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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大学新生限制性饮食行为的状况以及与冲动性特质的关系。方法：对423名大学新生进行调

查，通过荷兰进食行为问卷(DEBQ)的分量表——限制性进食分量表(DEBQ-R)筛选出限制性饮食组148
人、非限制性饮食组275人，采用Barratt冲动性人格量表中文版(BIS-11)进行冲动性测试。结果：女生

比男生更容易发生限制性饮食行为(χ2 = 8.004, P < 0.05)，限制饮食组的BMI显著高于非限制饮食组的

BMI (t = −3.502, P < 0.01)；DEBQ问卷得分与无计划冲动性成负相关(r = −0.177, P < 0.01)；非限制饮

食组在运动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上的得分高于限制性饮食组(F = 4.756, 7.479, P < 0.05)。结论：大学

新生的限制性饮食行为与无计划冲动性特质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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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tatus of restrictive eating behavior of freshme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impulsive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A total of 423 college students, 148 restricted eater sub-
jects and 275 unrestricted eater subjec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Restrained Eating subscale (DEB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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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utch ea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 (DEBQ), were tested on the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11 
(BIS-11). Results: Girl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restrictive eating behaviors than boys (χ2 = 8.004, P < 
0.05), and BMI of restricted diet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unrestricted diet group (t = 
−3.502, P < 0.01). DEBQ-R score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unplanned impulsiveness (r = −0.177, 
P < 0.01). The scores of exercise impulsiveness and unplanned impulsiveness in the unrestricted di-
e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restricted diet group (F = 4.756, 7.479, P < 0.05). Conclusion: 
College freshmen’s restrictive eating behavior is closely related to unplanned impuls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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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限制性饮食行为(Restrained Eating)是指个体以控制体重为目标，并进行长期节食的行为[1] [2]。越来

越多的人通过控制饮食的方法来维持或减轻体重。拥有健康的饮食行为才能有健康生活，但并非所有人

都能合理安排自己的饮食。研究表明，青少年饮食失调的现象越来越常见，已经影响了 60%的女孩和 30%
的男孩[3]，并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大约有 30%~60%的女大学生试图通过控制饮食来减轻体重[4]。一

项对 22 个国家 18,512 名大学生身体形象和体重控制的比较研究表明，约 51%的女大学生存在控制体重

的行为[5]。适度控制饮食才能更好地控制和维持健康的体重，而无节制的饮食易导致过量进食和病理性

肥胖，也是高危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的潜在风险，会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

适度控制饮食对个体的健康尤为重要。 
已有研究提示，人格特质是多种行为障碍共有的特征[6]。冲动性是一种典型的人格特质，其简单定

义为“不多加思考、缺乏计划，就过早行动且不考虑对自己或他人造成负面结果的一种行为倾向”，也

是多种精神障碍的常见风险因素[7]。一般用冲动特质来衡量主观或自发的冲动性，用以表现各个方面冲

动性行为的自我监察。冲动性个体存在对信息过于快速地进行处理的现象，具有无法进行反应抑制和更

多的思考的倾向。冲动性越高的个体越容易进行不加思考的决策，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对自身带来不利的

影响。冲动性是一个多维度的结构，大多通过自我报告来评估[8]。以往的研究表明，人格特质可能在不

同饮食行为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冲动性特质是导致肥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限制饮食的过

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9]。研究发现个体自身冲动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进食行为，冲动性越强相应的食

物的摄入也会增加[10]。 
以往的饮食行为和冲动性的研究对于成人和儿童比较成熟[11] [12]，青少年相对较少。新入学的大学

生是青少年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正处于由少年成长为青年，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阶段，此阶段个体的

身心发展尚未成熟，当他们面临着学习和生活环境的转变，更容易产生情绪波动，意志力较薄弱，种种

因素会导致他们出现各种不适应的情况，更容易在行为控制和心理健康方面出现问题，其中包括饮食方

面出现饮食失调或饮食紊乱等问题[13]。因此，调查大学新生的限制性饮食和冲动性的关系尤为重要。本

研究拟从人格特质考察冲动性特质与大学新生限制性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为青少年限制性饮食者的预

防和干预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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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此次调查研究随机选取重庆某高校的大一学生为被试，对其进行电子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474 份，

剔除无效问卷后收回有效问卷 423 份。其中，男生 109 名，女生 314 名。本研究已通过重庆医科大学医

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准，被试均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期间全程采用匿名作答，且对所有被试的

信息进行严格保密，并额外提供一份小礼物给参与此次问卷调查的被试。 

2.2. 方法 

2.2.1. 荷兰进食行为问卷(The Dutch Eating Behaviour Questionnaire, DEBQ) 
荷兰进食行为问卷是由 Van Strien [14]等人编制，其中包括 33 个项目。本研究选用其分量表——限

制性进食分量表(Restrained Eating subscale, DEBQ-R)，包括 10 个条目(1、2、3、4、5、6、7、8、9、10)，
所有项目采用 1~5 级评分，1 从不~5 总是。满足“DEBQ-R”均分 ≥ 3 的被试筛选为限制性饮食者；满

足“DEBQ-R”均分 < 3 分的被试筛选为非限制性饮食者。研究证实，此量表在孔繁昌中国样本中具有

良好信度和效度[1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各条目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91。 

2.2.2. Barratt 冲动性人格量表中文版(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BIS-11) 
该量表由 Barratt 等人编制，本研究采用中文修订版[16]，共 26 个条目，采用 1~4 分四级评分，其中

11 个条目为反向评分条目(1、6、7、8、9、11、12、14、18、25、26)，冲动性的总得分在 30~120 分之

间，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冲动性越高。BIS-11 包括三个维度：注意力冲动性、运动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

注意力冲动性指一个人不能专注手头的任务，注意力不集中；运动冲动性是指一种不假思索的冲动行为；

无计划冲动性是指一个人不能计划现在和将来的方向。此量表在大学生样本中信度和效度良好，本研究

中该量表的各条目的 Cronbach α系数为 0.83。 

2.3. 统计处理 

使用 SPSS2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 t 检验、卡方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组间差异比较。DEBQ
问卷得分与冲动性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采用偏相关检验，检验水准 α = 0.05。 

3. 结果 

3.1. 限制性饮食组与非限制性饮食组的人口学资料 

本研究对限制性饮食组与非限制性饮食组的性别和 BMI 进行差异性检验，见表 1。 
 
Table 1. Demographic data of college students in restricted diet group and unrestricted diet group [ x  ± s, n (%)] 
表 1. 限制性饮食组与非限制性饮食组大学新生人口学资料[ x ± s, n (%)] 

变量 限制性饮食组 
(n = 148) 

非限制性饮食组 
(n = 275) χ2/t P 

年龄(岁) 18.29 ± 0.631 18.40 ± 1.743   

BMI, Kg/m2 21.65 ± 2.938 20.50 ± 3.373 −3.502 0.001 

性别，女 122 192 
8.004 0.005 

性别，男 26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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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限制性饮食组与非限制性饮食组在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女生比男生更容易发生限制

性饮食行为(χ2值 = 8.004，P 值均<0.01)。BMI 在两组中存在统计学差异，限制饮食组的 BMI 高于非限

制饮食组的 BMI (t 值 = −3.502，P 值 < 0.01)。 

3.2. DEBQ 问卷得分与冲动各维度之间的相关 

本研究对 DEBQ 问卷得分和冲动各维度之间进行性别控制后的偏相关分析，见表 2。 
 
Table 2. Par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DEBQ-R score and impulsive dimension (r, n = 423) 
表 2. DEBQ 问卷得分与冲动性维度的偏相关(r, n = 423) 

变量 限制得分 

注意冲动性 −0.069 

运动冲动性 −0.064 

无计划冲动性 −0.177***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结果显示，DEBQ 问卷得分与无计划冲动性呈负相关。无计划冲动性越弱，DEBQ 问卷得分越高，

更容易发生限制性饮食行为。 

3.3. 限制性饮食组与非限制性饮食组的冲动性得分比较 

本研究采用 2 (组别：限制性饮食，非限制性饮食) × 2 (性别：男，女)的方差分析对限制性饮食组与

非限制性饮食组的冲动各个维度的得分进行差异性检验，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impulsive scor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restricted diet group and unrestricted diet group [ x  ± s] 
表 3. 限制性饮食与非限制性饮食组大学生冲动性得分比较[ x  ± s] 

变量 限制性饮食组 
(n = 148) 

非限制性饮食组 
(n = 275) F P 

Barratt 冲动量表 

注意冲动性 13.45 ± 2.450 13.97 ± 2.748 3.190 0.075 

运动冲动性 18.11 ± 3.086 18.51 ± 3.103 4.756 0.030* 

无计划冲动性 24.03 ± 4.297 25.10 ± 4.249 7.479 0.007** 

 
结果表明，限制性饮食与非限制性饮食组大学生在运动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上差异显著(P < 0.05)，

非限制性饮食在运动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上的得分高于限制性饮食组。 

4. 讨论 

本研究对限制性饮食组与非限制性饮食组的性别因素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限制性饮食组与非

限制性饮食组在性别差异上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女生存在限制性饮食行为的比例明显高于男生。原因一，

由于性别的差异，女性可能对甜食等高热量食物更感兴趣，这种选择易导致体重增加[17]，从而更可能发

生限制饮食的行为。原因二，在当今社会，苗条的身材更符合大众的审美，女性会更为在意自己的身体

形象[18]。女性往往经过主观判断对自我体型进行评价，从而采用控制饮食的方法来控制体重；男性则更

追求身体的肌肉感，往往通过体育锻炼等方式来控制体重。有研究显示，在控制体重的过程中女性更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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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出现情绪性进食和限制性进食行为，且试图控制饮食的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多 17%左右[19]。原因三，

在生理方面，女性身体脂肪的比例比男性高，且容易发胖，身体也会显得圆润一下，所以女性对自己饮

食的控制会更多。因此和男大学新生相比，女大学新生出现不良饮食行为的可能性更大。 
本研究对限制性饮食组与非限制性饮食组的 BMI 进行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限制性饮食组的 BMI

高于非限制饮食组的 BMI。研究发现，个体从儿童时期开始，受到 BMI 的影响，就会自动调节自身的饮

食行为[20]，随着 BMI 的升高，儿童进行控制饮食时难以抵抗食物的诱惑，易发生过度进食行为，这种

现象同样也在青少年群体出现[21]。大学新生也属于青少年群体。当大学新生进行控制饮食行为时，会对

食物的诱惑更为敏感，难以抵抗食物诱惑导致强烈的进食欲望，易出现饮食失调或饮食紊乱现象，产生

过度进食行为，从而导致限制性饮食者组的 BMI 会高于非限制性饮食组。 
本研究对 DEBQ 问卷得分和冲动各维度之间进行性别控制后的偏相关分析、限制性饮食组与非限制

性饮食组的冲动各维度的方差分析。偏相关分析的结果发现，在控制性别因素后，DEBQ 问卷得分和无

计划冲动性呈高等负相关。可能与非限制饮食者不存在控制饮食的想法有关。无控制饮食的想法可能导

致非限制性饮食者进食无规律、无计划，用结构单一的快餐、零食代替健康饮食，从而无计划冲动性越

强。与之相反，限制性饮食者会认真计划和思考，有意识的克制冲动，自我控制饮食[22]，所以他们的无

计划冲动性更弱。方差分析的结果发现，非限制性饮食在 Barratt 冲动量表中无计划冲动性、运动冲动性

的得分均高于限制性饮食组。表明限制性饮食组和非限制性饮食组的运动冲动性和无计划冲动性是有差

异的。其原因可能是非限制饮食者在思想上的无计划冲动性转换成进食行为上的冲动。无计划冲动性是

指一个人不能计划现在和将来的方向。非限制饮食者在进食的时候，难以抵抗食物的诱惑，不考虑自身

是否处于饥饿的状态和食物的热量就计划进食，这属于一种思想上的无计划冲动。运动冲动性是指一种

不假思索的冲动行为。非限制性饮食者产生思想上无计划冲动后，进而转换成了进食行为。因此非限制

性饮食在无计划冲动性、运动冲动性维度的得分均高于限制性饮食组。如果一个人能够减少他们不计划

的冲动，即增加他们计划的能力，他就能更成功的控制体重进行限制性饮食行为。 
本文得到的结果可能对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有启示作用，让处于高中到大学过渡阶段的大学新生

对美的认识应该更加全面，需要更好地理解饮食和冲动的关系，形成积极、合理、健康的观念，学校、

家庭和社会要有方法的引导他们适度的控制饮食，大力倡导健康饮食行为和生活方式，帮助他们形成健

康的饮食习惯，从而促进其健康发展。 

5.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大学新生限制性饮食行为与冲动性之间的关系，结果一说明了女生存在限制性饮食行

为的比例明显高于男生，限制性饮食组的 BMI 高于非限制饮食组的 BMI。结果二和结果三说明了限制性

饮食行为与无计划冲动性之间关系密切。显示非限制性饮食者比限制性饮食者表现出更高水平的自我报

告冲动，无计划冲动性特质可能是限制性饮食行为产生发展的潜在风险因素。本研究从青少年的特殊群

体大学新生入手，在人格特质方面考察了冲动性特质与大学新生限制性饮食行为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

用自陈式问卷，在指导语中采取了一定措施鼓励被试如实作答问卷(同时严格剔除无效问卷)，但不可能完

全避免主观报告上的偏差，未来的研究需要结合更加客观的认知行为测验范式，比如采用事件相关的脑

电等技术，有助于更好的理解非临床人群中冲动性和饮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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