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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卷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收到 1465 份问卷，其中无效问卷 77 份，有效回收率 94.74%。，平均年龄 16.6

岁，中位数 16岁，以初高中生大学生为主。 

被试者学历小学以下 0.36%、小学 2.52%、初中 30.69%、高中/中专 45.32%、大学/大专 20.24%、

硕士 0.86%。 

据本调查，拥有正常家庭的人占 84.51%、离异家庭 9.08%、单亲家庭 3.24%、重组家庭 3.17。

调查显示 99.4%的人未婚，91.21%的人与父母同住。 

 

问卷调查男女比例 

 

受教育程度 



 

家庭情况 

 

是否与父母同住 

 

婚姻情况 



2、心理性别与性取向 

本次研究将男性马迷和女性马迷分为两组，对比男女生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心理性别：心理性别也叫“性别认同”,是指动物对自己是“雄性”还是“雌性”的一种主

观感觉。在大多数情况下,生理(遗传)上是雄性的个体，性别认同也是雄性；生理上是雌性

的个体，性别认同也是雌性，当雌性认为自己为雌性。雄性认为自己是雄性是情况被称作心

理性别与生理性别统一，反之则为不认同自身心理性别。 

性取向：“性取向”，又称“性偏好”或“性指向”或“性倾向”，是用来描述一个人性渴

望、幻想和感觉的对象，通常是另一个人。目前学界主流认为性取向的分类有：异性恋、同

性恋、双性恋、无性恋(武琳悦,于慧如,2017)。 

在心理性别中，由于参与调查的人群年龄偏小，未形成完整的人格，心理发育未完全成熟，

因此出现了较多无法确定心理性别的人群。但是，主流人群都倾向于认同自己的生理性别，

但男女中约 14%左右的人认为自己的心理性别与生理性别相反。通过卡方检验，男女之间存

在(p<0.01)显著性差异。 

 

根据金赛性学报告（the Kinsey Report）提出，多数人的性取向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异性

恋与绝对的同性恋是属于较少的群体，大多数人都会有异性/同性恋倾向。这里的意思并不

是指人群多数人为双性恋，而是说多数人可能在适当的情况下，也会对同性产生爱慕之情。

但对于大多数人，往往这只是一个想法，无需深层次的追究以及给自己定性。 

使用卡方检验分析，马圈中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同时女性群体的

双性恋、同性恋高于男性。这样的结果可能是除了受年龄影响外，还可能受国内“腐文化”、

“百合文化”影响，因此在大多数人群进入成年期后，该数据可能会有较大变化。 

据国外马圈调查结果，国内无性恋比例略高于国外数据的 9%，同时略高于社会数据；男性

同性恋比例与国外的 2%持平，女性高于国外数据；男女双性恋均大幅度高于国外数据的 10%。 



 

3、马迷行为 

3.1小马相关活动的参与情况 

本次问卷以学历分组，使用卡方检验分析了不同年龄阶段马迷对小马相关活动的热情度。在

这份问卷中 1分代表最不积极，5分代表最积极，我们可以通过交叉图来清晰的了解到马迷

群体对于小马活动的热情程度。 

综合来看，年龄越大的马迷往往更有兴趣参与到与马圈人的线下互动中去，也更容易形成较

为坚固的朋友圈。对于年龄较大的马迷群体，小马是一个契机，可以让他们更好的遇到与自

己志同道合的人；而低龄马迷，马圈的社交会更集中于小马。 

总而言之，年龄较低更在意小马本身，年龄较大更在乎社交本身。 

*由于小学以下样本量较小，因此参考价值低。 

不同学历人群在参与有陌生马迷的聚会、与马迷一同参加非小马活动 2 项不会表现出显著

性，意味着 2项均表现出一致性，可以认为各个学历之间对于这两项的态度是一样的 

并没有差异性。而学历样本对于与马迷朋友见面一项，呈现出显著性(p<0.05)，认为不同学

历对与马迷见面这一行为见解不同。  



 

3.2小马对个人影响力 

马迷群体整体对小马的认可程度要高于对马圈的认可程度，群体中大多数人对 Brony 这一

称号也是较为认可的。结合整体趋势来看年龄越小更容易认可小马和马圈，随着年龄增长马

迷们对于马圈与小马的评价趋向于正常化、客观化。 

*由于小学以下样本量较小，因此参考价值低。 

根据卡方检验，验证学历对于我很认同小马、我很认同马圈、认同 Brony这一称号 3项的差

异关系独立性得出：不同学历样本对于我很认同小马、我很认同马圈、认同 Brony这一称号

共 3项呈现出显著性(p<0.05)，3项均呈现出差异性，可以认为不同学历人群对以上问题看

法不一。 



 

 

 



3.3马迷身份认同 

在网上，无论任何年龄段，都会较喜欢在网上被提起马迷的身份，而在家庭中则不太愿意被

家人亲戚提起自己看小马。在朋友面前，较多的马迷愿意告诉自己的朋友他是马迷这一身份。

较大多数人不太喜欢在在陌生人面前提起喜欢小马，也有较多数人对马迷身份的公开表露出

无所谓或不喜欢的态度。但是根据卡方检验，不同学历对于以下几项，均没有显著性

（p=0.084），表现出一致性。 



 

 

 



随着年龄增加，多数人已经向周围的人提起自己喜欢小马。而小学的马迷有更强的交流欲望，

希望别人知道自己喜欢小马这一事实。 

 

4、马迷性格 

在马圈中，内向的人数要远多于外向的人数，而且其中有较大一部分人事内外向不明显的人。

这样的结果或能解释为什么大家在马展上玩的较为拘谨，很难放开的玩的原因。 

 

5、精神疾病患病率 

本次调查得出马圈精神疾病患病率为 7.56%，其中抑郁障碍比例最大，为 42.86%；而双相情

感障碍的比例是 13.33%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是焦虑障碍，比例有 11.43%。整体情况除抑郁

比例高于国内调查水平，焦虑低于国内调查水平外基本与国内现状一致。 



 

正常人群与患病人群比例 

 
患病人群的患病情况 

6、心理健康情况 

根据本次 SCL-90普查（N=1388）可以得出，马圈的 SCL-90分布依然是强偏态分布，其数据

主要集中于阴性（正常）的范围内。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大样本下，马迷依然是以正常人

居多，但是存在过于突出显著的少数人群。同时本次在样本量足够的情况下对比了男女性，

发现女性的心理健康程度要相对差于男性一些，这也和国内大多数常模所吻合。 

同时我们通过 logit回归得出精神疾病两系三代遗传史、负性事件、社会支持等与 SCL-90、

CES-D的相关性。常模及回归模型建立的内容将在后续发表论文时公开，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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