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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动性在强化敏感性与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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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冲动性在强化敏感性与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行为抑制／激活系统
量表（ＢＩＳ／ＢＡＳＳｃａｌｅ）、Ｂａｒｒａｔｔ冲动量表（ＢＩＳ１１）、网络成瘾测验（ＩＡＴ）和自制的网络游戏问卷对７９４名大学生进
行测量，分析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强化敏感性、冲动性的相关性，强化敏感性和冲动性对网络游戏成瘾的预测

作用，分析冲动性在网络游戏成瘾与强化敏感性中的行为抑制系统（ＢＩＳ）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网络游戏成瘾
与ＢＩＳ和冲动性呈显著的正相关（ｒ＝０．３８７、０．３１９，Ｐ＜０．０５）；ＢＩＳ、冲动性能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游戏成瘾（ｔ＝
３４４、２．８４，Ｐ＜０．０１）；按照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对冲动性在 ＢＩＳ和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显
示，冲动性在ＢＩＳ和网络游戏成瘾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网络游戏成瘾、强化敏感性与冲动性之间有着紧密
的相关，冲动性在强化敏感性和网络游戏成瘾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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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游戏的快速发展，网络游戏成瘾（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ｇａｍｉｎｇ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ＩＧＤ）不再是陌生的诊断术
语，ＩＧＤ患病率为０．２％ ～５０％［１－２］。ＩＧＤ给社会、
家庭、个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成长带来极大危害，引

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Ｇｒａｙ［３－４］的强化敏感性理
论认为主要有两大机制调节和控制人的动机和行

为，即行为抑制系统（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ＢＩＳ）和行为激活系统（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ＢＩＳ又名行为回避系统或惩罚敏感性，主
要反映人们在呈现惩罚信号或撤消奖励信号时的

反应性；ＢＡＳ又名行为趋近系统或奖励敏感性，主
要反映人们在呈现奖励信号或撤消惩罚信号时的

反应性［５］。ＢＡＳ又包括奖赏反应（ｒｅｗａｒｄｒｅｓｐｏｎｓ
ｉｖｅｎｅｓ，ＢＡＳＲ）、驱力（ｄｒｉｖｅ，ＢＡＳＤ）愉悦追求（ｆｕ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ＢＡＳＦ）３个维度。研究发现，ＢＩＳ可以独立
地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游戏成瘾［６］，网络游戏成瘾

与ＢＩＳ总评分的关系比与ＢＡＳ总评分的关系更紧
密［７］。冲动性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征，具有这种

特质的人在外界或内部刺激的作用下，会迅速、无

计划的做出反应，且不考虑这些反应是否会给他人

或自己带来消极影响［８］。Ｇｒａｙ认为冲动反映了个
体对环境中奖赏刺激的敏感性，从生物学的角度

看，它分别受 ＢＩＳＢＡＳ的调节［９］。冲动性是成瘾

行为的易感因素，反之成瘾行为也会加剧冲动

性［１０］。相关研究认为，网络成瘾和冲动性有显著

的相关性［１１］。本研究基于对相关理论和研究结果

的分析，探讨大学生的冲动性在强化敏感性和网络

游戏成瘾之间的作用。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在３所大学进行调查，以

班为单位共发放问卷 ８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 ７９４
份，有效率为 ９３．４％。其中，男生 ５６２人，女生
２３２；大一学生３７１人；大二的学生８９人，大三的学
生２８０人，大四的学生５４人。年龄１７～２３岁，平
均（１７±１）岁。
１．２　工具
１．２．１　网络成瘾测试（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ＩＡＴ）
　ＩＡＴ由 Ｙｏｕｎｇ［１２］编制，共包含２０个题项用于反
映被试者的网络成瘾程度。该 ＩＡＴ量表采用５点
评分的记分方式，从１到５分别代表完全不符合、
基本不符合、不确定、基本符合和完全符合５种程

度，所有题项得分相加得到网络成瘾总分，总分５０
分以下表明无明显网络成瘾问题，５０～７９分为轻
度网络成瘾，８０～１００分为重度网络成瘾。
１．２．２　自编的网络游戏问卷　问卷包含３个题
目，分别是上网的主要目的、占据上网时间最多的

方式及一天中玩游戏的时间，如果前两个选项是游

戏、第３个选项是４～６ｈ／ｄ或更长，就判定该学生
为网络游戏成瘾者。

１．２．３　行为抑制／激活系统量表（ＢＩＳ／ＢＡＳｓｃａｌｅ）
　使用 Ｃａｒｖｅｒ和 Ｗｈｉｔｅ编制［１３］、翻译后重新修订

的２１个题项的量表［１４］，包含行为抑制系统和行为

激活系统（包括奖赏反应、驱力、愉悦追求３个维
度）。每个选项分别设４个选项，从“完全同意”到
“完全不同意”计分１～４分。在本次研究中，该量
表总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８１，各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系数分别是０．７０、０．７０、０．６９、０．５０。该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

１．２．４　Ｂａｒｒａｔｔ冲动量表　采用杨会芹、姚数侨
等［１５］编制的Ｂａｒｒａｔｔ冲动量表第１１版 ，包含３０个
题目，分３个维度，分别是注意力冲动、运动性冲
动、无计划性冲动。量表总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
０８０，各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分别是 ０．７３、
０６０、０．６５。
１．３　施测过程

调查的主试由受过精神医学或临床心理学专

业训练的人员担任，在学校随机整群抽取班级，以

班级为单位集体施测，当场检查、回收问卷。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统计分析。统

计方法包括相关系数法、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中介

效应检验法。根据温忠麟等［１６］中介效应检验程

序，要明确冲动性在ＢＩＳＢＡＳ和网路游戏成瘾间的
中介作用，需满足下面条件：首先，预测变量 ＢＩＳ
ＢＡＳ可以有效的预测网络游戏成瘾；其次，ＢＩＳ
ＢＡＳ有效的预测冲动性；再次，预测变量和中介变
量可有效的预测因变量，即ＢＩＳＢＡＳ和冲动性能有
效的预测网络游戏成瘾；最后，在第三步中，ＢＩＳ
ＢＡＳ对网络游戏成瘾的预测力小于在第一步的预
测力。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网络游戏成瘾、强化敏感性、冲动性的关系
对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强化敏感性、冲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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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由表１可以看出，网络游戏
成瘾与ＳＢＩＳ、冲动性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大学生

在ＢＩＳ、冲动性的得分越高，越有可能出现网络游
戏成瘾。

表１　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与ＢＩＳ／ＢＡＳ、冲动性之间的关系
Ｔａｂ．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ｏｎｌｉｎｅｇａｍｅ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ＢＩＳＢＡＳａｎｄ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网络游戏成瘾 ＢＩＳ ＢＡＳＤ ＢＡＳＦ ＢＡＳＲ 冲动性

网络游戏成瘾 １
ＢＩＳ ０．３８７（２） １
ＢＡＳＤ －０．０６３ ０．０６６ １
ＢＡＳＦ ０．１７１ ０．２０４ ０．１９９ １
ＢＡＳＲ ０．１０６ ０．４０８（２） ０．１６５ ０．４７８（２） １
冲动性 ０．３１９（１） ０．０３２ ０．２６０（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０４ １

注：ＢＡＳＲ为行为激活—奖赏反应，ＢＡＳＤ为行为激活—驱力，ＢＡＳＦ为行为激活—愉悦追求，表中数据为相关性分析得出的ｒ

值，ｒ值对应的Ｐ值，（１）Ｐ＜０．０５，（２）Ｐ＜０．０１

２．２　强化敏感性和冲动性对网络游戏成瘾的预测
为了进一步考察大学生强化敏感性和冲动性

与网络游戏成瘾的关系，运用回归分析考察强化敏

感性和冲动性对网络游戏成瘾的预测作用，将

ＢＩＳ、ＢＡＳＲ、ＢＡＳＤ、ＢＡＳＦ、冲动性５个因子作为预测
变量，网络游戏成瘾作为效标变量，进行多元逐步

回归分析，以明确各个因子对网路游戏成瘾的预测

力，见表２。结果发现 ＢＩＳ、冲动性能显著正向的预
测大学生的网络游戏成瘾。

表２　大学生中ＢＩＳ及冲动性预测网络游戏成瘾的
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检验

Ｔａｂ．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

指标 ＳＥ β ｔ Ｐ
ＢＩＳ ０．５８ ０．３９ ３．４４ ＜０．００１
冲动性 ０．３２ ０．３２ ２．８４ ＜０．０１

注：ＳＥ为标准误，β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２．３　冲动性在网络游戏成瘾与ＢＩＳ之间的中介作
用

假定冲动性是 ＢＩＳ和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中
间变量，按照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对冲动性在 ＢＩＳ
和网络游戏成瘾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以网

络游戏成瘾为因变量，以ＢＩＳ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
分析，所得回归方程的标准化系数为０．４０６（Ｐ＜
０００１）；以冲动性为因变量，以 ＢＩＳ为预测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所得回归方程的标准化系数为０００７
（Ｐ＞０．０１）；以网络成瘾为因变量，以 ＢＩＳ和冲动
性为预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所得回归方程的标准

化系数为０．３９０及０．３２２（Ｐ＜０．００１）。由于在第
二步回归方程中的标准化系数不显著，所以进行

Ｓｏｂｅｌ检验，Ｓｏｂｅｌ检验后，Ｐ＜０．００１。所以，冲动性
在ＢＩＳ和网络游戏成瘾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果见
表３和图１。

表３　冲动性对ＢＩＳ和网络游戏成瘾的中介效应分析
Ｔａｂ．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ＩＳａｎｄｏｎｌｉｎｅｇａｍｅ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步骤 标准化回归方程 回归系数检验

第一步 Ｙ＝０．４０６Ｘ ＳＥ＝０．５９４，ｔ＝３．４４１，Ｐ＜０．００１
第二步 Ｍ＝０．００７Ｘ ＳＥ＝０．２４９，ｔ＝０．０５１，Ｐ＞０．０５
第三步 Ｙ＝０．３９０Ｍ＋０．３２２Ｘ ＳＥ＝０．５８４，ｔ＝３．４４３，Ｐ＜０．００１

ＳＥ＝０．３０５，ｔ＝２．８４１，Ｐ＜０．０１

注：ＳＥ表示标准误

３　讨论

　　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与强化敏感性、冲动性的
相关分析表明，网络游戏成瘾与 ＢＩＳ、冲动性呈显

著的正相关。进一步的回归分析发现 ＢＩＳ、冲动性
对网络游戏成瘾有一定的预测作用。这与 Ｐａｒｋ
等［１７］的研究相一致。本研究发现，ＢＡＳ的３个维
度不能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游戏成瘾，这与以往关于

ＢＡＳ与网络成瘾的关系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在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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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中发现，与 ＢＩＳ相比，ＢＡＳ对网络成瘾的预
测力较弱［１８］。ＢＩＳ得分高的大学生在现实中往往
体验到更多的焦虑情绪，有更多学习生活适应不良

和回避行为，他们更倾向于从网络环境中获得成就

感和慰藉感，以逃避现实生活中的焦虑，而网络游

戏恰好能满足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易被满足的心

理需要。Ｃａｏ［１９］的研究表明网络过度使用和冲动
性存在显著正相关。冲动性的特征是指没有预先

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就快速鲁莽行动的趋势，是与成

瘾行为相关的中间表型［２０］。而在不良情绪中，人

的冲动性会增加，所以大学生网络游戏障碍者与

ＢＩＳ、冲动性均相关。对于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应
该更多的关注大学生的不良情绪，及时的处理情绪

问题。

图１　冲动性在ＢＩＳ与网路游戏
成瘾的中介效应模型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ｐａｔｈ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ＩＳａｎｄｏｎｌｉｎｅｇａｍｅ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中介效应发现，冲动性在ＢＩＳ和网络游戏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冲动性和网络游戏成瘾有着直

接的关系，而ＢＩＳ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部分是通
过冲动性才能起作用。究其原因，可能是ＢＩＳ得分
高的个体对惩罚性刺激比较敏感，体验到更多的消

极情绪，如焦虑、害怕等，表现出更多的回避行为。

网络游戏的特点（开放性、交流性、互动性）满足其

行为导向，对其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也增强其玩

游戏的冲动性，从而增加其网络游戏成瘾的可能。

也就是说，ＢＩＳ可以显著正向的预测冲动性，ＢＩＳ高
的个体网络游戏成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动性的

影响。

　　本研究对大学生网络游戏成瘾机制的研究及
干预起到一定参考作用，首先，ＢＩＳ得分高的个体
更容易在线下面对面的人际沟通中感到焦虑，表现

出对网络游戏的冲动性增加，可以通过拓宽其社会

兴趣，增加社会需求以满足其心理需要，降低或减

少网络游戏成瘾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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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ＤＳｅｘｐ患者高，考虑也与两者在病理学和呼吸
力学上的差异有关。

综上所述，ＡＥＣＯＰＤ、ＡＲＤＳｅｘｐ及 ＡＲＤＳｐ由于
其从起病原因、发病机制、病理生理等各环节均存

在差异，导致他们的血气指标在转入时及治疗后都

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对于 ＡＥＣＯＰＤ患者，本研究
通过较低浓度 ＦｉＯ２就能有效改善患者的低氧血
症。在 ＡＲＤＳｅｘｐ患者中，通过合理使用 ＰＥＥＰ能
帮助改善低氧血症，而对于 ＡＲＤＳｐ患者，高水平
ＰＥＥＰ对改善低氧血症的作用有限，同时增加了气
压伤的风险，故在这部分患者中使用高水平 ＰＥＥＰ
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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