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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随着近十几年对婚姻和家庭的重视 [1，

2]，结构式家庭治疗逐渐引起人们关注 [3，4]。而在西

方，Minuchin结构家庭理论早在1974年就对家庭关

系做了系统阐述[5]，并解释了三个重要概念：家庭结

构、子系统和边界[5]。家庭结构（Family Structure）包

括家庭成员及各成员之间的关系；根据整个家庭中

不同的代际、性别和共同兴趣等，可以分化为不同的

子系统（Subsystem）；个体、子系统和整个家庭都是

借助人际边界（Boundaries）得以区分的，边界就像是

调节不同个体之间、不同子系统之间以及整个家庭

的个体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接触的看不见的屏障。

国外研究者很早就关注到家庭结构对儿童和青

少年发展的影响 [6-8]，随着研究不断细化，研究者们

开始探究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对儿童的具体作用机

制[9-12]，以及存在的中介效应[13]或调节效应[14]，近年来

也有研究者开始着眼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庭结构的

特点及影响[15-17]。但已有研究仅仅从单亲、丧偶等

角度来探讨家庭结构，对代际家庭关系却未加以充

分研究；此外，相比西方代际家庭较为独立的特点，

中国文化背景下代际家庭关系更紧密的现状也并未

受到研究者足够重视。

我国台湾有研究者发现代际家庭关系会对已婚

子女的婚姻满意度产生很大影响 [18]，这与Minuchin
结构家庭理论的阐述相一致：边界的确立可以保护

子系统免受外界入侵，子系统间的边界若未建立，则

会制约子系统内个体的发展[5，19]。不同代际构成了

两个子系统，代际间家庭边界的确立对两个家庭子

系统均有重要意义，但台湾研究者的研究仅仅涉及

家庭联结，对代际间的家庭边界并未加以充分探讨。

虽然已有研究和大量临床经验表明，代际间的

家庭关系对子代家庭存在重要影响，但目前关于家

庭边界的研究及测量方法仍然空白。本研究以 Mi⁃
nuchin 结构家庭治疗理论中“边界”的概念为基础，

提出“家庭边界（Boundaries between Families）”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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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边界。结合国内治疗师在家庭治疗中获得的

关于家庭边界侵犯方面的临床经验，将其中体现两

代家庭关系边界不清的内容进行抽取并归纳，采用

“经验法”编制家庭边界问卷各条目，形成初始量

表。然后进行项目分析、信效度分析以及验证性因

素分析，对该问卷进行因子结构及信效度检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选取北京市 22-50岁、婚龄至少 1年的已婚人

士自愿填写问卷；先后分三批发放问卷，第一批回收

332份问卷，删去填写不认真、有代填嫌疑的问卷24
份，剩余308份问卷中有16份来自8对夫妻，故在夫

妻数据中随机删去一个，得到有效问卷 300份。男

女各半，被试平均年龄为 33.80岁（SD=5.565）；平均

婚龄为6.66年（SD=5.795）。
第二批回收 342份，删去填写不认真的问卷 7

份，得到有效问卷 335份。其中男性 166人，女性

169人；被试平均年龄为 32.75岁（SD=5.732）；平均

婚龄为6.57年（SD=5.614）。
第三批对48名被试先后两次发放问卷（时间间

隔为 3-4周），回收有效数据 48份，男女各半，平均

年龄为 30.69岁（SD=4.173），平均婚龄为 4.63（SD=
3.349）年。

1.2 测量工具

家庭边界问卷的编制：由国内两位具有十年家

庭治疗临床经验的治疗师（其中一位系本文的通讯

作者）带领本实验室从事家庭研究的相关研究生进

行讨论，收集相关理论文献，采用“经验法”将家庭边

界问卷各条目编制而成。

首先，基于Minuchin结构家庭治疗理论，结合

国内治疗师在家庭治疗中获得的关于家庭边界侵犯

方面的临床经验，将“家庭边界”的概念细化扩展为

两个维度，“外侵”维度（个体所在家庭对原生家庭的

侵犯）和“内侵”维度（原生家庭对个体所在家庭的侵

犯）。其次，将收集到的临床经验中体现两代家庭关

系边界不清的内容进行抽取，最终归纳出最常见的

12种情况。再次，根据多数婚姻会牵涉到夫妻双方

原生家庭的特点，每种边界侵犯的情况分别来自于

自己及配偶的原生家庭，同时借鉴父母养育方式评

价量表(Egma Minnen av Bardndosnauppforstran，EM⁃
BU)的编制形式[20，21]，从而得到了 12×2=24个原始条

目，形成初始量表。

综上，家庭边界问卷用于测量个体目前所在家

庭与其原生家庭之间边界是否清晰，其初始量表分

“外侵”、“内侵”两个维度，每组题目包括个体原生家

庭和个体配偶的原生家庭两个题目，共 12组、24个
题目。其中“外侵”维度表示侵犯原生家庭的程度，

显示了个体目前所在家庭对自己或配偶的原生家庭

是否存在侵犯，例如第 1题：当父母之间产生矛盾

时，我会立即了解情况并尝试帮忙解决（反向计

分）。“内侵”维度表示被原生家庭侵犯的程度，显示

了个体自己或配偶的原生家庭对个体目前所在家庭

是否存在侵犯，例如第3题：公婆（岳父母）经常对我

的社交圈发表意见（反向计分）。两个维度均表明代

际家庭之间相互侵犯的程度，但方向不同。问卷采

用 Likert-6级评分，1=完全不符合我，6=完全符合

我，多数题目为反向计分题，各维度及总量表得分越

高说明家庭边界越清晰。

1.3 数据统计分析

主要采用SPSS 18.0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验证性

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CFA）使用

LISREL 8.80完成。

2 结 果

2.1 问卷的修改

编制的家庭边界问卷共包括24个项目，分为12
组，其中第1、4、5、8、9、11、14、15、17、20、21、23属于

与我方原生家庭有关的内容；2、3、6、7、10、12、13、
16、18、19、22、24是与对方原生家庭相关内容。相

邻的一对题号为相同内容题目。

2.1.1 我方原生家庭题目的因素分析 对样本一（n1=
300）的我方原生家庭组 12道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根据碎石图的折点并结合编制问卷时的理论

假设，固定抽取2个因子。经过四次因素分析，先后

删除在两因子上载荷均低于 0.3的第 20题、载荷为

负的第8题、在两因子上具有双载荷的第11题和第

21题，最终得到两因素8项目模型，获得的结果可解

释的累计方差为52.893%，8个条目在两因子上的载

荷均大于0.6。根据载荷较高的维度进行命名，两因

素的命名结合问卷编制时的理论假设，包括“外侵”

和“内侵”两个维度。具体信息见表1。根据探索性

因素分析得出我方原生家庭两维度模型结果，构建

我方原生家庭的两因素模型，见图 1。用 Lisrel8.80
统计软件对样本二（n2=335）我方原生家庭组的8条
目两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的模型拟

合度指标符合测量学要求，见表2。
2.1.2 对方原生家庭题目的因素分析 对样本一（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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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的对方原生家庭组 12道题目进行探索性因素

分析，根据碎石图的折点并结合编制问卷时的理论

假设，固定抽取2个因子。经过三次因素分析，先后

删除在两因子上载荷均低于 0.3的第 19题和第 22
题、在两因子上具有双载荷且载荷相差小于0.2的第

12题、与假设维度不符的第7题，最终得到两因素模

型 8项目模型。获得的结果可解释的累计方差为

50.332%，8个条目在两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 0.6。
根据载荷较高的维度进行命名，两因素的命名结合

问卷编制时的理论假设，包括“外侵”和“内侵”两个

维度。具体信息见表 3。根据对样本一（n1=300）探

索性因素分析得出的对方原生家庭两维度模型结

果，构建出对方原生家庭的因素模型，见图 2。用

Lisrel8.80统计软件对对样本二（n2=335）对方原生家

庭组的 8条目两因子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得

到的模型拟合度指标符合测量学要求，见表4。
表1 二因素模型的维度及因素载荷（我方）

图1 家庭边界问卷（我方）模型图

表2 家庭边界问卷（我方）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表3 二因素模型的维度及因素载荷（对方）

图2 家庭边界问卷（对方）模型图

表4 家庭边界问卷（对方）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2.2 问卷的心理测量学指标检验

2.2.1 项目分析 以总样本（n=635）对正式问卷的

16个条目进行项目分析。所有项目与其所属维度

得分的相关系数为0.597-0.741，见表5。
表5 所有项目与其所属维度得分的相关

注:*P<0.05，**P<0.01，***P<0.001
2.2.2 信度检验 对总样本（n=635）正式问卷的16
个条目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总分的

外侵

题目编号

1
5

23

载荷

0.732
0.708
0.604

内侵

题目编号

15
4

17
9

14

载荷

0.783
0.743
0.738
0.701
0.660

拟合指标

模型

χ2/df
2.69

GFI
0.96

AGFI
0.93

CFI
0.93

NNFI
0.90

IFI
0.94

RMSEA
0.071

外侵

题目编号

2
24
6

载荷

0.710
0.633
0.601

内侵

题目编号

16
18
13
3

10

载荷

0.812
0.713
0.675
0.673
0.651

拟合指标

模型

χ2/df
2.79

GFI
0.96

AGFI
0.93

CFI
0.93

NNFI
0.90

IFI
0.93

RMSEA
0.073

项目

1
2
5
6

23
24

外侵维度

0.643***
0.606***
0.666***
0.664***
0.633***
0.597***

项目

3
4
9

10
13
14
15
16
17
18

内侵维度

0.651***
0.700***
0.620***
0.647***
0.645***
0.641***
0.741***
0.729***
0.670***
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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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24，外侵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

数为 0.702；内侵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62。
3-4周后对随机抽取的部分样本（n=48）进行重测，

结果显示总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80；外侵维度的重

测信度为0.825，内侵维度的重测信度为0.843。
3 讨 论

问卷由成对题目组成，每组题目有关家庭边界

的内容相同、对象不同，包括我方原生家庭和对方原

生家庭两方面；若将所有项目放在一起进行因素分

析，则每组项目间的相关过高，会影响因子抽取结

果。因此，本研究将“我方原生家庭”和“对方原生家

庭”两方面的内容分开进行因素分析，这与父母养育

方式评价量表EMBU将父亲和母亲得分分别统计的

方法类似[20，21]。结果显示，两组题目均为二维度8条
目的因子结构，且不同对象相同内容的条目呈现一

一对应关系。

项目分析结果表明，某些外侵项目与总分相关

不显著，但是却与外侵维度总分相关很高，因此研究

者对两维度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两维度相关

不显著（r=-0.065）。因此，表5显示各项目得分与对

应维度总分相关很高，项目区分度很好。

从信度检验结果看，家庭边界问卷稳定可靠。

家庭边界问卷总分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基本达到心理

测量学要求，其中外侵维度和内侵维度都具有较高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另外，家庭边界问卷的重测信

度很好，这也说明家庭边界是一个稳定的概念，与其

理论基础相符合[5，19]。

结构家庭理论对家庭边界做了系统地阐述 [5]，

问卷的结构效度分析表明，我方原生家庭组和对方

原生家庭两组的CFA分别检验了二因子结构，模型

拟合佳，拟合系数均符合测量学要求，具有很好的结

构效度；且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对原理论模型

相当拟合，有关拟合优度指数均大于0.90，所有项目

对因子的贡献均为显著。但由于缺乏已有的量化研

究，难以选取合适的效标，因此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

仍需进一步的研究进行验证。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抽样的对象来

源仅仅局限于北京市，对其他城市和非城市地区的

取样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的家庭边界现状很可能

与城市地区的情况差异较大，未来的研究需考虑地

区差异性，选取更广泛的样本来进行检验。其次，本

研究的问卷编制方法是经验法，问卷原始项目来自

治疗师在家庭治疗中获得的关于家庭边界侵犯方面

的临床经验，相比现实生活中的家庭，处于治疗实践

中的家庭边界侵犯的情况往往相对严重，因此，后续

研究可针对一般已婚人士进行一定的开放式问卷和

深度访谈，将日常生活中家庭边界现状加以考虑，进

一步完善问卷项目，使其更具有全面性、可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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