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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腭裂是颌面部最常见的先天畸形 , 唇腭裂患

者除了生理方面畸形和功能缺陷外 , 还承受着不同

程度心理压力。目前 , 对唇腭裂患者的心理研究 ,

都是针对非畸形人群的心理量表 , 其项目不能准确

体现唇腭裂患者特有的心理特征 , 缺乏针对性 , 不

易获得理想治疗效果。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唇腭裂患

者 的 心 理 特 征 , 本 研 究 以 影 响 人 格 形 成 的 重 要 因

素———“ 自我意识”作为主要内容 , 编制了一套青

少 年 唇 腭 裂 患 者 专 用 的 心 理 量 表 , 并 初 步 用 于 临

床, 以期更深入地了解唇腭裂患者特有的心理特征。

1 材料和方法

1.1 量表的编制

1.1.1 确定量表的适用对象 量表适用于人格形成

关键时期的12—19岁、且能正确理解题项的非综合

征性唇腭裂患者。

1.1.2 制定编题计划 根据量表测量的重点 , 参考

自我意识各部分的内容和重要性 , 制定出以下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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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唇腭裂患者的自我意识心理特征 , 便于对其消极心理状态进行及时的、有针对性的心

理干预。方法 根据心理量表的编制流程和要求 , 自行设计出针对唇腭裂患者的专用心理量表 , 对唇腭裂患者组

和对照组行问卷调查 , 采用0—9级的半定量方式记分 , 然后行统计分析。结果 ①唇腭裂组自我意识总体得分为

5.91分 , 与对照组得分5.66分间无统计学差异。②男女患者间自我意识总体上无明显差别。但男性患者的人格更外

向 , 而女性在坚强、释放压力等方面优于男性。③唇腭裂患者的心理调节能力优于正常青少年。在承受失败方面 ,

明显优于对照组。唇腭裂患者具有更明显的保护性的行为抑制 : 较少与人交往。④唇腭裂患者总体亲子关系良好。

⑤多数患者对生活质量的期望值不高。⑥较多的唇腭裂患者认为语音比容貌更重要。结论 青少年唇腭裂患者的

自我意识大体处于正常水平 , 而且较正常青少年具有更好的心理调节和防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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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Self- concept Psychological Feature of Cleft Lip and Palate Adolescents LIAO Rui,

ZHENG Qian, SHI Bing, WANG Yan, LI Ling, DONG Rui, SHI Jin, YANG Chao. ( Dept. of Oral and Maxillofacial

Surgery, West China College of Stomatology,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tain the self- concept psychological feature of cleft lip and palate( CLP) adolescents

further and accurately, and offer reasons for timely and pointe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procedure and criteria of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questionnaire, a psychological questionnaire for CLP adoles-

cents was designed. 93 CLP and 88 healthy adolescents were studied by using it and their half- quantified score

raging 0- 9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①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CLP and normal ado-

lescents, scored 5.91 and 5.66 respectively, whi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self- concept of CLP adolescents was at a

normal level without obvious passive tendency. ②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s, but boys were

more extroversion while girls did better on being unyielding and releasing strain. ③CLP adolescents had a higher

ability of psychological regulation and could face failure more bravely. CLP patients were in a tendency of protective

behavior inhibition, companied less, and maximized delight mood unconsciously to decrease harm from enviroment. ④

CLP adolescents had a good parentage. ⑤A majority of patients had low expectation of life- quality. ⑥Much of CLP

patients considered that speech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appearance. Conclusion Self- concept of CLP adolescents

have normal self- concept and do better in psychological regulation and dependence than normal 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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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青少年唇腭裂患者自我意识心理量表

Tab 2 A self- concept psychological questionnaire for CLP adolescents

题计划表( 表1) 。

1.1.3 编辑题项 依据全面性、针对性的原则 , 查

阅文献 , 收集唇腭裂患者常见的心理问题, 参考自

我意识量表和国外心理调查问卷的题项 , 并征集青

少年唇腭裂患者和专家、医生的意见 , 列出105个

原始题项。每个题项占0—9分 , 完全不同意选0分 ,

完全同意选9分, 从1—8分, 同意的程度逐渐增加。

表 1 青少年唇腭裂患者自我意识心理测量编题计划

( %)
Tab 1 The compile plan about self- comcept psycholo-

gical test of CLP adolescents ( %)

编题项目 生理自我 社会自我 心理自我 合计

主观自我 10 30 20 60

投射自我 10 20 10 40

合计 20 50 30 100

测量项目

生理自我( 主观) 社会自我( 主观) 心理自我( 主观)

1 对自己容貌满意 1 自己没有不满情绪 , 如有 , 请说出对生活

2 对自己容貌是否好看抱无所谓态度 中哪些不满意

3 能接受自己现在的容貌缺陷 3 自己有很多朋友 2 在同龄人面前没有自卑感

4 容貌对自己交友、恋爱和工作没有不良影响 4 想主动结交新朋友 3 自己比其他人更坚强

5 对自己发音满意( 腭裂患者回答) 5 喜欢参加集体活动 4 自己心灵很容易遭受打击

6 没有因语音不清与人交流困难的情况( 腭裂 6 你对目前的学习或工作状况满意 5 认为自己开朗大方

患者回答) 7 不会因缺陷而降低对生活质量的追求 6 自己头脑灵敏 , 处事果断

7 不会因语音不清怕遭嘲笑而避免交谈( 腭裂 8 认为别人不应该特殊照顾自己 7 自己认定的事, 困难再大, 也要设法做到

患者回答) 9 自己得到了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8 自己能力不比同龄人差

8 在乎自己的语音不清 , 很想找办法改善( 腭裂 10 如果没有被尊重和认可, 觉得将来会吗 9 自己兴趣广泛

患者回答) 11 自己有责任照顾父母 10 自己总是精力旺盛

9 相信唇/腭裂可以手术修复 , 想尽早手术 12 不觉得自己是父母的拖累 11 对做任何事都没有兴趣

10 容貌/语音缺陷可通过其他方面的成就来弥补 13 自己的缺陷不是父母的错 12 与人相处 , 喜欢坦诚相待

11 觉得下面哪项最重要 : ①唇形 ; ②鼻形; 14 自己能对社会做出贡献 13 喜欢替别人着想 , 很少考虑自己的利益

③面形 ; ④发音 ; ⑤咀嚼 14 对自己要求严格 , 很少放任自己

12 对下面最满意的是哪部分: ①唇形; ②鼻形 ; 15 觉得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很强

③面形 ; ④发音 ; ⑤咀嚼 16 面对失败不认输 , 愿意不断尝试下去

13 对下面最不满意的是哪部分 : ①唇形; 17 觉得自己有与众不同的才能

②鼻形 ; ③面形 ; ④发音 ; ⑤咀嚼

生理自我( 投射) 社会自我( 投射) 心理自我( 投射)

1 人们常注意到自己容貌上的缺陷 1 同学朋友没有瞧不起自己 1 没注意他人对自己性格的评价

2 不在乎他人怎样看待自己的缺陷 2 同学朋友乐意与自己交往 2 在他人看来 , 你很有能力

3 他人不经常询问与自己缺陷有关的情况 3 老师很喜欢自己 3 在他人看来 , 你优柔寡断 , 拿不定主意

4 对人们的询问和好奇不感到厌倦 4 老师很信任自己 4 在他人看来 , 你做事有原则性

5 老师不在意自己的容貌缺陷/语音不清 5 人们特别关心照顾自己 5 在他人看来 , 你做事有恒心和毅力

6 同学不在意自己的容貌缺陷/语音不清 6 觉得理解帮助自己的人很多 6 同学朋友认为你开朗乐观

7 能大度地面对别人对自己缺陷的议论 7 人们愿意接纳你 7 父母认为你学习能力强 , 聪明懂事

8 人们即使表面不歧视你 , 心里还是排斥你 8 在父母的眼中 , 你是他们的骄傲

9 不在乎别人心里如何评价自己 9 老师认为你积极向上

10 觉得人情淡漠 , 世态炎凉

11 父母不把自己看作是拖累

12 父母不曾冷落自己

13 父母因为自己的先天缺陷而充满内疚

1 相信自己会在事业上有所作为

2 自己与周围人容易相处

14 父母不认为你的缺陷令他们羞于见人

15 父母为你的治疗尽了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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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题项的预测试、分析和修正 将105个原始

题项制成一套预备测试题 , 随机抽取10名符合条件

的唇腭裂患者进行预测。对题项的难度和区分度进

行 分 析 , 删 除 两 人 以 上 难 理 解 的 题 项 5 项 , 删 除

Spearman相关系数小于0.40的题项25项。

1.1.5 合成量表 采取并列直进式将剩余的75个题

项合成量表的主体部分 , 并编写指导语、答题方法

和注意事项 , 最后编制成一份完整的量表 , 见表2。

这套量表有75个题项 , 每个问题后有0—9分 , 对有

关 问 题 , 完 全 不 同 意 选0分 , 完 全 同 意 选9分 , 从

1—8示同意的程度逐渐增加。

1.2 量表的初步测试和信度效度检验

用该量表调查103名12—19岁的青少年唇腭裂

患者及其父母。采用由青少年唇腭裂患者自我意识

量表改编的正常青少年自我意识量表 , 按随机系统

抽取的原则 , 调查了成都市初、高中各一个班共96

名学生 , 将其作为对照组。删除无效量表 , 剩余有

效量表患者组93份 , 对照组88份。统计量表各题项

分值, 用SPSS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量表的检验

2.1.1 量表的分半信度检验 以奇偶数将量表题项

分成对等的两部分 , 计算回答的量表两部分得分的

Spearman相关系数, 值为0.85, 大于0.40, 表明量表

内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P<0.01) 。

2.1.2 量表的重测信度检验 比较同一患者间隔4

周 重 复 回 答 量 表 得 分 的Spearman相 关 系 数 , 值 为

0.73—0.95, 大于0.40, 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和可重复性( P<0.01) 。

2.1.3 量表的效标效度检验 通过计算唇腭裂患者

回答的量表与其父母回答的量表得分的Spearman相

关系数为0.836, 大于0.40, 表明量表具有较高正相

关性( P<0.01) 。

2.2 自我意识心理量表测试结果

2.2.1 项目得分 患者各项目均值得分5.91分 , 正

常青少年各项目均值得分5.66分 , 采用成组t检验 ,

P>0.05,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2 患者组内性别比较 男女患者间自我意识总

体上无明显差别。但男性患者的人格更外向 , 而女

性在坚强、释放压力等方面优于男性。

2.2.3 两组自我调节项目比较 患者组与对照组自

我调节有差异的题项见表3。从表3可见唇腭裂患者

的心理调节能力优于正常青少年。

2.2.4 亲子关系 从调查来看患者组处于良性的自

我意识状态。具体表现为患者没有因先天缺陷而责

怪父母 , 不觉得父母冷落自己。普遍认为父母为自

己尽了全力 , 而且在有责任照顾父母的问题上与正

常组一样, 达到了较高分值( 8.21分) 。

表 3 患者组与对照组有关自我调节有差异的题项

Tab 3 Some questions differentiate patients from

normal group in psychological self- regulation

2.2.5 对生活的满意度与期望 患者组的满意度平

均分为5.70分, 而对照组仅为3.98分, 两组间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但患者组对生活质量的期

望却不高( 4.40分) , 低于对照组。

2.2.6 语音与容貌 较多的唇腭裂患者认为语音比

容貌重要。

3 讨论

本研究自行设计的青少年唇腭裂患者自我意识

量表, 经初步应用发现: 该量表题项提问针对性强,

容易回答 , 记分方法合理, 题项数量适中 , 具有较

强的可操作性和临床实用性 , 经检验具有较高的信

度和效度 , 符合心理量表制定的有关要求[1- 2]。同时

还发现: 青少年时期唇腭裂患者的自我意识处于正

常水平。这与Richman[3]对12岁唇腭裂患者外貌、语

音与行为关系的调查中 , 患儿的自我意识总体得分

在正常范围内相同。Persson等 [4]对55例17—20岁唇

腭裂患者的自我意识研究也显示 , 患者拥有正常甚

至更积极的自我意识。

从本研究表3题项统计中发现 , 多数唇腭裂患

者虽注重自己的容貌 , 但不在乎别人的评价 , 认为

自己比别人更坚强 , 并力图通过其他方面的努力来

弥补容貌缺陷 , 与对照组比较 , 患者具有更强的遇

到困难不回避和勇于面对逆境的心理承受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 有关对于是否喜欢参加集体活

动 , 唇腭裂患者组该题项得分为5.49分 , 表明多数

患者内心有与人交往的自我意识 , 但这与日常生活

中见到的多数唇腭裂患者不喜欢与人交往的现象相

矛盾 , 其可能原因是患者想去 , 又怕别人嘲笑。唇

腭裂患者较少与人交往这一表现 , 是内心与现实矛

调查题项 患者组平均值 与对照组平均值之差

对自己容貌好看抱无所谓

的态度

3.40 0.31*

容貌缺陷可以通过其他方

面努力来弥补

5.91 0.97*

5.49 1.42*觉得自己性格开朗 , 喜欢

参加集体活动

4.64 0.66*不在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

5.83 0.77*自己比其他人更坚强

没有不满情绪 4.38 0.03*

注: *成组 t 检验 ,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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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冲突的结果。这表明青少年唇腭裂患者较正常人

具有更明显的保护性的行为抑制。这种保护虽可以

减轻压力 , 减少以后行为和情感问题 [5]。但也提示 :

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 应帮助唇腭裂患者克服内

心矛盾 , 多为他们提供与他人交往的机会 , 促其良

性自我意识的健康发展。

另外 , 在亲子关系上 , 本调查结果虽显示青少

年患者处于良性的自我意识状态。但以往有研究报

道 , 唇腭裂患儿缺乏安全感 , 心理上与父母疏远[6];

患者父母在早期也有焦虑症状 [7], 因此 , 有必要对

父母及患者双方进行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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