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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ive drawing, which reveals one’s potential personality, can remedy the defect of self-report 
inventories. Spearman’s correlat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standard 
scores of SDS, SAS in 73 cases and 40 painting characteristics of Baumtest. As a result, light 
strengt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r = 0.255); not using color pe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r = 0.241). In the adolescence group under 20 years, emphasized fruit 
(r = −0.524) and deflected tree (r = −0.530)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while 
light strength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r = 0.574); in the post-adolescence group 
between 20 and 39 years, heavy strength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r = −0.371); in 
the middlescence over 40 years, deflected tree (r = 0.515) and using 2 or more colors (r = 0.576)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nxiety. The above relevance is obvious on the level of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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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绘画投射法能挖掘个人潜在的心理特征，从而弥补当前量表测量法的不足。本研究利用73个案例的抑郁

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的标准

分和树木-人格投射测验的40项具体绘画特征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得出结果为：线条清淡轻力度与

焦虑正相关(r = 0.255)，不用彩笔与抑郁正相关(r = 0.241)；在20岁以下的青少年组中，抑郁与突出果

实(r = −0.524)和树左右偏斜(r = −0.530)均呈负相关，焦虑与线条清淡轻力度呈正相关(r = 0.574)；在

20~39岁的青壮年组中，焦虑与线条粗重重力度呈负相关(r = −0.371)；在40岁以上的中老年组中，焦虑

与树左右偏斜(r = 0.515)和两种或以上彩色(r = 0.576)均呈正相关，以上所有相关在0.05上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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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出问题 

抑郁和焦虑障碍是一类高患病率的精神障碍(曾庆枝，2012)。抑郁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思维

迟缓和意志减退“三低症状”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精神障碍，而焦虑是一种在个体预料到将会有某种不良

结果或模糊性威胁出现而产生的不愉快的紧张情绪状态，常表现为紧张不安、烦躁忧虑、害怕恐惧，并

可伴随出汗、心悸、颤抖等症状(邱鸿钟，2010)。而临床上多以量表测量的方式来评估患者的抑郁和焦虑

状态。然而，这种方式实际上存在着很多漏洞，例如：患者不配合、有意识地隐瞒自身状况、文盲或无

法理解题目等。而这时，投射法可以弥补这些方面的不足。 
投射法利用模糊的(中立的)刺激来探究人格的深层，引发出能够反映被压抑为无意识的经验、欲望、

情绪的反应；它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能使在明确的测试状况下被试无法表现或不愿表现的态度、人生中

的变故等清楚地表现出来。因此，相较于量表法，投射法能收集到更多被试的隐性信息，具有评估症状

的优势。另外，随着投射法方面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部分绘画特征与被试的心理状况有

很大的相关度(陈侃，2008；陈侃，2011；马红霞，2013)。 
目前，在投射测验中将树木作为独立主题进行单独分析运用的投射测验并不少，包括房树人测试(The 

House-Tree-Person Test，以下简称 HTP) (Buck, 1948a)，树木–人格测试(Baumtest，以下简称树木测试) 
(Koch, 1949, 1952)，小人摘苹果(Draw a Picture of a Person Picking an Apple from a Tree, PPAT) (Gantt & 
Tabone, 1998; Munley, 2002)和风景构成画(杨东，2007)等。 

其中，树木测试(Baumtest)是 Koch 创立的一种人格投射测验工具(Koch, 1952)，也是树木意象的主要

分析体系之一。该测试要求受测者在纸上画一棵树，然后通过对受测者徒手所画的树木进行分析，了解受

测者的人格特征(蔡頠，2012)。树木测试更多的关注于树木在纸张上呈现的空间位置以及线条的粗细等相

对客观的指标。本文尝试利用“绘画一棵树”的树木测试，探究抑郁和焦虑症状是否会通过具体的绘画

特征反映出来。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选取于 2014 年 7 月 22 日~2014 年 8 月 1 日到广州惠爱医院心理科就诊的 70 名来访者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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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筛选标准为：进行了 SAS 量表或 SDS 量表测量的来访者。其中，男 31 名，女 39 名，年龄 13~61
岁(平均年龄为 30.19 ± 1.598)，未婚 35 人，已婚 34 人，离异 1 人；被试职业领域广泛，按比例从大到小

依次有学生、待业、工人、文员、家庭主妇、服务行业从业者、私企老板、医生、务农；文化程度有初

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其中中学学历占了四分之三；被试涉及的病种类型，按比例从大到小依

次有抑郁症、双相障碍、焦虑症、精神分裂症、其他神经症(强迫症、恐惧症)、器质性精神障碍、青少年

病例(发育迟缓、行为问题、网络成瘾)、其他心理问题(失眠、头痛)。 

2.2. 工具 

量表。Zung 氏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 1965)；Zung 氏焦虑自评量表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 1971)。 
绘画工具。统一的 A4 再生纸，12 色的彩色笔，铅笔，橡皮擦。 
惠诚心理测验综合系统 5.0。广州脑科医院心理科统一购买使用。 

2.3. 研究方法 

2.3.1. 量表测试 
让被试先填写 SAS 量表和 SDS 量表，再完成绘画。将量表发给被试后，要求被试在开始前认真看指

导语。如果被试文化水平较低，无法看懂量表题目，则将题目读给被试听。量表标准分直接通过电脑软

件得出。 

2.3.2. 绘画测验 
在量表数据录入的同时，我们摆放好画纸，让被试自行选择铅笔或彩色笔进行绘画。在调查过程中

强调以下几点：“请您画一棵树”，“我们不是为了测试绘画技术的好坏”；“不是写生，请按自己的

想法画”；“请尽量认真地画”。绘画时间控制为每人 10 分钟左右。被试绘画完成后，在画纸上编号并

登记 SAS、SDS 标准分及被试基本信息，如：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 

2.4. 树木绘画操作定义 

综合了前人文献和著作的观点，假设了与抑郁和焦虑症状相关的 40 项具体绘画特征，并对每项具体

绘画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操作定义，如表 1 所示。 

3. 结果 

3.1. 情绪症状的描述统计 

计算出每个被试 SDS 与 SAS 表标准 T 分，T 分 < 50 分判断为无抑郁(无焦虑)；T ≥ 50 判断为抑郁(焦
虑)。抑郁症状百分比为 76.81%，焦虑症状为 46.77%。见表 2，表 3。 

3.2. 情绪评估维度各条目发生率 

根据被试的绘画特征，剔除了发生率低于 10%的绘画特征后，有关评定条目的发生率情况见表 4、
表 5。由表可见，抑郁评估条目发生率较高的是“A34 缺少树根”，“A4 结构封闭性”，“A35 不用彩

笔”，“A38 树的方位”，“A12 描绘树皮”。 
焦虑评估条目出现率较高是“A34 缺少树根”，“A4 结构封闭性”，“A33 缺少树枝”，“A35 使

用彩笔”，“A38 树的方位”。发生率较高的条目与抑郁评估基本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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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40 features and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drawing 
表 1. 40 项具体绘画特征及其操作定义 

编号 具体绘画特征 操作定义 编号 具体绘画特征 操作定义 

A1 树的大小 树占了画纸了 1/2 以上则为大树 A22 小动物 画面上出现了小动物 

A2 树冠越位 树冠溢出画纸边缘 A23 线条粗重重力度 线条颜色较深 

A4 结构封闭性 树枝之间留白为开放性，反之封闭性 A24 线条清淡轻力度 线条颜色较浅 

A5 枯树 树上没有叶子、花、果 A25 同一线条重复描绘 线条上明显出现多次够花痕迹 

A6 树干阴影 树干上有明显的涂黑或同一方向线条 A26 同一线条粗细不均 一条线上的粗细不一样 

A7 树根阴影 树根上有明显的涂黑或同一方向线条 A27 同一线条用力轻重不均 一条线上深浅不一 

A8 地面阴影 地面上有明显的涂黑或同一方向线条 A28 树冠内混乱线条和阴影 树冠内有曲线和暗影 

A9 花 树上有花 A29 树冠内有密集刻画树叶 树叶过分拥簇 

A10 落叶 画面上有明显已脱离树冠的叶子 A30 单线条树干 树冠仅用一条线表示 

A11 果实 树上有果实 A31 树的倾斜 树有无向左右倾斜 

A12 树皮 树干上有明显划痕 A32 树的数量大于一 树的数量 

A13 折断的树枝 非分叉但有角度的树枝 A33 缺少树枝 是否有画树枝 

A14 错位树枝 树枝没有长在树冠上 A34 缺少树根 是否有画树根 

A15 错位树根 从树干中部延伸而下的树根 A35 使用彩笔 是否使用了彩色笔 

A16 节孔 树干上的圆形标记 A36 两种或以上彩色 彩色的数目是否繁多 

A17 伤痕 树上出现非树皮类的损害 A37 铅笔描边再涂色 是否同时存在铅笔和彩色 

A18 人体 画面上出现了人物或人脸 A38 树的方位 树在画纸上的位置 

A19 动物 画面上出现了动物的象征 C1 树根 是否突出了树根部分 

A20 其他特殊标记 画面上出现了其他事物 C2 树干 是否突出了树干部分 

A21 鸟或鸟巢 画面上出现了鸟或鸟巢 C3 树冠 是否突出了树冠部分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epression 
表 2. 抑郁症状描述统计 

性别 无抑郁人数 抑郁症状人数 总计 

男 8 22 30 

女 8 31 39 

总计 16 53 69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anxiety 
表 3. 焦虑症状描述统计 

性别 无焦虑人数 焦虑症状人数 总计 

男 12 13 25 

女 21 16 37 

总计 33 29 62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6%93%8D%E4%BD%9C%E5%AE%9A%E4%B9%89
http://cn.bing.com/dict/clientsearch?mkt=zh-CN&setLang=zh&form=BDVEHC&ClientVer=BDDTV3.5.0.4311&q=%E6%93%8D%E4%BD%9C%E5%AE%9A%E4%B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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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ate of features in depressed clients 
表 4. 抑郁来访者情绪评估条目发生率 

绘画特征 百分比 

A34 缺少树根 77% 

A4 结构封闭性 70% 

A35 不用彩笔 51% 

A38 树左右偏斜 36% 

A12 描绘树皮 34% 

A1 树的大小 30% 

A33 缺少树枝 28% 

A36 两种或以上彩色 25% 

C2 突出树干 19% 

A27 同一线条用力轻重不均 19% 

A28 树冠内混乱线条和阴影 17% 

A25 同一线条重复描绘 13% 

A16 节孔 13% 

A24 线条清淡轻力度 13% 

A31 树的倾斜 11% 

A8 地面阴影 11% 

A6 树干阴影 11% 

 
Table 5. Rate of features in anxious clients 
表 5. 焦虑来访者情绪评估条目发生率 

绘画特征 百分比 

A34 缺少树根 69% 

A4 结构封闭性 62% 

A35 不用彩笔 62% 

A33 缺少树枝 41% 

A38 树左右偏斜 34% 

A1 树的大小 24% 

A27 同一线条用力轻重不均 21% 

A12 描绘树皮 21% 

A24 线条清淡轻力度 21% 

A36 两种或以上彩色 17% 

A28 树冠内混乱线条和阴影 14% 

A6 树干阴影 14% 

A30 单线条树干 14% 

A25 同一线条重复描绘 14% 

A26 同一线条粗细不均 10% 

C2 突出树干 10% 

A8 地面阴影 10% 

A31 树的倾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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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情绪评估维度项目相关分析 

对是否存在某一绘画特征进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剔除没有统计学特征意义的绘画特征，结果如表 6。 
在年龄的维度上，结构封闭性、不用彩笔和突出树干与年龄的大小成负相关，单线条树干与年龄成

正相关，意味着年龄大的人，倾向于画开放的树枝、用一根线表示树干、使用彩笔描画，不突出树干。 
在抑郁的维度上，不用彩笔与抑郁程度呈正相关，意味着越抑郁的人越有可能不用彩笔作画。 
在焦虑的维度上，线条清淡轻力度与焦虑程度呈正相关，意味着越焦虑的人，绘画时的力度越轻。 

3.4. 年龄层次与情绪评估维度项目相关分析 

由于年龄跨度较大，且与多项绘画特征存在相关，于是按照年龄段划分层次，并对是否存在某一绘

画特征继续进行 Spearman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7。 
在 20 岁以下的青少年中，突出果实、树左右偏斜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意味着抑郁症状越轻，越可

能会突出果实、把树画得左右偏斜。而线条清淡轻力度则与焦虑症状呈正相关，表示焦虑症状越严重，

描绘的线条可能越清淡。 
在 20~39 岁的青壮年中，线条粗重重力度与焦虑症状呈负相关，代表着焦虑症状越轻，描绘的线条

可能越粗重。 
在 40 岁以上的中年人里，树左右偏斜、使用两种或以上彩色与焦虑症状都呈正相关，表示焦虑症状

越重，这两种绘画特征越有可能出现。 
 
Table 6. Correlation between mood disorders and features 
表 6. 情绪评估维度项目与绘画特征的相关分析表 

相关项目 
年龄 抑郁 焦虑 

r sig. r sig. r sig. 

A4 结构封闭性 −0.488** 0.000     

A24 线条清淡轻力度     0.255* 0.046 

A30 单线条树干 0.403** 0     

A35 不用彩笔 −0.252* 0.032 0.241* 0.046   

C2 突出树干 −0.238* 0.043     

 
Table 7.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mood disorders and features 
表 7. 年龄层次与绘画特征、情绪评估维度项目的相关分析表 

年龄层次 相关项目 
抑郁症状 焦虑症状 

r sig. r sig. 

20 岁以下 
(n = 17) 

A11 突出果实 −0.524* 0.031   

A38 树左右偏斜 −0.530* 0.029   

A24 线条清淡轻力度   0.574* 0.020 

20~39 岁 
(n = 39) A23 线条粗重重力度   −0.371* 0.043 

40 岁以上 
(n = 14) 

A38 树左右偏斜   0.515* 0.041 

A36 两种或以上彩色   0.576* 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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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出现率较高的绘画特征 

不论是抑郁还是焦虑，前三位的绘画特征分别是“A34 缺少树根”，“A4 结构封闭性”，“A35 不

用彩笔”。树根部分代表本能或无意识，然而即便是没有情绪问题的正常人，大部分都会忽略树根的存

在，因此可以不做探讨。 
“结构封闭”指的是树冠开放程度，一般而言，开放型树冠表示具有自由的自我表现与对影响的包

容性，闭合型则具有一定的防御性，表现出不大乐意与外界交往。大部分的树木画都出现了结构封闭，

意味着抑郁或焦虑来访者有种对外界的防卫态度，并不愿与他人交流从而在环境中获得支持。Schmeidler 
(1981)发现支持这一点：被试在扮演活泼的或安静的角色后进行 HTP 测试，改变最为显著的是树木意象。

似乎树木意象能够灵敏地反映出被试当前的心理状态。活泼的角色所画的树冠具有开放性，树干比较直，

安静的角色所画的树冠则是封闭的、下垂的。 
一般而言，内心阴郁、恐惧不安、缺乏动力的来访者更可能不用彩笔，而是直接用铅笔作画，表达

抑郁的“黑暗”情绪。这与“不用彩笔”的特征项是一致的。 
此外，出现率较高的还有“A38 树左右偏斜”“A33 缺少树枝”与“A12 描绘树皮”。“左右偏斜”

意味着来访者内心有一种持续的压力情感，象征不安与烦躁；树枝一般代表从环境接受流入能量的通道，

“缺乏树枝”很可能代表与外界能量交流的停滞；“描绘树皮”象征着要自我保护的意识，即是大多数

的情绪领域的“自我”，也暗示着来访者对外界环境比较敏感。 

4.2. 相关性较高的绘画特征 

1) 线条清淡轻力度与焦虑相关 
此特征相关系数 r = 0.255，P = 0.046 < 0.05。周婉宁(2013)研究认为焦虑来访者在绘画测验中的表现

主要是，绘画过程中急躁、没有耐心，图画线条粗重等。抑郁来访者会因为情绪低落从而出现“线条清

淡轻力度”的特征。有意思的是，本次研究显示了此项特征与焦虑存在临界相关，而与抑郁没有显著相

关。可能因为，当面对一张空白的纸张，对于焦虑来访者而言，可能会使其产生无力感与不可控感，缺

失安全感，因此图画描绘不认真，动作快，图画潦草，出现了“线条清淡轻力度”的特征。此特征项在

抑郁来访者的出现率过低，与以往研究和假设不符合，可能是因为被试数量的原因。 
2) 不用彩笔与抑郁相关 
此特征相关系数 r = 0.241，P = 0.046 < 0.05。上文提到，彩色是斑斓而富有活力的象征。来访者不使

用彩笔的原因，可能是对生活和自我失去兴趣、丧失生命力，通过铅笔描绘来表达苦闷与缺乏现实感的

悲观情绪。而且，我们提供彩笔时，来访者手中是有一支铅笔的。如果来访者不愿拧开笔筒挑选彩笔，

而是直接使用铅笔，则一定程度上反映来访者心理能量的缺失以及空虚无力。 
3) 与年龄的相关 
“结构封闭性”(r = −0.488，P = 0.000 < 0.001)、“不用彩笔”(r = −0.252，P = 0.032 < 0.05)、“突

出树干”(r = −0.238，P = 0.043 < 0.05)与年龄大小呈负相关，此外“单线条树干”(r = 0.403，P = 0.000 < 
0.001)与之呈正相关。儿童与青少年更可能充满活力与激情，乐意与外界交流，从环境获取能量，不容易

封闭自己。树干表现了情绪领域，儿童画树时强调树干，是由于他们的理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吉

元洪(2007)认为，健康的成年人出现了这样的特征，可以解释为情绪的不成熟，欠缺自我控制能力。单线

条树干则意味着情绪的通道过于狭窄，来访者可能有情感的偏向或深浅的问题。与儿童不一样，年纪越

大，来访者则越不容易自然流露出自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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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同年龄层次存在相关的绘画特征 

在进一步进行的年龄分层相关分析中，发现在 20 岁以下的来访者中，“A11 突出果实”(r = −0.524，
P = 0.031 < 0.05)、“A38 树左右偏斜”(r = −0.530，P = 0.029 < 0.05)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同时“A24
线条清淡轻力度”(r = 0.574，P = 0.020 < 0.05)与焦虑症状呈正相关。 

果实的出现在广义上与“创造的结果”或成就感有关。一般来讲，树冠内出现的健康果实是肯定的

标记。青少年通常会憧憬着未来，并对取得成就抱有积极的期待。因此“突出果实”与抑郁症状存在着

负相关。“左右偏斜”意味着来访者内心有一种持续的压力情感，象征不安与烦躁，与抑郁的负相关是

因为青少年仍处于在学校学习阶段，不必面对过大现实压力，因而内心平和温顺。这与 Abad-Alegría (1980)、
Morio et al. (2005a, 2005b, 2006)的研究不一致，处于青年期的个体所画的树木并没有更多的表现出自我冲

突与社会冲突性。而“线条清淡”则与焦虑存在正相关，与上文讨论一致。 
在 20~39 岁的来访者中，只有“A23 线条粗重重力度”(r = −0.371，P = 0.043 < 0.05)与焦虑存在负相

关，即表示焦虑来访者并不会用力描绘，相反更可能出现正常力度或者清淡的线条。把心中的矛盾冲突

通过力度“转移”至铅笔与纸上，正是神经症性防御机制中的其中之一，在少年期得以充分利用(胡佩诚，

2013)，而成年来访者拥有良好的自控力，不会随意发泄，因此是用正常力度来描绘树木。线条清淡是因

为焦虑来访者内心焦躁不安，绘画不耐心，动作快，图画潦草。 
在40岁以上的来访者中，“A38树左右偏斜”(r = 0.515，P = 0.041 < 0.05)、“A36两种或以上彩色”(r 

= 0.576，P = 0.020 < 0.05)与焦虑症状存在正相关。“左右偏斜”所体现的不安全与飘渺感，可能与这个

时期出现的“中年危机”有关：荣格认为，中年人所经历的事业、健康、家庭婚姻等出现各种关卡和危

机，从而导致了紧张与疲劳等不良状态。“两种或以上彩色”的项目中，彩色的使用意味着内心的充盈

与生命力，但如果颜色使用过多，则意味着心理能量的无序、混乱与冲突。 

5. 结论 

树木意象测试容易操作，而且不会对来访者产生过大的压力，这些特点使得该测试在进行抑郁、焦

虑倾向的心理诊断具有应用的操作性和实证性。线条清淡轻力度与焦虑相关，不用彩笔与抑郁相关。此

外还有 4 项绘画特征与年龄相关。根据年龄层次进一步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绘画特

征分别与抑郁、焦虑存在相关。本测验属于投射测验，被试的反应范围广泛，外部效度较高，与客观化

测验有明显的区别。因此，评估体系中某些评估条目的合理性、有效性等需要深入研究。 
但是，本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1) 样本量略低。可能意味着有些与抑郁、焦虑相关的绘画特征没有

被检验出来(邱鸿钟，2010)，以后的研究需要加大样本量。2) 病种过于繁杂，使得导致研究的信度和效

度、一致性受到影响。扩大样本量同样可以避免不良影响。3) 本研究中使用的 SAS，SDS 虽然使用方便，

但临床效度未必完全准确可靠。4) 绘画测验与文字测验相比，一致性水平仍有不足，评分可能存在一定

的主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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