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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三元能量对人体作用的效应
,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 �
一
� ��

,

对运化三元能量水平不等的元

极学学习者进行问卷调查
,

并作了统计学分析
�

结果表明
,

三元能量可从某些方面提高人体健康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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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目的

本文采用症状自评量表 ��� �
一

�� �为工具
,

通过

对自评量表结果的分析以探讨元极三元能量对心理

健康的某些作用
�

� 方法

�
�

� 被试

本研究的对象为元极学学 习和实践者
,

分为 �

类—传授员
�

元极学理论水平一般
,

有些通过运化

三元能量能自我治疗某些疾病
,

� �� 人 �
教师

�

水平

较高
,

�� 人
�
教师进修

�

水平高
,

�� 人
�

�
�

� 方法

采用症状 自评量表 �� � �
一

�� �对 � 类被试者进

行问卷调查
�

� 结果

为了叙述的方便
,

在表中使用简称
�

� 类学 习元极学 � � 者
� � 类传授员

� � 类教

师
� � 类进修教师

�

� 类被试者各次的得分列于表 �
、

表 � 中
�

表 � � � �
一

�� 结果 �历士
� � 及 �一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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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士 0
.
437

32
.
95 2士2 3

.
338

0
.
37 4 士 0

.
2 58

22
.
30 9士 14

.
50 6

1
.
86 9士2

.
9 10

0
.
2 10 士 0

.
2 60

0
.
67 4 士 0

.
4 57

0
.
53 4 士 0

.
4 32

0
.
3 99 士 0

.
3 70

0
.
2 69士 0

.
2 37

0
.
3 56士0

.
3 19

0
.
15 6 士 0

.
1 98

0
.
44 1 士 0

.
5 25

0
.
3 31 士 0

.
3 30

0
.
3 57 士 0

.
3 63

O厂�nJ
表表,

中国元极学研究会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收稿日期
:1996一 0 8 一 0 1

为男
、

女被试者各项得分及相互差异
.

为不同年龄段的得分及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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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SC L
一

90 结果 (牙士
、
) 及 卜 检验

B 类与 C 类
检 脸

B 类与 D 类
检 验

C 类与 D 类
检 验

尸 尸 尸

B 类与
A 类
比较

C 类与
A 类
比较

D 类与
A 类
比较

0
.
000

0
.
000

0
.
000

0
.
569

0
.
000

0
.
003

0
.
001

.
06
.
90

3
.
61

0
.
003 .

0
.
005 .

0
.
000 .

0
.
146

0
.
000 赞

0

.

1 8 6

0

.

0 6 6

一1
.
65 一 3

.
7 9 一 6

.
17

一 1
.
57 一 3

.
7 1 一 6

.
14

一1
.
9 0 一 2

.
6 9 一 6

.
23

0
.
95 一 4

.
0 0 0

.
6 2

一 3
.
2 2 一 4

.
4 4 一 8

.
28

一 1
.
3 3 一 3

.
3 3 一 4

.
0 0

一0
.
3 0 一 2

.
1 6 一 3

.
7 3

一 1
.
56 一 2

.
89 一 4

.
17

一 2
.
86 一 2

.
84 一7

.
43

一 0
.
65 一 3

.
43 一 5

.
43

一 1
.
14 一4

.
67 一 6

.
17

一 0
.
33 一 2

.
5 3 一 2

.
04

一 1
.
00 一 1

.
4 3 一 3

.
7 1

一 0
.
67 一 3

.
5 0 一 5

.
38

nj94八了O口乃」9�Q自勺d

…
J
斗
4
月性

一 0
.
57 一 1

.
47

.
0 1

.
0 2

.
6 5

.
33

亡JCO

OJJLL‘叮口只d11口口O白月任O口乃了�b
11

……
9曰O山no‘110山

OJ

八09
�口了Q
�O甘
0
OJnjR

��匕000
口.八口OJ

..

…
n:
11321一22

总 分

总均分

阳 项 目数

阳性均分

因子 1 犯体化

2 强迫症状

3人际关系敏感 2
.
01

0
.
023.

0
.
016.

0
.
335

0
.
007.

0
.
110

0
.
033 圣

0

.

0 4 5

4 抑郁

5 焦虑

6敌 对

7 恐怖

8偏执

9精神病性

10 其他

1
.
64 0

.
104

1
.
77 0

.
0078

2
.
49 0

.
014 份

3

.

0 7 0

.

0 0 2

2

.

4 4 0

.

0 2 6
.

0

.

3 5 0

.

7 2 5

2

.

8 0 0

.

0 0 6
.

3

.

3 4

3

.

0 3

4

.

0 8

3

.

5 6

3

.

8 4

1

.

7 4

2

.

2 4

4

.

1 4

0

.

0 0 3

0

.

0 0 0

0

.

0 0 1

0

。

0 0 0

0

.

0 8 3

0

.

0 2 7

0

.

0 0 0

0

.

0 7 1

0

.

0 0 3

份

0

.

0 3 9
.

0

.

0 4 0
奋

0

.

9 7 5

0

.

0 3 9

.

0

.

0 6 5

表 4 为不同运化三元能量水平的结果及差异
.

4 讨论

1) 从表 1 的结果可以看出 ,

运化三元能量水平

不同
,

其心理健康水平亦不同
.
SCL

一

90 的得分越低
,

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
从表中的结果可以大略看出

,

传

授员
、

教师
、

进修教师的得分绝大多数是依次降低
,

表明运化三元能量水平越高
,

其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

表 3 男女两性结果 (于士
:) 及 t

一

检验

男
n = 10 2 女

n 一 11 5

总 分

总均分

阳 项 目数

阳性均分

因子 1 躯体化
2 强迫症状

3 人际 关系敏感

4 抑郁

5 焦虑

‘

6 敌对

7 恐怖

8 偏执

9精神病性

10 其他

47
.
524士2 7

.
59 3

0
.
5 31 士 0

.
3 03

3 1
.
7 86 士 16

.
88 2

1
.
5 46 士 0

.
982

0
.
4 41士 0

.
4 37

0
.
8 25士0

.
4 34

55
.
4 17 士 4 1

.
344

0
.
62 4 士 0

.
4 59

33
.
98 3 士 2 0

.
818

1
.
68 3 士 1

.
7 95

0
.
6 13 士 0

.
5 29

0
.
87 7 士 0

.
5 87

一 1
.
64

一 1
.
74

一 0
.
85

一 0
.
6 9

一 2
.
59

一 0
.
73

0
.
10 3

0
.
08 4

0
.
39 7

0
.
49 2

0
.
0 1 怪

0

.

4 6 3

0

.

7 2 2 士0
.
4 79 0

.
7 79 士 0

.
6 25

0
.
4 99 士 0

.
3 45 0

.
6 36士 0

.
5 45

一0
.
75

一2
.
19

0
.
452

0
.
02 9

.

勺矛7
口
O
口O山Q口O自�了9曰O山

O
Q口

一一一0
.
4 06士0

.
3 11

0
.
5 72士 0

.
4 67

0
.
2 46士0

.
2 84

0
.
5 27 士 0

.
4 52

0
.
55 3士 0

.
5 13

0
.
39 1士0

.
4 56

0
.
02 4 .

0
.
78 4

0
.
00 6 .

0
.
5 19 士 0

.
4 95 0

.
53 6 士 0

.
6 05 一 0. 0

.
8 27

0
.
4 93士 0

.
419 0

.
4 45 士 0

.
4 43 0

.
4 2 1

0
.
5 44 士 0

.
4 58 0

.
6 25士 0

.
5 32

0 ,

8 1

1

.

2 1 0

.

2 3 0

从传授员与教师的结果比较看
,

教师平均总分
、

总均分
、

阳性项 目均分以及 10 个因子分中的 5个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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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得分均低于传授员
,

且达到显著水平
,

说明
,

无论

从总体讲还是从某些因素看
,

运化三元能量水平高

则心理健康程度也随之提高
.

从传授员与进修教师的结果比较看
,

效果更为

突出
,

在所有 14 项分数中
,

13 项的得分进修教师的

分数都低于传授员
,

而且都达到显著或非常显著的

水平
,

说明水平的加深能促进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

从教师和进修教师的结果比较也能看出类似上

面的结果
,

在所有 14 项中有 9 项得分进修教师低于

教师
,

说明运化三元能量水平的高低同心理健康确

有密切的关系
.

2) 表 2 的结果说明
:
因子 1、 4

、

5

、

7 的得分男性

低于女性
,

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其余项 目得分两者

差异不显著
.

3 ) 表 3 中可以看出
,

在 14 项分 数中
,

有 8 项

50 岁以下运化三元能量者的得分低于 50 岁以上运

化三元能量者
,

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说明在大部分

项 目的得分者
,

年龄长者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年龄

低者
,

原因为何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

4) 从表 4 可以看出
,

有 10 项的得分运化三元

能量 Z a 以上者得分低于运化 三元能量 Z a 以下

者
,

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
.
这说 明运化三元能量时间

越长
,

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

长期运化三元能量能促进

身心健康
.

另外
,

将此次调查结果与另外 1 次调查相 比
,

即

与运化三元能量 7 d 的海 口市被试的调查结果 比

较
,

从表中可以看出
,

3 类被试与海 口被试相 比
,

3 类

被试绝大部分项 目得分低于海 口被试
,

而且进修教

师与教师被试 的得分显著低于海 口 被试
,

表 明运化

三元能量水平较深
,

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心理健康

水平
.

表 4 年龄差异结果 (历 士
:) 及 t

一

检验

50 岁以 下
n = 106 5 0 岁以 上

n ~ 112

总 分

总均分

阳项 目数

阳性均分

因子 1 躯体化

2 强迫症状

3人际关 系敏感

56
.
811士 39

.
04 2

0
.
640 士 0

.
433

3 5
.
981 士 20

.
67 2

1
.
589士 0

.
990

0
.
51 3士 0

.
508

0
.
88 7 士 0

.
52 9

0
.
83 7士 0

.
615

4 6
.
8 39 士 31

.
54 3

0
.
5 23 士 0

.
348

30
.
0 71 士 16

.
97 0

1
.
6 46 士 1

.
809

0
.
5 49士 0

.
482

0
.
8 19 士 0

.
51 1

0
.
6 72士 0

.
494

0 8

1 9

3 1

一 0.

一 0.

2 8

56

0
.
9 7

4 抑 郁

5 焦虑

6 敌对

7 恐怖

8偏执

9精神病性

10 其他

0
.
631士 0

.
538 0

.
5 14 士 0

.
379

1 7

8 7

0
.
52 6士 0

.
43 1 0

.
4 17 士 0

.
352

0
.
65 7士 0

.
55 4 0

.
4 72 士 0

.
40 5

0 5

8 3

0
.
357 士 0

.
40 7 0

.
2 90 士 0

.
373

0
.
646 士 0

.
593 0

.
4 16士 0

.
493

1
.
2 6

3
.
12

0
.
581士 0

.
45 1

0
.
613士 0

.
528

0
.
3 61 士 0

.
384

0
.
5 61 士 0

.
47 1

3
.
88

0
.
7 7

0
.
03 9 份

0

.

0 2 9

份

0

.

0 2 2

赞

0

.

7 7 6

0

.

5 7 7

0

.

3 3

0

.

0 3 1

,

0

.

0 6 3

0

.

0 4 2

.

0

.

0 0 5

香

0

.

2 1 0

0

.

0 0 2

.

0

.

0 0 0

长

0

.

4 4 4

5 结论

l) 从总的方面看
,

学习元极学运化三元能量从

某些方面提高人的身心健康水平
,

运化三元能量水

平越高
,

心理健康水平越高
.

2) SC L
一

9 0 问卷中男女两性在总分和阳性项 目

均分
,

和 4项因子上男性得分明显低于女性
,

其余大

部分项 目男女两性差异不显著
,

说 明运化三元能量

者性别因素对心理健康水平影响在总的方面表现差

异
,

在具体项 目方面表现不明显
,

且这种差异是性别

本身造成的还是同运化三元能量有关尚待进一步的

研究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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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龄长者(在本研究中为高于 50 岁者)学习 4) 运化三元能量时间越长
,

心理健康水平越

元极学后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年龄低者
.

高
.

表 5 运化三元能量时间长短差异 结果( 历士
;) 及 t

一

检验

运化三元能量 Z
a

运化三元能量 Z
a

n = 10 5 n = 11 1

O口9曰11内Dg�乙J任内h�Q曰gJC口�6

……
八
j
COCOC
nj,1

总 分

总均分

阳项 目数

阳性项 目均分

因子 1 躯体化

2 强迫症状

3人际关系敏惑

60
.
448士 37

.
7 88

0
.
68 1士0

.
4 18

3 7
.
29 2 士 1 9

.
692

1
.
65 7 士 0

.
9 93

0
.
64 9 士 0

.
5 27

0
.
92 4 士 0

.
5 09

0
.
86 7 士 0

.
6 11

4 3
.
928 士 3 1

.
7 38

0
.
49 1士 0

.
35 1

2 9
.
14 4 士 1 7

.
6 13

1
.
58 5士1

.
8 18

0
.
43 1士 0

.
43 7

0
.
7 95 士 0

.
52 3

0
.
64 4士0

.
48 8 2

.
9 7

0
.
00 1 份

0

.

0 0 0

任

0

.

0 0 2

.

0

.

7 2 1

0

.

0 1

.

0

.

0 6 6

0

.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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