所中学共２０００名１２～２４岁的中国学生进行测评；回收有效问卷１８０７
份，其中对７１７份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１０９０份问卷进行验证性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结果：中文版
ＢＩＡＢＡＳ量表共２２个条目，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４个因素，累计贡献率为４９３８％；量表的内容效度指数（Ｓ
ＣＶＩ）为０９１，各个条目的内容效度指数（ＩＣＶＩ）为０８２～１０；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量表的总体拟合情况良好
（ＲＭＳＥＡ＝００６，ＧＦＩ＝０９３，ＡＧＦＩ＝０９１，ＩＦＩ＝０８６，ＣＦＩ＝０８６，ＴＬＩ＝０８４）；ＢＩＳＢＡＳ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为０７９，重测信度为０８０，各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在０５２～０７３。结论：中文版 ＢＩＳＢＡＳ量表用于１２
～２４岁中国学生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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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ｒｖｅｒ和Ｗｈｉｔｅ编制的行为抑制激活系统量
表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ａｌｅ，
Ｂ１ＳＢＡＳｓｃａｌｅ）包括行为抑制系统（ＢＩＳ）和行为激
活系统（ＢＡＳ）２个分量表，ＢＡＳ又包括奖赏反应
（ｒｅｗａｒ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ＢＡＳＲ）、驱力（ｄｒｉｖｅ，ＢＡＳＤ）
和愉悦追求（ｆｕｎｓｅｅｋｉｎｇ，ＢＡＳＦ）３个维度

［１］。根

据Ｇｒａｙ＇ｓ动机的强化敏感理论，ＢＩＳ代表对惩罚的
敏感性，ＢＡＳ代表对奖励的敏感性［２］。后者反映

了神经系统对奖励信号做出的一种反应［３］。ＢＩＳ
是对冲突和威胁信号做出回避的一种反应［４］。近

年的研究发现 ＢＩＳＢＡＳ量表与成瘾行为之间有密
切关系，无论是物质成瘾还是行为成瘾。ＢＩＳ和
ＢＡＳ的３个维度已经被证明与酒精滥用［５］，使用

精神活性物质［６－７］和赌博障碍相关［５］，ＢＡＳ系统中
的愉悦追求和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相关［８］。Ｂａｕ
ｍａｎｎＭＲ等人［９］的研究发现，ＢＩＳＢＡＳ在青少年香
烟使用情况的高低分组中有显著差异。一些学者

认为，ＢＩＳＢＡＳ量表最初是为测量成人编制的，也
可以适当的用于儿童和青少年［１０－１２］；但 Ｕｒｏｅｖｉｃ　　　　　＇ｅｔ
ａｌ等人［１３］的研究发现，关于 ＢＩＳＢＡＳ量表的测量
可从成人扩展到青春早期（９～１２岁）、青春后期
（１３～１７岁）和成年早期（１８～２３岁），但不同年龄
段在ＢＩＳＢＡＳ的测量结果上是有差异的。为了更
好的了解ＢＩＳＢＡＳ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本
研究把１２～２４岁的青少年作为被试，检验中文版
ＢＩＳＢＡＳ的信效度，并希望进一步进行 ＢＩＳＢＡＳ与
成瘾之间的相关研究及在不同的年龄段中 ＢＩＳ
ＢＡＳ与成瘾的相关性。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式在贵阳市２所大学和３所

中学，以班为单位共发放问卷２０００份，尽量取不
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地点的被试人群，以增加样

本的异质性，共回收问卷１９５４份，剔除无效问卷
（漏答或虚假答题）后，获得有效问卷１８０７份，有
效回收率为 ９２４％。其中男性 ８９６人，女性 ８５１
人；初一学生 １３１人，初二学生 １４１人，初三学生

３４２人，高一学生１２４人，高二学生９９人，高三学
生９３人，大一学生５４９人，大二学生１４７人；大三
学生１１６人。年龄１２～２４岁，平均（１７±２）岁。
１２　ＢＩＳＢＡＳ问卷介绍

ＢＩＳＢＡＳ量表由２４条自我描述性的陈述句组
成，ＢＩＳ包括７个条目。ＢＡＳ分为３个分量表包括
４个愉悦追求的条目，５个奖赏反应的条目，４个驱
力的条目。每个参与者对条目的反应按１～４级评
分：１＝很符合，２＝有点符合，３＝有点不符合，４＝
非常不符合；其中４个条目为干扰项，不计分。量
表各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系数为０６６～０７６［１］

１３　研究程序
初测时，向７５０名被试者发放 ＢＩＳＢＡＳ问卷，

回收７１７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３８１人、女性３３６
人，初中学生２１５人、高中学生９９人、大学生４０３
人，进行项目和探索性因素分析，确立问卷的基本

结构。随后再向１２５０名被试发放ＢＩＳＢＡＳ问卷，
回收１０９０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５３８人，女性５５２
人，初中学生３９９人、高中学生２１７人、大学生４７４
人，对问卷进行信效度检验，１个月后，随机抽取被
试１２０人，进行重测。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２２、Ａｍｏｓ１７软件对所有的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项目分析采用相关系数法、ｔ检验法，
量表的效度采用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进行评价，内

容效度采用内容效度指数（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ＣＶＩ）进行评价，结构效度用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
性因子分析评价。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克伦巴赫

系数α（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进行评价，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项目分析
各条目得分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 ００７～

０５７，通过项目分析，对量表的条目进行删选，按照
ｒ、ｔ及 Ｐ值 ＜３的标准删除２题“即使某件糟糕的
事情将会发生，我也很少会体验到恐惧和紧张”和

２２题“跟我的朋友相比，我很少会恐惧”２个条目。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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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项目分析结果
Ｔａｂ．１　Ｉ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

条目 相关系数（ｒ） ｔ Ｐ
２ ００７ ０９３ ０３５
３ ０４７ １２９０ ０００
４ ０４８ １０７１ ０００
５ ０４３ １１２４ ０００
７ ０５５ １２６２ ０００
８ ０４６ １０８３ ０００
９ ０４４ １１２６ ０００
１０ ０４０ ９５４ ０００
１２ ０４８ １１７３ ０００
１３ ０４３ １１０３ ０００
１４ ０６０ １４７２ ０００
１５ ０４８ １４２１ ０００
１７ ０４３ １１５０ ０００
１８ ０４４ １０５４ ０００
１９ ０４０ ９５８ ０００
２０ ０５４ １５６９ ０００
２１ ０５７ １７０２ ０００
２２ ０１５ ２９０ ０００
２３ ０４６ １０９８ ０００
２４ ０４６ １１３５ ０００

删除标准 ＜０３ ＜３ ＞００５

２２　探索性因素分析
７１７份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后，结果显

示，取样适切性量数（ＫＭＯ）值为 ０８３，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
球形检验统计量χ２为２６０５１９自由度为１５３（Ｐ＜
００００）ＫＭＯ＞０６时，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１５］。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和方差最

大旋转，提取特征值大于１的４个因子，累计方差
解释率为４９３８％。同时做碎石检验，从碎石图上
可以发现，在第４个因子之后坡度趋于稳定，最后
确定为４个因子，最终形成含有４个维度，２２个条
目的量表。见表２。
２３　信效度检验
２３１　验证性因素分析　用最大拟然法对 ＢＩＳ
ＢＡＳ量表做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其拟合情况。结
果显示，近似误差均方根（ＲＭＳＥＡ）＝００６，拟合优
度指数（ＧＦＩ）＝０９３，调整拟合优度指数（ＡＧＦＩ）
＝０９１，递增拟合指数（ＩＦＩ）＝０８６，相对拟合指数
（ＣＦＩ）＝０８６，ＴｕｃｈｅｒＬｅｗｉｓ指数（ＴＬＩ）＝０８４，模
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支持了该量表在维度构建上

的有效性［１６］。将４个因子结构模型及各条目对因
子的负荷系数用标准化路径图表示。见图１。

表２　ＢＩＳＢＡＳ的因子分析
Ｔａｂ．２　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ＢＩＳＢＡＳ

条目 ＢＩＳ ＢＡＳＲ ＢＡＳＤ ＢＡＳＦ
８批评和责备会让我很受伤 ０６５
１３当我认为或知道某个人在生我的气时，我会感到相当的担心和不安 ０７６
１６如果我认为某件不愉快的事情将会发生时，我通常会变得坐立不安 ０６０
１９当我认为我弄糟了某件重要的事时，我会感到担心 ０６６
２４我担心犯错 ０６２
４当我在某件事上干得漂亮时，我愿意坚持这件事 ０６２
５如果我认为某新事物是有趣的，我总是乐意去尝试 ０５２
７当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时，我感到兴奋并受到激励 ０６６
１４当我有机会获得我想要的东西时，我会立刻兴奋起来 ０５４
１８当好运降临时，我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０４２
２３赢得竞赛会让我感到兴奋 ０６４
３我会想尽办法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０７０
９当我想要某个东西时，我通常会全力以赴 ０６４
１２对于我想要得到的东西，一旦碰上机会，我会马上行动 ０６９
２１我会想方设法去追求我想要的东西 ０６８
１０我通常做事情只考虑是否有趣而不管别的原因 ０７０
１５我常常冲动行事 ０６９
２０我渴望兴奋和新鲜感 ０６３
特征值 ２５３ ２３９ ２１３ １８３
累计贡献率（％） １４０８ ２７３６ ３９２２ ４９３８

注：ＢＡＳＲ为行为激活—奖赏反应，ＢＡＳＤ为行为激活—驱力，ＢＡＳＦ为行为激活—愉悦追求

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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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Ｆ１为行为激活奖赏反应（ＢＡＳＲ），Ｆ２为行为抑制系统

（ＢＩＳ），Ｆ３为行为激活驱力（ＢＡＳＤ），Ｆ４为行为激活

愉悦追求（ＢＡＳＦ）

图１　验证性因子分析标准化路径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ｐａｔｈｇｒａｐｈ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３２　信度检验　采用内部一致性系数（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系数）作为信度指标，结果发现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 ０７９，４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
系数为０５９～０７２。用正式问卷对１２０名被试进
行间隔１月的再测验，收回有效量表１２０份，总量
表的重测信度（ｒ）为 ０８０，各分量的重测信度为
０５２～０７３。
２３３　内容效度　由５名专家（心理科临床专家
２名、心理学专家２名、统计学专家１名）对测定条
目进行评价，采用内容效度指数（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ＣＶＩ）评价，经测定量表条目的 ＣＶＩ为 ０８２
～１０，量表ＣＶＩ为０９１。

３　讨论
量表翻译过程严格按照翻译程序进行，并通过

专家审核和学生预实验，翻译做到内容、语义、概念

相等，同时确保在实测过程中的技术和标准相一

致。本研究结果显示中文版ＢＩＳＢＡＳ量表有２２个
条目（包括４个不计分的干扰项），４个维度组成，
与Ｃａｒｖｅｒ和Ｗｈｉｔｅ的研究结果有所差异［１］。通过

项目分析，剔除２题和２２题，ＢＩＳＢＡＳ其余的条目
均具有较好的鉴别力。通过专家对量表内容的评

价，发现量表内容效度指数ＳＣＶＩ和各条目内容效
度指数ＩＣＶＩ均达到测量学要求，表明该量表具有
良好的内容效度。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量表有４
个因素结构，探索性因素分析发现量表的各项拟合

指数均达到了良好的拟合指数的标准，表明量表具

有较好的结构效度。量表各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基本达到测量学要求。李彦章等［１７］曾对 ＢＩＳ
ＢＡＳ进行过中文版的信效度检测，其结果显示删除
ＢＡＳ分量表中的 １题和 １８题后，４个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分别是 ０７０、０５９、０７２、０５５。
但本研究考虑该研究样本是２６２名大学生，年龄划
分段单一，而网络成瘾有相当多的青少年群体，且

该研究采用的是２０题的 ＢＩＳＢＡＳ量表，删除４个
干扰项，未保持原量表的完整性，故本研究增加样

本量及样本的异质性（样本年龄１２～２４岁），采用
２４题量表，对该量表再次进行中文版信效度检验。
本研究结果显示，４个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信度
系数有所提高，但行为激活—愉悦追求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仍然较低（０５２）。其中，ＢＩＳ分量
中删除了和李彦章等一样的２题。而愉悦追求中
的５题（如果我认为某新事物是有趣的，我总是乐
意去尝试）进入了奖赏反应分量表。本研究认为出

现此类情况，可能是因为研究被试不同年龄段跨度

所造成的，将愉悦作为了奖赏本身，同时也可能是东

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而本研究删除的两题，考

虑这两个条目不适合国内使用。可能和国内外文化

背景差异相关。本研究中ＢＩＳＢＡＳ量表信效度检验
和源量表的差异可能在于本研究被试样本不同年龄

段及文化背景差异所造成的，但量表整体的信效度

达到了心理测量学要求。

综上所述，中文版的行为抑制－激活系统具有
较好的信效度。为了更进一步研究 ＢＩＳＢＡＳ量表
与青少年成瘾的相关性，本研究测试ＢＩＳＢＡＳ量表
在国内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结果显示，ＢＩＳＢＡＳ
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但本研究仍存在缺乏与之

平行对照的评估工具，未能进行效标关联效度检验

等局限性，后续的研究中希望改进此次研究的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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