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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利弊权衡与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关系：
感觉寻求的中介作用

谢威士　李　惠　王　玉　左训雅
（合肥师范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　目的　探讨吸烟利弊权衡对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的影响，以及感觉寻求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
感觉寻求量表、吸烟利弊权衡量表（包括利“Ｐｒｏｓ”和弊“Ｃｏｎｓ”两个维度）和尝试吸烟清单对来自安徽、河南、湖
北、江苏的６２８名青少年进行调查。结果　Ｐｒｏｓ对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０．３６，Ｐ＜０．００１）；
Ｃｏｎｓ对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０．２９，Ｐ＜０．００１）；感觉寻求在吸烟利弊权衡的 Ｐｒｏｓ与青少
年尝试吸烟行为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１３％［９５％ＣＩ（０．０２，０．０９）］。结论　吸烟利弊权
衡不仅直接影响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还通过感觉寻求的间接作用影响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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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健康中国行动（２０１９
－２０３０年）》文件中提到，“控烟行动”是１５个重大
专项行动之一 ［１］。青少年尝试吸烟人数呈逐年上

升的趋势，已成为高吸烟率的主要因素［２］。吸烟

利弊权衡与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关系密切，是尝试

吸烟行为影响因素之一［３］。研究发现，认为吸烟

利大于弊的青少年，他们会将吸烟看作一种可以缓

解疲劳和焦虑的手段，从而强化吸烟行为 ［４］。另

外，人格特质与成瘾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５］。

感觉寻求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是与成瘾行为关系最

为密切的风险因素之一［６］。感觉寻求是个体为获

得变化、奇异和复杂的感觉体验而承担可能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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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心理或社会等方面风险活动的倾向［７］。因此，

高感觉寻求更容易选择吸烟、饮酒等成瘾行为［８］，

青少年吸烟利弊权衡与感觉寻求关系密切。利弊

权衡能够限制青少年寻求刺激的冒险冲动而产生

自我控制［９］，降低青少年因感觉寻求倾向导致的

冲动吸烟行为。由此可以推测，感觉寻求在吸烟利

弊权衡与尝试吸烟行为关系间可能存在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假设吸烟利弊权衡对青

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存在预测作用，且感觉寻求在吸

烟利弊权衡与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关系中起中介

作用。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方法，选取安徽、河南、湖北、江

苏青少年为被试，共获得有效问卷 ６２８份。其中，
男生３０９人（４９．２％），女生３１９人（５０．８％）；初一
９０人（１４．３％），初二 ８１人（１２．９％），初三 １２５人
（１９．９％），高一 １３４人 （２１．３％），高二 ８９人
（１４２％），高三 １０９人（１７．４％）。年龄范围（１１～
１９）岁。其中，无吸烟经历者４８５人，吸烟者３４人，
曾经尝试吸烟者１０９人。
１．２　调查工具
１．２．１　吸烟尝试清单　采用 Ｈｕｄｍｏｎ等［１０］编制

的青少年尝试吸烟清单，该量表由 １５个项目构
成，为单一维度。采用李克特 ５点计分，即从“１
（非常不想）”到“５（非常想）”，得分越高表示越容
易出现尝试吸烟行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为 ０．９７。
１．２．２　 利弊权衡量表（ＤＢＳ）　采用 Ｃｈｅｎ等［１１］

修订的吸烟利弊权衡量表，由１２个条目构成，分为
Ｐｒｏｓ（利）和Ｃｏｎｓ（弊）２个维度。采用李克特 ５点
计分，即从“１（非常不同意）”到“５（非常同意）”。
Ｐｒｏｓ（利）因子得分越高，说明青少年对吸烟所带来
的益处认识越高，Ｃｏｎｓ（弊）因子得分越高，说明青
少年对吸烟所造成的危害认识越高。本研究中该

Ｐｒｏｓ分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 ０．８８，Ｃｏｎｓ分量表
为０．８５。
１．２．３　 感觉寻求量表（ＳＳＳ）　采用陈丽娜等［１２］

修订后的感觉寻求量表，由 ３０个项目构成，分为
ＴＡＳ（兴奋与冒险寻求）和 Ｄｉｓ（去抑制）两个维度；
采用李克特三点计分，即从“０（不想做）”到“２（想
做，有机会一定去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整体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９２。ＴＡＳ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为０．９４；Ｄｉｓ分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３。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单因子分析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运用
Ｐｒｏｃｅｓｓ３．３对感觉寻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特征根大于 １的因子共有 ２个，解释了

５６２５％的变异；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３２６６％，小于４０％的临近值，表明数据不存在严重
的共同方法偏差。

２．２　各变量相关分析
Ｐｒｏｓ（利）、感觉寻求和尝试吸烟行为呈两两正

相关（Ｐｓ＜０．０１），Ｃｏｎｓ（弊）与感觉寻求、尝试吸烟
行为呈负相关（Ｐｓ＜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珋ｘ±ｓ ＴＴＳＩ Ｃｏｎｓ Ｐｒｏｓ

ＴＴＳＩ １９．３５±８．２９ －

Ｃｏｎｓ ２５．４０±５．０５ －０．３３ －

Ｐｒｏｓ １２．５４±４．７９ ０．３８ －０．１６ －

ＳＳＳ ４５．５３±１１．２４ ０．３３ －０．１０ ０．２５

　　注：ＴＴＳＩ尝试吸烟行为；Ｃｏｎｓ弊；Ｐｒｏｓ利；ＳＳＳ感觉寻求； Ｐ＜

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２．３　感觉寻求的中介效应
采用 Ｈａｙｅｓ（２０１２）编制的 ＳＰＳＳ宏程序

ＰＲＯＣＥＳＳ中的Ｍｏｄｅｌ４（简单中介模型），在控制性
别和年龄的情况下，首先对感觉寻求在 Ｐｒｏｓ与尝
试吸烟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然后再对感

觉寻求在Ｃｏｎｓ与尝试吸烟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
行检验。结果表明：Ｐｒｏｓ对尝试吸烟行为存在正向
预测作用。加入感觉寻求这一中介变量后，Ｐｒｏｓ依
然正向预测尝试吸烟行为（见表２）。说明感觉寻
求在Ｐｒｏｓ与尝试吸烟行为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Ｃｏｎｓ对尝试吸烟行为存在负向预测作用（β＝
－０．３１，Ｐ＜０．００１）。加入感觉寻求这一中介变量
后，Ｃｏｎｓ依然负向预测尝试吸烟行为（β＝－０．２９，Ｐ
＜０．００１），但是 Ｃｏｎｓ对感觉寻求不存在预测作用
（β＝－０．０７，Ｐ＞０．０５）。因此，中介效应不成立。见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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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感觉寻求在Ｐｒｏｓ（利）对尝试吸烟行为的中介效应

结果

变量

预测

变量

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显著性

Ｒ２ Ｆ β ｔ
ＳＳＳ 性别 ０．１９ ４８．６５ ０．２３ ３．２２

年龄 ０．１７ ９．０３

Ｐｒｏｓ ０．２０ ５．４１

ＴＴＳＩ 性别 ０．１７ ４１．１１ ０．１９ ２．５４

年龄 ０．０５ ２．４８

Ｐｒｏｓ ０．３６ ９．７１

ＴＴＳＩ 性别 ０．２１ ４１．５７ ０．１３ １．８２
年龄 ０．０１ ０．３６
ＳＳＳ ０．２４ ６．００

Ｐｒｏｓ ０．３１ ８．４８

图１　中介模型路径图

偏差校正百分位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表明，感觉寻
求的间接效应值为０．０５，９５％ＣＩ为（０．０２，０．０９），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０．３６）的比例为 １３％（见表
３）。这表明感觉寻求在Ｐｒｏｓ与青少年尝试吸烟行
为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Ｐｒｏｓ既能直接影响青
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又能通过感觉寻求间接影响青

少年尝试吸烟行为。

表３　中介效应的效应值检验

Ｅｆｆｅｃｔ（Ｂ） ＢｏｏｔＳＥ ＢｏｏｔＬＬＣＩＢｏｏｔＵＬＣＩ效应占比
直接效应 ０．３１ ０．０６ ０．２０ ０．４４ ８７％
ＳＳＳ间接效应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９ １３％
Ｐｒｏｓ总效应 ０．３６ ０．０５ －０．４０ －０．２０

３　讨论

利弊权衡作为一种决策认知，对个体行为结果

起重要作用［１３１４］。本文结果显示吸烟利弊权衡对

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存在预测作用。具体为，Ｐｒｏｓ
对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Ｃｏｎｓ
对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即持

吸烟有利态度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强烈的吸烟动

机，更容易尝试吸烟，反之尝试吸烟行为减少。这

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２］。因此，吸烟利弊权衡

在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过程中起着一定的决策作

用。通过加强青少年对吸烟危害的认识，提高青少

年在利弊权衡决策上的认知水平，能够降低青少年

尝试吸烟行为的发生率。这符合健康行为程式模

型（ＨｅａｌｔｈＡ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ＨＡＰＡ）和计划

行为理论整合模型（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ｌａｎｎ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ＰＢ）在中国吸烟人群中的实证研究，即通过行为
意向来促进行为改变［１５］。

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

据吸烟 ＣＣＰ理论模型（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ｏｉｎｔ，ＣＣＰ）［１６］，尝试吸烟最重要的个体因素是寻
求依赖。因此，感觉寻求是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的

一个关键因素。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感觉寻求

在Ｐｒｏｓ与尝试吸烟行为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即Ｐｒｏｓ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
还可以通过感觉寻求间接影响青少年尝试吸烟行

为。有研究证明，青少年吸烟行为与个性特质有

关［１７］。感觉寻求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尝试吸烟行

为。青少年处于动机强烈、意志不坚定阶段，往往

具有更高的感觉寻求水平［１８］。自我控制理论

（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１９］认为，所有冒险行为核
心在于缺乏自控能力，低自控能力是解释青少年出

现问题行为的关键因素。缺乏自控能力的个体更

容易体验冒险行为，从而导致尝试吸烟行为的产

生。吸烟者尝试吸烟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吸烟利弊

权衡中产生的感觉寻求倾向。如果青少年在决策

阶段具有更高的自控能力，那么更有力于感觉寻求

的稳定发展，反之青少年则更倾向于感觉寻求冒

险。国外的一些研究发现，感觉寻求在物质滥用和

危险行为间起中介作用［２０］。基于卢比孔模型（Ｒｕ
ｂｉｃｏｎＭｏｄｅｌ）［１４］的利弊权衡存在积极和消极的两
个对立认知系统。消极的认知系统会导致青少年

适应不良，在感觉寻求特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采取

积极应对方式，这不利于青少年通过积极的、社会

接纳的行为来获取感觉寻求体验。因此，他们会更

多地通过吸烟、饮酒等方式来满足刺激体验。

另外，Ｃｏｎｓ与感觉寻求达到显著正相关，但中
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Ｃｏｎｓ与感觉寻求这一路径
未达到显著水平。这可能说明认为吸烟有害的青

少年对吸烟有较好的认知能力，从而会抑制这种探

索和冒险行为。因此，为预防和控制青少年尝试吸

烟行为，不仅可以通过健康宣传和认知干预相结合

的方式来纠正他们对吸烟的不良认知，还能引导他

们通过健康运动等途径去获取刺激感来满足感觉

寻求。

综上所述，吸烟利弊权衡与青少年尝试吸烟行

为关系密切，感觉寻求在二者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因此，应该引导青少年对吸烟行为采取正确合理认

·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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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学校应承担起加强对青少年烟草危害健康的宣

传教育的责任；并且通过其他有利的活动满足其感

觉寻求的需要，以此预防和干预青少年尝试吸烟行

为产生和发展。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即研究取

样较少，数据的代表性欠佳。所采用的尝试吸烟行

为量表虽然较为典型，但时间较为久远，在以后的

研究中对该量表进行重新修订，或编制更具科学性

的量表。青少年尝试吸烟行为内在机制是一个复

杂的行为和心理过程，受到个体内外因素的影响，

如负性情绪、压力、同伴吸烟、父母吸烟等，均需要

以后的研究对此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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