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修订版智慧型幸福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测

李梦俏１,关倩琳１,武雨晨１,王思雨１,刘燕２,张瑞星１

(１．郑州大学护理与健康学院 心理健康研究中心,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２．郑州大学 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要 】　目的　汉化修订版智慧型幸福量表(maturehappinessscaleＧrevised,MHSＧR),并在护理本科生中应用以检验其信效

度.方法　通过正译、回译、文化调试和预调查对原量表进行汉化,形成中文版 MHSＧR.２０２３年１１－１２月选取３０２例护理

本科生进行调查,并用SPSS２１．０及SPSSAU软件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　中文版 MHSＧR为单维度量表,共７个条目,各条

目因子载荷为０７３５~０．８１３,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６１．１２％.该量表的平均方差抽取量为０．５４７,组合信度为０．８９４.量表水平内

容效度指数为０９８４,条目水平内容效度指数为０．８８９~１．０００.总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９２,重测信度为０．８６１.结论

　中文版 MHSＧR的信效度良好,可用于护理本科生智慧型幸福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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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translatetheMatureHappinessScaleＧRevisedandtestitsreliabilityandvalidity．MethＧ
ods　TheChineseversionoftheMatureHappinessScaleＧRevisedwasdevelopedthroughforwardandbacktranslaＧ
tion,culturaladjustment,andpreＧsurvey．Asurveywasconductedon３０２undergraduatenursingstudentsfromNoＧ
vembertoDecemberin２０２３andtestedforitsreliabilityandvalidityusingSPSS２１．０andSPSSAUsoftware．ReＧ
sults　TheChineseversionofMHSＧRhad７items,andthefactorloadingofeachitemwas０．７３５~０．８１３,andthe
cumulativevariancecontributionrate６１．１２％．Theaveragevarianceextractedfromthescalewas０．５４７,andthe
compositereliability０．８９４．ThescaleＧlevelaveragecontentvalidityindex(SＧCVI)was０．９８４,andtheitemＧlevel
contentvalidityindex(IＧCVI)rangedfrom０．８８９to１．０００．TheCronbach’salphacoefficientoftheoverallscalewas
０．８９２,andthetestＧretestreliabilitywas０．８６１．Conclusions　TheChineseversionofMHSＧRhasgoodreliabilityand
validityandissuitablefortheevaluationofthematurehappinesslevelofundergraduatenursing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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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其概念在不断演

进.最新观点认为,幸福是一个辨证过程,是生活的

积极和消极方面维持动态平衡的和谐状态[１].智慧

型幸福被定义为内在和谐的整体幸福,体现了生活

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协调一致的整体和谐状态,特点

是内心和谐、冷静、接受、知足和对生活的满意,有助

于人们在逆境时发现生活的辩证平衡,实现内心的

平静与安宁[２].修订版智慧型幸福量表(mature
happinessscaleＧrevised,MHSＧR)[３]注重测量面对

逆境时的内在和谐状态.国外学者已将量表应用于

多个国家[３],但我国对智慧型幸福的研究尚处于起

步阶段,也缺乏测量工具.护理本科生面临着学业、
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由于认知方式有待成熟,尚不

能正确看待消极事件,易导致自我否定、焦虑、抑郁

等现象[４Ｇ５].更高级的智慧型幸福有助于改变其对

消极事件的固有观念,正确看待逆境,更深层次理解

幸福,改善心理健康.本研究旨在汉化该量表并验

证在我国护理本科生中的信效度,为衡量智慧型幸

福水平提供科学的测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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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量表介绍　Wong等[２]于２０１８年研制智慧型

幸福量表,Carreno等[３]于２０２３年在此基础上进行

简化修订形成 MHSＧR,用于评估成人智慧型幸福

水平,并在加拿大、美国、英国、西班牙和匈牙利５个

国家、３种语言的成人人群中广泛应用,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０．８７、０．８８、０．８５、０．８７和

０．８６[３].量表为单维度量表,包含７个条目,各条目

采用Likert５级评分法,从“没有”到“总是”依次计１
~５分,总分７~３５分,分数越高代表智慧型幸福水

平越高.

１．２　量表的汉化及文化调适　本研究获得原量表

作者 Carreno等[３]的授权,依据 Brislin 模型[６]对

MHSＧR进行翻译.(１)直译:由１名通过英语六级

的心理护理硕士和１名教学经验丰富的临床心理学

博士分别翻译原量表,命名为A１和A２;再由１名翻

译硕士对此提出修改意见.最后,课题组成员参与

会议进行讨论,选取最恰当的表述语句,初步形成中

文版 A.(２)回译:由１名翻译硕士和１名心理护理

硕士单独将中文版 A 回译成英文,命名 B１和 B２.
经过课题组成员对比、探讨和修改,构成回译版 B.
研究者将回译版B通过邮箱发给原作者,请其评价

原量表和回译版 B 的内容、语义、格式是否一致.
(３)文化调试:本研究共咨询９名相关领域的专家,
对问卷条目进行文化调适,并评定其内容效度,使问

卷条目的语言表述符合我国文化背景并且与原量表

本意一致.其中包括５名心理学专家、３名临床护

理学专家、１名护理管理学专家,且均为硕士学历.
最终形成预测试中文版C.(４)预调查:根据预测试

样本量应１０~４０的原则[７],本研究于２０２３年４月,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在校本科护生３５例,使用中文

版本C进行预调查,并收集其对问卷设计的意见和

建议.根据预调查反馈结果,对中文版 C做出进一

步调整,最终形成中文版 MHSＧR.

１．３　信效度检验

１．３．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３年１１－１２月,采用便利抽

样法选取在校护理本科生３０２名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全日制本科护理专业学生;１８岁及以上;能独

立完成问卷内容;了解调查目的,并自愿参与研究.
排除标准:因特殊原因无法完成问卷填写者.

１．３．２　研究工具　(１)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
别、生源地、是否是独生子女等.(２)汉化后的 MHSＧR,
共７个条目.(３)世界卫生组织幸福感指数量表(World
HealthOrganizationＧ５wellＧbeingindex,WHOＧ５):作为

本研究的校标量表,由Bech等[８]编制,又经世界卫生组

织心理协作中心修订,形成终版.欧爱华等[９]在此基础

上跨文化引入量表,并应用于中国人群.WHOＧ５共

５个条目,采用６级积分法,从“没有”到“一直”依次计

０~５分,总分０~２５分,分数越高,幸福感指数越高.
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１.

１．３．３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线上问卷星的形式收集

问卷,问卷开头统一使用指导语,确保研究对象知情

同意.本研究发放问卷３０８例,剔除６例无效问卷,
收集３０２例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达９８．１％.根据

重测信度样本量需要达到总样本量的１/１０的原

则[１０],本研究便利选取调查对象中的３０例,于首次

填写问卷２周后进行重测,评价重测信度.

１．３．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２１．０及 SPSSAU
软件统计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技术

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来表示.采用Pearson相关

分析进行相关分析,临界比值法分析项目;采用

Cronbach’sα系数、重测信度分析量表的信度;内容

效度、结构效度、聚合效度、已知组别效度及校标关

联效度分析量表的效度.

２　结果

２．１　修订版智慧型幸福量表的文化调试及预调查

结果　在文化调适阶段,结合专家的建议和小组讨

论的结果,对３个条目的内容进行调整.将条目２
“我感到皮肤舒适”改为“我能够从容自信地与人交

往”;将条目４“我内心很平静”改为“我可以与自己

和平相处”;将条目７“我学会了放下所有的烦恼和

负担”改为“我学会了放下所有的担忧和心理负担”.
在预调查阶段,结合预调查对象的反馈和小组讨论

的结果,将条目５“无论发生什么,我都学会了保持

冷静”改为“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学会了保持沉

着冷静”.

２．２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３０２例研究对象的年龄

１８~２７ 岁,平 均 (２１．９６±２．４４)岁;男 １２８ 例

(４２４％),女１７４例(５７．６％);城镇１１９例(３９．４％),
农村１８３例(６０．６％);独生子女７４例(２４．５％),非独

生子女２２８例(７５．５％).

２．３　项目分析结果　量表总分由高到低排序,前
２７％为高分组,后２７％为低分组,将两组数据进行

两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以临界比率值＞３．０,最小

相关系数r＞０．４保留条目为原则[７],结果显示,各条

目临界比率值为１２．５９０~１７．３８６(均＞３．０),P＜
０００１;条目得分与量表总分的相关系数r为０．７２８~
０８０７(均＞０．４),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０１),故条

目予以全部保留.

２．４　信度分析　中文版MHSＧR的Cronbach’sα系数

为０．８９２,P＜０．００１;重测信度为０．８６１,P＜０．０１,差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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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

２．５　效度分析

２．５．１　内容效度　共有９名相关领域专家按照Likert
４级评分法对条目内容进行评分.结果显示,条目水平

内容效度指数(itemＧlevelCVI,IＧCVI)为０．８８９~１．０００,
量表水平内容效度指数(scaleＧlevelCVI,SＧCVI)为

０９８４.

２．５．２　 结 构 效 度 　量表取样适切性量数(KaiserＧ
MeyerＧOlkin,KMO)为０．９０６,球形检验χ２＝１０４１．５４３
(P＜０．００１),适合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共提取出一个

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６１．１２％.因子载荷矩阵结

果显示,各条目因子载荷值为０．７３５~０．８１３,见表１.

表１　中文版修订版智慧型幸福量表因子载荷矩阵

条　　　目 因子１

１．我能够保持内心平静 ０．８０３
２．我能够从容自信地与人交往 ０．７７３
３．我学会了接受生活的现状 ０．７８８
４．我可以与自己和平相处 ０．８１３
５．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都学会了保持沉着冷静 ０．８０２
６．我能够与对我重要的人和谐相处 ０．７３５
７．我学会了放下所有的担忧和心理负担 ０．７５６
特征值 ４．２７８
累计方差贡献率(％) ６１．１２０

２．５．３　聚合效度　验证性因子分析显示,平均方差

抽取量(averagevarianceextracted,AVE)为０．５４７＞
０５;组合信度(compositereliability,CR)为０．８９４＞
０７,聚合效度理想.

２．５．４　已知组别效度　本研究将调查对象分别按照

性别、生源地、是否是独生子进行分组,采用两独立

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男生得分高于女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表２　不同特征本科护生智慧型幸福量表得分比较(n＝３０２)

项　　目
例数

[n(％)]

得分

(分,x±s)
t P

性别 ２．４７０ ０．０４６
　男 １２８(４２．４) ２６．４５±５．５０
　女 １７４(５７．６) ２６．００±４．８８
生源地 ０．４６９ ０．６３９
　农村 １８３(６０．６) ２５．９５±４．８３
　城镇 １１９(３９．４) ２６．２４±５．６１
独生子女 ０．０６９ ０．９４５
　是 ７４(２４．５) ２６．０３±５．３２
　否 ２２８(７５．５) ２６．０８±５．１０

２．５．５　校标关联效度　本研究以 WHOＧ５为效标量

表,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中文版 MHSＧR
与 WHOＧ５总分呈正相关(r＝０．６８９,P＜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中文版 MHSＧR的信效度评价　信度用于测量

量表的可靠程度.本研究Cronbach’sα系数＞０．８,
重测信度＞０．８,与原量表结果相近[３],量表可信程

度高,具有较好的时间稳定性.效度用于评估量表

准确测量目标对象的程度.IＧCVI和 SＧCVI均＞
０８,因此 MHSＧR能够准确的反应护理本科生智慧

型幸福这一指标.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１个公因

子,与原量表一致,条目因子载荷值均＞０．４０,累计

方差贡献率＞５０％,条目全部保留,量表具有较好的

结构效度;不同性别智慧型幸福得分有差异(P＜
００５),与Carreno等[３]研究结果一致,量表有较好

的已知组别效度,可以区分不同特征组别间测量结

果.MHSＧR与 WHOＧ５呈正相关性,因此 MHSＧR
可较好地反应幸福这一指标.综上,中文版 MHSＧR
共１个维度,７个条目,与原量表[３]一致,信效度较好,
可以有效测量我国护理本科生群体的智慧型幸福.

３．２　中文版 MHSＧR的文化适应性　本研究严格遵

循量表引进原则,对量表逐步开展直译、回译、文化

调试和预调查,充分考虑文化适应性,对每一条目的

修改均经过行业专家咨询,保证内容和语言表达的

准确性.在预调查阶段,充分结合调查对象的反馈

结果对量表再次修改,确保调查者能准确理解.由

于研究经过严格地信效度检验和文化调试,最终确

定汉化的 MHSＧR 条目全部保留,仅对量表的翻译

进行修正.如条目４“我内心很平静”与条目１“我能

够保持内心的平静”译文重复率高,考虑量表条目表

达习惯,并结合语言背景,将条目４修正为“我可以

与自己和平相处”.条目７“我学会了放下所有的烦

恼和负担”,结合量表研制背景,此处“负担”指“心理

负担”,为表达明确,修正为“我学会了放下所有的担

忧和心理负担”.综上,该量表经过严谨的汉化过

程,具有较好的文化适应性.MHSＧR用于测量面对

逆境时个人的内在和谐状态,强调个人的内在因素

对幸福的影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除了个

人的内在因素,在幸福的来源上还重视家庭、社会、
国家等外在因素的影响[１１Ｇ１２].因此后续研究可进一

步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幸福观,对量表进行修订

和完善.

３．３　中文版 MHSＧR的应用价值与特点　目前,基
于和谐的幸福理念获得了大量支持[１３],与传统的主

观幸福感不同,智慧型幸福认为幸福是一个辨证过

程,首次消极事件纳入幸福理念,推动了积极心理学

的进步.然而我国对智慧型幸福研究较少,尚缺乏

有效的测量工具.中文版 MHSＧR为单维度量表,
(下转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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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进行针对性护理策略.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首先,本研究属于横断面研究,今后将在口腔肿

瘤患者入院、术前、术后、出院多个时间点描绘整个

围术期的口腔健康状况动态变化趋势,从而为延续

护理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其次,本研究研究

对象均来自一家国家口腔临床中心进行调查,今后

将开展多个国家口腔临床中心联合调查研究,扩大

样本范围,验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１]邱海波,曹素梅,徐瑞华．基于２０２０年全球流行病学数据分析中

国癌症发病率、死亡率和负担的时间趋势及与美国和英国数据

的比较[J]．癌症,２０２２,４１(４):１６５Ｇ１７７．
[２]GONDIVKARSM,GADBAILAR,SARODESC,etal．Prevalenceof

trismusanditsimpactonoralhealthＧrelatedqualityoflifeinpatients

treatedfororalsquamouscellcarcinoma[J]．AsianPacJCancerPrev,

２０２１,２２(８):２４３７Ｇ２４４４．
[３]郑王虎,李超,周雨秋,等．三种游离组织瓣修复口腔、口咽肿瘤

的回顾性研究[J]．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２１,５６(１１):

１１５０Ｇ１１５７．
[４]尚伟,郑家伟．２０１９年 NCCN口腔口咽癌诊疗指南更新解读[J]．

中国口腔颌面外科杂志,２０１９,１７(６):４８１Ｇ４８５．
[５]SLADEGD,SPENCERAJ．Developmentandevaluationoftheoral

healthimpactprofile[J]．CommunityDentHealth,１９９４,１１(１):３Ｇ１１．
[６]辛蔚妮,凌均棨．口腔健康影响程度量表的验证研究[J]．中华口腔

医学杂志,２００６,４(１４):２４２Ｇ２４５．
[７]SOARESGH,SANTIAGOPHR,WERNECKRI,etal．ApsychoＧ

metricnetworkanalysisofOHIPＧ１４acrossAustralianandBrazilian

populations[J]．JDRclinTransRes,２０２１,６(３):３３３Ｇ３４２．
[８]高宁,付坤,何巍,等．股前外侧皮瓣修复舌根癌的生活质量调查

[J]．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２０１８,３(３):２１４Ｇ２１７．
[９]李承昊,范红,高宇．自锁托槽和无托槽隐形矫治器初戴后的疼痛

感比较[J]．中国实用医刊,２０１９,４６(１５):３５Ｇ３７．
[１０]杨丽萍,马东．口腔肿瘤治疗中综合治疗原则的应用[J]．中华肿

瘤防治杂志,２０１８,２５(S２):２６Ｇ２７．
[１１]汪亚男,顾艳荭,谢传桃,等．老年认知障碍患者口腔健康状况及

照护的研究进展[J]．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２１,３８(１０):６９Ｇ７２．
[１２]王燕香,柳清霞,张强,等．口腔癌患者照护需求内容的综述[J]．

解放军护理杂志,２０１６,３３(２３):３６Ｇ３８,４３．
[１３]陈锋州．自控式口腔喷雾面罩缓解术后禁食禁饮患者口干症的

临床研究[J]．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８,３３(２２):９５Ｇ９７．
[１４]World HealthOrganization．Obesity:preventingand managing

theglobalepidemic．Reportofa WHOconsultation[J]．World

HealthOrganTechRepSer,２０００(８９４):１Ｇ２５３．
[１５]曾传贵,唐秦超,梁飞新．早期口腔鳞癌患者体重指数与颈淋巴

结转移的关系研究[J]．全科口腔医学电子杂志,２０１９,６(２):８Ｇ９．
(本文编辑:王园园)


(上接第１７页)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以有效评估护理本科生智慧

型幸福水平,得分越高代表着智慧型幸福感越高,为
今后开展智慧型幸福干预方案,帮助护生正确面对

困境并提升心理健康提供依据.该量表共有７个条

目,条目少且便于理解,可操作性强.同时也存在不

足之处,原量表适用人群为成年人,而该量表纳入对

象仅有护理本科生群体,因此不能代表普通成人群

体,日后可扩大研究人群(如护士、医生、成年患者及

家属等)进一步研究.

３．４　 中 文 版 MHSＧR 量 表 的 使 用 说 明 　 中文版

MHSＧR可用于测量护理本科生的智慧型幸福水平,
属于自评量表,被试者应独立填写问卷,因视力或其

他原因不能填写者,调查人员应客观询问并帮助其

填写,避免参入主观性判断或暗示性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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