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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化三元能量对犯人心理疾病躯体化的影响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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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 理研究所
,

北京
,

。。 湖北省武汉 监狱 中国元极学研究会

科技应用委员会 第一作者 岁
,

男
,

博士 生导师

为探索运用三元能量改善犯人心理疾病躯体化的方法
,

用症状 自评量表
一

对 人测试
,

测

试构成躯体化因子的 个项 目 结果是 运化三元 能量 人前后
‘

牙 士 分别是  士 。
、

 ! 士

。
,

差异极显著 尸 没有运化三元能量的 人前后分别是  ! 士
、

 ! 士 。 芝
,

无差 异

尸 证明运化三元能量可减轻犯人的躯体症状 此外
,

这种方法具有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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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

月 问题的提出

元极学理论认为
,

在人体生命体系中
,

并存着精

神信息系统和肉体代谢系统
,

两者相互联系
,

身心合

和
,

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信息系统摄持代谢

系统
,

使其顺乎 自然
,

自发运转
,

协同整体
,

由代谢系

统滋生信息所需的能量调养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可

以指挥代谢系统
,

代谢系统处于次要地位
,

但亦有影

响信息系统的功能
,

故人体是 以信息系统为主体 的

信息
一

代谢共同体  

躯体化是指心理问题以躯体反应或躯体症状的

形式表现出来
,

以躯体反应或躯体症状为指标
,

反映

的是代谢系统的状况
,

而借躯体化所表现 出来的心

理问题则是反映了信息系统的部分状况 身心放松
,

净听元极音乐
,

运化 三元能量可调整 血压
,

改善代

谢
,

促进消化
,

增加免疫功能等
,

因此
,

从理论上讲
,

学习元极学
,

运化三元能量
,

可以减轻或消除心理 问

题的躯体化表现 本研究拟探讨运化三元能量对心

哩问题躯体化的影响

研究方法

门 被试

以湖北省武汉监狱在押女犯人 人为研究被

关
中国元极学研究会科研基金资助项 目

收稿日期
一 一

试 根据量表 回收情况
,

有效被试为  人
,

其年龄

分布 为 岁 以下 人
,

一 岁 人
,

一

岁 人
,

一 岁 人
,

岁以上 人
,

人未

知 受教育水平分布为 文 言 人
,

小学 人
,

初 中

人
,

高 中或 中专 人
,

大专或本科 人
,

未 知

人 所犯案情分布为 经济型犯罪 人
,

暴力型犯

罪 人
,

性犯罪 人
,

未知 人 刑 期分布为

以下 人 一 的 人
,

一 的 人
,

无

期 人
,

死缓 人
,

未知 人

研究工具

以症状 自评量表
一

中构成躯体化因子

的 个项 目作为测试项 目
,

主要测查身体不适感
,

包括心血管
、

胃肠道
、

呼吸
、

神经和运动等系统的主

诉不适 症状自评量表能较准确地反映出个体的心

理症状
,

在国内外临床研究
,

特别是在心理卫生领域

中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
,

有着可靠的信度和效度
〕

研究程序

中国元极学研究会于  年 月 日至 月

日在湖北武汉监狱某 中队举办第 期元极学学

习班
,

运化三元能量
,

为期 开班之前
,

把该中队

随机分成实验组和控制组
,

其中实验组 人
,

控制

组 人 在学 习班开始之前 和结束后
,

分

别对实验组和控制组施测了
一

讨于文盲及文

化程度低 的被试
,

由主试读题
,

被试做出反应选择

若有不明白的地方
,

由主试做出中性解释

数据管理采用
,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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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 ·

研究结果

运化三元能量对犯人躯体化的影响

躯体化总分的变化

表 实验组和控制组前后躯休化总分的差异检验

表 实验组被试躯体化 两 因素运化

三元能量前 后 的 差 异检验

子 尸

因素
前测

后 沮弓

前 测

后 测

 

 

 
’

因 素 刀

组别

实验组

测试

前测

后 泪

前测

后 沮

, ’

控制组

注 代 表 水平 代表 水平 代表

水 平
,

以 下同

从表 可以看出
,

在躯体化总分上
,

实验组前测

后测差异显著
,

躯体化症状有着明显的减轻
,

而控制

组前测后测差异不显著 说明运化三元能量对犯人

的躯体化有着积极的影响

门 身区体化分项 目的分析

为了进
一

步对运化三元能量影响心理疾病的躯

体化进行分析
,

对组成躯体化因子的 个项 目进行

因素分析
,

采用主成份法提取因子
,

极大方差旋转后

得到两个因子
,

将之命名为神经与运动系统不适 因

素 和消化与呼吸等系统的不适 因素 五 各个项

目在两 因素 上 的 载 荷 见表
,

两 因 素 共 能 解 释

的方差变异
,

因此是可以接受的

表 各项 目 因素载荷和 因素解释率

项 目 因素 因素

 

运化三元能量后的不同被试特征分析

为分析不同年龄
、

文化水平
、

所犯案情
、

刑期
、

入

狱前职业
、

婚姻状况等是 否影响三元能量对减轻躯

体化的作用
,

以躯体化改善程度为因变量
,

分别进行

厂 分析 结果 见表 除年龄外
,

其他被

试特征对运化三元能量减轻犯人躯体化都无显著影

响
,

而年龄 的影响虽然达到 的水

平
,

但 检验表明
,

两者差异都未达到显著水

平
,

说 明运化三元能量减轻犯人躯体化不受这些 因

素的影响
·

表 4 躯体化症状减轻程度 的方差分析表

自变量 d f F 尸

年龄 3 104 3
.
149 6 0

.
028 2‘、

受教育水平 4 104 0
.
93 1 4 0

.
4 48 9

所犯案情 2 103 0
.
260 4 0

.
771 3

刑期 4 10 1 1
.
4 69 4 0

.
2 17 1

入狱前职业 4 97 0 1
.
3 12 2 0

.
2 70 9

婚姻状况 2 10 2 0
.
3 03 3 0

.
7 3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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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这两个因素进行 t
一

检验
,

结果见表 3
.
可以

看出
,

实验组被试在神经和运动系统 以及呼吸和消

化等系统上的不适感在运化三元能量前后都有显著

性差异
.

4 讨论与结论

4
.
1 运化三元能量可以显著减轻犯人的躯

体化症状

鉴于监狱的特殊环境
,

为便于控制监狱气氛
、

犯

人工作生活等因素
,

我们把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

组
.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

,

实验组被试在躯体化得分以

及在神经
、

运动系统和消化
、

呼吸系统等方面于运化

三元能量前后有着显著的差异
,

而控制组前测后测

差异不显著
,

这说明运化三元能量可 以显著地改善

犯人的躯体化
,

证明了我们前面提 出的假设
,

这与以

前他人在缺少控制组的条件下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是

一致的[sJ
.
我们认为

,

心理疾病的躯体化
,

往往是个

体心理出现异常
,

在躯体各个 系统上 出现功能性病

态反应
,

是心理疾病的外部表现
.
元极学提供的方法

是通过一 定的程式 来调节心理状态
,

使紊乱的心理

有序化
.
在心理有序化的基础上

,

逐步使其躯体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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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消失
.
在我们以前的研究中

,

也表明了运化二元能

量对某些身心疾病的症状有 良性作用 (见《人天科学

研究》1995 年第 4 期
,

P
38 一 41 )

.
从元极 学理论来

看
,

人体各大系统都是属于后天的有形系统
,

任何一

个系统都不足以代表 人体的整体状态
,

存在于人体

并代表人体整体状态的是三元场
.
三元场的运化

,

维

系着人体的整体运化
.
学 习元极学

,

净听元极音 乐
,

使其蕴含的天地人三元能量激发
,

唤念体内相应部

位的潜在能量
,

极化合和产生新的能量
,

可以调节脏

腑
,

疏通经络
,

使各个系统的功能得到改善
.

4
.
2 元极学具有普适性

通过对不同年龄
、

不同受教育水平
、

不同案情
、

不同刑期
、

不同婚姻状况以及入狱前所从事不同职

业等犯人运化三元能量后效果的分析
,

可以看出运

化三元能量对他们躯体化的减轻有着相同的积极作

用
.
元极学以开发在人体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信息系

统为主
,

从根本上来协调指挥代谢系统
,

减轻心理的

躯体化症状
,

因而是普遍适用的
.

5 建议

如果犯人长期有着心理疾病而未得到治疗
,

其

所表现的躯体化症状有可能导致心身疾病
,

最终对

犯人在监狱 中的健康状况及出狱后走入社会参加工

作带来不利影响
.
本研究表 明运化三元能量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减少犯人的躯体化症状
,

而且这种 方法

本身具有简便
、

见效快的特点
,

因此建议在各监狱推

广元极学和运化三元能量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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