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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资料收集方法评价全球体力活动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马春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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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采用两种资料收集方法测量全球体力活动量表"

SN'h

$的信度与效度!评价两种测量方法结果的等同性%

方法
!

使用
SN'h

分别对两组高血压患者采用自填法&访谈法进行
F

次体力活动测量!计算重测信度系数&一致性系数)采用计

步器与国际体力活动问卷评价
SN'h

的效标效度%结果
!

两种方法测得的组内相关系数在重度体力活动"工作$&总中等强度体

力活动&总中
?

重度体力活动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G5GH

$%在不同级别体力活动水平测量方面!两种方法测量一致性系

数分别为
G5RW

&

G5R(

)在是否达到高血压患者推荐的体力活动水平方面!两种方法测量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G5RR

&

G5RJ

%计步器&国

际体力活动问卷与
SN'h

测得的相关系数为
G5(K

"

G5JQ

%结论
!

SN'h

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适于在高血压这一慢性病群体

中推广应用%使用自填法测量的
SN'h

信度和效度与访谈法测量的结果基本一致!提示可以采用自填法使用
SN'h

测量人群的

体力活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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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际体力活动专家设计"用于评价和监测世界各国

人群体力活动"得出的研究结果可用于不同国家人群体力活动

的比较$

(?F

%

!根据
SN'h

指南对受试者进行体力活动资料收

集要求采用访谈法$

R

%

"但在大规模人群体力活动调查时不适于

对受试者进行面对面访谈收集资料!文献研究显示采用自填

问卷法同样可以用于资料的收集"且以往研究已经证实该方法

在资料收集方面的价值$

J

%

!文献复习发现体力活动对高血压

及相关心血管疾病防治有着积极作用"但
SN'h

尚未用于对

我国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体力活动的测量!因此"本研究采用

两种资料收集方法检测
SN'h

在高血压患者体力活动测量中

的信度与效度"评价两种方法结果的等同性!

@

!

资料与方法

@5@

!

研究对象
!

根据方便抽样的原则于
FG(J

年
Q

月至
FG(H

年
K

月在广州市天河区选取了
F

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高血

压患者开展研究!纳入标准(&

(

'年龄大于或等于
(I

周岁"意

识清楚"同意参加本研究"与调查人员沟通无障碍+&

F

'符合我

国0高血压防治指南1的诊断标准"经专科医生确诊为原发性高

血压+&

R

'没有影响体力活动的严重躯体疾病"能够保证
(

周时

间佩戴计步器!排除标准(&

(

'继发性高血压+&

F

'妊娠!

@5A

!

样本量的计算及分配
!

本研究样本量的估算根据以往

文献
SN'h

与计步器校标效度相关系数为
G5R

$

R

%

"检验效能

*

ÎG̀

"检验水准为
k̂ G5GH

"计算得出样本量为
(GG

"考虑到

受试者的无应答情况"增加样本量到
(FG

!根据患者在社区卫

IFIR

重庆医学
FG(W

年
K

月第
JQ

卷第
FW

期

"

基金项目$广东省中医药局中医药强省科研课题&

FG(H(FII

'+

FG(W

年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
?

社会发展领域&

FG(W'GFGF(H(GK

'!

!

作者简

介$马春花&

(KWIb

'"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慢性病患者的护理与管理!



生服务中心就诊的顺序号"单号患者纳入自填法问卷组&

!^

QG

'"双号患者纳入访谈法问卷组&

! Q̂G

'!

@5B

!

调查工具
!

&

(

'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在参照同类文

献的基础上自行编制"包括人口学与患者疾病相关资料&如性

别#年 龄#婚 姻#文 化 程 度#病 程#症 状#并 发 症 等'!&

F

'

SN'h

$

(?R

%

"

SN'h

包括了工作#闲暇#交通行程
R

方面的体力活

动"家务劳动包含在工作体力活动内"另外还包括了静坐的测

量"共
(Q

个条目!根据该量表测量的体力活动状况"可划分为
R

个体力活动级别(高强度体力活动&能量消耗达到
I"&%8

'#中

等强度体力活动&能量消耗达到
J"&%8

'#低体力活动&能量消

耗达到
("&%8

'!个体每天体力活动总量的计算为在
R

个领域

中度与重度体力活动能量消耗总和!根据受试者
(

周能量消耗

总和分为高强度体力活动#中等强度体力活动#低体力活动
R

个

级别"具体划分标准见文献$

(

%!本研究还根据高血压患者是否

达到了中国高血压指南推荐的体力活动标准"把患者分为达到

与未达到体力活动两个级别$

H

%

!该量表已经被我国学者翻译"

且信效度评价已经在健康人群中完成!&

R

'国际体力活动量表

&

#+3/<+*390+*4N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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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

'

$

Q

%

"该量表

是由国际体力活动工作组专家共同制定"分为长卷与短卷!该

量表是国内外公认的测量人群体力活动的工具"其信效度已经

在国内外进行了验证!本研究采用短卷来评价
SN'h

的效标

效度"包括职业#家务#交通#休闲
J

类体力活动和静坐"共
W

个

条目!&

J

'计步器"本研究使用日本产雅马哈计步器评价
SN'h

的效标效度!为了获得受试者
(

周体力活动的状况&行走的步

数'"要求其连续
W=

佩戴计步器!研究人员指导每位患者把计

步器戴在非主导腿侧髋骨的正上方"要求他们每天早晨起床后

将计步器读数归零后佩戴至上床睡觉前"取下后记录当天的读

数!除了游泳#淋浴外一般不得取下计步器!为了促进受试者

能够连续佩戴计步器"研究人员每天早晨
Q

点会发短信给患者"

提醒其佩戴计步器!患者每天行走的步数会通过计步器记录下

来"根据他们每天的步数把体力活动分为
R

个级别(体力活动高

度活跃&

'

(GGGG

步*天'#体力活动活跃&

HGGG

"

KKKK

步*天'#

体力活动不活跃&

%

HGGG

步*天'

$

W

%

!

@5C

!

资料收集
!

在问卷调查前对
R

名调查员统一进行培训"

使其掌握访谈法与自填法"保证调查员在资料收集时的一致

性!具体资料收集过程为(第
(

天"两组患者填写一般资料调

查表"调查员向患者讲解计步器的使用方法"要求他们连续佩

戴计步器
W=

!第
I

天"调查员回收计步器"并请患者配合问卷

调查!自填组患者独立填写
SN'h

调查表"填写前研究人员

会向他们详细解释该量表的填写方法与注意事项!填写完毕

后"把问卷放在固定位置的一个收纳箱内"由研究人员收回!

访谈组患者由调查员采用面对面深入访谈的方法使用
SN'h

向他们收集资料"资料收集完毕由调查员当场回收!第
FF

天"

两组参加者采用上述相同方法再次填写
SN'h

!第
RG

天"使

用
#N'h

短卷对两组患者再次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填写完毕

后"由调查员当场回收!为了保证资料收集的完整性"研究人

员会在资料收集的前
(=

与参加者联系"约定时间!对在约定

时间不能到达的患者"自填组采用了邮件形式进行资料收集"

访谈组患者采用了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收集!

@5D

!

信度与效度评价
!

根据文献研究结果"

SN'h

信度与效

度评价包括重测信度与效标效度
F

个方面$

(?F

%

!&

(

'重测信度(

对同一受试对象进行
F

次问卷调查"比较
F

次测量结果的一致

性!本研究
F

次测量间隔时间为
F

周!&

F

'效标效度(本研究

采用计步器#

#N'h

评价
SN'h

的效标效度!高血压患者佩戴

计步器
(

周"

(

周后对其进行体力活动测量"比较计步器与量

表测量的体力活动结果之间的一致性!

@5E

!

统计学处理
!

使用
&

;

9=*3*R5G

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采

用
$N$$(Q5G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使用的统计学方法

包括描述性分析#

$

;

/*<A*+

相关分析#

!

F 检验#

)*

;;

*

一致性

检验等"以
"

%

G5GH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5@

!

高血压患者参加本研究情况
!

(FG

例高血压患者同意并

参加了本研究"自填与访谈组各
QG

例!在进行第
F

次资料收

集时"自填组因不感兴趣#缺乏时间等原因
I

人退出+访谈组因

不感兴趣#患病#拒绝等原因
Q

人退出!最终自填组
HF

人"访

谈组
HJ

人完成本研究!两组受试者在一般人口学资料与病情

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G5GH

'!

A5A

!

两种测量方法重测信度比较
!

两种测量方法得出的相

关系数在重度体力活动&工作'#总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方面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测得的组内相关系数在重度体力活动&工

作'#总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总中
?

重度体力活动方面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G5GH

'"具体结果见表
(

!

表
(

!!

两种测量方法重测信度比较

SN'h

&分*天"中位数'

自填组&

! ĤF

'

第
(

次 第
F

次
<8 #EE

访谈组&

! ĤJ

'

第
(

次 第
F

次
<8 #EE

重度体力活动&工作'

(Q (J G5HW

*

G5JW

7

(R (H G5JW

*

G5(I

7

重度体力活动&闲暇'

FQ FJ G5WG G5HF FH FQ G5WF G5R(

总重度体力活动
RJ RG G5QR G5HH RG RR G5QQ G5JQ

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工作'

JR JQ G5HJ G5QR RJ JJ G5JK G5Q(

中等强度体力活动&闲暇'

JK JH G5J( G5J( JW RJ G5JR G5RK

交通行程体力活动
RW JG G5HF G5JQ RI JH G5HQ G5JR

总中等强度体力活动
((R ((H G5JK

*

G5HI

7

KK (GW G5W(

*

G5RF

7

总中
?

重度体力活动
IJ IQ G5QF G5WQ

7

IK WH G5HI G5RK

7

!!

#EE

(组内相关系数+

*

(两组相关系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两组组内相关系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KFIR

重庆医学
FG(W

年
K

月第
JQ

卷第
FW

期



表
F

!!

两种测量方法检测高血压患者体力

!!!

活动水平比较"

!

%

`

&#

SN'h

自填组&

!̂ HF

'

第
(

次 第
F

次

访谈组&

!̂ HJ

'

第
(

次 第
F

次

体力活动水平

!

高强度
(F

&

FR5(

'

(G

&

(K5F

'

I

&

FR5(

'

K

&

FR5(

'

!

中等强度
FF

&

JF5R

'

(W

&

RF5W

'

(I

&

FR5(

'

(K

&

FR5(

'

!

低强度
(I

&

RJ5Q

'

FH

&

JI5(

'

FI

&

FR5(

'

FQ

&

FR5(

'

!

KH̀ >Q G5RW

&

G5RF

"

G5JR

'

G5R(

&

G5FJ

"

G5H(

'

推荐的体力活动水平

!

达到
F(

&

JG5J

'

FG

&

RJ5Q

'

FG

&

RW5R

'

FF

&

JG5W

'

!

未达到
R(

&

HK5Q

'

RJ

&

QH5J

'

RJ

&

QF5W

'

RF

&

HK5R

'

!

KH̀ >Q G5RR

&

G5(W

"

G5HK

'

G5RJ

&

G5(H

"

G5Q(

'

A5B

!

两种测量方法检测高血压患者体力活动比较
!

在不同强

度的体力活动水平上"两种方法测量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G5RW

#

G5R(

+在是否达到高血压患者推荐的体力活动水平方面"两种

方法测量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G5RR

#

G5RJ

"结果见表
F

!

A5C

!

计步器测量两组患者体力活动状况分析
!

根据患者佩戴

计步器时每天记录的步数"分为高#中#低
R

个体力活动水平"

两种测量方法在不同体力活动组别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G5GH

'"见表
R

!

表
R

!!

计步器测量两组患者体力活动水平比较%

! (̂GQ

&

计步器 自填组$

!

&

`

'% 访谈组$

!

&

`

'%

!

F

"

高度
K

&

(W5R

'

W

&

(R5G

'

(5FK G5GIW

中度
FG

&

RI5H

'

(Q

&

FK5Q

'

G5IJ G5(K(

低
FR

&

JJ5F

'

R(

&

HW5J

'

(5WR G5GWQ

A5D

!

效标效度分析
!

采用计步器与
#N'h

测量
SN'h

的效

标效度"分别计算两种测量方法与计步器#

#N'h

的
$

;

/<A*+

相关系数在
G5(K

"

G5JQ

之间"具体结果见表
J

!

表
J

!!

两种测量方法与计步器'

#N'h

测量体力活动相关性分析

体力活动
计步器

自填组 访谈组

#N'h

自填组 访谈组

高度
G5FQ

&

G5(J

"

G5JI

'

G5RR

&

G5(F

"

G5HK

'

G5R(

&

G5((

"

G5HF

'

G5JF

&

G5FG

"

G5QI

'

中度
G5FF

&

G5(R

"

G5JW

'

G5FW

&

G5(K

"

G5JQ

'

G5FJ

&

G5(R

"

G5J(

'

G5RI

&

G5(K

"

G5HQ

'

低度
G5(K

&

G5(G

"

G5H(

'

G5FH

&

G5(R

"

G5QG

'

G5FQ

&

G5(J

"

G5QW

'

G5JQ

&

G5FW

"

G5WH

'

B

!

讨
!!

论

本研究采用自填法与访谈法在高血压患者中测评
SN'h

的信度与效度"结果显示
SN'h

采用这两种测量方法均得到

较好的信度与效度"提示采用这两种资料收集方法得到的结果

具有等同性"这一结果与
E2@

等$

(

%的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提

示在使用
SN'h

进行大规模人群体力活动流行病学调查时可

以采用独立填写问卷法获得数据资料"节约了人力成本"提高

了工作效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高强度体力活动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这

一结果与其他同类研究结果一致$

F

"

I

%

!本研究结果发现采用

访谈法在总中
?

重度体力活动方面重测信度测量一致性较低"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的参加者在不同领域的体

力活动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从表
(

结果可知在中
?

重度

体力活动方面主要是交通行程体力活动"这一结果可能与本研

究的参加者大部分是在职人员有关"他们每天体力活动主要体

现在交通行程"这种运动方式占据了他们每天体力活动的一半

以上"这一结果与现有文献结果不一致!

!@44

等$

K

%的结果显示

工作相关体力活动是构成参加者每天体力活动的主体!本研

究结果显示在使用访谈法测得的总中度体力活动具有较高的

重测信度系数"这与
%<9+2

等$

(G

%的结果一致!可能是调查员

在使用访谈法收集患者体力活动时"会采用图片或举例形式告

诉患者哪些活动属于中度体力活动"容易使患者清楚回忆"准

确判断"因此获得了较高的重测信度!在资料收集时发现"很

多患者不能区分重度#中度体力活动"进一步提示无论采取何

种方式进行体力活动资料收集"对这两种体力活动进行举例或

配图说明是必要的"能够帮助受试者识别不同强度的体力活动

类型"有助于提高资料收集的准确性!虽然两种测量方法获得

重测信度系数与一致性检验系数具有较大差异"但两种测量方

法结果都表明所有
SN'h

条目表现出了可接受的信度"这一

结果与
\*B2*3

等$

I

%的研究一致!

本研究采用计步器与
#N'h

评价
SN'h

的校标效度!效

标效度又称准则效度"是以一个公认有效的量表&金标准'作为

效标"检测被评价量表与标准量表测定结果的相关性"相关系

数越大表示被评价量表效度越好$

(?R

%

!计步器是测量体力活动

的主要客观工具"测量结果准确#可靠"国内外研究者在评价体

力活动问卷的校标效度时"计步器是首选标准评价工具$

R

%

+

#N'h

是国内外公认的测量体力活动的工具"由国际体力活动

专家编制"广泛用于国内外人群&健康人#高血压#糖尿病等'体

力活动的测量"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I

"

((

%

!在本研究中"根据测

量校标效度对标准测量工具选择的要求"选用了计步器与

#N'h

作为标准测量工具评价
SN'h

校标效度!根据测量校

标效度时相关系数越高"校标效度越好的标准"判断被评价工

具的校标效度!在本研究中"用
SN'h

测量高血压患者的体

力活动"与计步器#

#N'h

测量获得的数据具有中等程度相关"

这一研究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

(

"

R

"

(F

%

"表明
SN'h

有较好的校

标效度!但本研究也发现采用
#N'h

获得的效标效度系数高

于采用计步器的结果!可能是
#N'h

与
SN'h

都是采用主观

方法评价受试者体力活动情况"容易导致数据结果的一致性!

而客观测量的计步器能够准确测量受试者每天的体力活动状

况"不会受回忆偏倚的影响"测量结果会更加客观准确!

尽管两种测量方法评价
SN'h

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

但在应用本研究结果时还要考虑到以下不足(本研究的研究对

GRIR

重庆医学
FG(W

年
K

月第
JQ

卷第
FW

期



象是高血压患者"不能代表其他慢性病患者及健康人群+在收

集患者体力活动资料时"要求他们回想过去
(

周内的体力活动

情况"可能产生回忆偏倚"导致结果不准确+另外"本研究样本

量较小"只对
F

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患者进行了体力活动评

价!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扩大样本量"采取多中心纵向研究"进

一步证实本研究的结果!

C

!

小
!!

结

!!

本研究结果显示
SN'h

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适于在

高血压这一慢性病群体中推广应用!使用自填法测量的

SN'h

信度和效度与访谈法测量的结果基本一致"提示可以

采用自填法使用
SN'h

测量人群的体力活动状况!在今后的

研究中"使用
SN'h

时匹配体力活动类型与强度说明"再结合

客观测量体力活动的工具"能更加准确#全面地评价受试者的

体力活动水平"监测其体力活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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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杂志对运用统计学方法的有关要求

(5

统计学符号(按
S!RRHIb(KIF

0统计学名词及符号1的有关规定"统计学符号一律采用斜体!

F5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或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

&应告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

临床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
J

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

重要非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R5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
3a6

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
1

&

R4

'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

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

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
FG

"要清楚区分百分率和百分比!

J5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
l

计类型#资料所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

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
#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

具备的条件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
!

F 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点图"选

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简单直线回归分析+对于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

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

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H5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应写明采用统计学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
#

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

差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
)

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质&如(

#̂ R5JH

"

!

F

Ĵ5QI

"

/ Q̂5WK

等'+在用不等式表示
"

值的

情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
"

$

G5GH

#

"

%

G5GH

和
"

%

G5G(

三种表达方式"无须再细分为
"

%

G5GG(

或
"

%

G5GGG(

!当涉及总

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时"再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应再给出
KH̀

可信区间&

>Q

'!

(R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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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W

年
K

月第
JQ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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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