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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神经症患者抽象颜色偏好差异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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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住院神经症患者的抽象颜色偏好差异$方法
!

采用对偶比较法!对
!!"

例

住院神经症患者进行抽象颜色偏好测试$结果
!

"

+

#不同性别神经症患者颜色偏好顺序倾向一致"

"S!C'B'

!

#

#

BCB+

#!均最偏

好绿色!最不偏好黑色!其偏好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BCB.

#$"

!

#不同年龄患者颜色偏好顺序倾向一致"

!

!

S!BC!F

!

#

#

BCB+

#!

+)

!

"B

岁组最偏好黄色!

"

"B

岁组均最偏好绿色!其偏好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BCB.

#$"

"

#不同受教育程度患者颜

色偏好顺序倾向一致"

!

!

S+(C*(

!

#

#

BCB.

#!小学或文盲组最偏好红色!中学及以上组最偏好绿色%不同受教育程度患者在橙色&

白色&黑色偏好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S'C"!.

&

+!C*(+

&

+BC**.

!

#SBCB*!

&

BCBB!

&

BCBB.

#$结论
!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神经症

患者对抽象颜色的偏好无明显差异%不同受教育程度患者对冷&暖色调的颜色偏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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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性障碍%色彩偏好%抽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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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是一定波长的光作用于人眼而产生的视觉刺激%不仅

对人的生理产生影响%同时也会产生心理效应%诱发不同的心

理情感)

+<!

*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人类的色彩偏好问题做了

很多研究%旨在揭示个体色彩偏好的规律%但由于国家&时代&

文化背景等的差异%试验结果不尽相同)

"

*

$另一方面%因为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等的不同%人们面对相同的色彩也会表现出

不同的喜好)

*<.

*

$目前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不同文化背景

对色彩偏好的影响%但对同一文化背景&不同受教育水平的色

彩偏好差异研究较少$以往的研究主要针对幼儿成长中色彩

偏好变化及大学生等特殊人群%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的抽象颜色

偏好研究则少见报道)

'

*

$神经症是一组常见的精神疾病%据世

界卫生组织"

O?$

#的资料显示%

.U

!

)U

的人有神经症或人

格障碍%约为重度精神病的
.

倍)

F

*

$本研究旨在探讨不同性

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住院神经症患者的抽象颜色偏好差异%以

期对此类情绪障碍患者的色彩治疗提供帮助$

!

!

资料与方法

!C!

!

一般资料
!

选择
!B+.

年
+

月至
!B+'

年
"

月在重庆市精

神卫生中心确诊符合,精神与行为障碍的国际疾病诊断与分类

"

K,X<+B

#-诊断标准的住院神经症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

女
+.(

例 !均为汉族!年龄
+)

!

'B

岁%平均"

*'CB!R++C"*

#

岁%其中
+)

!

"B

岁
!F

例%

"+

!

*.

岁
F"

例%

*'

!

'B

岁
+!"

例!

受教育程度'小学或文盲
*"

例%中学
+"(

例%大学及以上
*+

例$排除标准'"

+

#色盲&色弱者!"

!

#器质性精神障碍&急性期

精神障碍不能完成调查者$

!C"

!

方法
!

采用对偶比较法"

5

26;47<:>1

5

2;69>3914=/>7

#

)

)

*

对被试进行抽象颜色偏好测试$

"B."

重庆医学
!B+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重点科研项目"

!B+"<+<B*.

#$

!

作者简介)杨辉"

+(FFT

#%硕士%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身心疾病

方面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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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b62>G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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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2C:>1

$



!C"C!

!

研究工具
!

自制色卡%采用
(

种颜色"红&橙&黄&绿&

蓝&紫&白&黑&灰#的色块两两组合%共
"'

种组合方式$每种颜

色以正方形色块呈现%大小为
+C*.:1 g+C*.:1

%

!

个色块一

种组合%每
*

个组合打印在
+

张长
+):1

%宽
(:1

的白色铜版

纸上$

!

个色块之间无间距"避免间距的白色视觉刺激#%但各

种组合之间有间隙$为了平衡
"'

种组合前后左右的呈现顺

序%分为甲&乙
!

组图片册%每组图片
"'

张%每个被试共完成甲

组或者乙组的
"'

次判断$颜色组合的呈现顺序采用台阶法$

!C"C"

!

测试过程
!

整个测试分为练习阶段和正式测试阶段%

均采用主试&被试一对一方式进行$所有被试在测试前都取得

其知情同意%由经过培训的精神科医师进行测试$被试的任务

是对同时呈现的两种颜色的色块进行选择&判断并告诉主试自

己更喜欢哪个颜色%记录在答题纸上$

!C"C#

!

计分方法
!

根据对偶比较法的原理%在进行两两比较

过程中%如,红色-与,橙色-比较时被试喜爱,红色-%则将,红

色-记
+

分%,橙色-记
B

分!如果被试喜爱,橙色-%则将,红色-

记
B

分%,橙色-记
+

分!如果被试既喜爱,红色-也喜爱,橙色-%

则,红色-和,橙色-各记
BC.

分%以此类推%便得到各种颜色被

选中的分数$将所有同一种颜色的分数相加%为颜色偏好得

分%平均值"

B

#体现颜色偏好程度%分值越高表示偏好程度

越高$

!C#

!

统计学处理
!

全部数据录入
&

5

672=4

%采用
MLMM+FCB

进

行统计分析$组间颜色偏好程度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两类资

料比较用
N233<O/6=34

8

"

检验%多组资料比较采用
;̂09I2G<

O2GG69

检验$组间颜色偏好排序比较%两类资料比较采用

4̂372GG

等级相关"

;

#检验%多组资料比较采用等级一致性检验

"

!

! 检验#%以
#

#

BCB.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C!

!

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神经症患者抽象颜色偏好程

度比较

"C!C!

!

不同性别患者比较
!

不同性别神经症患者各颜色偏好

程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BCB.

#%见表
+

$

表
+

!!

不同性别患者颜色偏好程度比较!

&R'

$分"

颜色 男"

%S'*

# 女"

%S+.(

#

$ #

红
*C'!R+CFB *C'+R!C+. BCB.B BC('B

橙
*C!(R+CF+ *C')R+CF' +C*)! BC+")

黄
*C))R+C)* *C.'R+CF( +C!!B BC!!!

绿
.C+!R+C)) *CF.R+C*) +C'B+ BC+B(

蓝
*C.)R+C') *CF!R+CF( BC*"" BC''.

紫
"C'!R+C)! *CB.R+CF( +C."! BC+!.

白
"C*!R!C+* "C..R!CB" BC"'! BCF+F

黑
!C''R!C"B !C!'R!CBF +C'B. BC!)F

灰
!CF(R+C(+ !C)+R+CF) BC!)) BCFF"

"C!C"

!

不同年龄患者比较
!

各年龄组抽象颜色偏好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BCB.

#%见表
!

$

"C!C#

!

不同受教育程度患者比较
!

受教育程度高者偏好白

色%受教育程度低者偏好黑色%二者偏好程度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

BCB.

#%见表
"

$

"C"

!

不同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神经症患者抽象色偏好排序

比较

"C"C!

!

不同性别患者比较
!

采用
4̂372GG

等级相关分析%提

示不同性别各构成色心理偏好序列倾向一致"

;SBCF!!

%

"S

!C'B'

%

#

#

BCB+

#%男性患者抽象颜色偏好排序为'绿&黄&红&

橙&紫&白&灰&黑!女性为'绿&蓝&橙&红&黄&紫&白&灰&黑$

表
!

!!

不同年龄神经症患者颜色偏好程度比较!

&R'

$分"

颜色
+)

!

"B

岁

"

%S!F

#

"+

!

*.

岁

"

%SF"

#

*'

!

'B

岁

"

%S+!"

#

!

!

#

红
*C)(R!C!* *C'BR!CB( *C.'R+C(. BC'+. BCF".

橙
*C.(R!CB( *C")R+CF' *C'FR+C'' +C).' BC"(.

黄
.C!'R+C)F *C'FR+C)B *C.BR+CF) .C+)+ BCBF.

绿
*C.!R+C)" .C+.R+C*) *CF'R+C'! !C*"( BC!(.

蓝
*CF*R!C+! *CFFR+C'F *C'!R+CF" BC.FB BCF.!

紫
"C'FR!C++ "C(BR+C)! *CBBR+CF" BCF!) BC'(.

白
"CF*R+C)" "C'(R!C+( "C"'R!CB" +C!"' BC."(

黑
+C(FR+C). !CBFR!CBB !C'FR!C!! .C+(( BCBF*

灰
!CF*R!CB+ !CFFR+CF) !C)*R+C)B BC+"+ BC("'

表
"

!!

不同受教育程度神经症患者颜色

!!!

偏好程度比较!

&R'

$分"

颜色
小学或文盲

"

%S*"

#

中学

"

%S+"(

#

大学及以上

"

%S*+

#

!

!

#

红
.CB(R+C.F *C..R!CB. *C"*R!C"B "C!!B BC!BB

橙
*C()R+C"F *C"'R+CFF *C).R+C(" 'C"!. BCB*!

黄
*C(.R+C"' *C..R+C(" *C')R+CFF +C+'F BC..)

绿
*CF*R+C!F *C)!R+C.( .C+!R+C(' !C!B' BC""!

蓝
*C!)R+CF( *CFBR+CF! .CB!R+CF) *C+)( BC+!"

紫
*CB.R+C'' "C(*R+C)" "CF)R+C)) BC(F) BC'+"

白
!C.!R+C!* "C')R!C+* "C()R!C+' +!C*(+ BCBB!

黑
!C)+R+C(. !C*)R!C+( +C()R+C.' +BC**. BCBB.

灰
!C.)R+C.B !C(!R+C)B !C''R!C+! +C'(" BC*!(

"C"C"

!

不同年龄患者比较
!

经等级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不

同年龄组各构成色心理偏好序列倾向一致"

#

#

BCB+

#%

+)

!

"B

岁患者抽象颜色偏好排序为'黄&红&蓝&橙&绿&白&紫&灰&黑!

"+

!

*.

岁为'绿&蓝&蓝&黄&红&橙&紫&白&灰&黑!

*'

!

'B

岁为'

绿&橙&蓝&红&黄&紫&白&灰&黑$

"C"C#

!

不同受教育程度患者比较
!

采用等级一致性检验%结

果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患者各构成色心理偏好序列倾向一致

"

#

#

BCB.

#$文化程度小学或文盲患者的抽象颜色偏好排序

为'红&橙&黄&绿&蓝&紫&黑&灰&白!中学为'绿&蓝&红&黄&橙&

紫&白&灰&黑!大学及以上为'绿&蓝&橙&黄&红&白&紫&灰&黑$

#

!

讨
!!

论

!!

以往研究表明%婴幼儿及儿童男女偏好颜色各不相同%其

差异与年龄有关%进入青春期开始男女在抽象颜色偏好方面并

无显著差异)

)<+B

*

$有研究认为%成年男女以及不同年龄段并无

*B."

重庆医学
!B+F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颜色偏好的差异)

++<+!

*

%本研究也发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神

经症患者对抽象颜色的偏好并无显著差异%与以往研究相似$

本研究显示%不同性别的神经症患者颜色偏好顺序倾向一

致%男女均最偏好绿色%均不偏好白&灰&黑等无彩色%男女仅在

黄&红&蓝&橙等
*

个颜色上排序存在差异%男性黄&红偏好顺序

靠前%女性则蓝&橙偏好顺序靠前$偏好一致的原因可能与神

经症患者的心理和情绪状态的特征有关$神经症患者表现情

绪压抑&沮丧&悲哀%内心原初的,生本能-激发出的自我复原力

让其渴望&追求某种积极的改变%让其向往&偏好可以让他焦虑

水平降低的绿色%而较少偏好代表情绪黑暗状态的灰&黑等无

彩色$颜色偏好的性别差异则因为社会角色&社会认同潜移默

化的影响%使人们的色彩偏好发生变化)

+"

*

$

不同年龄的神经症患者颜色偏好顺序倾向一致%这与以往

的研究报道不同年龄成年人颜色偏好没有差异相似$但不同

年龄段的颜色偏好顺序仍有特点%除了灰&黑色偏好顺序一致

外%其他
F

种颜色排位均存在差异$年纪轻者更多的选择黄

色&红色等暖色调%而年长者偏好于绿色&蓝色等冷色调%这与

颜色偏好的心理发展趋势相吻合%通常来讲%人类的颜色偏好

都是从婴幼儿期偏好暖色向冷色调发展)

+*

*

$这或许提示部分

神经症患者的心理年龄落后于生理年龄$

目前研究表明%文化影响颜色偏好%颜色偏好存在跨文化

的差异性与一致性%但缺乏对受教育程度这一独立因素的研

究$本研究中%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神经症患者更偏好白色%

受教育程度低者更偏好黑色%二者偏好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这可能与患者所处阶层与活动圈子不同%赋予了不同色彩

以不同的涵义有关$白色象征纯洁与高尚%黑色与阴暗&沮丧&

悲哀等关联$生物效价理论认为%颜色偏好源自人对物体颜色

联想的平均情感反应)

+.

*

%白色与白领&追求完美&孤芳自赏等

关联%同时也有难于清洁的烦恼%而黑色与希望给人神秘感&固

守自己的小世界等关联%也有肮脏之嫌%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

患者受教育程度与颜色偏好的关系$

本研究发现%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神经症患者颜色偏好顺序

倾向一致$不同受教育程度色彩心理偏好顺序分别如下%小学

或文盲文化程度者偏好的颜色顺序依次为'红&橙&黄&绿&蓝&

紫&黑&灰&白!中学文化程度者偏好的颜色顺序依次为'绿&蓝&

红&黄&橙&紫&白&灰&黑!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偏好的颜色顺

序依次为'绿&蓝&橙&黄&红&白&紫&灰&黑$受教育程度越高者

偏向于绿色&蓝色等冷色调%这可能与患者受教育程度提高后%

处理情绪方面更加克制&内敛%皮质醇唤醒水平也相对更高

有关$

由于参加本次研究的患者样本量偏少%对研究结果的准确

性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下一步的研究工作将在神经症亚型&

不同病程&不同严重程度以及治疗对颜色偏好的影响方面做深

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以期将颜色偏好的规律应用于临床治疗

与康复过程中%从而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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