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

著!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的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环境色喜好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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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的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环境色的喜好差异$方法
!

选取
$.#%

例住院精神分裂

症患者作为研究组!进行室内环境色喜好测验!按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进行分组比较!并与健康人群"

$%%/

例#进行对照分

析$结果
!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精神分裂症患者色彩偏好顺序均倾向一致$研究组男女在橙色'黄色'黑色'灰色偏好上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组在橙色'紫色'黑色'红色'蓝色'灰色'白色偏好上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组不同年龄患者在红色偏好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在橙色'灰色'紫色'黑色'绿色'蓝色'白色'红色偏好

上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组不同文化程度患者在黑色偏好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在橙色'灰色'

白色'蓝色'紫色偏好上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结论
!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不

同的颜色偏好!与健康人群相比有明显差异$

关键词"颜色偏好*

!

环境色*

!

精神分裂症*

!

性别*

!

年龄*

!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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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偏好是指人在心理上所喜爱或偏好的颜色#通常也称

为颜色偏爱'颜色喜好等*不同的颜色可以表现不同的情

感(

$)#

)

!红色使人兴奋'喜悦#黄色和橙色使人愉快#绿色使人感

到舒适#蓝色使人感到沉静#紫色和黑色使人感到苦闷和悲哀*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差异对颜色的偏好是否具有影响尚无

定论*关于颜色偏好和心理障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并不一

致*有研究表明#精神类疾病将使得个体对于颜色的偏爱表现

出独特性(

.

)

#也有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健康受试者在色彩偏

好上无明显差异(

,

)

*鉴此#本研究探讨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的

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环境色的喜好差异#并与健康人群作比

较#旨在为今后精神病医院新病房建设的色彩规划提供参考依

据#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

年
$#

月于重庆市

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标准!$

$

%符合+国

际疾病分类手册第
$%

版,$

O!d)$%

%中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标准#经院三级医师查房#明确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

%年龄

$&

!

+%

岁&$

.

%知情同意#愿意配合检查者*排除标准!$

$

%色

盲'色弱者*$

#

%急性期精神障碍不能完成调查者*符合上述

标准精神分裂症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

./*/+̀ $#*%#

%岁&其中
$&

!

.%

岁
///

例#

'

.%

!

,/

岁
,.&

例#

'

,/

!

+%

岁
.#"

例&文盲及小学
$"/

例#初

中及高中
&"&

例#大专及以上
#+"

例*对照组选择与研究组患

者相匹配的相关亲属'朋友#按照+国际疾病分类手册第
$%

版,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ABX?;!@E:

!

S9=8B?C#%$"

!

Y8@*$,

!

Z8*#%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计生委科研重点资助项目$

#%$.)$)%,/

%*

!!

作者简介!聂文燕#女#主任医师#主要从事临床精神病学方面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L3AE@

!

$$/1,#,1"/

#KK

*983

*



$

O!d)$%

%中明确未患精神分裂症的人群#排除色盲'色弱者#共

计
$%%/

例#其 中 男
/.%

例#女
,"/

例&

$&

!

.%

岁
#1&

例#

'

.%

!

,/

岁
,./

例#

'

,/

岁
!

+%

岁
#"#

例&文盲及小学

$..

例#初中及高中
/%$

例#大专及以上
."$

例*两组之间性

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

$*/

!

方法

$*/*$

!

工具
!

采用自行设计一般情况问卷进行调查#包括年

龄'性别'过去职业'文化'婚姻'居住情况'健康状况等*采用

等级排列法进行室内环境色喜好试验*以病房实景图像作为

视觉刺激*图像是用数码相机所拍的包括病床'柜子'窗户的

病房内部的
$

个角落#并使用计算机
L)

H

CE3?

软件将该数字图

像分别编辑成
1

种不同颜色#分别是红'橙'黄'绿'蓝'紫'白'

黑'灰*最终形成本次试验所需的
1

张不同颜色同一背景的病

房同一角落图片*要求受试者从中选择自己最喜欢的
$

种颜

色的图片#可以直接说出颜色的名字也可以用手指出来*当受

试者选出第
$

张图片后#要求其在剩下的
&

张图片中再选出最

喜欢的
$

张#以此类推#直至最后
$

张#将所有图片按喜好程度

进行等级排列*

$*/*/

!

计分方法
!

受试者每人
$

份
1

种颜色的色卡#要求受

试者对照
1

种颜色#按照自己对每种颜色的偏爱程度#对这
1

种颜色从
$

!

1

分对每种颜色进行赋值*

$

分代表最喜欢的颜

色#

1

分代表最不喜欢的颜色*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MNN$"*%

进行统计分析*对照比较

主要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多组资料颜色偏好程度的比较采用

]C<(FA@)VA@@E(7?(=

&两组资料比较采用
XA::)V>E=:?

'

&

7?(=

*组间颜色偏好排序比较#采用等级相关处理!两类资料

比较用
]?:;A@@

等级相关分析#多类资料的等级相关分析采用

等级一致性检验*以
O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研究对象不同性别对室内环境色喜好比较
!

研究组

内男性橙色'黄色得分明显高于女性#男性黑色'灰色得分明显

低于女性*与对照组比较#男性橙色'紫色'黑色得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男性红色'蓝色'灰色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女性橙色'

紫色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女性白色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见表
$

*男性喜好顺序蓝'绿'

白'黄'红'橙'紫'灰'黑#女性喜好顺序为蓝'白'绿'黄'橙'红'

紫'灰'黑*

/*/

!

两组研究对象不同年龄患者室内环境色喜好比较
!

研究

组不同年龄患者颜色选择得分比较#仅红色得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O

#

%*%/

%*

$&

!

.%

岁!研究组橙色得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灰色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

'

.%

!

,/

岁!研究组橙色'紫色'黑色得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绿色'蓝色'白色'灰色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O

#

%*%/

%*

'

,/

!

+%

岁!研究组紫色'黑色得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红色得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

O

#

%*%/

%#见表
#

*不同年龄患者环境色喜好顺序比较#差

异并不明显#

$&

!

.%

岁喜好顺序由强到弱依次为蓝'绿'白'

黄'橙'红'紫'灰'黑#

'

.%

!

,/

岁喜好顺序由强到弱依次为

蓝'白'绿'黄'红'橙'紫'灰'黑#

'

,/

!!

+%

岁喜好顺序由强

到弱依次为蓝'白'绿'黄'红'橙'紫'灰'黑*

/*'

!

两组研究对象不同文化程度对环境色喜好比较
!

研究组

不同文化程度患者环境色喜好仅黑色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

#

%*%/

%*不同文化程度患者橙色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灰色得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文盲及小学患者白色得分明显

低于对照组*研究组初中及高中'大专及以上患者蓝色得分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对紫色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O

#

%*%/

%*见表
.

*不同受教育程度环境色喜好顺

序比较#差异并不明显#文盲及小学喜好顺序由强到弱依次为

蓝'绿'白'黄'红'紫'橙'灰'黑#初中及高中喜好顺序由强到弱

依次为蓝'白'绿'黄'红'橙'紫'灰'黑#大专及以上喜好顺序由

强到弱依次为蓝'白'绿'黄'橙'红'紫'灰'黑*

表
$

!!

两组研究对象不同性别对室内环境色喜好得分比较#

G È

$分&

组别
.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白 黑 灰

研究组

!

男
&#% ,*1,̀ #*,+ /*$+̀ #*#$ ,*+%̀ #*.% ,*$#̀ #*#& .*1$̀ #*,% /*,.̀ #*." ,*$"̀ #*++ +*&.̀ #*+. /*&%̀ #*/#

!

女
/%% /*$/̀ #*/. ,*"&̀ #*$& ,*#1̀ #*$& ,*$1̀ #*$. .*&&̀ #*## /*$&̀ #*.# .*1.̀ #*+" "*#1̀ #*#+ +*#"̀ #*/+

对照组

!

男
/.% /*#$̀ #*#+ ,*+$̀ #*$/ ,*+,̀ #*#, ,*..̀ #*#+ ,*#%̀ #*." ,*/.̀ #*,& ,*,&̀ #*"+ +*#,̀ #*1% +*"&̀ #*,.

!

女
,"/ ,*1&̀ #*.. ,*#&̀ #*%/ ,*.+̀ #*%" ,*,,̀ #*$1 ,*$%̀ #*.% ,*&"̀ #*,1 ,*./̀ #*"/ "*%,̀ #*+, +*+$̀ #*,+

$$ P$*+.& #*11+

""

#*.,$

"

P%*&&+ %*#&, $*1,% $*&$$ P#*$,/

"

P.*&$&

""

$# P$*1"#

"

,*+"&

""

P%*#+" P$*"#1 P#*,%%

"

+*/,,

""

P$*"1& P.*1+1

""

P"*1#+

""

$. $*$1% .*,1+

""

P%*""% P$*"/. P$*.&# $*11&

"

P#*.,%

"

%*$// P$*""$

!!

注!

$$

为研究组内男女比较&

$#

为研究组与对照组男性比较&

$.

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女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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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研究对象不同文化程度对室内环境色喜好得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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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组文盲及小学比较&

$#

为两组初中及高中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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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环境色偏好的影响
!

国外的研究

发现#人们对色彩偏好顺序基本相同#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

)

*

本研究中男'女各构成色偏好顺序倾向一致的结果与此相符

合*然而更多的研究显示#男女在颜色偏好上存在明显差

异(

#

#

+

)

*本结果显示#研究组男性患者橙色'黄色得分明显高

于女性#而黑色'灰色得分明显低于女性#提示女性患者偏好橙

色'黄色等暖色调#而男性患者偏好黑色'灰色等冷色调*从进

化的视角出发#有研究者认为男女在进化中的劳动分工不同导

致了颜色偏好的差异(

"

)

!女性采摘果实#因此对红'黄'紫等颜

色更敏感#因此喜欢这些颜色&男性负责打猎#因此更喜欢天空

和草地的颜色*本研究中男性患者较健康人群更偏好红色'蓝

色'灰色#而女性患者较健康人群更偏好白色*提示精神分裂

症患者的颜色偏好性别差异与健康人群有所不同*从两性的

人格特质和社会地位角度看#男性为提高.社交性/而偏好某些

兴奋色$黄色%&女性为提高其.攻击
)

敌意/特质而偏好某些令

人不安的颜色$橙色%#为降低其.神经质
)

焦虑/特质而偏好某

些放松和低唤醒的颜色$灰色%

(

+

)

*

有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偏好黑色'灰色与其神经质
)

焦虑因子得分呈正相关#而偏好红色'橙色与其活跃性呈负相

关#偏好白色与社交性呈负相关(

&

)

*颜色偏好与患者情绪明显

相关!积极情绪与红色偏好有明显的负相关#而与蓝色偏好有

明显的正相关(

1

)

*提示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使用蓝色'绿色

灯冷色调色彩治疗#回避红色的负性刺激#可能有助于缓解精

神分裂症患者的消极情绪#促进心理健康*

'*/

!

年龄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环境色偏好的影响
!

研究者们对

颜色偏好的年龄差异进行了一些研究#但其结果并不一致*

dE==3AC

(

$%

)发现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青春期对蓝色的喜

爱会超过红色#到了成人期颜色偏好趋于稳定#最喜爱蓝色#到

了中老年对蓝色的喜好会平稳地下降#而对绿色'红色的喜欢

逐渐增加*本研究显示#患者随年龄增长红色偏好程度逐渐上

升#而蓝色偏好程度先上升后下降#与上述文献结果一致*患

者青年期偏好灰色#不偏好橙色&中年期偏好绿色'蓝色'白色'

灰色等冷色调#不偏好橙色'紫色&壮年期偏好红色#不偏好紫

色'黑色*精神分裂症患者对颜色偏好的年龄差异可能因患者

内心倾向性的态度以及色彩分辨能力的不同所致(

$%

)

*此外#

颜色属性对患者的颜色偏好也发生影响#年长者的颜色偏好主

要取决于颜色的饱和度#而年轻人的颜色偏好与明度有关*中

年人群思想成熟#对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化#因此偏爱接近自然

的色彩$蓝色或绿色%*在无彩色中#明度最高的色为白色或黄

色#明度最低的色为黑色或紫色#中间存在一个从亮到暗的灰

色系列*在有彩色中#黄色为明度最高的色彩#紫色为明度最

低的色彩*精神分裂症患者总体上偏好明度较低的颜色#可能

与其身体功能及心理异常均有关系*因此#对于偏好黑色'白

色'灰色以及蓝绿'深蓝色的患者#应加强身心的锻炼#注意身

体各系统的功能#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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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程度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环境色偏好的影响
!

目前关

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色彩偏好的研究资料较少*早期研究

显示#文化程度对心理状况有一定的影响#文化程度与
1%

项症

状清单$

N!5)1%

%的人际敏感和精神病性呈正相关#文化程度

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这可能与文化程度高者经历较丰富#

知识面广导致心理障碍表现更丰富有关(

$#

)

*本文结果显示#

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患者对蓝色'白色'橙色'灰色偏好程度

上升&而对绿色'紫色偏好程度下降#对黑色的偏好先升后降*

与健康人群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均偏好灰色#不偏好橙色&文

化偏低患者偏好白色#文化偏高患者偏好蓝色*提示文化程度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颜色偏好有影响*有研究认为#受教育时间

较长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缺陷程度相对较轻(

&

)

#此类患者

对颜色的理解'认知和赋予的情感水平高于受教育时间较短的

患者*文化程度较低者颜色偏好于具体颜色的联想#而文化程

度较高者则多偏好于抽象意义的联想(

$

)

*这种差异会对患者

的精神心理状态产生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多的是.利用黑

色进行逃避的人/#所以这种对黑色的偏好也是患者进行自身

心理防御的方式*一般来说#文化程度高的人群#更偏好严肃'

坚实的黑色&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则偏好热情'喜庆的红色或明

快'希望的黄色*本研究中随着患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对红色的

偏好程度由高到低#而黄色偏好程度由低到高*这种颜色偏好

差异仅凭色彩联想的意义似乎难以解释*

总之#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缺少试验对象的病情

变化评估'研究的颜色材料比较单一等等#有待今后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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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型过敏性紫癜的病程*研究组患儿的疼痛
Y6N

评分从接

受浮针
)

中药治疗后第
$

个疗程开始#就较治疗前及同期对照

组出现明显降低*表明浮针
)

三草蒲灵汤联合的治疗方法有助

于迅速降低患儿关节的疼痛感#利于病情的康复*

综上所述#浮针
)

三草蒲灵汤联合的治疗方案有助于缩短

关节型过敏性紫癜患儿的病程#而且在缓解患儿关节疼痛方面

也相对传统激素治疗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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