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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健康人群色彩偏好的一般性特点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

采用对偶比较法!对
$%%/

例健康人群进行抽

象颜色偏好试验!并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及艾森克人格问卷"

LMk

#进行调查和评估$结果
!

"

$

#健康人群颜色偏好顺序为

蓝'红'绿'黄'橙'灰'紫'白'黑$"

#

#不同性别'年龄'文化'性格的色彩偏好顺序倾向一致$不同性别成人在红'橙'黄'黑色的偏

好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不同年龄成人在黄'绿'黑色的偏好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不同文化程度的成

人在黄'绿'蓝'黑色的偏好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不同性格的成人在黑'灰色的偏好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O

#

%*%/

#$"

.

#性别'年龄'文化'职业'居住地'生活事件'家庭关系'性格特征是影响颜色偏好的主要因素$结论
!

健康成人的抽象

颜色偏好蓝'红色!并受生物'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色彩偏好*

!

抽象色*

!

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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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偏好问题一直吸引着众多国内外研究者#这些研究多

采用颜色偏好的排列顺序#以揭示个体颜色爱好的规律*杨敏

等(

$

)对
.

!

,

岁幼儿颜色偏好研究发现这一年龄阶段幼儿的颜

色偏好顺序为红'黄'橙'绿'蓝'紫*曹娟等(

#

)通过对偶比较法

对
$%

!

#.

岁听力障碍学生的颜色偏好进行研究#结果得到听

力障碍学生对颜色的喜好顺序为蓝'白'黄'黑'绿'红'橙'紫'

灰*

b8F8(AIA

等(

.

)发现#色彩偏好存在明显跨文化差异*

N8)

C8F8I(FE

等(

,

)的研究发现性别差异对色彩偏好影响明显#甚至

超越了文化差异的影响*可见#由于性别'个体#文化等的差

异#试验结果不尽相同*现有研究发现#颜色偏好与情绪'人格

特征'心身健康以及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

)

#但这些研究样本

量较小#主要集中在对个体现状的调查上#或者只针对颜色的

偏好顺序进行试验*因此#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出发#本研究以

红'橙'黄'绿'蓝'紫'白'黑'灰等
1

种抽象颜色色块为试验材

料#期待验证和完善健康人群的色彩偏好趋势及相关影响因

素#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通过社区

康复讲座等途径招募的健康成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精神病

筛选量表和神经症筛选量表筛查阴性且体格检查'精神状况包

括智力检查均无异常者#知情同意#排除色盲和色弱*共计

$%%/

例完成调查#均为汉族#其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

龄$

."*1"̀ $%*,"

%岁#

$&

!

.%

岁组
#1&

例#

'

.%

!

,/

岁组
,./

例#

'

,/

!

+%

岁组
#"#

例*文盲及小学
$..

例#初中及高中

/%$

例#大专及以上
."$

例*根据艾森克人格问卷$

LMk

%标准

分为内外向量表$

L

%和神经质量表$

Z

%#划分为
,

种特质!抑郁

质$

#/#

例%'胆汁质$

#%.

例%'黏液质$

$.$

例%'多血质$

$&#

例%#不符合上述特质者划分为混合型$

#."

例%*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ABX?;!@E:

!

S9=8B?C#%$"

!

Y8@*$,

!

Z8*#%

"

基金项目!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重点资助项目$

#%$.)$)%,/

%*

!!

作者简介"程雪#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老年精神医学方面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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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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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

$*/*$

!

一般情况调查
!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包括年

龄'性别'过去职业'文化'婚姻'居住情况'健康状况等%对被测

试者进行问卷测量*所有被测试者先后完成一般情况调查问

卷'颜色偏好测验'人格测验*

$*/*/

!

抽象颜色偏好试验
!

采用对偶比较法进行研究*本试

验采用
1

种颜色#即红'橙'黄'绿'蓝'紫'白'黑'灰&每种颜色

的标准参照色谱中的标准色*

1

种色块两两组合#共
.+

种组

合方式*每种组合的
#

个色块打印在
$

张长
$&93

'宽
193

的

白色铜版纸上#

#

个色块之间无间距*分为甲乙两组图片册#

每组图片
.+

张#每个被测试者共完成甲组或者乙组的
.+

次判

断*采用台阶法呈现安排颜色的呈现顺序*将每张卡片的
#

种颜色标记为
$

'

%

#假如某个被试选择甲
$

卡片时#表明其更

喜欢红色#则记为
$

&而表明其更喜欢橙色#则记为
%

*将所有

同一种颜色的分数相加#为颜色偏好得分*

$*/*'

!

人格测验
!

所有被试完成色彩偏好试验后#采用龚耀

先翻译修订的
LMk

对患者进行人格测验*

LMk

量表包括
L

'

Z

'精神质量表$

M

%'掩饰量表$

5

%*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MNN$"*%

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

计分析*平均值$

X0

每种颜色被选择累计次数"该组例数%体

现色彩偏好程度#多组资料比较采用
]C<(FA@)VA@@E(7?(=

#两

类资料比较用
XA::)V>E=:?

'

& 7?(=

*组间颜色偏好排序比

较#采用
]?:;A@@

等级相关$

#

%或等级一致性检验*色彩偏好

的影响因素相关分析#采用
M?AC(8:

'

N

H

?AC3A:

和品质相关分

析*回归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法#通过相关因素对色彩偏好

得分进行预测*以
O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健康人群抽象色偏好顺序
!

健康人群抽象色偏好顺序由

高到低依次为蓝'红'绿'黄'橙'灰'紫'白'黑*

/*/

!

相同人群不同性别'年龄'文化对色彩偏好的比较

/*/*$

!

不同性别对色彩偏好比较
!

男性色彩偏好顺序为绿'

蓝'红'黄'橙'紫'灰'白'黑&女性色彩偏好顺序为红'黄'蓝'

橙'绿'灰'紫'白'黑*采用
]?:;A@@

等级相关处理$

#0%*/&.

#

&0#*%&/

#

O

#

%*%/

%#提示男女颜色偏好顺序倾向一致*男性

对黑色的偏好程度高于女性$

$0.*/%+

#

O0%*%%%

%#但对红

色'橙色'黄色的偏好程度低于女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0P#*$#,

'

P#*1%1

'

P.*/#/

#

O

#

%*%/

%*

/*/*/

!

不同年龄对色彩偏好比较
!

$&

!

.%

岁组最偏好黄

色#

'

.%

!

,/

岁组最偏好绿色#

'

,/

!

+%

岁组最偏好红色#各

组均最不偏好黑色#且各年龄组色彩偏好顺序倾向一致$

P0

#%*1&

#

O

#

%*%$

%*不同年龄组在黄色'绿色'黑色偏好程度上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1"

'

$$*#.1

'

$1*,1/

#

O0%*%.1

'

%*%%,

'

%*%%%

%*

/*/*'

!

不同文化程度对色彩偏好比较
!

小学'中学组均最偏

好红色#中学以上组最偏好蓝色#各组均最不偏好黑色#不同文

化组色彩偏好顺序倾向一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

#

O

#

%*%/

%*在黄色'绿色'蓝色'黑色偏好程度上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

P0"*",%

'

&*+&,

'

#$*1+,

'

#"*#11

#

O

#

%*%/

%*

表
$

!!

不同气质类型研究对象颜色偏好比较#

G È

&

颜色 抑郁质 胆汁质 黏液质 多血质 中间型
P O

红
,*+1̀ $*"& ,*"1̀ $*1$ ,*1,̀ $*1&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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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 $*"/ ,*/1̀ #*%, ,*+$̀ $*1, ,*/&̀ #*%+ ,*+.̀ $*&. %*$%/ %*111

绿
,*+$̀ $*"# ,*+#̀ $*+# ,*+/̀ $*"+ ,*&1̀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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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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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 $*"+ .*1%̀ #*%% .*+1̀ #*%$ .*+1̀ $*1$ .*/%̀ #*%. "*/11 %*$%"

黑
#*&1̀ #*%, #*,#̀ #*$. #*+1̀ #*%# #*$%̀ #*$+ .*%.̀ #*%. .#*%&" %*%%%

灰
.*++̀ $*"+ ,*%1̀ $*1& ,*%"̀ $*&& .*.%̀ #*%& .*1#̀ $*"# #.*#+$ %*%%%

表
#

!!

抽象色偏好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

&

影响因素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白 黑 灰

性别
%*%+"

"

%*%1#

""

%*$$$

""

%*%.$ %*%+% P%*%$$ P%*%,& P%*$$$

""

%*%.$

年龄
%*%.+ P%*%## P%*%1,

""

P%*$$+

""

P%*%+# P%*%$+ P%*%." %*$."

""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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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
P%*%/+ %*%%1 %*%",

"

%*%"$

"

%*$,#

""

%*%%$ %*%%& P%*$/.

""

%*%/1

职业
P%*%+1

"

P%*%.# %*%.$ P%*%%& %*%#% %*%#+ %*%#& %*%,% %*$#.

""

居住地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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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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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生活事件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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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关系
%*%,+ %*%#% P%*%#+ P%*%",

"

P%*$##

""

%*%,+ P%*%#/ %*%"&

"

P%*%$#

经济状况
%*%/1 P%*%%, P%*%,, P%*%,% P%*%%$ P%*%%& P%*%$. %*%/#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ABX?;!@E:

!

S9=8B?C#%$"

!

Y8@*$,

!

Z8*#%



续表
#

!!

抽象色偏好影响因素相关分析#

#

&

影响因素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白 黑 灰

躯体疾病
P%*%/. P%*%#$ P%*%%+ %*%,$ %*%,# %*%,% P%*%#% P%*%%. %*%$/

M P%*%." P%*%/$ P%*$%#

""

P%*$&# P%*$$+

""

%*%%$ %*%," %*#,.

""

P%*%$$

L P%*%$$ %*%.1 P%*%#. %*%/" %*%#+ %*%%. %*%,. P%*$#$

""

P%*%,+

Z P%*%"1

"

P%*%&&

""

P%*%%/ P%*%+/

"

%*%#/ %*%/+ %*%$. %*$,$

""

P%*%.1

5 %*%&,

""

%*%$# P%*%%$ %*%.% P%*%/% P%*%,# P%*%## 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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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人群对色彩偏好比较
!

胆汁质与黏液质型最偏爱红

色#抑郁质最偏爱蓝色#多血质最偏爱绿色&

,

种气质类型均对

黑色最不偏好#但在黑色'灰色偏好程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

'

#.*#+$

#均
O

#

%*%$

%#见表
$

*经等级一致性检

验#不同气质类型色彩偏好顺序倾向一致$

P0#+*$#

#

O

#

%*%$

%*

/*1

!

色彩偏好影响因素分析
!

对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结果显

示#性别'年龄'文化'职业'居住地'生活事件'家庭关系'内外

向'精神质'神经质'掩饰性与抽象颜色偏好得分正相关$

O

#

%*%/

%#见表
#

*以红'橙'黄'绿'蓝'紫'白'黑'灰等颜色偏好

得分为因变量$

!

%#以性别'年龄'文化'职业'婚姻'居住地'经

济状况'躯体疾病'生活事件'家庭关系'

M

'

L

'

Z

'

5

为目变量

$

hE

%#经多元逐步分析#有
$$

个变量入选回归方程#决定系数

I

#

0%*/-

!

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主要影响

因素按其回归贡献由大到小依次为
M

$

*

0%*$&+

%'

5

$

*

0

%*$"#

%'职业$

*

0%*$%/

%'居住地$

*

0P%*$%,

%'文化$

*

0

%*$%#

%'

Z

$

*

0%*%1+

%'年龄$

*

0P%*%1,

%'性别$

*

0%*%1%

%'家

庭关系$

*

0P%*%+&

%'生活事件$

*

0%*%+"

%'

L

$

*

0P%*%+,

%*

'

!

讨
!!

论

'*$

!

健康人群的抽象色偏好特点
!

本研究结果显示#健康人

群抽象色偏好顺序由高到低依次为蓝'红'绿'黄'橙'灰'紫'

白'黑#与逯平平等(

+

)的结果很相似#只是紫色和黄色或紫色和

绿色交换了位置*这种相似性说明#时代变迁虽然影响了人们

的颜色偏好#但是仍有一定的规律性#人们对红色和蓝色的偏

好甚于对其他颜色的偏好*本结果与姚苏静(

1

)

'

?̂

等(

$%

)的研

究结果差别较大#这可能与研究中使用的颜色种类'颜色标准'

颜色呈现方式不同有关*

N9>@8((

等(

$$

)认为#人们对某颜色联

想到的生活经验和环境事物的情感效价决定了对该颜色的偏

好程度*红色给人喜庆'成功'吉祥'兴旺'热情的感觉#使人联

想到节庆'成熟的果实'红火的日子和甜蜜的爱情等*黑色给

人灾难'压抑'沉重'绝望的感觉#使人联想到漫漫的黑夜'阴森

的洞穴等*因此#人们总是偏好红色#不偏好黑色*

'*/

!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对颜色偏好的影响
!

结果显示#性

别'年龄'文化与抽象色偏好得分显著相关*男性较偏好绿色'

蓝色#女性较偏好红色'黄色*男性对黑色偏好程度明显高于

女性#而对红色'橙色'黄色的偏好程度明显低于女性#与姚苏

静(

1

)的研究结果相符合*现代研究认为#性别意识的发展和社

会角色'社会认同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人们的色彩偏好产生性

别差异(

$#

)

*成年后#男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承担着较大的责任

和压力#所以对代表冷静'坚强'深沉'刚毅的冷色调情有独钟*

女性感觉敏感'细腻#对暖色调的色彩兴奋度高*随着年龄的

增长#健康人群偏好颜色由黄到绿#最后转向红色*这种色彩

偏好的变化#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

)

*这种变化或差

异可能与色彩认知有关!一方面是心理层面#随着人们视觉形

象能力的完善#生活阅历的增加#以及社会经验的丰富#逐渐形

成的内心倾向性的态度#影响其对各种颜色的认知#产生了不

同的喜好&另外是生理层面#随着年龄的增长#颜色辨识力'视

觉形象能力'晶状体及视锥系统的功能变化影响了人们对色彩

的感知*

目前国内外对同一文化背景'不同文化水平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发现#文化程度正性预测蓝色得分#中学以上者最偏好

蓝色#中学及以下文化者最偏好红色*一般来说#文化程度低

者#色彩以具体联想为主&文化程度较高者#容易产生抽象的联

想*

hEA

等(

$,

)研究认为颜色知觉能够引发动机的产生#蓝色较

红色而言#更有利于人们完成困难及要求创造力的任务#也从

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颜色对于不同文化水平及工作任务人群

的偏好需求*

'*'

!

性格对颜色偏好的影响
!

有研究认为#人的性格分为红'

蓝'黄'绿
,

种色彩类型(

$/

)

#分别具备不同的性格特点*偏好

红色者感情用事#缺乏耐心#过于好动&偏好蓝色者性格内向#

比较保守#责任感强&偏好黄色者精力旺盛#非常坚定#过度关

注目标和结果&偏好绿色者思想解放#不以偏见人*结果显示#

胆汁质偏爱红色#抑郁质偏爱蓝色#多血质偏好绿色*黏液质

具有稳重'缓慢'持久力强的特点#其行为和情绪表现出内倾性

特质#本结果显示其偏好红色#似乎与热情好动'缺乏耐心的红

色性格不相一致(

1

)

*逯平平等(

+

)研究发现外向型和情绪不稳

定型$即胆汁质%的学生表现为偏爱蓝色#与本研究结果不一

致*所以#笔者认为色彩的偏好能在多大程度上预测某种人格

特征#以及人格特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个体的色彩喜好#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1

!

环境因素对颜色偏好的影响
!

本研究结果显示职业'居

住地'生活事件'家庭关系与颜色偏好显著相关*灰色本属于

中性的色彩#但多数情况下意味着单调的生活'沮丧和悲哀的

状态#职业'居住地与灰色显著相关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职业'

居住环境的心理需求*本研究结果显示生活事件与黄色偏好

得分显著相关*黄色象征着阳光#表达一种精神饱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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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好攻击的人格特质#因此更需要光明与快乐*家庭关系与蓝

色负相关#提示家庭关系越差#越偏好蓝色*长期家庭关系不

和睦#缺乏相应的支持和倾诉#更容易形成性格内向的蓝色性

格*人们生活在变化多端的环境世界中#一旦经验与外来的色

彩刺激发生呼应#就会在人的心理上引出某种情绪#这就是环

境因素对色彩偏好的影响*

总之#本次调研的对象仅限于成年群体#$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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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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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外麻醉所致的神经根损伤及术后腰痛具有较好的临床作

用(

$%

)

*研究发现#

7Za)

%

'

O5)$

*

'

O5)+

是介导脊神经根损伤的

主要炎症介质(

$$

)

*

本研究中#术后三组患者炎性细胞水平比较结果发现!术

后
#,

'

,&

'

"#>.

个时间点#

!

组血清
7Za)

%

水平'

O5)$

*

'

O5)+

水平均高于
6

'

Q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与
Y6N

评分结果相符合&且
6

组术后
#,

'

,&

'

"#>

血清
7Za)

%

水平'

O5)$

*

及
O5)+

水平低于
Q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与

Y6N

评分结果未完全符合#这可能与选择病例数偏少有关*

综上所述#地塞米松硬膜外注射有助于硬膜外麻醉术后神

经根损伤的治疗#减轻患者疼痛#加速患者愈合#值得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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