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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抽烟对大学生烟民吸烟渴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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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拟考察想象法是否能降低大学生烟民对香烟的渴求程度和实际抽烟量。将65名自愿参与本实验男性大学

生烟民随机分为3个组:想象抽烟组(在录音指导下想象烟)、想象移动烟组(在录音指导下想象把香烟从一个盒子移到另

一个盒子)和想象移动扣子组(控制组,在录音指导下想象把扣子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实验的因变量为实验前、实验后渴

求程度的改变和实验后的实际抽烟量。结果表明:3组被试的实验后实际抽烟量差异不显著,但是渴求变化差异显著。

想象抽烟组的实验后-实验前渴求水平变化值(M=-4.70±5.08)显著低于想象移动烟组(M=10.31±3.72),和想象移

动扣子组(M=-8.42±6.08)差异不显著。因此,想象抽烟法或许可能成为值得推广的大学生戒烟的一种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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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成瘾是物质成瘾中的一个热点研究问题,涉及人群非常广泛。据卫生部2008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

烟民人数已达3.5亿,其中青少年烟民约1500万,尝试吸烟的青少年人数不少于4000万[1]。
青少年是香烟成瘾的易感群体。这可以从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从生理学因素角

度,已有研究表明成瘾药物能极大提高中脑腹侧被盖区(Ventraltegmentalarea,VTA)和伏隔核(Nucleusac-
cumbens,NCA)这两个区域的多巴胺水平,使个体获得愉悦、兴奋的情绪体验从而使药物产生强化作用[2-3]。而

青少年的神经系统的控制系统发育还不成熟,对“奖赏”更没有抵制力,因此更容易尝试使用香烟等成瘾物质[4]。
第二,从社会因素角度看,选择性交互作用理论(Theoryofselectiveinteraction)认为成瘾是个体在同外界社会

的相互交往过程中学习的结果,是个体社会化的产物[5-6]。青少年是学习和社会化最重要和最关键的时期,容易

受父母和同伴的影响。有研究表明,18~25岁是成瘾行为的易感期,重视同伴群体的认同,选择与成瘾同伴群体

成员的交往是导致青少年成瘾的直接原因[7-8]。因此,青少年时期具有成瘾易感性,很容易产生成瘾行为。但是

青少年,包括大学生烟民,通常处于成瘾的初级阶段,成瘾程度较轻。因此,关注大学生成瘾行为,在成瘾初级阶

段帮助他们戒除香烟是非常有重要的。
目前,针对吸烟成瘾行为的治疗,主要分为两类: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无论是药物治疗还是心理干预,就

现实而言,治疗的效果均不理想,有80%的成瘾者在接受长时间的戒断治疗后出现复吸行为[9]。诱发复吸的因

素很多,其中诱发线索是常见的一种[10]。因此,当出现诱发线索时,如果个体能主动地降低对渴求程度,便可以

极大地帮助实现戒烟。
可是,如何才能降低线索出现时诱发的渴求呢? 一种可能方法是压抑,即主动抑制自己的想法。但是成瘾

者通常抑制能力较弱,或许难以完成。另一可能的方法是忽略,即通过注意转移到其他无关事物上来忽略相关

线索。还有一种可能的方法是,想象得到满足。比如 Morewedge的研究发现,如果让被试想象吃某种食物,那
么在随后的吃食物的实验实际进食量显著低于控制组,也就是说,想象吃某种事物可以降低其随后的实际进食

量[11]。由此假设,想象抽烟也有类似的效果,即可以降低烟民在随后实验中的对香烟的渴求或实际抽烟量。
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对想象内容的操纵,检验想象抽烟法能否降低大学生烟民对线索诱发的渴求,并降低吸

烟量。实验组(称为“想象抽烟组”)被试需要想象自己抽烟,另外,作者设计了两种对照条件。一组称为“想象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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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烟组”,被试需要按指导语想象“把一支烟从一个盒子移到另一个盒子”,另一组称为“想象移动扣子组”,被试

需要根据指导语想象“把一枚扣子从一个盒子移到另一个盒子中”,两个对照组采用的方法理论上分别对应于压

抑法和忽略法。如果想象抽烟法可以降低大学生烟民被试对香烟的渴求程度和抽烟的量,那么以后有希望将想

象抽烟法运用到临床实验中,为大学生烟民尝试戒烟提供一种新思路。

1方法

1.1被试

65名某大学男性烟民,平均年龄21.14岁(SD=1.12岁),平均烟龄3.95年(SD=2.65年),随机分配到3
个组。3组被试的年龄、烟龄、成瘾程度、平时抽烟量、平时渴求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如表1所示。被试在实

验后可以获得15元报酬。

表1 被试基本信息表

一组

(想象抽烟)

二组

(想象移动烟)

三组

(想象移动扣子)
F P

N/人 19 22 24

年龄/岁 21.2±1.084 21.3±1.162 21.0±1.122 0.5030.607

烟龄/年 3.921±2.250 4.591±2.684 3.396±2.878 1.1760.315

成瘾程度(MZQ分数) 4.579±2.250 4.909±2.723 4.958±2.255 0.1540.857

平时抽烟量/(支·天-1) 1.947±1.079 2.091±1.065 2.083±1.316 0.0960.908

平时渴求程度(0~100) 39.474±17.472 47.727±21.142 47.5±25.065 0.0940.396

1.2工具

1)大学生抽烟行

为调查问卷。此问卷

包括3个部分。第一

部分为被试的基本信

息和抽烟的习惯,包
括平时的抽烟量。第

二部分是抽烟成瘾程

度问卷(MZQ),根据

Hookedonnicotinechecklist翻译而成[17],共11个项目,得分越高,表示成瘾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为0.702。被试平均得分4.83(SD=2.34),提示3组被试的成瘾程度较轻。第三部分为VAS量

表渴求量表,用以测量被试平时对香烟的渴求程度。要求被试用数字0~100评估一下自己此刻想抽烟的程度,
“0”表示根本不想抽烟,“100”表示非常想抽烟。该问卷在实验前几日完成。

2)实验后访谈提纲。结构化访谈提纲,包含4个项目,主要目的是确定被试实验前30min内没有抽烟、实验

过程中遵循实验的要求完成实验。

1.3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想象内容,分3个水平:想象抽烟、想象移动香烟、想象移动扣子。被试被

随机分配到3组实验中。因变量是实验前、实验后渴求程度的变化值和实验后的实际抽烟量。同时也记录被试

抽烟的剩余长度、抽完一支烟抽了几口、花了多长时间等,以便分析在实验室抽烟是否和平时抽烟习惯一致。

1.4程序

1)实验前测。要求被试在实验当天早晨起床后不能吸烟,直接到实验室参加实验。使用VAS渴求程度量

表对被试进行前测,让被试评估当前对香烟的渴求程度,用“0~100分”表示。

2)练习。在主试的指导下进行相应练习,熟悉实验流程。强调被试需要闭上眼睛,根据录音的指导语进行

想象。想象抽烟组的录音引导被试“想象自己在抽一支烟”;想象抽动烟组的录音是“想象自己把香烟从一个盒

子移到另一个盒子”;想象移动扣子组的录音是“想象自己将一枚扣子从一个盒子移到另一个盒子中”:被试平均

练习5次,确认被试能正确根据引导进行想象再开始正式实验。

3)正式实验。被试需要想象15次,约持续6min。

4)实验后测。想象完成后,被试立即评价此时此刻自己对香烟的渴求程度。然后实验人员要求填写自编的

一份问卷,并告知被试可以一边填问卷一边抽烟。主试在旁不影响被试的情况下记录被试的抽烟行为。填写问

卷的目的是让被试抽烟行为更自然,问卷本身并不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未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和讨论。
最后,在被试完成问卷后对被试进行实验后访谈,以确定被试是否按照指导语进行想象,是否其他不确定的因素

影响抽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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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表2 3组被试的实验后渴求变化和抽烟量的差异分析

想象抽烟组

(N=17)

想象移动烟组

(N=16)

想象移动扣子

(N=19)
F P

实验前渴求评分 55.88±13.72 53.12±15.37 56.84±19.16 0.235 0.791
实验后渴求评分 51.18±28.69 63.44±19.03 48.42±30.59 1.487 0.236

渴求变化值 -4.70±5.08 10.31±3.72 -8.42±6.08 3.534 0.037
实验后抽烟量/支 0.82±.39 1.06±.44 0.95±.36 1.817 0.173

  根据访谈结果,7名被试试报告在实验过程中未能遵循实验的指导语进行想象,有6名被试由于来实验室之

前已经吸烟了,且其自评的实验前渴求低于20(0~100评分),这些数据都予以剔除。最后,有效被试52人。

2.13组被试的抽烟量和渴求变化的差异

本实验观测的两个主要因变量,一是实验后被试的抽烟量,另一个是实验后被试对香烟的渴求程度。考虑

到实验后渴求与实验前渴求有直接关系。因此,为了考察实验处理的效果,作者计算了被试的渴求变化值(渴求

变化=实验后渴求-实 验 前 渴

求)。对实验后抽烟的量和对渴求

变化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可见,不同组别香烟的渴求变化值

差异显著(F(2,49)=3.534,P=
0.037),抽烟量上差异不显著(F(2,

49)=1.817,P=0.173)。

图1 3种想象条件下被试报告的渴求程度

进一步事后多重比较(LSD)发现,想象抽烟组的渴求

变化值(M=-4.70±5.08)显著低于想象移动烟组(M=
10.31±3.72)(p<0.014),但是和移动扣子组(M=-
8.42±6.08)差异不显著(p<0.610),如图1所示。虽然

抽烟量也显示出类似的趋势,但是统计检验显示两两差异

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2.2成瘾严重程度与渴求变化和抽烟量的相关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想象抽烟法造成的渴求和抽烟量的

变化是否与被试的成瘾严重程度有关,作者计算了被试的

烟龄、成瘾程度、平时的渴求程度与和本实验中的抽烟量、
渴求变化的相关系数,结果见表3所示。

表3 平时抽烟成瘾程度与实验中渴求变化、抽烟量的相关系数

1 2 3 4 5 6 7 8
1烟龄 1
2平时抽烟量

3平时渴求程度

0.398* 1
0.399** 0.646** 1

4成瘾问卷总分(MZQ) 0.337** 0.491** 0.455** 1
5实验前渴求程度 0.218 0.200 0.138 0.362** 1
6实验后渴求程度 0.153 0.306* 0.295* 0.425** 0.582** 1
7渴求变化值 0.119 0.173 0.219 0.161 -0.259* 0.635** 1
8实验后抽烟量 0.153 0.187 0.117 0.083 0.149 0.352** 0.273*1

  注:*示p<0.05,** 示p<0.01

由表3可以看出,成瘾严重程度的各项指标(烟龄、平时抽烟量、平时渴求程度和 MZQ 得分)彼此之间有显

著的正相关,实验前渴求、实验后渴求、与渴求变化值3者之间也存在显著相关,实验后抽烟量和实验后渴求、渴
求变化值均存在显著正相关。但是,无论渴求变化或实验后抽烟量,均未发现与成瘾严重程度的各项指标有显

著相关。

3讨论

3.1想象抽烟有助于降低线索诱发的渴求

对于物质成瘾行为,一般采用药物治疗或心理治疗的方法。药物治疗通常用于脱毒治疗阶段,比如使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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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定非替代治疗。药物可以一定程度减轻戒断症状的严重程度,使病人能较好地耐受。但也可导致眩晕、口干、
思睡、血压降低等副作用,约有7%的服药者因受不了副作用而停药[10]。而且,药物治疗常用于成瘾较严重的成

年人,对于大学生烟民来说很少使用。而心理干预,如采用认知行为治疗、复吸预防、群体治疗、家庭治疗等,这
些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患者抵制使用药物的冲动,降低复吸,而且可以帮助患者正确认识自我,正确处理生活中的

压力,获得社会支持,更好地回归社会[12-14]。但是,这些心理治疗的方法都有一个限制,那就是要有专业人士的

帮助才能完成,个体难以自发完成。如果能开发出更加简单、易行、个体可以通过自行练习就能掌握的自我支持

的方法,显然将得到更广泛应用。
本研究以大学生烟民为被试(因为早晨起床后没有抽烟,处于相对较高的渴求状态时),考察了想象抽烟法

对大学生烟民对香烟的渴求和实际抽烟量的影响。结果部分验证了假设,虽然3组被试的实验后实际抽烟量差

异不显著,但是实验前后的对香烟渴求变化差异显著,想象移动烟组被试在实验后渴求升高,而其余两组被试的

渴求呈下降趋势。想象抽烟组被试的渴求变化值显著低于想象移动烟组,但是和想象移动扣子组,差异不显著。
在本实验中想象移动香烟组被试的渴求程度最高,这是因为,想象中的香烟成为诱发的线索,在想象中只是

想象香烟的出现,但是一直没有满足被试的抽烟的需要,需要被试主动抑制抽烟的想法。想法抑制(Thought
suppression),是一种精神控制的尝试,有意识地尝试控制心理内容或心理过程,但这一策略往往不能获得期望

的结果,如著名的“Whitebear”实验,主动抑制“白熊”有关的想法,在抑制后会出现更多关于白熊的想法[15];对
节食者的研究发现,抑制食物相关的想法,节食者会更加关注食物和吃[16]。因此,移动香烟组抑制抽烟的想法,
可能会让被试产生更多关于香烟的想法、念头,因此导致实验后渴求水平变化相对更高。

在想象抽烟组,虽然想象的内容也存在诱发线索,但是个体通过想象抽烟的过程,却可以降低了被试的渴求

程度,进而减少抽烟的量。许多研究发现,个体反复暴露在某一刺激情境下,将导致对该刺激物生理反应和行为

反应的削弱,实现“满足感”[17-19]。根据 Morewedge等[11]的解释,想象消费法或许是通过习惯化(Habituation)的
过程降低主观的渴求程度,并减少随后的消费量。但是,本研究中没有发现实际抽烟量的组间差异。一个可能

是被试量太少,因此以后可以通过增加被试量来继续检验该结果,另一个可能,或许是因为本研究的被试均为大

学生烟民,虽然他们平时都抽烟,但是成瘾程度较低,因此,即使在渴求程度很高时,每一次抽烟量也是一支,只
有极少数的被试会连续抽两支香烟。这样,导致实际抽烟量的变异太小。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或许是因为抽

烟行为已经成为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动作,这种习惯的改变需要很长时间的慢慢改变,在一次实验中能以观察到。
因此,生活中真正运用想象法戒烟,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坚持才可能会真正降低实际吸烟量。

3.2影响因素及研究展望

虽然作者在研究中发现了有价值的结果,但同时也认识到,可能有许多因素会影响想象法对降低烟民的渴

求和抽烟量的效果。

1)想象的程度。有研究发现,催眠可以协助戒烟[20],并缓解心理压力,但催眠的效果与被试的受暗示性(可
催眠性)有关,即被试受暗示性越强,催眠戒烟的效果会更好。同样,想象法的实验效果也可能受到被试受暗示

性和想象力丰富程度的影响:如果被试都能根据指导语,进行生动、形象地想象,想象法协助戒烟的效果或许会

更好。正因为如此,本研究中的对象是大学生烟民,一方面他们的烟瘾严重程度不高,另一方面他们通常能较好

地控制自己的思想,按照指导语的要求进行想象。所以,如果在临床戒烟烟民中运用想象抽烟法,应该之前先进

行大量的学习和练习,让他们能正确地运用自己的想象。否则,想象抽烟不仅不能降低对香烟的渴求,甚至可能

相反,成为诱发渴求的一个因素,正如本研究中的“想象移动烟组”被试那样。

2)情绪。以往研究发现普遍认为,压力及负性情绪也是诱发毒品或香烟复吸的重要原因[21-22]。本研究中的3
组被试实验后的情绪状态可能出现差异,比如想象移动香烟组,想象内容中只出现诱发的线索,而无“满足”,伴随产

生抑制香烟相关的想法,可能会让被试产生时间压力感,紧张或烦躁等负性情绪。这或许也是造成本实验结果的一

种可能的混淆因素之一。因此,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尽可能通过引导等方式让被试在积极的或者在平静的情绪中进

行想象训练,同时,增加对实验情境中被试情绪变化的测量,进而帮助理解想象法可能涉及的其他机制。

3)成瘾的严重程度。一般而言,成瘾程度越高,戒除越困难。比如研究发现,香烟依赖程度和戒除阶段需要

的尼古丁口香糖的量正相关[23],戒断症状的严重程度同成瘾程度成正相关[24]。大学生成瘾程度低于一般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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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烟成瘾程度。因此,大学生烟民群体对香烟的一般渴求程度比较低,戒断症状较不明显,想象抽烟法以成瘾较

轻的烟民为被试或许会产生较好的效果。但是本研究中,并没有发现成瘾严重程度与想象抽烟法降低渴求或吸

烟量有显著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样本都是大学生,成瘾严重程度不高,且差异不大造成。因此,想象抽

烟法对临床戒烟的效果如何,还需要未来的研究来检验。

4结论

作者发现在本实验条件下相对于“想象移动香烟”,大学生烟民通过多次想象抽烟的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

降低对香烟的渴求程度。本研究结果提示,运用想象抽烟法或许可以成为大学生烟民戒烟的一种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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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ffectofImaginedSmokingonCravingforCigarettesinCollegeSmokers

LIJin1,2,GUOFang-fang2,ZOUZhi-ling2

(1.FacultyofPsych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2.FuyangNo.2MiddleSchool,FuyangAnhui 236000,China)

Abstract:Thispapermainlyexploreswhetherimagedsmokingcanreducethecravingforcigarettesandactualconsumptionincollegesmok-
ers.Methods:65malecollegesmokerswereadministratedrandomlyintothreegroups.Intheimaginedsmokinggroup(ISgroup),subjects

wereinstructedtoimagesmoking;intheimaginedmovingcigarettesgroup(IMCgroup),theywereinstructedtoimagemovingcigarettes

fromoneboxtoanother;intheimagedmovingbuttongroup(IMBgroup),theywereinstructedtoimagemovingbuttonsfromoneplaceto

another.Thecarvingforthecigarettesbeforeandaftertheimaginationandtheamountofactualsmokingafterexperimentwerecollected.

Results:Thecravingleveldifference(Cravingafterexp.-Cravingbeforeexp.)inISgroupwassignificantlylessthanthatinIMCgroup,

butsimilartothatinIMBgroup.Butnosignificantdifferencewasfoundintheactualsmokingconsumptionamongthreegroups.Conclu-
sion:Imagedsmokingmaybeusefultohelpcollegesmokersquitsmoking.

Keywords:imagedsmoking;imagination;collegestudents;craving;smoking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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