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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艾森克人格问卷和 型行为类型问卷对 名练气功二年以土 岁以上

的老年人及 名 岁以上从未练过气功的正常老人进行 了刚查
。

发现气功组神

经质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

型行为类型者气功组虽稍低于对照组
,

但无显著差

异
。

练气功 年以上者 型行为类型得分显著低于练气功 一 年的
。

上述结

果表明气功可能对改善老年人性格 中的神经质维度有作用 , 气功可能 会改龙

型行为类型
,

但练功时间至少需 年以上才可能发生改变
。

老年人性格有那些改变
,

已有了不少研究报道
,

诸如人到老年性格变得自我中心
、

内

倾
、

多疑
、

执拗
、

抑郁等 
。

但研究结果并不一致
,

有的研究认为老年人的基本性 格类

型并无变化
。

年龄不是影响性格变化的决定因素
,

而智力
、

社会地位
、

健康情况以及环境

的重要改变对性格却有重要意义 
。

尽管各家研究结果不一
,

但内倾随年龄增加 而增加

却是不少研究的共同结果阁
。
有人用明尼苏达多项个性测查表 研究发现抑郁

症状随增龄而增加
。

我们在 另一研究中用抑郁自评量表
一

 测查老年人
,

发现老年人得分较高
,

‘

因此性格中与情绪有关的成分很可能与

年龄变化有关
。

为此本文研究了用艾森克人格问卷  测查老年人的性格
,

并观察

练气功是否对老年人性格中的内外倾和神经质维度有影响
。

型行为类型的特征是强烈的抱负
、

专心致志追求事业的 目标
、

竞争性
、

敌意和时间

紧迫感
。

一些研究表明 型行为类型与冠心病的发病有关 ’。 也有报告认为 型行为类

型也与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有关川
。

冠心病与脑血管疾病都是老年人的常见病
,

并且是造

成主要死亡原因的疾病
。

为此
,

本研究试图观察气功是否对老年人 型行为类 型的改变

有影响
。

方 法

被试 气功组选择年龄在 岁以上
,

坚持练气功两年以上正常人共 人
,

其中男幼

人
,

女 人
。

平均年龄 士 岁 一 岁
。

平均受教育 士 年
。

所练功法为鹤翔

桩气功  
,

导引养生功  
,

气功自控疗法等
。

对照组选择与练功组在年龄
、

性别
、

文化程度

上相当
,

从未练过气功的正常老年人 人
,

其中男 人
,

女 人
。

平均年龄 士 岁
,

王 本文于 年 月 日 收到

国家自然 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
。

八 进修生
。

王金明现单位 广西永福县中医院
,

芦宗玉现单位 山东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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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受教育 士 年
。

经统计学处理两组被试在年龄
、

文化程度上均无显著差异
。

测查材料 选用陈仲庚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 ‘, “’和张伯源修订的行为类型

问卷进行测查 
。

结 果

一
、

艾森克人格向卷结果

艾森克人格问卷结果表明气功组与对照组在
、 、

三个分量表中无显著差异
,

而

分量表对照组得分高于气功组
,

达非常显著水平 表
。

表 得 分 结 果 的 比 较

组 别 例数
‘

气 功 组

对 照 组

。

土
。

。

土
。

。
士

。 。
士

。

。
士

。

⋯
。

士
。

。

士
。

。
士

。

检脸
,

对照组与气功组比
。 。 。 。

为了检验气功组
、

对照组之间不同性别是杏存在差异
,

我们对两组不同性别 得

分作了比较
。

表 结果大致与表 相符
,

即对照组男女性的 量表分均高于相应的气功

组
,

男性之间差异 大于女性之间差异
,

均具显著性意义
。

气功组女

性 量表分较男性为高
。

提示气功组中女性性格较男性外向
。

对照组男女性

之间 尹
、 、

四个量表分均无显著差异
。

气功组和对照组女性 量表分均稍高于相应

的男性组
,

但均未达显著性水平
。

表 男 性 与 女 性 得 分 的
。

比 较

组 别 例数

气 功 组 。
士

。

土
。 △

。
士

。

。

土
。

。

土
。

。

士
。

。

士
。

。

士
。

男女

八勺,男女对 照 组 。

士
。

。

士
。

。

士
。

二

。

士
。

。

士
。

。
士

。

土
。

。

土
。

与相应气功男
、

女组比
。 。 ,

二
。

与气功男组比 △ 。
。

老年人不同年龄阶段性格是否存在差异
,

气功对性格的影响是杏因年龄而异
,

为此我

们对气功组与对照组不同年龄阶段之间的结果进行了分析
。

岁以上因人数少未进行分

析
。

表 结果表明气功组与对照组之间 一 岁年龄阶段 量表分差异非常 显 著  
。

。 、 、

量表分无显著差别 , 一
,
。一 年龄阶段气功组与对照组之间  !

四个量表分均无显著差异
。

气功组内不同年龄阶段之间四个量表分均 无显著差异
,

分

有随增龄而增加的趋势
。

对照组内不同年龄阶段之间四个量表分也无 显著差异
,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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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随增龄而下降趋势
,

尤以 一 年龄阶段下降较多
,

但也未达显著水平
。

不 同 年 龄 阶 段 得 分 的 比 较

组 别 例数

气功组 一 ‘

一弓

一 盛

。

士
。

。

士
。

。

土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士
。

。

土
。

,

士
。

。
士

。

夕

。

士
。

月了暇口月匕,

对照组 一

一

一 峨

。
士

。

。

士
。

。

士
。

。

土
。

二
。

士
。

土
一

士
。

。

土
。 。

土

。

士
。

。

土
。

1

1 7

。

0 6 土 2
。

7

刻一
l
一

|

一

|

与相应气功组比
。 。

P < 0
.

01

我们还进行了气功组不同练功时间E P Q 得分的比较
,

结果表 明练气功 2 一 4 年与练

功 6 一 7 年各分量表得分均无显著差别
,

练气功 8 年以上因人数太少
,

未作比较
。 表明练

气功 2 一 4 年已足以对改善神经质起作用
。

二
、

行为类型问卷结果
.
我们按照张伯源等分型原则即T H + C H 为36 分及36分以上者为A 型

,

28 一35 分者为

A
一

型
,

27 分为M 型
,

1 9
~

2 6 分为 B
一

型
,

18 分及 18 分以下者
,

为B 型
。

气功组与对照组行为类型问卷结果见表 4
。

表 4 气 功 组 与 对 照 组 行 为 类 型
.
分 布 情 况

组 别 l 例数 左

气功组 15 (12
。
3 ) 3 3 ( 2 7

.
0 ) 9 ( 7

一
4
)

4 1 ( 3 3
.
6 ) 2 4

( 1 9
.
7 )

对 照组 gQ 13 (14
.4) 33 (36

.7)
,

3 ( 3

。

3 ) 2 2 ( 2 盛
.
4 ) 1 9 ( 2 1

.
1 )

护 二凡87 5 P > 0. 05 括号内为百分数

林表 4 可见虽然气功组A 加A
一

型占39
.
3%

,

而对照组A 加A
一

型占51
.
1%

,

高于气功

组
,

但x
Z
考验两组之间差异不显著

。

气功组C H + T H 得分平均为 26
.
04 土 8

.
33

,

对照组为

26
.
74 土9

.
05 两者间也无显著差异

。

气功组与对照组之间男女不同性别的对比均无显著差别
。

气功组与对照组之间不同

年龄阶段的比较也均无显著差别
。

一

气功组内与对照组内不同年龄阶段之间也 无 显 著 差

别
,

但有随增龄而行为类型问卷得分趋于降低的倾向
。

气功组内不同练功时间的对比见表 5
。

从表 5 可见T H
、

C H 及T H + C H 得分练功 2一 4 年者均显著高于练功 5 一 7 年者
说明随着练功时间的增加

,
A 型行为类型得分下降

。

表 。也可见练功 : 一 4 年者组 A 过
与A

一

型的百分率均高于练功 5 一 7年者组
,

而 B
一
及 B 型则反之

。
一

但两组之间扩检验未

达显著性水平
。

练功 8年以上者因人数太少
,

未作分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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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 同 练 功 时 间 行 为 类 型 问 卷 得 分 的 比 较

练功时间 例数 T H + C H

2 一 4 年

5 一 7 年

63

51

14。 9 4 士 4
.
6 8

12
。

6 5 士 4
。
4 8

.

1 3

。
1 6 土4

。

9 0

1 0

.

5 1 土3
一
9 2 二

28 。 1 0 土8
。

6 5

2 3

。

1 5 士7
。

6 3 二

与2一4年组比
, .

P < 0

.

05 ”P < 0
.
01

表 6

练功时间 例数

不 向 练 功 时 间 行 为
,

类 型 分 布 情 况

一

A A

一

M B-

2 ‘
一

4 年

6一 7 年

63

51

12 (1 9
.0)

3 (5
。

9 )

.

1 8 ( 2 白
。

6 )

1 1 ( 2 1

。

6 )

( 6

。

3 )

( 7

。
8 )

2 1 ( 3 3
。
3 )

1 9 ( 3 7
。

2 )

8 ( 1 2

.

7 )

1 4 ( 2 7

。

4 )

X
, =

7
.

6 6 3 P > 0
.
0 5

讨
‘

论

艾森克人格问卷中N 分代表神经质
,

神经质又称情绪性
,

分数高表明焦虑
、

担优
、

常常

郁郁不乐
、

忧心忡忡
、

情绪反应较强烈等
。

本研究结果表明气功组神经质得分非常显著

地低于对照组
,

说明练气功可能对改变性格中的神经质维度是有良好影 响的
。 ‘

气功 对改

变性格中的这种倾向有作用是可以理解的
,

因为练气功要求心平气和
、

豁达乐观
、

练功

时也要求祛除杂念
,

坦荡安稳
,

通过入静达到自我调整的目的
。

气功的哲理及方法无不对

心理活动发生影响
,

因此很可能对一些性格中的不良因素起积极作用
。

本研究也发 现练

气功 2 一 4 年与练气功 5 一 7 年者N 分并无显著差别
,

说明练气功 2 一 4 年已足以对改

善神经质起作用
。

但是本研究也不能完全排除练功组与对照组在N 分上的差异是由气功

组被试的自我选择所造成的
。

因为本研究所选择的被试都是练气功二年以上练功效果较

好的人
。

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开始练气功者均能坚持并取得较好效果的
。

因此
,

本研究

结果尚需进一步进行纵向研究加以证实
。

尽管练气功的老年人N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

但是对照组的N 分为 7
,

84 分
,

而陈仲庚等

报告年龄16 一69 岁的 36 8名男性和 27 5 名女性的 N 分分别为10
.
06 和10

.
98[ , 。]

。

因此本研

究对照组的
一

N 分也低于陈仲庚等所报告的
,

对照组的 P 分也低于 陈仲庚等所报 告的
。

因

此
,

神经质和精神质似乎是随年龄增加而下降
。

对照组 E 分稍高于陈仲庚等所 报告的
,

E 分代表内外倾维度
,

E 分高表示性格外倾
。

因此从本实验结果 看至少不能认为老年人

性格会更趋向内倾
。

L 分反映被试的
“

掩饰
、

假托或自身隐蔽
” ,

本实验对照组L 分较高

于陈仲庚等所报告的
,

说明随着增龄掩饰
、

自身隐蔽的倾向会更明显
。

这种结 果与他人

报告是一致的吧省川
。

-

·

行为类型问卷的结果发现对照组老年人T H + C H 平均得分为 26
.
7 士9

,

1

,

这结果比

张伯源等报道的27
.
2 士 8

.
1为低〔“’

。

说明A 型行为类型得分可能随增龄而下降
。

我 们将

气功组与对照组根据年龄分为三组进行分析(60 一64
,

6 5 一石9
,

70 一 7p 也 发现 T H
+ C H

得分随增龄而趋于下降
,

虽然不同年龄阶段之间羞异并未达到显著水平
。

结果表明气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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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型与A
一

型行为类型者虽然比对照组少
,

但差异并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

然而练气功 5 ~ 7

年的T H + C H 得分显著低于练气功仅 2 一 4 年的
,

这种结果提示可能练气功 2 ~ 4 年尚

不足以显著改变行为类型
,

但如练气功坚持 5 年以上
,

可能对改变 A 型行为类型有作用
。

但关于行为类型的结果同样也不能完全排除气功组的自我选择的因素
。

这尚需进一步进

行纵向研究加以证实
。

参 考 文 献

〔4 〕

〔5 〕

L 6 〕

[ 7 」

[ 8 〕

〔9 〕

〔1们

〔11」

井上腾也
, 长喃纪一 编 (江丽晾等译)

,

老年心理学
,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

,

19 86

,
p 1 5 6

。

许淑莲
,

年老心理学研究概况
,

老年学杂志
,

1 9
86

,
8 ( 8 )

,
1 20

B i
r r , n

J E
,

H
a n

d b
o o

k
o

f t h
e

p
s

y
e 五0109了 o f a g i

n g ,
V

a n

No

st r a n
d 耳
ein 五ol d Co m p . N ow Y o rk

,

1 9 7 7
,

P 6 3 5
一
e 衣4

-

K
u a :

l
e r

D
.
H

,

E
x p e r

i m e n
t

a
l p

s
y

e
h ol

o g y
a n

d 五um an ag过g , 丁比
n
W il
e了 a

nd S o n
s ,

N
e

w Y
o r

k

-

1 9 8 6
,

P 斤10
一
6 2 5

。

王征宇等
,

抑郁自评量表
,

焦虑自评量表
,

上海精神医学
,

1 9 8 4
,

2 期
,

71 一74
。

张伯源等
,

心血管病人的心身反应特点研究
: I 对冠心病人的行为类型特征的探讨

,

心理学报
,

1 9 8 5
,

1 7 ( 3 )

,
3 1 5

-

衰 左鸣等
,

A 型性格与中年和老年脑血管疾病的关系
,

老年学杂志
,

1 9
85

,
8 ( 3)

,
1 5 4

。

一
王美 芝等

,

鹤翔庄气
一

功修炼指南
,

学苑出版社
,

北京
,

1 9 8 乳

张广德
,

导 引养生功
,

中国展望 出版社
,

北京
,

1 9 8 40

陈仲庚
,

艾森克人格间卷 的项 目分析 , 心理学报
,

1 9 8 3
,

15 ( 2)
,

2 1 1
。

刘协和
,

艾森克个性间卷及艾森克个性理论
,

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
,

1 9
84

,

17 ( l)

,

53

。

E F F E C T S O F
Q I G O N G O N P E R S O N A L I T Y I N T H E E L D E R L Y

T
a n g C i m

e
i

W
五ng Jin m in g L u Z o n gy u W

ei X in g S un L i五u a

加
‘
t i t

“
t
口 o

f P 砰ch
olo夕丫,

A
c a

d
e 们I’a S 栩了ea

A b
s
t
r a e t

P e
r s o n a

l i t y
a n
d b e h

a v
i
o r P a t t e r n w

e r e i
n v e s t i g

a t e d w it h E y
s e n e

k P e
r 一

s o n a
l it y Q

u e s t i
o n n a

i
r e

( E P Q )
a n

d T 了p e A B e h
a v io r P a tte r n Q

u es tio n n a ir e

o n 1 2 2 s u b j
ee ts w h

o
h
a d P r a e tie e d q ig o n g f o r m o r e th

a n tw o y e a r s w ith

th e
a v e r a g e a g e o f 6 5

.
0 士 4

.
9
.
T h e

e o n tr o l g
r o u P in e l

u
d e d 9 0 5 5

a g e d 6 5 土4
.
4

su b j
e e ts w h

o n e v er p r a e tie e d q ig o n g
.
It 15 f

o u n d t h
a t N s e o r e o f E P Q

w a s sig n if ie a n tly lo w e r in th e q ig
o n g g r o u P th

a n th
o s e in th e

e o n tr o l g ro u P
.

T h e s u b j
e e ts w ith t了p e A b

e
li
a v io r p a tte r n w e re f ew e r in th

e q ig o n g g ro u p

th
a n th

o se in th e e o n t ro l g r o u p
,

b
u t n o s

i g
n

i f i
e a n t

d i f f
e r e n e e

w
a s

f
o u n

d

.

T h
e

s e o r e o
f T H

+
C H

o
f b

e
h

a v
i

o r
p

a
t t e r n

i
n s u

b j

e e t s
w h

o
h

a
d P

r a e t i
e e

d q i g o n g

f
o r

s
一7 y e a r s w

a s s ig
n
i f i

e a n t l y l
o
w e r t h

a n t h
o s e s u

b j
e e t s w h

o
h
a
d P r a e 一

t ie e d q i g
o n g f

o r o n
l y Z 一 4 y

e a r s
.

T h
e s e r e s u

l t
s s u g g e s t t h

a t q ig
o n g 1 5

u s e f
u
l t o t h

e
i m P r o v e m

e n t o
f n e u r o t i

e
i
s
m d i m

e n s i
o n o

f E P Q i
n t h

e

e
l d e

r
l了
.
T y p e A b

e h a v io r p a tte r n e a n b e e h a n g e d b 了 p r a etie in g q ig o n g
,

杯耳d a t l o
a s t 5 y e o r s , p r a e

t i e e 1 0 n e e e s s a r 了 fo r tli未5 eh a n客e
,

.

l

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