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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调查智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的有效性，为开展民众心理健康测评提供方法参考。方法：采用方便

取样，在网络平台抽取173名服务业从业人员完成问卷调查及智能笔迹测评。结果：1) 智能笔迹心理健

康测评结果与生活满意度问卷测评结果反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及生活满意度水平为中等；2) 智
能笔迹测评的心理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正相关，且能够预测生活满意度11%的变异量；3) 智
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与生活满意度问卷测评结果的关系，与经典心理健康问卷测评结果与生活满意

度问卷测评结果的关系是一致的。结论：智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与生活满意度问卷测评结果、经典

心理健康问卷测评结果具有一致性，可见，智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是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有效测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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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lligent handwriting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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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 a method reference for public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Methods: Using convenient sam-
pling, 173 service industry employees were selected on the network platform to complete the ques-
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lligent handwriting assessment. Results: 1) The results of intelligent hand-
writing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and life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assessment reflected that the 
level of mental health and life satisfaction of employee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was medium. 2) The 
mental health as measured by intelligent handwriting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ife satisfaction, 
and the mental health can predict 11% variation in life satisfaction.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t handwriting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resul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was consistent with those between mental health of classic questionnaire and life satisfaction ques-
tionnaire result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intelligent handwriting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are 
consistent with those of life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and classic mental health questionnaire. The 
intelligent handwriting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valuate individual mental 
health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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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国家战略的密集出台、人工智能技术和企业的不断发展，我们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即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产生活方式。

深圳蜜蜂科技有限公司开发了智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系统，是全国首家结合了人工智能和笔迹分析学的

心理健康评估工具；该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从笔迹布局、字行间距、字体大小和形状、行向、笔压、

书写速度、线条、间架结构等方面分析个体书写时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从个体的心理调适能力、心理动

力状态、情绪稳定状态三个方面评估个体近期的心理健康状态。 
心理健康是个体与环境积极相互作用、充分发挥心理潜能的良好适应状态，是个体内部的自我和谐

状态[1]。已有研究表明，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心理健康水平越高，其生活满意度

越好[2] [3]。因此，为验证智能笔迹测评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有效性，本文选择生活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

为参照指标，开展了“智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的有效性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检验智能笔迹测评的

有效性：1)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和生活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的一致性；2)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和生

活满意度的相关性；3)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微信平台进行网络调研，调研群体为服务业从业人员，年龄分布在 19~52 岁，涉及职业包括商

超员工、外卖员、市场营销人员、餐饮工作者、IT 工程师及程序员、装修设计师、金融服务人员等，涉

及包括重庆、深圳、成都、兰州等城市，共发放问卷 209 份，删除重复规律作答的无效问卷后，回收有

效问卷 173 份，有效率为 82.78%。其中，男性 76 人(43.9%)，女性 97 人(56.1%)；城市 85 人(49.1%)，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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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88 人(50.9%)；已婚 97 人(56.1%)，未婚 71 人(41.0%)，离异 5 人(2.9%)；无子女 80 人(46.2%)，1 个子

女 60 人(34.7%)，2 个子女 26 人(15.0%)，3 个及以上子女 7 人(4.0%)；学历高中及以下 18 人(10.4%)，大

专 30人(18.5%)，本科 111人(64.2%)，硕士及以上 12人(6.9%)；月收入 < 5000元 33人(19.1%)，5000~10,000
元 63 人(36.4%)，10,001~20,000 元 60 人(34.7%)，>20,000 元 17 人(9.8%)。平均年龄(29.00 ± 7.39)岁。本

调查均获得被试的知情同意。 

2.2. 研究工具 

调查工具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问卷知情同意书，告知被试调查目的、内容，强调对调查结

果的匿名性和保密性，获取被试的知情同意；第二部分为个人信息，包括性别、职业、年龄、户籍、婚

姻状态、子女数量、文化程度及月收入；第三部分为生活满意度量表，请被试对自己近期的生活状态满

意程度进行自评；第四部分为智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请被试按示范写一段文字并拍照上传，由智能笔

迹分析系统对上传的文字笔迹进行分析，评估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 

2.2.1. 生活满意度量表[4] [5] 
由 Dinner 编制，共 5 个题目，测量个体对自身整体生活状态的满意程度，采用 5 级计分，从“1-非

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 

2.2.2. 智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系统 
采用深圳蜜蜂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智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系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分析个体笔迹，

评估个体近期心理健康状态。具体测评过程为，首先，请个体在白纸上按照正常书写习惯抄写下面这段

话“我倾听自己的声音，感受着内心的温度，我仿佛能听见心灵的回响。我用文字诉说梦想，我用文字

传递，让每一字充满力量”；其次，请被试将书写字迹拍照传到测评系统，拍照之前提醒了解“拍照注

意事项提示——为了保证分析的准确性，请打开手机闪光灯拍照，请尽量拍照清晰、正向完整，不要有

黑边或阴影”(见图 1)，拍照上传笔迹，由智能笔迹测评系统自动分析其心理健康状况。 
 

 
Figure 1. Example of uploading handwriting photos 
图 1. 笔迹拍照上传示例 

 
对笔迹的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分别为“抑塞指数、负能指数和情绪指数”，每种结果包含红

色、黄色和绿色三种结果，采用 3 级计分，红、黄和绿色状态分别计“0 分、1 分和 2 分”。其中，抑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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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反映个体情绪的自我调适疏导状态，红色状态表示“情感自我疏导不畅，如持续该状态则建议就医”，

黄色状态表示“情感疏导不畅，有负性情绪积累”，绿色状态表示“情感流程状态良好，有不良情绪能

够尝试自我疏导”。负能指数反映个体的心理能量及精神动力状态，红色状态表示“心理能量较低、精

神动力不佳，如持续该状态则建议就医”，黄色状态表示“疲劳压力导致心理能量有减弱趋势”，绿色

状态表示“心理能量好、精神动力强”。情绪指数反映个体的情绪稳定及负性情绪状态，红色状态表示

“负性情绪频繁，如持续该状态则建议就医”，黄色状态表示“情绪易波动，偶有负性情绪”，绿色状

态表示“情绪状态稳定，能自我调节负性情绪”。三种指数总分越高，代表个体的心理健康状态越好。

在本研究中，该结果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5。 
智能笔迹测评系统根据对个体“抑塞指数、负能指数和情绪指数”进行汇总后，将个体心理健康状

态分为三种等级，一级状态为“良好，当下的能量和心理状态各项指标良好，但开始出现负向情绪，会

因为某些事件引发情绪波动，自我力量强，处于自我调整中”，二级状态为“亚健康，情绪状态和内在

能量未见异常，开始出现抑郁感觉和状态，需要关注外在表现与内在想法的一致性”，三级状态为“困

扰，开始出现负面情绪，而个人感觉自我力量较强，并努力应对日常出现的各种挑战，但情感流通有

卡顿现象”。 

2.2.3. 施测过程及质量监控 
首先，智能笔迹测评系统技术人员将生活满意度量表及笔迹测评等制作成一个电子问卷，生成二维

码图片。其次，调研人员与大数据产业园、装饰公司、软件公司、商场超市、金融企业等单位管理者或

工会组织取得联系，告知其调查目的、内容等，获得其知情同意，将调研二维码发给单位调查组织者。

第三，各单位调查组织者将调查工具通过工作群、生活群等发给员工，请员工自愿扫码，按照要求完成

问卷及笔迹上传。 
为确保调查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问卷整体指导语为：欢迎来到服务业从业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问

卷，整体测试大约需要 10~15 分钟，请您根据题目描述，选择和您日常生活情况符合的答案，调查结果

仅用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课题调研，如您自愿参与调查，请您继续作答。如被试对调查知情同意后，则

选择“开始填写”，正式进入问卷调查，基本信息、生活满意度的测评为自填或选择所给答案。 
笔迹上传部分的指导语为：请在白纸上按照正常书写习惯抄写下面这段话，写完拍照，在后面上传，

“我倾听自己的声音，感受着口中的温度，我仿佛能听见心灵的回响；我用口诉说梦想，我用口传递，

让每一字都充满力量”。并给出拍照提示，提醒被试按照要求拍照上传，避免无效上传；提示内容为“为

确保分析的准确性，请打开手机闪光灯拍照，请尽量拍照清晰、正向完整，不要有黑边或阴影”，并给

出拍照示例，见图 1。 

2.2.4. 数据统计分析 
将数据导出后，采用 SPSS 23.0 进行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智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及

生活满意度基本情况，采用相关分析了解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采用回归分析了

解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及生活满意度问卷结果的整体情况 

生活满意度问卷总分为(16.36 ± 3.89) (高于中值 3*5 = 15)，说明服务从业人员的生活满意度为中等以

上水平。生活满意度总分 > 15 分的有 91 人(52.6%)，≤15 分的有 82 人(47.4%)。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总分为(4.90 ± 1.10) (高于中值 1*3 = 3)，说明服务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状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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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以上水平。笔迹分析中，抑塞指数红色状态 0 人(0%)，黄色状态 84 人(48.6%)，绿色状态 89 人(51.4%)；
负能指数红色状态 0 人(0%)，黄色状态 27 人(15.6%)，绿色状态 146 人(84.4%)；情绪指数红色状态 0 人

(0%)，黄色状态 96 人(55.5%)，绿色状态 77 人(44.5%)。笔迹分析情况汇总后，反映个体心理健康状态为

一级良好状态的有 89 人(51.4%)，二级亚健康状态的有 84 人(48.6%)。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分析对服务从业人员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得分进行

人口学变量差异的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子女数量人员的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有

两个孩子的人员心理健康状态得分比其他子女数量人员高(P < 0.05)，但其生活满意度差异不显著(P > 
0.05)；其余人口学变量人员的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和生活满意度得分均无显著差异(P > 0.05) (表 1)。 

 
Table 1. Demographic differences in intelligent handwriting mental health as-
sessment results and life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scores 
表 1.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和生活满意度得分的人口学差异 

 笔迹分析心理健康 生活满意度 

性别 

男 16.47 ± 3.84 4.63 ± 1.11 

女 16.27 ± 3.95 4.93 ± 1.06 

T 0.343 −1.853 

P 0.732 0.171 

户籍 

城市 16.40 ± 3.88 4.77 ± 1.09 

农村 16.32 ± 3.93 4.82 ± 1.10 

T 0.138 −0.317 

P 0.891 0.752 

婚姻 

已婚 16.84 ± 3.94 4.89 ± 1.07 

未婚 15.62 ± 3.73 4.73 ± 1.11 

离异 17.60 ± 4.22 4.00 ± 1.22 

F 2.287 1.857 

P 0.105 0.159 

子女数量 

0个① 15.74 ± 3.58 4.82 ± 1.10 

1个② 16.38 ± 3.79 4.65 ± 1.09 

2个③ 18.31 ± 3.49 5.11 ± 1.07 

≥3个④ 16.00 ± 7.25 4.71 ± 1.25 

F 2.962*，③ > ①，

②，④ 1.118 

P 0.034 0.343 

文化程度 

≤高中 14.61 ± 5.92 4.55 ± 1.19 

大专 17.19 ± 3.16 5.18 ± 0.99 

本科 16.39 ± 3.53 4.75 ± 1.10 

≥硕士 16.50 ± 4.85 4.58 ± 0.99 

F 1.716 1.867 

P 0.166 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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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月收入 

<5000 14.88 ± 4.64 4.48 ± 1.06 

5000~10,000 17.10 ± 3.47 4.93 ± 1.09 

10,001~20,000 16.28 ± 3.52 4.81 ± 1.15 

>20000 16.76 ± 4.54 4.88 ± 0.92 

F 2.465 1.273 

P 0.064 0.285 

注：*表示 P < 0.05，**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01，下同。 

3.2.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生活满意度与抑塞、负能和情绪指数得分均存在非常显著正相关(r = 0.30, 0.20, 
0.27, P < 0.01)，生活满意度与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总分存在非常显著正相关(r = 0.33, P < 0.01) (表 2)。 
 
Table 2.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major variables 
表 2. 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抑塞指数 负能指数 情绪指数 生活满意度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 

抑塞指数 1     

负能指数 0.28** 1    

情绪指数 0.78** 0.23** 1   

生活满意度 0.30** 0.20** 0.27** 1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 0.90** 0.56** 0.88** 0.33** 1 

3.3.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笔迹心理健康测评得分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以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为自变

量，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能够预测生活满意度 11%的

变异量(表 3)。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intelligent handwriting mental health on life satisfaction 
表 3. 笔迹分析心理健康对生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R R2 ∆R2 F B β 

笔迹分析心理健康 0.33 0.11 0.10 20.18*** 1.15 0.32 

4.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的有效性讨论 

4.1.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及生活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存在一致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与生活满意度问卷自评结果存在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首先，两种评估方式反映服务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整体状态结果具有一致性：两种测评总分得分

均高于中值，反映服务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为中等以上水平，生活满意度也为中等以上水平。其次，两

种评估方式对服务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不同状态评估出的比例结果具有一致性：笔迹分析反映心理健康

良好状态人数比例为 51.4%，亚健康状态人数比例为 48.6%；生活满意度结果反映满意度高水平人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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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2.6%，低水平人数比例为 47.4%。 

4.2.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与生活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存在非常显著正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从业人员的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与生活满意度问卷结果之间存在非常显著

的正相关，其相关系数为 0.33，相关程度为中等，表明笔迹分析心理健康状态越好，其生活满意度越高；

该结果与采用问卷调查老年人、口腔科医护人员、退休人员心理健康状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研究

结果一致，说明笔迹分析能够较好地评估调查对象的心理健康状态。 
在对老年人、口腔科医护人员、退休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时，研究者们分别采用了自编《心

理健康问卷》、卡特尔 16PF 中的《心理健康维度量表》及国际通用的《12 项一般健康问卷(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 GHQ-12)》[2] [6]-[8]。本研究中采用的智能笔迹分析结果与上述量表测评结果均和生

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这也说明智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与问卷心理健康测评的结果具有一致性。 

4.3.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对生活满意度起正向预测作用 

基于本研究反映服务从业人员的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与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为进一步了解笔

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预测生活满意度，采用回归分析探究其预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

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能够预测生活满意度 11%的变异量，这与对老年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对老年

人的研究指出，心理健康能够预测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9.10%的变异量[2]。当个体心理健康状态良好时，

能够发挥自身潜能、与社会积极互动，使自身处于和谐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对自身生活状态的满

意程度相应也会较好。 
综述所述，智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结果与经典心理健康问卷测评及生活满意度测评结果具有一致性，

说明智能笔迹心理健康测评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在后续研究中，应扩大取样范围，采用智能笔迹心理健

康测评对不同行业从业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以进一步验证该测评方式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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