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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抑郁症患者和普通人的房树人绘画特征的差异。方法：对确诊的抑郁症患者 30 人和对照组 30 人

共 60 人实施房树人绘画测试。结果：（1）卡方检验显示抑郁组和对照组有 8 项绘画特征存在显著差异，

为屋顶无细致刻画与修饰、树木矮小、无花朵、人物的口为张开的、四肢刻画不清晰、无窗口、人物无动作

和树冠分叉。（2）以 8 项达到显著性差异水平的绘画特征为自变量，以是否为抑郁症患者为因变量，构建

Logistic 回归方程，最终无窗口、人物无动作和树冠分叉 3 项特征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且该回归方程

的预测正确率达到 80％。结论：房树人绘画测试可作为抑郁症临床诊断的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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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抑郁症是以抑郁心境、思维迟缓、意志行为降低为核心症状的一种精神疾病。近年来，国内抑郁症

患者日益增多，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对抑郁症的诊断方法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绘画测验作

为一种投射测验工具，其科学性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和认可。国外投射绘画测验被广泛运用于

评估个体焦虑［1］、抑郁［2］、攻击性［3］、精神分裂症［4］等心理与行为问题。投射绘画测试不受语言影

响，其测验目的也不易暴露，可以呈现个体难以表达的潜在心理状态，从而有利于收集被测者的真实信

息［5］。另外它还比较适合“不习惯于直接回答”的中国人［6］。因此将绘画投射技术应用于国内抑郁症

的诊断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目前国内已有少数学者对抑郁的绘画评定做了研究，但数量还不多。严虎

等利用房树人测验调查发现躯体留白、双脚缺失、月亮等 10 项绘画特征可以显著预测中学生抑郁倾向［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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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们利用画树测验发现树有涂黑和阴影、树线条颤抖、树木矮小等 8 项树木的特征可以有效预测青

少年抑郁症患者［7］。而陈侃和徐光兴在房树人测试中发现大黑眉毛小眼睛、躯干留白、画出很长的脖

子等 8 项绘画特征能有效反映抑郁倾向［8］。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国内有关抑郁的绘画评定的研

究对象主要为青少年，对其他年龄段的群体涉及较少。另外，直接采用房树人测验对确诊的抑郁症患者

进行研究的也不多。针对此，本研究旨在探索房树人测验在一般性抑郁症患者评估中的作用，为一般抑

郁症患者的评估提供参考资料。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抑郁症组：在宁波市某医院的心理门诊，邀请 30 名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服药患者作为被试，其中男

性 11 名，女性 19 名。

对照组：选取宁波市与抑郁症组年龄相近、经 SCL-90 测试后无阳性症状的市民 30 名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性 11 名，女性 19 名。

2.2  方法

2.2.1  症状自评量表

症状自评量表（Self-reporting Inventory），又名 90 项症状清单（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

由德若伽提斯（L.R.Derogatis）于 1975 年编制。该量表共有 90 个项目，共有 10 个因子，包含有较广泛

的精神病症状学内容，从感觉、情感、思维、意识、行为直至生活习惯、人际关系、饮食睡眠等，均有

涉及。在本研究中该问卷用于筛选无焦虑和抑郁症状的正常人组被试。

2.2.2  房树人测验

房树人测验（Tree-House-Person，简称 HTP），是目前国际上最为常用的投射绘画测试之一。房

树人测验的实施过程如下：先让被试填写年龄、性别，并声明为不记名测验，然后将 A4 纸横着拿给

被测者，告诉被试：“请你用铅笔画一幅画，画的内容没有任何要求，随便画什么都行，想到什么就

可以画什么，只需要这幅画里包含房子、树木、人这三种东西。尽量不要画火柴人。画得好不好看没

有任何关系，只要你努力的画出你想到的东西就可以了。自己觉得画得不满意，可以用橡皮修改，在

时间上没有特别限制。”

2.3  绘画特征指标编码

本文选定的绘画特征指标一共有 19 项，来源有三个，第一，根据陈侃［8］的研究选出了 6 项绘画特征：

墙壁涂黑、树干涂黑、须状线条重复描绘树根、长线条重复描绘轮廓、屋顶的细致刻画与修饰、人物的

口为张开的。第二，根据严虎［9］的画树测验选出了 5 项绘画特征：树线条颤抖、树木矮小、树冠内线

条凌乱、树冠呈扁形、无动物。第三，根据本次房树人测验中的实际结果本次研究尝试提出了几项与抑

郁相关的房树人绘画特征，分别是：人物面部无清晰刻画、房屋无门、无窗口、无花朵、四肢刻画不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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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无动作、树冠分叉、树上无果实等 8 项特征。

绘画作品完成后，首先，对具有较大主观性的评定指标制定评分标准和图示（部分图示见表 1、表 2

和表 3），然后对两名心理学学生进行培训。其次，由这两位经过培训的心理学学生独立完成绘画作品

的评定，所有指标都按有和无计分，即被试的房树人测验绘画结果中出现某项绘画特征，就计 1 分，没

有出现就计 0 分。然后，用 Kappa 系数检验两名评价者的评分一致性。Kappa 等于 1，说明两次判断的

结果完全一致；Kappa 等于 -1，说明两次判断的结果完全不一致；Kappa 大于或等于 0.75，说明已经取

得相当满意的一致程度；Kappa 小于 0.4，说明一致程度不够理想。如果最终评分不一致，则需要首先确

认评价者在计分时有无失误。排除计分失误后，两者就不一致的指标进行讨论，然后重新就该指标对所

有绘画作品进行重评并计算 Kappa 系数，这一过程重复到该指标的一致性程度符合要求为止。最终按随

机方式选择其中一位评分者的评分作为绘画指标的最后得分。

表 1  屋顶细致刻画与修饰

Table 1  Detailed description and decoration of roof

有 无

表 2  人物面部清晰刻画

Table 2  Clear depiction of characters’ faces

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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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树冠分叉与否

Table 3  Crown bifurcation or not

有 无

2.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22.0 进行录入、整理和分析，涉及的统计学方法主要有频数统计、独立样本 t 检验、

卡方检验及 Logistic 回归分析。

3  结果

3.1  抑郁症组和对照组年龄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对抑郁组和对照组的年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年龄上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详见表 4。

表 4  抑郁症组和正常人组年龄的差异性检验

Table 4  Age difference test between depression group and normal group

抑郁症组 正常人组
t p

M±SD M±SD
年龄 40.77 12.38 40.70 12.49 0.16 0.877

3.2  指标评定的一致性检验

为了降低评分的主观性，所有被试的房树人作品的编码由两位评分者独立完成，这里采用 Kappa 系数

判断两位评分者评分结果的一致性，结果如表 5 所示。由检验结果可知，19 项绘画特征的评分中有 11 项

的 Kappa 值大于 0.75，说明评分者一致性程度良好，它们分别是：树线条颤抖、须状线条重复描绘树根、

人物面部无清晰刻画、树冠内线条凌乱、房屋无门、无花朵、人物的口为张开的、四肢刻画不清晰、无窗

口、人物无动作和树冠分叉；有 8 项的 Kappa 值等于 1，说明评分结果完全一致，它们分别是：墙壁涂黑、

树干涂黑、长线条重复描绘轮廓、屋顶无细致刻画与修饰、树木矮小、树冠呈扁形、树上无果实和无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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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评分一致性检验

Table 5  Score consistency test

因素 Kappa 因素 Kappa
墙壁涂黑 1.000 房屋无门 0.869
树干涂黑 1.000 无花朵 0.861

树线条颤抖 0.869 人物的口为张开的 0.839
须状线条重复描绘树根 0.781 四肢刻画不清晰 0.857

长线条重复描绘轮廓 1.000 无窗口 0.896
屋顶无细致刻画与修饰 1.000 人物无动作 0.781

树木矮小 1.000 树冠分叉 0.918
人物面部无清晰刻画 0.762 树上无果实 1.000

树冠呈扁形 1.000 无动物 1.000
树冠内线条凌乱 0.918

3.3  抑郁症组与对照组绘画特征的差异研究

利用卡方检验研究抑郁组和对照组在 19 项房树人绘画特征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发现有 8 项绘画

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即：屋顶无细致刻画与修饰、树木矮小、无花朵、人物的口为张开的、四肢刻画不

清晰、无窗口、人物无动作、树冠分叉。有 11 项未出现显著差异，为：墙壁涂黑、树干涂黑、树线条颤抖、

须状线条重复描绘树根、长线条重复描绘轮廓、人物面部无清晰刻画、树冠呈扁形、树冠内线条凌乱、

房屋无门、树上无果实、无动物。详细统计结果见表 6。

表 6  抑郁症组与对照组绘画特征的差异研究

Table 6  Differences of HTP between depress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因素 抑郁症组 正常人组 χ2 p
墙壁涂黑 0（0.00%） 2（6.67%） 2.07 0.492
树干涂黑 8（26.67%） 4（13.33%） 1.67 0.197

树线条颤抖 13（43.33%） 7（23.33%） 2.70 0.100
须状线条重复描绘树根 2（6.67%） 3（10.00%） 0.22 1.000

长线条重复描绘轮廓 13（43.33%） 12（40.00%） 0.07 0.793
屋顶无细致刻画与修饰 19（63.33%） 10（33.33%） 5.41 0.020

树木矮小 14（46.67%） 4（13.33%） 7.94 0.005
人物面部无清晰刻画 10（33.33%） 7（23.33%） 0.74 0.390

树冠呈扁形 15（50.00%） 14（46.67%） 0.07 0.796
树冠内线条凌乱 11（36.67%） 6（20.00%） 2.05 0.152

房屋无门 5（16.67%） 4（13.33%） 0.13 1.000
无花朵 22（73.33%） 14（46.67%） 4.44 0.035

人物的口为张开的 8（26.67%） 2（6.67%） 4.32 0.038
四肢刻画不清晰 15（50.00%） 6（20.00%） 5.93 0.015

无窗口 10（33.33%） 1（3.33%） 9.02 0.003
人物无动作 20（66.67%） 3（10.00%） 20.38 0.000

树冠分叉 15（50.00%） 3（10.00%） 11.43 0.001
树上无果实 27（90.00%） 23（76.67%） 1.92 0.166

无动物 21（70.00%） 19（63.33%） 0.30 0.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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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抑郁症绘画特征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是否抑郁症为因变量，以屋顶无细致刻画与修饰、树木矮小、无花朵、人物的口为张开的、四肢

刻画不清晰、无窗口、人物无动作和树冠分叉共 8 项绘画特征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7。

结果显示方程检验达到显著性水平，且 Nagelkerke R2=0.653，说明方程拟合度良好。8 项绘画特征中有 3

项的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它们分别是：无窗口、人物无动作和树冠分叉，即抑郁症患者的房树

人作品与对照组比较起来更容易表现出没有窗口、树冠分叉、人物没有动作三种特征，尤其没有窗口这

一指标，抑郁症组是对照组的 20 余倍，人物无动作和树冠分叉分别到达了 9 和 8 余倍。用 Logistic 回归

方程对 60 名被试进行了预测，发现该方程预测的正确性达到 80％（见表 5）。

表 7  抑郁症的绘画特征回归分析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inting characteristics of depression

B S.E. Wald 自由度 显著性 Exp（B）
屋顶无细致刻画与修饰 -0.49 0.92 0.29 1 0.593 0.61

树木矮小 1.77 0.94 3.50 1 0.061 5.85
无花朵 1.67 1.00 2.79 1 0.095 5.28

人物的口为张开的 0.27 1.21 0.05 1 0.822 1.31
四肢刻画不清晰 1.11 0.86 1.64 1 0.200 3.02

无窗口 3.01 1.37 4.82 1 0.028 20.37
人物无动作 2.27 0.98 5.41 1 0.020 9.72

树冠分叉 2.19 1.10 3.92 1 0.048 8.90
常量 -3.38 1.08 9.74 1 0.002 0.03

表 8  回归方程的预测效果

Table 8  Prediction effect of regression equation

观测值
预测值

百分比正确
正常人组 抑郁症组

正常人组 24 6 80.00
抑郁症组 6 24 80.00

总体百分比 80.00

4  讨论

在本研究中抑郁组和对照组有 8 项绘画特征存在显著差异，为屋顶无细致刻画与修饰、树木矮小、

无花朵、人物的口为张开的、四肢刻画不清晰、无窗口、人物无动作和树冠分叉。有 11 项未出现显著差异，

为：墙壁涂黑、树干涂黑、树线条颤抖、须状线条重复描绘树根、长线条重复描绘轮廓、人物面部无清

晰刻画、树冠呈扁形、树冠内线条凌乱、房屋无门、树上无果实、无动物。最终在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

回归系数 p 值小于 0.05 的绘画特征有三项，即无窗口、人物无动作、树冠分叉，用它们建立的 Logistic

回归方程准确率很高。出于房子的完整性考虑，画房子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画上窗子。房树人绘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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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子多被认为是一个人与外界交流的渠道和愿望，窗子之于房子，就如眼睛之于人，与普通人相比抑郁

症患者更多被试没有画窗子，这很有可能与其自我封闭、不想与外界交流有重要的关联，或者说很多抑

郁症患者潜意识里是认为无人能理解自己的痛苦的，因而选择了自我封闭。一般认为在房树人绘画中人

是个体自我形象最直接的表达，因此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出抑郁症患者的特征，抑郁症患者常常表现为意

志的降低、思维和行动上的迟缓，他们画的人物没有丰富的肢体语言，让人感觉了无生气的，因此在人

物无动作这一指标上，他们的要显著高于对照组。树冠在房树人测验中象征了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面貌，

一般被试喜欢画出饱满的、完整、充实的树冠，抑郁症患者更多表现出树冠分叉，可能反映了他们内心

冲突非常剧烈，已经达到自己无法控制的程度。 

本次研究中能够进入回归方程的绘画指标与严虎［5，7］、陈侃［8］等人的研究都不同，被试的不同可

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提示我们不同的被试的抑郁绘画特征是不同的，不可一概而论。通过比较

以往研究发现，国内使用房树人作为评估工具时，其中的指标编码都是各自为营的，即使采用的指标是

类似、甚至是一样的，可能研究与研究间采用的指标操作定义也是不同的。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化的、

可视化的指标评价体系，很多研究难以重复，使得研究与研究间不可以进行比较，这对房树人绘画研究

的开展是不利的。本文尝试给指标以详细的定义和图示，为以后的研究提供参考和比较，如果能制定标

准化的指标评定体系，相信一定对房树人在国内的应用产生重要作用。

综上，本研究探索了一般抑郁症患者在房树人测验中的绘画特征，并建立了有统计学意义

的回归方程，该方程具有较高的预测作用，说明房树人测验可以作为一种抑郁障碍诊断的辅助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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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HTP in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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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tell the difference of HTP (House-Tree-People), a projective test in which one 
need draw house, tree and people, between Depression and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Method: 30 
depressive patients as well as 30 subjects with psychological health were tested with HTP. Results: Eight 
HTP characteristics, namely, no exquisitely portrayed and decorated roof, stunted tree, no flower, no 
window, the bifurcate crown, character with opened mouth, no any action and the depiction of the 
four limbs, were difference between depressed patients and control group. In addition, three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were no window, character without action, bifurcate crown can be used to build the 
high accuracy rate of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Conclusion: HTP was an practicable clinical diagnostic 
tools for depression.
Key words: HTP test; Depression; Projective t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