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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ment types and taste preferences, the present study 
tested 130 subjects who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internet with Chenhuichang’s Temperament 
Questionnaire and taste preferences questionnaire, and all data were processed using SPSS. Ac-
cording to the result we got from the analyses, we found that all temperament types and mixed 
temperament had no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taste preferences. Our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ment types and daily activities from a new way, so the result of 
our study can be widely applied to our daily life. However, there were still some defects in data 
collection, so future research might further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ment types 
and taste preferences using electroencephalography and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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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为了探讨气质类型与口味偏好之间的关系，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网上随机抽取的130名被试分

别进行了气质类型和口味偏好的测试，并通过SPSS对已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四种气质类型与口味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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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郁质四种气质类型以及混合气质类型与口

味偏好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本研究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气质类型与人们日常活动之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可以为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一些理论依据和科学建议。由于数据采集过程存在问题，未来

研究在克服缺陷的同时可以采用脑电、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对气质类型与日常活动进行更深层次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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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心理学影响力的日益增长，在许多网站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些字眼将人们的气

质类型或者个性性格与其在日常生活饮食中的口味偏好联系起来，例如，“从口味偏好看出你的个性”，

“揭秘口味偏好与性格的关系”等。心理学家发现，人的个性表现受生理的影响，尤其是气质直接受生

理制约(陆运青，翟洪昌，杨乃平，&赵秀芳，1992)。那么气质类型与口味偏好真的有关么？我们是否能

够通过了解一个人的气质类型进而推知其口味偏好呢？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科学的方法来了解气质

类型与口味偏好的关系。 
关于气质类型，罗马医生盖伦根据希波克拉底的“体液说”，将人的气质分为了四种类型，即目前

应用广泛的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和抑郁质。其中，胆汁质的个体情绪强烈、爆发迅猛但平息较快，

思维灵活却粗枝大叶，精力旺盛、争强好胜、勇敢果决，行动敏捷、刚毅顽强，但是这种类型的个体遇

事欠考量，鲁莽冒失并且容易感情用事；多血质的个体情感丰富、外向却不稳定，活泼好动、热情大方、

适应力强，这类人群的弱点是缺乏耐心和毅力，容易见异思迁；黏液质的个体情绪稳定、表情平淡，思

维灵活性较差但是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安静稳重、踏踏实实、沉默寡言，自制力强、内刚外柔，但是他

们的行为主动性较差，缺乏活力，行动迟缓；抑郁质的个体情绪体验深刻、细腻持久，情绪抑郁、多愁

善感，思维敏锐、想象力丰富，踏实稳重、自制力强，不善长交际、孤僻离群，他们的缺点是行动缓慢、

软弱胆小、优柔寡断(彭聃龄，2004)。 
关于口味偏好(在某些研究中也称为味道偏好)，本研究注重从两个维度来对被试进行考察，分别是口

味程度偏好和口味类型偏好。在口味程度偏好中，我们将口味偏好区分为偏淡、适中和偏重三个层次；

而在口味类型偏好中，我们将口味偏好区分为甜、咸、酸、辣和苦五个类别。通过对被试口味程度偏好

和口味类型偏好两个方面的考察来了解被试整体的口味偏好。 
目前已有的关于气质类型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1) 关注儿童气质类型及其形成过程；2) 关注气

质类型与成就动机、幸福感、延迟满足等心理因素的相关关系；3) 关注气质类型与音乐、体育相关因素

的关系及其在特长生选拔过程中的应用(刘文，杨丽珠，&邹萍，2004)。另外，在气质类型与生理因素的

相关研究方面，主要有 2011 年马丽娜的《大学生气质类型与微型轿车色彩偏好及意向研究》和一些关于

气质类型与血型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关于口味偏好的研究数量较少且大多数都偏重生理方

面。因此本研究可以说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气质类型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对网络上流传的一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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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相关问题进行了验证，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些有用的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被试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在相关网站上随机抽取 130 名网友作为被试进行调查, 共回收有效问卷 93 份, 
有效回收率为 71.5%。 

2.2. 研究工具 

气质类型量表采用陈会昌编制的气质测验量表(陈会昌，1995)。本量表共 60 题, 每种气质类型各 15
题。量表采用五级评分：“很符合”计 2 分；“较符合”计 1 分；“一般”计 0 分；“较不符合”计−1
分；“很不符合”计−2 分。得分计算方式如下：如果某一种气质类型的得分明显高于其他三种(均高出 4
分以上)，则可定为该种气质；如果两种气质的得分接近(差异低于 3 分)且都明显高于其他两种 (均高出 4
分以上)，则可定为两种气质的复合质；三种或三种以上气质的得分接近 (差异低于 3 分)则可定为混合质。 

口味偏好量表主要由口味程度偏好和口味类型偏好两大问题组成： 
1) 您对饮食的口味有特殊的偏好？A 偏好较淡的味道 B 偏好中等的味道 C 偏好较重的味道 
2) 您更喜欢下列哪一种口味？A 甜味 B 咸味 C 酸味 D 辣味 E 苦味 

2.3. 研究程序 

由主试人员采用统一的指导语, 在相关网站上发布问卷并及时对问卷进行回收和对数据进行处理, 
所有被试全部匿名，所获得的数据采用统计软件 SPSS19.0 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气质类型及其分布 

表 1 显示，在 93 名被试中具有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和抑郁质气质特征的人数分别有 21 人、61
人、46 人和 43 人，分别占总人数的 22.6%、65.6%、49.5%和 46.2%。表明参加调查的被试中胆汁质的个

体较少，多血质的个体较多，粘液质和抑郁质的个体数量在中等水平。 
表 2 显示，在 93 名被试中不同气质类型分别为 3 人、17 人、10 人、9 人、5 人、11 人、6 人、1 人

和 31 人，分别占总人数的 3.2%、18.3%、10.8%、9.7%、5.4%、11.8%、6.5%、1.1%和 33.3%。由此可

见，参加调查的个体中，拥有胆汁质以及胆汁质混合的气质类型的个体数量较少，而拥有多种气质混合

类型的个体在总体中所占比例较大。 
 
Table 1. Percentage of the four temperament types 
表 1. 四种气质类型分布 

气质类型 胆汁质 多血质 粘液质 抑郁质 

人数(%) 22.60 65.60 49.50 46.20 

 
Table 2. Temperament types of the 93 participants 
表 2. 93 名被试气质类型分布 

气质类型 胆汁质 多血质 粘液质 抑郁质 
胆汁— 多血— 粘液— 胆汁— 多种气质 

多血质 粘液质 抑郁质 抑郁质 混合型 

人数(%) 3.20 18.30 10.80 9.70 5.40 11.80 6.50 1.10 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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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气质类型与口味偏好的关系  

表 3 显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四种基本气质类型与个体的口味程度偏好及口味类型

偏好都没有显著相关。 

3.3. 不同气质类型与口味偏好的关系  

表 4 显示，上述九种不同气质类型与个体的口味程度偏好及口味类型偏好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相关。 

4. 结果讨论 

4.1. 气质类型的种类及其分布 

根据艾森克的个性理论，在两种单一气质类型的混合型中有且只有胆汁—多血质、胆汁—抑郁质、

多血—粘液质、粘液—抑郁质，而在过去的研究中曾经出现过多血—抑郁质、胆汁—粘液质这两种气质

类型。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划分命名并不妥当，因为据艾森克的个性理论，多血质的个性特征为外向、情

绪稳定，而抑郁质则为内向、情绪不稳定，二者的个性特征完全相反，同样胆汁质和粘液质的个性特征

也完全不同。因此，不可能存在多血—抑郁质、胆汁—粘液质的气质类型(贾玉梅，2000)。因此本研究采

用了这种观点，将气质类型划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胆汁—多血质、胆汁—抑郁质、

多血—粘液质、粘液—抑郁质和多种气质混合型等九种类型。我们推测，本研究中胆汁质个体以及有关

的混合气质类型数量较少，可能是由于性格等原因造成的，由于胆汁质个体思维灵活却粗枝大叶，难以

长久地坐在电脑前完成问卷填写，导致成功收集到的问卷当中胆汁质个体数量明显较少。 

4.2. 气质类型与口味偏好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气质类型与口味偏好之间并无显著相关，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仅仅由一个人的气

质类型来对其口味偏好进行推测，反之亦不可行。究其原因，我们认为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因素：首先，

气质是个人生来就具有的心理活动的典型而稳定的动力特征，普遍看法认为其生理机制是神经类型，也

就是说，气质类型的形成过程中先天因素所占的比例较大。此外，有相关研究表明口味偏好的形成有众

多影响因素，如地理环境、文化背景、自幼养成的饮食习惯和遗传基因等(周振华，李琳，陈明琴，周秀

芳，&李燕，2009)。由此可见，个人的口味偏好会随着一系列因素的变化发生改变，其稳定性较之气质

类型的稳定性要差一些。其次，气质类型与口味偏好的联系在于与神经类型相关的生理过程，而我们对

于不同味道与机体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无法确定不同人群对于某种特定口味的偏好是否与气质类

型相关(张根华，2007)。 
 
Table 3. Correlation of the main temperament types and taste preferences (N = 93) 
表 3. 气质类型与口味偏好的相关关系(N = 93) 

Spearman (s) 胆汁质 多血质 粘液质 抑郁质 

口味程度偏好 0.079 −0.016 −0.129 0.060 

口味类型偏好 0.036 0.086 −0.026 −0.026 

 
Table 4. 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temperament types and taste preferences in 93 subjects (N = 93) 
表 4. 93 名被试气质类型与口味偏好的关系(N = 93) 

Spearman (s) 口味程度偏好 口味类型偏好 

不同气质类型 −0.047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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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反思 

5.1. 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四种基本气质类型与口味偏好无关，且九种气质类型与口味偏

好之间也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根据上述结论，我们可以推知，想要从单一气质类型或者不同气质类型

来了解个人口味偏好是不太可能的，同样，由口味偏好对气质类型进行推理亦不可能。因此，“从口味

偏好看出你的个性”，“揭秘口味偏好与性格的关系”等网络传言是不可信的。 
当然，完全排除气质类型与所有生理因素的相关性也不合理，气质类型作为特殊神经类型的反映是

以生理结构为基础的，因此，能够影响个体神经系统的发生和发展的生理因素可能间接地与气质类型之

间具有某种联系，这些还仍待继续研究解决。在气质类型与血型的关系研究中，研究结果显示，O、A、

B 和 AB 四种血型人群的气质类型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由于被试大多取自大学生，因此无法确定是否

适用于更广泛的人群，这也说明我们在相关研究方面应该继续探索(陆运青等, 1992)。 
针对研究结果的讨论，我们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一些未经验证的理论持辩证的态度，不轻信

也不能全部否定，利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对其加以验证和检验。 

5.2. 研究反思 

对于本研究的反思如下：一方面，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从一个相对较新的角度对可能与气质

类型相关的因素——口味偏好进行了研究。从研究结果来看，并没有很明显的成果，但是我们不能否定

研究本身的价值。通过研究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气质类型的相关因素的范围，为以后的研究省去了不必要

的过程，可以说为之后的研究做了铺垫。另一方面，本研究并未得到预想中的结果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没有足够的研究资料作为参考，导致研究整体不够完善，细节部分不够严谨。其次，采用了在网

络上收集数据的方式，回收得到的问卷有效率较低，并且无法保证数据的质量，对数据准确性影响较大。

最后，知识水平有限使得对于研究课题无法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因而就无法进一步确证本研究的

准确性。 
对于笔者来说，在更广泛的收集和阅读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还应该更多的涉猎与心理学相关的不同

领域，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以求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更加快速而准确地确定研究课题并对其进行全面

的探讨。此外，有必要多加训练以达到对统计工具的熟练运用，减少研究的困难和所消耗的时间。 

5.3. 未来研究展望 

随着科学技术和研究手段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未来气质类型与口味偏好等生理心理活动之间关系

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采用脑电技术以及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由于气质类型

是特殊神经类型的反映，我们可以对脑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进行借鉴，进而更好地的探索气质类型和个体

的生理活动偏好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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