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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乳受术者的某些心理特征调查与分析

刘立刚
‘

宋儒耀
1

吴伏娜
2

莫文彬
3

宋维真户

隆乳属于美容手术
。

有 人认为
“

要求隆乳者有精神

方面问题
” ,

为此
,

我们以群体为对象
,

采用正规心理

学测查方法
,

对隆乳者的心理特征进行相关对照调查

与分析
,

研究社会一 心理因素的影响
,

并使其具有与

国外资料的可比性
。

一
、

对象

设 3 组调查对象
,

第 1 组为 30 例决定隆乳者
。

第

2 组
,

29 例
,

第 3 组 3 3 例
,

均为 同期乳腺普查选定的

对照组
。

其中第 艺组的乳房发育状况与第 1 组相同
,

第

3 组乳房发育良好
。

皆由乳房及体型测量后确定
。

3 组在年龄
、

文化程度
、

职业方面相差不显著
,

匹

配 良好
。

但人均收入
,

手术组明显高于两对照组

(P < 0
.

0 1 )
,

相差非常显著
。

术后调查对象为半年 以上有随访结果的 63 例隆

乳者
。

二
、

方法

采 用 问卷法
,

包括 明尼苏 达多相个性 测查表

(MMP D
,

以下简称 MMPI
,

及针对隆乳者设计的一般

性心理调查表
。

手术组术前用个案会谈法更广泛了解
,

术后调查以邮寄术后调查表进行
。

MMPI 测查在整形外科医院及北京军区总 医院进

行
。

调查的分数计算
,

各组 匹配检验
,

分量表分数统计

及显著性检验由中科院心理所进行
。

全部调查对象的

一般情况及答题结果输入计算机
,

采用 S P SS/ PC 系统

数据处理
,

各组一般情况显著性检验 用 X 之
检验

,

分量

表显著性检验用 x s D (L e a s t 5 19 , 飞ifie a n t D 、ffe r e n e e ) 方

法

术前调查在于分析要求隆乳者的个性心理特 征
,

术 后调查在于 比较手术前后某些心理变化
。

三
、

结果

1
.

MMPI 测查结果

3 组分量表中国 T 分平均值标十 MM PI 剖析图
.

连接各分量表均值画出各组的剖析图
,

由剖析图可见 3

组各分量表的值均在 65 分以下的正常范围
。

经检验
,

3

组被试各分量表间的得分差异
,

在 L
,

K
,

sc
,

51 4 个

量表上存在显 著性
。

其 中手术组与对照组间的显著差

异在 K (d efe n 、i、 e n e s s
l访御 )和 5 1 (So e ia l in t r o v e r、10 1:

卒生二

会 内向 ) 两 个量表 〔P 、‘0
.

0 5 )
,

手术组 K 分较对照组

高而 S :
分较对照组低

。

2
.

手术前
·

般性调 查结果

手术组普遍认 为与女性性 征相关的 自信心 不 足
,

尤其在其他女性面 前暴露自己乳房时有自卑感 多以

为除胸部曲线外自己体型理想
,

他 人评价 自己体 型出

众
。

服饰选择与对照组 不同
.

愿显示身体曲线
.

并喜欢

戴有衬垫的乳罩加高乳房 对隆乳术表 示了解
,

均要求

对手术保密
。

手术目的全部 回答是 为了体型美
。

隆乳 效

果
,

多数要求与体型相配 (2 5 例 )
.

少数提出稍有改善

(3 例 )
,

或越大越好 (2 例 )
。

多数人需向家庭成员或 反

对其隆乳者隐瞒
。

手术组及发育不 良组均认为自己乳房较小
,

已育

妇女多数以为妊娠及哺乳期乳房与理想大小相称
。

3 组在夫妻关系的选择上无明显差别
。

3
.

术后调查结果

调查 63 人
,

3 例一侧假体上移
,

3 例一侧假体周围

包膜挛缩
,

隆乳硬化
,

余都感结果满意
.

体型曲线改善
,

自
_

信心增强
。

除上述 6 例有并发症者外
,

大 多在 l 个 月

内无异物感
,

3 例在 3 个月内 术后普遍愿意 显示身体

曲线
,

并再次强调对手 术保密
。

四
、

分析

手术组均 收入很高
,

平均 月家庭 人均收 入 37 4 元
,

明显 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工9 9。年我国城镇居 民 人

均收人 1 16 元 { ‘ 因系随机分组
,

说 明目前高收入是手

术动机之一
。

手术组平均年龄 31
.

5 岁
,

这与美国学者

的调查结果一致
『

‘

} 3 组文化程度
,

职 业无显著差异
.

但

与我国 目前状况相比
,

文化 层次较高
,

职业分布主要集

中在科技
、

于部
、

涉外工作
.

演员等行业
.

工 人甚 少
.

没 有农民
。

M MPI 测查结果
,

卜术组的个性在正常范围
‘

但 K

(防御 ) 量表分高于对照组
,

说明在接受 心理测查时掩

饰缺点
,

尽量表现 自己
,

惟恐他人对其 手术动 机判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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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异常
。

K 量表尚受社会地位影响
,

分数高亦表明我

国 目前隆乳者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
。

手术组 Si (社会内

向 ) 量表分低
,

说明其较对照组具有社会外向型性格
,

生活 内容丰富
.

善交际
,

这与美国隆乳者的 MM PI 测

查结果田一致
。

将各分量表的 T 分标准使用美国标准

后
、

手术组的 MMPI 剖析图同美国隆乳者的曲线相同
,

D
、

M f
、

Si 三量表分低
,

据中国常模的检测分析川
,

一

般 D 分高
,

表示常有抑郁
。

而此测查相反
,

没有抑郁
;

M f 分低表示受术者很女性化
。

手术组使用美国 T 分的

曲线呈 4
、

8 两个高峰
,

根据 4
、

8 两点编码解释
:

受测

者的行为很特殊
,

外向
,

固执
,

有自己看法
,

自持 己 见

等
。

这些亦同临床观察
。

手术组与发育不 良组乳房状况 相同
,

.

体像相同
,

〔都认为乳房比理想的小 ; 妊娠及哺乳期的乳房理想 )

但服饰选择不同
,

手术组要显示 曲线美主要与乳房大

小相关
,

对乳房有更强的否定估价
,

呈现与此有关的 自

信心 不足
,

自卑感强
,

以至认为自己的乳房是一种身体

缺陷
。

术后调查对消除这种 自卑感
,

增强 自信心有一定

作用
。

社会
,

家庭环境的影响
,

我国测查对象的手术目的

均 为体型美
,

国外资料表明以择偶或巩固婚姻为主要

目的
。

心理学将异物植人人体的心理反应分为 3 期
,

异

体物质期
,

部分同化期
,

完全同化期闭
。

除生物排斥外
,

尚有心理排斥
,

硅胶乳房假体植入后即首先进 入异体

物质期
,

有异物和不安全感
,

与呼 吸不协调
,

严重者出

现呼吸窘迫
,

主诉胸前有压迫感
,

既使放松包扎仍不能

缓解症状
,

心理暗示治疗有效
。

据找们观察一般 24 小

时后渐进入部分同化期
,

术区如有任何不适
,

即联想假

体的存在
。

只有当术后 不适症状全部消失
,

并对乳房形

态满意时
,

才渐进入完全同化期
,

一般 1一 3 个 月
。

五
、

结论

乳房发育不良接受隆乳术者的个性心理正 常
,

但

具有较强的社会外向性格
。

社会
、

经济地位高
,

对乳房

发育状况有较重的心理负担是手术的动机
。

隆乳后 对

增强 自信心有一定作用
,

假体植入后可较快得到 完全

心理同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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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烧伤并发急性心肌梗塞一例报告
吴学海

,

曾豫珍
‘

拜和平
,

陈凤枝
2 未

病例 男
,

36 岁
。

于 1 9 8 4 年 9 月 22 日触及万伏高

压电烧伤
,

有短暂昏迷
。

胸
、

会阴
、

臀部及四肢被烧伤
,

经 当地 医院急救后转入我院
。

查体
:

无异常发现
。

病人意识清楚
,

化验室检查
:

R l弓(几6
.

4 5 只 1 0 1之

/ L
,

H b 1 9 5 9 / L
,

W BC 4
.

5 2 火 1 0 9

/ L
,
N

9 4 %
,
1 6 %

,

G PT 3 0 7
u ,

G ()T 8 6
” ,

K 一 4
.

lm m o l/ L
,

N a 十

10 0 m n 飞。}/ I
,

C 1 7 6 n lm o l/I
,

C O z 1 2
.

4 m m o l/ L
。

心电图

示窦性心动过速
,

P 波正常
,

V 呈 v s
.

V 之一 V
‘

呈 Q S
,

V
。

呈 Q R S
,

ST 段 V
,

一 v
。

抬高 0
.

1 5 一 0
.

4 m v ,

部分呈

单项曲线
,

以 R 为主的导联 T 波倒置较深
。

病人既往无

心脏病及心前区疼痛 史
。

诊断为
:

¹ 高压电烧伤
,

面积

24% ( 研度 %
、

硕度 14 % ) ; º 广泛前壁急性心肌梗塞

( 见图 A )
。

治疗
:

持续吸氧
,

抗休克
、

抗感染治疗
。

创

面用双氧水冲洗
,

撒布氯霉素粉剂
,

采取暴露及清创 自

体皮移植术治疗
。

心肌梗塞用极化液 25 0 m l
,

低分子右旋

糖配 2 5Om l
,

能量合剂 50 om l每日静脉滴注一次
,

住院

120 天
,

创面愈合
。

G P T 及 G O T 降至正常
,

心电图示 V

一 v 5Q S 消失
, R 波出现

, J
、

. 导和 V
:
一 v

。T 波倒 置

深 (见图 B )
。

讨论 电烧伤并发急性心肌梗塞少见
,

我院 在 5 6。

例电烧伤中只见 l 例
。

当人体接触电流后
、

可造成体表
,

深层组织和内脏的复合性损伤
,

本病例临床上符合急性

心肌梗塞的演变规律
,

经 及时合理的治疗
,

坏死型 Q S 波

消失
, R 波出现

,

仍遗留缺血型的心电图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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