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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元能量减轻犯人抑郁的研究
关

王极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

北京
, � � � �� � � �� 岁

,

男
,

博士生导师 �

末焕珍 �湖北省武汉监狱
,

武汉
,

� � � � �。 �高级政工师 �

刘玉珠 �中国元极学研究会科技应用委员会
,

鄂 州
,

� �  ! � � �副研究员 �

摘 要 为了探索元极学的普适性
,

以症状自评量表 ����
一

�� �测试构成抑郁因子的 � � 个项目
,

对 �� � 多名女

犯人的测试结果显示
�

通过学习元极学
,

运化三元能量
,

犯人抑郁症状明显减轻
,

且不受年龄
、

文化水平
、

刑期
、

入狱

前职业
、

婚姻状况等的影响
,

从而证明元极学具有普适性
�

关键词 抑郁
�
元极学

�

三元能量
�
犯人

分类号 � � � �
�

�

� 问题的提出

元极学认为构成天地人的原始物质是三元
,

三

元的运化规律是生化返
,

以此解释宇宙的演化
、

社会

的运作和个人的发展
�

对个体来讲
,

如果其先天三元

和后天三元的比例适当
,

结构和谐
,

就能身体康泰
,

幸福安祥
�

否则
,

就会滋生疾病
�

学习元极学
,

运化三

元能 量
,

可协 调三元比例
,

有助 于人体的身心 健

康川
�

抑郁是指个体由于遇到某种挫折或在无缘无

故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情绪低落状态
�

处于抑郁状

态下的人
,

易从消极
、

悲观的角度看问题
,

因此容易

丧失信心
,

对待事物 总是过分认真
,

缺乏灵活性
,

容

易自寻烦恼
,

一些细微小事就能引起忧愁与苦闷
,

所

以经常愁眉不展
,

长 吁短叹
�

长期处于抑郁状态
,

会

严重影响人的身心健康
�

对犯人来说
,

如能改善或消

除他们的抑郁
,

也有助于他们接受改造和自我改造
�

因此从理论上讲
,

学 习元极学
,

运化三元能量
,

可以

减轻或消除抑郁
�

本研究拟探讨运化三元能量对抑郁的影响
�

� 研究方法

�
�

� 被试

以湖北省武汉监狱在押女犯人 � �� 人为研究被

试 �根据量表 回收情况
,

有效被试为 �� � 人 �
,

其年龄

、
中国元极学研究会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收稿 日期
�
� � � �

一
� �

一
� �

分布为
� � � 岁以下 � � 人

,

� �〕一 � � 岁 � � 人
,

� � 一 � �

岁 � � 人
,

� � � � � 岁 � � 人
,

� � 岁以上 � 人
,

� 人未

知
�
受教育水平分布为

�

文盲 �� 人
,

小学 �� 人
,

初中

� � 人
,

高中或中专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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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为 � � 人

,

� � 一 �� �
为 � � 人

,

无

期 �� 人
,

死缓 �� 人
,

未知 �� 人
�

�
�

� 研究工具

以症状 自评量表 �� �� �� �中构成抑郁因子 的

�� 个项 目作为测试项 目
,

主要测定以苦闷的心情与

心境为代表性的症状
,

包括生活兴趣的减退
、

动力缺

乏
、

活力丧失
、

失望
、

悲观等与抑郁有关的认知和躯

体方面的感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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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卫生

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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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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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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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采用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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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实脸组和控制组被抑郁总分的差异检验

� 了 � � 尸

实验组

控制组

前浏

后浏

前测

后 沮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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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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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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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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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一����

注
�

�� 代表 �
�

�� 水平
,

�� 代表 �
�

�� 水平
,

�� 代表 �
�

� �� 水 平
,

以 下 同
�

研究结果

运化三元能量对犯人抑郁状态的影响

�
�

� 抑郁总分的变化

从表 � 可以看出
,

在抑郁总分上
,

实验组前测后

测差异显著
,

抑郁症状有着明显的减轻
,

而控制组前

测后测差异不显著
�

说明学习元极学
,

运化三元能量

对犯人的抑郁症状有着积极的影响
�

�
�

�
�

� 抑郁分项目的分类

为了进一步对减轻抑郁症状进行分析
,

对组成

抑郁因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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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个因子
,

将之命名

为抑郁的情绪特征 �因素一 �
、

观念特征 �因素二 �和

对事物的兴趣 �因素三 �
�

各个项 目在 � 因素上 的载

荷见表 �
,

� 个 因素共能解释总方差变异 中的 ��  
,

因此是可接受的
�

表 � 抑郁各 项 目在 � 因素上 的载荷与解释率

郁的情绪特征和观念特征有着显著的改善
,

而对提

高犯人对事物的兴趣的效果要差些
�

表 � 实验组被试运化三元能量

前后在抑郁 � 因素上的差异检验

� 至 � � �

����

因素一
前测 � ��

后测 � � �

因素二

因素三

前测 � � �

后浪� � � �

前测 � � �

后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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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
�

� � � �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 � � � 一

一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一

�
�

� � � � � 一

�
�

� �   �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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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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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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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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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分别对这 3 个因子进行 t
一

检验
,

结果见表 3.

可以看出
,

实验组被试的抑郁的情绪特征
、

观念特征

在学习元极学前后差异显著
,

而对事物的兴趣改善

程度未达到 0
.
05 水平

,

说明本次运化三元能量对抑

3
.
2 影响三元能量减轻抑郁的不同被试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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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婚姻状况等对三元能量减轻抑郁症状是

否有影响
,

以抑郁减 轻程度 为因变量
,

分别进行了

O N E W A Y 分析
,

结果 见表 4
.
除年龄外

,

其他被试

特征对三元能量减轻犯人抑郁都无显著影响(P <

0
.
05 )

,

年龄的影响虽达到 0
.
05 的水平

,

但 S
eheffe

检验表明
,

两者差异都未达到显著水平
,

说明运化三

元能量减轻犯人抑郁不受该因素的影响
.

表 4 抑郁减轻程度 的方差分析表

自变量 df F 尸

年龄 3 104 3
.
2255 0

.
0256 ‘)

受教育水平 4 104 1
.
52 60 0

.
200 3

所犯案情 2 103 2
.
0824 0

.
1299

刑期 4 10 1 0
.
2 017 0

.
93 69

入狱前职 业 4 971 1
.
24 09 c

.
298 8

婚姻状况 2 102 0
.
4 274 0

.
653 4

4 讨论与结论

4门 运化三元能量可显著减轻犯人的抑郁

鉴于监狱的特殊环境
,

以便控制监狱气氛
、

犯人

工作生活等因素
,

我们把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
.



第 2期 王极盛等
:
用三元能量减轻犯人抑郁的研究

从本文研究结果来看
,

实验组被试在抑郁得分以及

抑郁的观念特征和情绪特征方面于运化三元能量前

后有着显著的差异
,

而控制组则差异不显著
,

这说明

学习元极学
,

运化三元能量可 以显著地减轻犯人的

抑郁
,

证明了我们前面提出的元极学可 以通过增加

体内三元能量
、

协调三元比例
,

进而减轻抑郁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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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我们认为

,

犯人在学 习元极

学后出现的抑郁减轻主要是三元场的效应
.
无论是

整体身心调理
,

还是听元极音乐
,

学习者在运化三元

能量后都能获得通体舒泰
、

精神焕发
、

心境平和安祥

的积极感受
,

有助于提高学习者的心理愉快度
,

而心

理愉快与抑郁是一对相反的心理范畴
,

心理愉快度

的增加同时就意味着抑郁的减轻
.
从元极学的角度

来看
,

元极学把没有智慧称为无明
,

即烦恼
、

狂妄
、

忧

愁等
,

抑郁也是无 明的一种表现形式
.
学习元极学

,

运化三元能量
,

有意识地调和情绪
,

稳定身心
,

通过

不断地调整升降开合
,

聚发阳中阴
、

阴中阳
,

改善体

内能量运化 系统
,

最后扫除无 明
,

因而
,

元极学有助

于调动人体潜能
,

减轻抑郁
.

本研究还进一步考察了抑郁的情绪特征
、

观念

特征以及对事物 的兴趣
,

发现运化三元能量对改善

犯人抑郁的情绪特征和观念特征有着显著的效果
,

但对提高被试对事物的兴趣要差些
.
我们认为这是

因为监狱是一个特殊的环境
,

不可能与现实社会一

样
,

他们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
,

即使对有些

事物感兴趣
,

也无法得以实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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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等的犯人学习元极学后的效果分析
,

可 以看出运

化三元能量对他们抑郁的减轻有着相 同的积极作

用
.
这说明元极学以人天整体观

、

性命学说为理论
,

据此实践
,

人们通过调补三元能量即可减轻抑郁
,

该

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
.

5 建议

处于抑郁状态的犯人易从悲观
、

消极的角度看

问题
,

经常情绪低落
,

不利于犯人接受改造和对监狱

环境的适应
.
本研究表明

,

学习元极学
,

运化三元能

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焦虑
,

而且运化三元能量

本身具有方法简便
、

见效快的特点
,

因此建议在各监

狱推广元极学
.

课题组成 员邱炳斌
、

黄明海做 了大量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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