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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全球小年龄研究(ＧＥＡＳ)上海研究点纵向调查数据分析冲动性特质对青少年观看色情片的影响ꎬ为
青少年性健康促进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上海市某区 ３ 所初中六至八年级 １ ５１２ 名学生ꎬ从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进行 ３ 轮纵向数据收集ꎮ 基线和随访的色情片观看情况及社会人口学相关信息由学生在平板电脑上自填ꎮ
冲动性特质测量仅在 ２０１８ 年随访时通过 Ｂａｒｒａｔｔ 冲动性量表纸质问卷获取ꎮ 采用一般统计学描述、面板数据描述和混合线

性模型进行分析ꎮ 结果　 ３ 次调查中ꎬ３２.７％的青少年(４９４ 名)有过看色情片的经历ꎮ 男生的运动性冲动得分高于女生

(１６.３３±３.２５ꎬ１５.６６±２.９３)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４.１３ꎬＰ<０.０１)ꎬ无计划性冲动得分低于女生(２２.８３±５.２１ꎬ２３.６５±５.１１)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３.０３ꎬＰ<０.０１)ꎮ 混合效应线性模型结果显示ꎬ冲动性总得分与色情片观看关联有统计学意义(β ＝
０.００１ꎬＰ<０.０１)ꎻ冲动性各亚组分析中ꎬ高运动性冲动及高注意性冲动显著影响色情片观看(Ｐ 值均<０.０１)ꎻ女生、父母较多

了解及学校有人关心的青少年较少观看色情片ꎬ而使用网络时间>３ ｈ / ｄ 的青少年观看色情片的频率更高(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青少年观看色情片与冲动性特质具有稳定的关联ꎮ 应针对这一年龄青少年进行合理疏导ꎬ使之具有在良莠不齐的

媒体世界中明辨是非的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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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情片通常是以促进性欲为目的ꎬ并含有具体描
绘性行为或者显露性器官的视频内容[１] ꎬ其对青少年
健康的影响存在争议ꎮ 主流声音认为ꎬ青少年过早接
触色情片将会对性健康发展和健康性观念的形成产
生不利影响[１] ꎬ观看色情片与青少年过早发生性行
为、无保护性行为以及少女妊娠等的发生有关[２] ꎮ 也
有研究指出ꎬ观看色情片与更高的自我身体满意度、
自信程度、或持有更平等的性别角色态度有关ꎬ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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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主要涉及西方人群且年龄较长[３] ꎮ
青少年观看色情片的原因与成年人不尽相同ꎬ既

有偶然的因素(如网络弹窗)ꎬ也有出于好奇、满足性
冲动或获取性知识等目的[４] ꎮ 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
理学观点认为青春期个体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期ꎬ
经历性的萌发到成熟ꎬ而社会适应功能和应对能力还
不成熟ꎬ因此具有冲动性特质的青少年在青春期更容
易受到色情片的诱惑[１ꎬ４] ꎮ 冲动性作为一种人格特
质ꎬ主要表现为个体对于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刺激产生
迅速的、难以控制的反应倾向ꎬ而不考虑对自己或他
人造成的负面后果[５] ꎮ 国外有研究提示ꎬ高冲动性特
质与不同形式的健康危险行为有关[６] ꎮ 在我国ꎬ与冲
动性相关的有限研究主要集中在与网瘾、自伤和自杀
行为的关联上[７－８] ꎬ冲动性与色情片观看的相关研究
未见报道ꎮ

有研究指出青少年是否观看及观看色情片的频
率受推动和拉扯 ２ 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推动因素包括
个体和环境因素ꎬ如年龄、性别、性格特征以及家庭环
境和学校环境等ꎻ拉扯因素主要包括线上和线下相关
因素ꎬ包括网络使用时间等[４] ꎮ 基于该理论框架ꎬ本
研究利用全球小龄青少年研究(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ꎬ ＧＥＡＳ)上海研究点的 ３ 次调查数据ꎬ分析
冲动性特质对青少年观看色情片的影响ꎬ为青少年性
健康促进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选择上海市某区
３ 所初中ꎬ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１２ 月对其全部的六至八年
级学生进行电子问卷调查ꎬ并分别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１—１２
月ꎬ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因新冠疫情影响部分学校随访推迟
到 ６ 月)通过学校老师组织开展随访调查ꎮ 基线调查
共纳入学生 １ ７７５ 名ꎬ其中男生 ９１７ 名ꎬ女生 ８５８ 名ꎬ
平均年龄(１２.５０±０.９９)岁ꎮ ２０１８ 年随访调查 １ ６２０ 名
(失访原因主要为转学)ꎬ２０２０ 年随访调查 １ ２３０ 名
(失访原因主要为八年级学生在升学后未能配合返校
进行调查)ꎮ 剔除冲动性测量指标缺失及观看色情片
测量指标 ３ 次均缺失的研究对象后ꎬ共 １ ５１２ 名学生
纳入分析(因后续统计分析方法可以处理失访的情
况ꎬ故纳入分析的样本量大于第 ３ 次随访完成的样本
量)ꎬ其中男生 ７７６ 名ꎬ女生 ７３６ 名ꎮ 纳入分析对象与
排除对象在基本特征(性别、年龄) 和研究主要指标
(色情片观看频率、冲动性总得分及亚组得分)上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ꎬ可排除因失访或数据缺失等原因造成
的偏倚ꎮ
１.２　 方法　 ＧＥＡＳ 是在全球多个国家的 １０ ~ １４ 周岁
青春早期青少年中开展的一项纵向随访研究ꎬ以更好
地了解青少年生长发育过程中性别及其他相关因素
对身体、心理及社会健康发展轨迹的影响ꎮ 上海研究
点的研究获得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伦理委员
会批准(批号:ＰＪ２０１７－２７)ꎮ 在首次调查前征得研究
对象及其家长 / 监护人知情同意ꎮ 在参与基线调查

时ꎬ每个研究对象均收到一个随机产生的编号ꎬ以此
作为调查对象的识别码ꎮ 该编码由专人保管ꎬ在每轮
随访调查前发给学生本人ꎬ并于调查结束时销毁ꎮ 色
情片观看频率及家庭、学校、网络使用时间等影响因
素 ３ 轮调查数据主要采用电子问卷进行收集ꎬ由学生
使用平板电脑自行填写ꎬ调查员仅在需要帮助时为其
提供指导ꎮ 问卷设置了逻辑跳转和数据核查等功能ꎬ
调查员对已完成的问卷进行完整性检查后保存并上
传ꎮ 冲动性特质调查仅在 ２０１８ 年随访时进行ꎬ由研究
对象在纸质问卷上填写自己的识别码并独立完成问
卷填写ꎮ
１.３　 测量指标

１.３.１　 色情片观看频率　 在 ３ 次调查中均有涉及ꎬ基
线调查时询问“有时候青少年会看色情片ꎬ即电视、电
影、网络上播放的裸露人体隐私部位(生殖器)的性活
动场景ꎮ 你看过吗?”ꎬ２ 次随访调查时询问“在过去的
１２ 个月内ꎬ观看色情视频的频率如何? 色情视频是指
在性的场景中展示人的隐私部位(生殖器)的电影或
视频ꎮ” 选项包括“从来没有” “很少” “有时” “经常”
“不知道”和“拒绝回答”ꎬ后 ２ 个选项在数据分析时按
缺失值处理ꎮ
１.３.２　 冲动性特质 　 通过填写« Ｂａｒｒａｔｔ 冲动性量表－
１１»(ＢＩＳ－１１) 纸质问卷获得[９] ꎮ 该量表由 Ｂａｒｒａｔｔ 于
１９５９ 年编制ꎬＰａｔｔｏｎ 等于 １９９５ 年修订ꎬ共 ３０ 个条目ꎬ
每个条目按 １ ~ ４ 级评分ꎬ其中 １１ 个条目为反向计
分[１０] ꎮ ＢＩＳ－１１ 包括 ３ 种冲动亚型:运动性冲动、注意
性冲动和无计划性冲动ꎮ 运动性冲动主要表现为行
为控制障碍ꎬ追求短期、即时满足ꎻ注意性冲动主要表
现为不能抵抗直接刺激物的诱惑ꎬ注意力集中困难ꎻ
无计划性冲动表现为行为缺乏深思熟虑ꎬ受偶然动机
或情绪冲动所驱ꎮ 运动性冲动、注意性冲动和无计划
性冲动得分范围分别为 ８ ~ ３２ꎬ１１ ~ ４４ 和 １１ ~ ４４ 分ꎬ冲
动性总得分范围在 ３０ ~ １２０ 分之间ꎬ得分越高ꎬ冲动性
越强ꎮ 过往研究指出ꎬＢＩＳ－１１ 中文版量表在青少年样
本中信度和效度良好[１１] ꎮ 本研究中该量表各条目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ꎮ
１.３.３　 其他变量 　 在每轮调查中均收集了家长对孩
子了解程度、学校里是否有成年人关心以及每天上网
时间(使用社交媒体、打游戏或其他网络活动) 等信
息ꎮ 考虑色情片观看频率的拉扯因素ꎬ将以上 ３ 个变
量作为协变量纳入分析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经 ＥｐｉＤａｔａ Ｅｎｔｒｙ ３.１ 双遍录入
后ꎬ所有电子问卷和纸质问卷通过调查对象识别码进
行关联ꎮ 统计分析使用 Ｓｔａｔａ / ＳＥ １５.１ 软件ꎬ对青少年
色情片观看情况进行一般统计学和面板数据统计学
描述ꎮ 由于色情片观看频率呈偏态分布ꎬ在对其进行
ｂｏｘｃｏｘ 正态性转换的基础上开展分析ꎬ首先对包括冲
动性在内的因素与色情片观看频率的关联进行单因
素方差分析或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ꎬ其次在考虑纵向
数据个体自相关性的基础上ꎬ拟合混合线性(多水平)
模型ꎬ确定冲动性及其它影响因素与色情片观看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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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ꎮ 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色情片观看总体情况　 ３ 轮数据收集中ꎬ分别有
２２.６６％(３３１ / １ ４６１)、１３.６２％ (１９１ / １ ４０２) 及 １９.６４％
(１９９ / １ ０１３)的应答青少年有过观看色情片的经历ꎮ
男、女生色情片观看率在第 １ 轮调查中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２４.５６％ꎬ２０.６７％)(χ２ ＝ ３.１６ꎬＰ ＝ ０.０８)ꎻ在第 ２ꎬ３
轮调查中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８. ３５％ꎬ８. ８７％ꎻ
２４.８０％ꎬ１４.６２％) ( χ２ 值分别为 ２６.７７ꎬ１６.６２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ꎮ 面板数据统计学描述显示ꎬ在 ３ 次调查中ꎬ
３２.７％(４９４ / １ ５１２)的青少年至少 １ 次自报有过看色
情片的经历ꎮ 在 ３ 轮中至少报告未曾观看过 １ 次色情
片的 １ ３８７ 名青少年中ꎬ其 ３ 轮调查中一直不观看色
情片的概率为 ８７.９％ꎻ而在至少报告 １ 次观看过色情
片经历的 ４９４ 名青少年中ꎬ其 ３ 轮调查中观看色情片
的概率为 ５９.２％ꎮ
２.２　 研究对象冲动性水平分布　 男女生运动性冲动
和无计划性冲动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青少年 Ｂａｒｒａｔｔ 冲动性量表(ＢＩＳ－１１)总分

及亚组得分比较(ｘ±ｓ)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ＢＩＳ－１１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ｓｃａｌｅ ｓｃｏｒｅ (ｘ±ｓ)
性别 人数 冲动总得分 运动性冲动 注意性冲动 无计划性冲动
男 ７７６ ６１.１６±１０.０３ １６.３３±３.２５ ２２.１３±４.５８ ２２.８３±５.２１
女 ７３６ ６１.３０±１０.００ １５.６６±２.９３ ２２.０４±４.５９ ２３.６５±５.１１
合计 １ ５１２ ６１.１９±１０.０４ １６.００±３.１２ ２２.０７±４.６０ ２３.２１±５.１７
ｔ 值 －０.２５ ４.１３ ０.３８ －３.０３
Ｐ 值 ０.８０ <０.０１ ０.７０ <０.０１

２.３　 冲动性及其他因素与观看色情片频率的单因素

分析　 以正态性转换后的色情片观看频率为因变量ꎬ

冲动性总得分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ꎬ发现两者存在
关联(Ｆ ＝ １.８９ꎬＰ<０.０１)ꎻ冲动性得分亚组分析中ꎬ色
情片观看频率与运动性冲动(Ｆ ＝ ３.５０)和注意性冲动
(Ｆ ＝ １.７９)得分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与性别的单因素
方差分析ꎬ与年龄、网络使用时间、家庭、学校因素的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ꎬ各因素与色情片观看频率关
联均有统计学意义(Ｆ年龄 ＝ ３.２１ꎬＦ性别 ＝ ３７.４０ꎬＦ父母了解 ＝
４２.９８ꎬ Ｆ学校关心 ＝ ９２. ９５ꎬ Ｆ网络使用时间 ＝ ５３. ５９ꎬ Ｐ 值均 <
０.０１)ꎮ
２.４　 观看色情片频率影响因素的混合线性模型分析

同时将性别、年龄、父母了解程度、学校是否有成年人
关心以及网络使用时间等因素纳入模型ꎬ考察冲动性
总得分以及冲动性各亚组得分与 ｂｏｘｃｏｘ 转换后的观
看色情片频率之间的关联ꎮ 考虑数据为纵向随访数
据ꎬ存在个体内多次测量的相关性ꎬ故同时纳入各重
复测量变量的均值和标化值进行考察ꎬ检验两者系数
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ꎬ如有则采用混合线性模型对
该变量在个体层面进行控制ꎬ通过引入随机效应反映
个体的异质性ꎬ 从而反映同一个体的观测的内相
关性ꎮ

表 ２ 显示ꎬ采用冲动性总得分(模型 １)及各冲动
性亚组(模型 ２ ~ ４)拟合的模型中ꎬ年龄和网络使用时
间存在个体异质性ꎮ 在系数检验基础上对模型进行
调整ꎬ采用混合线性模型引入年龄和网络使用时间的
随机效应ꎬ结果见表 ３ꎮ 青少年冲动性总得分高与色
情片观看频率具有显著关联ꎻ冲动性各亚组分析中ꎬ
青少年高运动性冲动与高注意性冲动影响色情片观
看(Ｐ 值均<０.０１)ꎮ 其他因素中ꎬ女生、父母较多了解
及学校有成年人关心的青少年较少观看色情片ꎬ而网
络时间使用较长( >３ ｈ / ｄ)的青少年观看色情片的频
率更高ꎮ

表 ２　 青少年色情片观看频率的重复测量影响因素个体相关性检验(ｎ＝ １ ５１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ｃｏｖａｒｉａｔｅ ｔｏ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ｕ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ｎ＝ １ ５１２)

个体间和个体内效应是否相等
模型 １

β 值 Ｐ 值

模型 ２
β 值 Ｐ 值

模型 ３
β 值 Ｐ 值

模型 ４
β 值 Ｐ 值

β 年龄(个体)＝ β 年龄(标化)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６
β 父母了解(个体)＝ β 父母了解(标化) －０.００７ ０.３１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８ ０.１８１ －０.００９ ０.１６８
β 学校关心(个体)＝ β 学校关心(标化) －０.００６ ０.４６０ －０.００１ ０.８８４ －０.００７ ０.３９０ －０.００６ ０.４６４
β 网络时间(个体)＝ β 网络时间(标化)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７

　 注:模型 １ꎬ２ꎬ３ꎬ４ 分别代表以总得分、运动性冲动得分、注意性冲动得分及无计划性冲动得分拟合的模型ꎮ

表 ３　 青少年色情片观看频率影响因素混合线性模型结果(ｎ＝ １ ５１２)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ｘｅｄ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ｎ＝ １ ５１２)

变量
模型 １

β 值 Ｐ 值

模型 ２
β 值 Ｐ 值

模型 ３
β 值 Ｐ 值

模型 ４
β 值 Ｐ 值

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
性别 －０.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
父母了解程度 －０.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
学校有成年人关心 －０.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１
网络使用时间 / (ｈｄ－１ ) <２ －０.００１ ０.７５ ０.００２ ０.４７ ０.００２ ０.５２ ０.００２ ０.４３

≥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１
冲动性得分 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８

　 注:模型 １ꎬ２ꎬ３ꎬ４ 中的冲动性得分分别代表总得分、运动性冲动得分、注意性冲动得分及无计划性冲动得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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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尽管小年龄青少年中经常观看
色情片的比例不高ꎬ但仍有 ３２.７％的受访对象至少看
过 １ 次ꎮ 与台湾等地的研究相比[１２] ꎬ本研究中青少年
自报观看色情片较少ꎬ可能与纳入对象的年龄更小ꎬ
以及研究中对色情片的定义更为严格有关ꎮ

本研究结果提示ꎬ观看色情片与冲动性特质具有
稳定的关联ꎬ更高的冲动性得分和更多的网络时间也
与色情片观看频率增加有关ꎮ 且冲动性特质中的运
动性冲动和注意性冲动与色情片观看频率关联有统
计学意义ꎮ 从行为发生机制来看ꎬ人的行为主要依靠
２ 种不同机制的作用ꎬ即理性机制和冲动机制ꎮ 理性
机制认为ꎬ行为是由基于认知结构的态度或意向决定
的ꎻ尤其对行为结果的期望可以激发行为的发生ꎮ 冲
动机制认为ꎬ行为是在缺乏深思熟虑的情况下ꎬ由情
绪诱发的、无意识的、冲动后所产生的结果[１３] ꎮ 有研
究指出ꎬ冲动与遗传基因(如 ＭＡＯ Ａ 基因的多态性)、
神经递质(如 ５－羟色胺和多巴胺系统)、内分泌因素
(如性激素对神经递质的调节作用)及心理社会因素
均有关联[１４] ꎮ 青少年处于青春发育期ꎬ其存在性冲动
具有合理性ꎬ而缺乏相应的冲动控制能力也是该年龄
段的重要特征ꎬ提示有必要针对该年龄青少年的冲动
性进行合理疏导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家长了解程度和学校老师的关心
能够极大程度降低青少年的色情片观看频率ꎬ提示支
持性家校环境对青少年成长有重要作用ꎮ 与香港地
区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５] ꎮ 此外ꎬ本研究发现更多的网络
时间也与色情片观看频率增加有关ꎮ 尽管色情片观
看一定程度上受生物学因素驱动ꎬ但对于未接收或缺
少正规性教育的青少年而言ꎬ通过色情片获取性知识
尤其有害[１５] ꎮ 主流色情片的内容多以宣扬满足男性
性欲和主导地位为目的ꎬ内容中充斥着大量暴力行为
和不平等的性观念ꎬ且更多地鼓励强迫性行为以及不
安全无保护性行为[１６] ꎮ 青少年正值身心发展的关键
时期ꎬ接触此类视频有可能会将接收到的行为和观念
不断进行内化ꎬ导致其在今后性关系发展中对此类行
为加以模仿ꎬ不利于健康性心理和生理的发展[１ꎬ１２] ꎮ
鉴于网络和媒体的影响无处不在ꎬ青少年有意或无意
地都有可能会接触到一些色情画面ꎬ因此ꎬ更应对青
少年加强社会性别教育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ꎬ使之具
有在良莠不齐的媒体世界中明辨是非的能力ꎮ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１)色情片的定义未能涵
盖所有色情接触情况ꎻ(２)基线测量的色情片观看情
况是全生命周期接触情况ꎬ与随访调查的 １ 年期内观
看情况不完全一致ꎻ(３)色情片观看频率的测量基于
学生自报ꎬ因此可能存在报告偏倚ꎬ从而低估了青少
年观看色情片的情况ꎮ

志谢　 ＧＥＡＳ 研究由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和美国约翰霍普

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进行总协调ꎮ 感谢美国国际开发

署、ＷＨＯ、大卫和露西尔帕卡德基金会、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

金会以及橡树基金会对 ＧＥＡＳ 研究的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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