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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环境色偏好特点及色彩与症状评分的相关性&方法
!

选取
!'"%

例住院精神分

裂症患者"精神分裂症组%及
!%%&

例健康成年人"健康对照组%进行环境色偏好测验!并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8)277

%评估

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结果
!

精神分裂症组环境色偏好顺序由强至弱依次为蓝色'白色'绿色'黄色'红色'橙色'紫色'灰色'黑色!

且对蓝色'白色'绿色'灰色的偏好程度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蓝色偏好得分与一般精神病理明显

相关"

::%#%<&

!

!

$

%#%&

%!白色偏好得分与阳性症状明显相关"

::/%#%<$

!

!

$

%#%&

%!绿色偏好得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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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明显相关

"

::%#%<'

!

!

$

%#%&

%!且与阴性症状明显相关"

::%#!%%

!

!

$

%#%&

%!灰色偏好得分与阴性症状明显相关"

::/%#%<1

!

!

$

%#%&

%&

越偏好黑色!病情越严重#越偏好红色'绿色!病情越轻&结论
!

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室内环境色的偏好程度可反映其病情严重程

度#改变室内环境色彩可对治疗效果可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

!

色彩偏好#

!

环境色#

!

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

!

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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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是高致残的重性精神疾病#病因至今不明'其

病情迁延不愈#容易复发#发病时导致患者社会功能严重受损#

给患者-家属和社会造成极大负担*

!

+

'对于长期住院患者而

言#仅靠药物治疗是不够的'以往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遗传因素-神经发育-神经生化及心理社会因素等方面*

"

+

#

对患者色彩偏好的相关研究较少'美国色彩学家认为#色彩是

一种简单明了的艺术治疗手段#通过色彩的调控和宣泄可以满

足精神病患者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颜色作为外部刺激#可能会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产生影响'然而#现有研究结果存在分歧!

有学者提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对绿色有明显偏好的结论%而
3F>

等*

'

+的研究结果证明#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偏向于棕色#健康人

群更偏向于绿色'目前#国内关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色彩偏好的

研究甚少#尤其关于色彩偏好与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研

究尚未见报道'鉴此#本研究通过室内环境色偏好试验#旨在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色彩偏好特点#研究色彩偏好是否能反

映病情严重程度'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住院患者
!'"%

例$精神分裂症组&#按照.国际疾病分类手册/$第十版&明确诊

断其为精神分裂症'性别方面#男
0"%

例#女
&%%

例%年龄方

面#

!0

!

'%

岁
&&&

例#

%

'%

!

$&

岁
$'0

例#

%

$&

!

<%

岁
'"9

例%

学历方面#小学及以下
!9&

例#初中
&"<

例#高中
'&"

例#大学

及以上
"<9

例%居住地方面#城市
&<"

例#农村
9&0

例'另通过

社区康复讲座等途径招募
!%%&

例同时期健康成年人$健康对

照组&#按照.国际疾病分类手册/$第十版&明确其未患相关精

神障碍'性别方面#男
&'%

例#女
$9&

例%年龄方面#

!0

!

'%

岁

"10

例#

%

'%

!

$&

岁
$'&

例#

%

$&

!

<%

岁
"9"

例%学历方面#小

学及以下
!''

例#初中
"09

例#高中
"!$

例#大学及以上
'9!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9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F+.BLUI?@

!

2>ABN+BH"%!9

!

\>I#!$

!

2>#"!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重点科研资助项目$

"%!'=!=%$&

&'

!!

作者简介!蒋平静#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精神分裂症方面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Y=NF?I

!

DF@Q?F>I?@,

R"

C?@F#,>N

'



例%居住地方面#城市
"10

例#农村
9%9

例'

"

组间年龄-性别-

学历-居住地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

&'精神分裂症

组与健康对照组均排除色盲-色弱者'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后参加本研究'

$#/

!

方法

$#/#$

!

环境色偏好测验
!

采用等级排序法进行研究'测验在

安静-自然光照良好的环境中进行#由
1

张不同颜色的卡片组

成$红色-橙色-黄色-绿色-青色-蓝色-紫色-黑色-白色&'所

有患者须按照各自喜好按顺序排列
1

种颜色'

1

种颜色通过

"#&,Nj"#&,N

卡片进行呈现'测验中#排序为
!

的卡片代

表最喜欢的颜色#排序为
1

的卡片代表最不喜欢的颜色'对
1

种颜色以
!

!

1

分进行排序赋值'得分均值越低表示偏好程度

越高#反之则表示偏好程度越低'

$#/#/

!

症状评定
!

所有患者完成环境色偏好测验后#采用阳

性和阴性症状量表$

8)277

&#由
!

名受培训的精神科主治医

师对患者进行
'%

!

$%N?@

的精神症状评定'共
"%

名医师参

与评定#

0(

99

(

%

%#0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877!9#%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

组资料环境色偏好程度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环境色偏好排序

的比较#采用
ZB@LFII

等级相关分析'环境色喜好得分与

8)277

评分的相关性采用
8BFHC>@

相关分析'回归分析采用

多重线性回归法#通过色彩偏好顺序对量表得分进行相关性研

究'以
!

$

%#%&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环境色偏好特点
!

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组与

健康对照组在橙色-绿色-蓝色-紫色-白色-黑色及灰色的偏好

程度上明显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

&'对主色体

系各构成色的偏好#由强至弱#精神分裂症组依次为蓝色-白

色-绿色-黄色-红色-橙色-紫色-灰色-黑色#健康对照组依次

为蓝色-绿色-白色-橙色-黄色-紫色-红色-黑色-灰色'经等

级相关处理#等级相关系数
::%#9&%

#统计意义检验
2:

"#9!%

#

"

组颜色偏好顺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在颜

色偏好顺序一致'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环境色偏好特点$

IWE

&分%

颜色
精神分裂症组

$

+:!'"%

&

健康对照组

$

+:!%%&

&

3 !

红色
&#%"W"#$0 &#!%W"#'% /%#9!1

%

%#%&

橙色
&#%"W"#"% $#$<W"#!! <#!00

$

%#%&

黄色
$#$0W"#"< $#&!W"#!< /%#'19

%

%#%&

绿色
$#!&W"#"' $#'0W"#"' /"#&09

$

%#%&

蓝色
'#1%W"#'' $#!&W"#'' /"#9%0

$

%#%&

紫色
&#'$W"#'< $#<1W"#$1 <#"9<

$

%#%&

白色
$#%0W"#<9 $#$"W"#9& /"#9''

$

%#%&

黑色
9#%!W"#&! <#<"W"#0! "#90%

$

%#%&

灰色
&#10W"#&$ <#9%W"#$$ /9#$%1

$

%#%&

/#/

!

环境色偏好得分与
8)277

评分的相关分析
!

结果显

示#偏好红色$

::%#%<'

#

!

$

%#%&

&-绿色$

::%#%<'

#

!

$

%#%&

&-黑色$

::/%#%91

#

!

$

%#%&

&与
8)277

总分明显相关%

偏好黄色$

::/%#%&9

#

!

$

%#%&

&-白色$

::/%#%<$

#

!

$

%#%&

&与阳性症状明显相关%偏好绿色$

::%#!%%

#

!

$

%#%&

&-紫

色$

::%#%&0

#

!

$

%#%&

&-黑色$

::/%#!""

#

!

$

%#%&

&-灰色

$

::/%#%<1

#

!

$

%#%&

&与阴性症状明显相关%偏好红色$

::

%#%90

#

!

$

%#%&

&-蓝 色 $

::%#%<&

#

!

$

%#%&

&-黑 色

$

::/%#%0$

#

!

$

%#%&

&-灰色$

::/%#%01

#

!

$

%#%&

&与一般

精神病理明显相关'见表
"

'

/#'

!

患者环境色偏好顺序对
8)277

评分的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
!

以
8)277

总分为因变量#

1

个环境色偏好顺序为自变

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黑色-红色-绿色顺序对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
8)277

评分具有相关性#越偏好黑色#病

情越严重%越偏好红色-绿色#病情越轻'见表
'

'

表
"

!

环境色偏好得分与
8)277

评分的相关分析$

:

%

8)277

评分 红色 橙色 黄色 绿色 蓝色 紫色 白色 黑色 灰色

阳性症状
%#%'! %#%!$ /%#%&9

"

%#%"" %#%!1 /%#%"9 /%#%<$

"

%#%!& %#%$$

阴性症状
%#%'1 /%#%!% %#%!! %#!%%

%

%#%'$ %#%&0

"

/%#%!$ /%#!""

%

/%#%<1

"

一般精神病理
%#%90

%

%#%"" %#%'% %#%'0 %#%<&

"

/%#%!9 /%#%'% /%#%0$

%

/%#%01

%

总分
%#%<'

"

%#%!" /%#%%' %#%<'

"

%#%&! %#%%' /%#%$$ /%#%91

%

/%#%&!

!!

注!

"

!

$

%#%&

#

%

!

$

%#%!

表
'

!!

患者环境色偏好顺序对
8)277

评分的

!!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项目
P C;G7

&

; ! 1&̂ 5H

常量
9'#&0% "#<1& / "9#'!%

$

%#%& <0#'%%

!

90#09%

黑
/%#&%1 %#"'< /%#%<! /"#!&1

$

%#%& /%#19!

!

%#%$<

红
%#&$$ %#"'' %#%<& "#''!

$

%#%& %#%0<

!

!#%%"

绿
%#&'% %#"<< %#%&9 !#11'

$

%#%& %#%%0

!

!#%&"

!!

注!

$

!

:%#!!"

#

$

"

:%#%!"

#

V:0#"&'

#

!

$

%#%&

%

$

"

:%#%19

#

$

"

:

%#%%1

#

V:<#'%$

#

!

$

%#%&

%

$

'

:%#!!"

#

$

"

:%#%!"

#

V:&#&'<

#

!

$

%#%&

%

/

表示无数据

'

!

讨
!!

论

!!

本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组与健康对照组在偏好顺序上都

最偏好蓝色-绿色#最不偏好黑色或灰色#但在上述色彩的偏好

程度上仍有明显差异#提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环境色偏好与健

康人群仍有不同#这与陶百平*

$

+的研究结果一致'

"

组在红

色-黄色偏好程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红色-黄色

属于暖色系#波长较长#且属于远感色#给人以温暖-积极向上

的感觉*

&

+

#受不良情绪及病理思维的影响较小'红色-黄色与

阳光色彩较接近#而阳光是生活中的(必需品)#人们对阳光的

存在习以为常#所以
"

组对这
"

种颜色的偏好趋同'在颜色偏

好的相关研究中#蓝色均为人们喜爱的颜色#可能因为蓝色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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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度和舒适度最高*

<

+

'绿色属于中性色彩#能让人宁静#使

人放松#平复内心的焦躁情绪'白色为全光色#包含完整的光

谱色#是明度最高的色彩*

9

+

#既体现清洁-纯净-神圣#也体现冷

酷-哀伤-阴冷'黑色是色彩体系中明度最低的颜色#与白色极

端对立#表达出情绪低沉状态#通常意味着单调的生活-抑郁-

痛苦的状态和对生活不感兴趣#代表着邪恶-沮丧和悲哀#可使

人烦躁及恐惧'精神分裂症患者常沉浸于自己的偏见与妄想

中#情绪抑郁或恐惧#神经性焦虑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群*

0

+

#面

对黑色会加重其病理症状#故其一般拒绝处于黑色环境中%而

心理平衡的健康人群则愿意勇敢地面对困难#适应新环境'灰

色介于白色与黑色之间#具有稳重-平凡-沉着-谦虚-中庸的感

觉'健康人群对事物的态度较精神分裂症患者鲜明#不偏好于

模棱两可的灰色'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橙色-紫色的偏好不如健

康人群'橙色属于暖色调#可激发欢快活泼-积极向上的情绪#

令人感到温暖#能启发人的思维#可有效缓解消极情绪*

1

+

'色

彩学中把不同色相的色彩分为热色-冷色和温色#从红紫色-红

色-橙色-黄色到黄绿色称为热色#以橙色最热%从青紫色-青色

至青绿色称为冷色#以青色为最冷%紫色蕴含红色#是温色'紫

色由红色和蓝色调和而成#代表高贵-神秘与优雅#也暗含了红

色的温暖*

!%

+

'因此#精神分裂症患者喜欢冷色调色彩#而不喜

欢暖色调色彩'

!!

色彩可体现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通常情况下#性格开

朗-热情的人喜欢暖色调#而性格内向-平静的人喜欢冷色

调*

!!

+

'喜欢浅色调的人大多直率开朗%喜欢暗色调-灰色调的

人大多深沉含蓄'精神分裂症患者通常伴有懒散-淡漠等症

状#呈现冷-硬-难以交流的状态'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

在康复期仍有躯体化-人际关系-抑郁-恐怖等方面的心理症

状#与健康人群比较#多伴有哀伤-阴冷的心理特点'陈征等*

0

+

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表现出更明显的社交焦虑-强迫性-易激

惹-强烈负性体验等人格特点#多采用不成熟或中间型的心理

防御机制应付困难#这与人格特征存在一定关联#提示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环境色偏好倾向与人格特征密切相关#也与情绪和

心理状态相关'环境色偏好与
8)277

评分的相关分析结果

显示#偏好黄色-白色与阳性症状明显相关'具有阳性症状的

患者多具有外向性格特征#追求(更唤醒)的颜色'其中#黄色

属于暖色调#明度极高#颜色鲜明#与自然光色较接近#是(唤醒

色彩)#表达精神饱满-积极乐观的情绪'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

人容易产生不良情绪体验#形成攻击性较强的人格特质#更需

要光明与快乐*

!"

+

'白色是我国医院传统的基本色彩#会给人

疏离-梦幻的感觉#大量白色有致幻作用#容易引起视觉生理上

的疲劳和精神上的空虚绝望#也会让患者及家人感觉压抑-紧

张而忧郁不安'本研究中#偏好绿色-紫色-黑色-灰色与阴性

症状明显相关'上述色彩偏冷色#呈现静止的感觉#而阴性症

状患者多为慢性病程#情感平淡#交流减少#通常都比较安静'

结果显示#偏好红色-蓝色与一般精神病理明显相关'蓝色是

一种冷静色彩#易于激起忧郁-冷淡-无聊-遥远-孤独-空旷-悲

伤的抽象联想#上述感受与
8)277

一般精神病理症状相符

合'红色是引人注目-热烈-冲动的色彩#长久处于红色的环境

中#易让人感到压力过大-身心俱疲#导致患者病情复发'此

外#红色-绿色-黑色与
8)277

总分明显相关#越偏好黑色#患

者病情越严重#越偏好红色-绿色#病情越轻'黑色呈现神秘的

感觉#暗含恐惧及自我防护#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存在幻觉与妄

想#较多症状均针对自己#会增加恐惧感#因此#患者越偏好黑

色说明其病情越重'

!!

综上所述#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室内环境色倾向于蓝色-白

色-绿色-灰色#其与症状评分明显相关%黑色-红色-绿色偏好

程度与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紧密相关'改变室内环

境色彩#可能对治疗效果产生积极影响#如将病房布置成浅绿

或浅蓝基调#点缀紫色或橙色装饰#避免黑色或鲜红色的刺激

等#将有利于患者情感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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