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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解除还是再抑制:媒体形象对
限制性饮食者进食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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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澧,　高　笑,　王　洋

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重庆４００７１５

摘要:主要考察了媒体形象对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进食行为的影响．通过控制屏幕比例来

操纵媒体中人物的体形,考察了６６名女性大学生在瘦体形条件下和正常体形条件下进食量的差异．结果表明,接

触媒体中的瘦形象导致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的过量进食行为;相反则导致了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的抑制性进食行

为．结果说明媒体形象对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饮食行为的影响是有差异的,解释了已有研究

之间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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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已成为当今众多年轻女性所热切追求的一种理想．媒体在日常生活中传递了这样一种思想:如果

你想变得足够有魅力或想要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你必须要拥有一个瘦的、完美的体形(对于女性来说)[１－３],
同时媒体还将瘦与健康、幸福等积极含义联系在一起[４－５]．但有研究发现,媒体上所传递的女性形象比现实

生活中大多数女性的体形更瘦,是大多数女性所难以达到的[４],这导致了许多女性对自身体形不满意,产

生了节食减肥的压力[６－７]．已有研究发现,媒体对瘦的这种推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各种饮食问题,甚至

饮食失调问题的发生[１,８－１０]．
限制性饮食者作为当前时代背景下一种比较特殊的群体,最早是由 Herman等人于１９７５年提出的,它

是指一群长期关注体质量和减肥的慢性节食者,多为女性,但减肥却不太成功[１１]．目前限制性饮食的测量

工具主要有 RS(RestraintScale),DEBQ(TheDutchEatingBehaviourQuestionnaire),TFEQ(TheThree
FactorEatingQuestionnaire)３个量表．RS筛选的被试抑制解除程度较高,而DEBQ和 TFEQ可以同时筛

选出抑制解除程度不同的被试[１２]．限制性饮食行为会导致过度的进食,而抑制解除效应是指在进食少量高

能量或高美味的食物之后,限制性饮食者会比事先没有进食条件下有更多的进食行为[１３－１４]．在抑制解除条

件下,一个成功的节食者(媒体中的瘦模特节食成功,相当于限制性饮食者的盟友)会促进限制性饮食者对

饮食行为的再抑制[１,１５]．有研究发现限制性饮食与饮食失调之间的关系,还将限制性饮食作为预测饮食失

调的一个因子[８,１３,１６－１８]．因此,考察媒体形象对于限制性饮食者进食行为的影响,对我们理解和干预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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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问题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媒体形象对限制性饮食者进食行为的影响,现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多数研究发现,媒体中的瘦

形象对于限制性饮食者充当的是抑制解除因子,即接触这些图像会导致限制性饮食者出现过量的进食行

为[４,７,１９－２０]．但另一方面,有研究发现,瘦形象对于限制性饮食者是一种提醒线索,会导致他们更好地控制

自己的饮食行为[１]．Anschutz２００８年的研究考察了不同体形的模特对被试的体形满意度和进食量的影响．
所有被试观看的是同一个视频片段,通过控制视频的屏幕比例(１６∶９和４∶３)来操纵模特的体形．结果发

现,限制性饮食者在观看瘦形象条件下出现了抑制解除行为,进食量多于其他条件下的进食[４]．Anschutz

２００８年的另一研究考察了媒体中包含瘦形像的广告对限制性饮食者进食行为的影响．被试随机地分配在４
种实验条件下(悲伤视频瘦广告、悲伤视频中性广告、中性视频瘦广告和中性视频中性广告),结果发现,

限制性饮食者观看包含瘦形象的视频后其进食量少于其他条件,但这一结果只出现在没有过度进食倾向的

限制性饮食者中[１]．
Anschutz认为出现这种结果是由于被试划分的原因．瘦形像充当抑制解除因子的研究中对被试的划分

采用的大都是RS量表[７,１９－２０],只有 Anschutz２００８年的研究采用了 DEBQＧR维度[１]．有研究发现,DEＧ

BQＧR维度主要测量的是被试限制性进食的程度,与RS量表之间是有联系的[２１]．而 Anschutz２００８年的研

究发现瘦形像充当了提醒线索,则采用了 DEBQ 和EDIＧⅡ(EatingDisorderInventoryＧ２)中的过度进食维

度对被试进行划分[１]．已有研究发现,通过RS量表所筛选出来的被试带有过度进食的倾向,属于失败的节

食者,而使用DEBQ所筛选出来的被试更倾向属于成功的节食者[２１－２３],瘦形象对不同类型的限制性饮食

者的饮食行为影响可能是不一致的．Anschutz对这一结果的解释只是一种推论,并没有将被试划分为成功

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来进一步考察．
因此,本研究要进一步考察媒体形象对限制性饮食者进食行为的影响．在改进已有研究中被试的划分

和实验材料选取的基础上,采用DEBQ量表的３个维度将被试划分为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

饮食者[２４],通过操纵屏幕比例来考察不同体形的媒体形象对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

的饮食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根据抑制解除理论和再抑制理论,本研究假设: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在

观看正常屏幕比例条件下的视频后,会出现抑制解除现象,即吃得更多;而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观看正常

屏幕比例条件下的视频后,会更好地抑制自己的饮食行为,即吃得更少．

１　方　法

１１　被　试

荷兰饮食问卷量表(DEBQ)是由 VanStrien等人１９８６年编制的,该问卷包含限制性进食、情绪性进食

和外部性进食３个维度[２５]．VanStrien等２００７年指出,限制性进食分量表的平均分为限制性分数,而情绪

性进食和外部性进食两个量表的平均分为进食性分数,即抑制解除分数[２６]．根据文献[２４]的划分标准,满

足限制性分数和抑制解除分数都不少于３分的属于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而满足限制性分数不少于３分,

同时抑制解除分数少于３分的属于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从某大学学生中筛选出６６名女性被试,将被试随

机地分配到正常屏幕比例和拉宽屏幕比例两种实验条件下．

１２　实验设计

采用２(被试类型)×２(媒体形象)的混合实验设计．被试类型包括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

饮食者两类,属于组间变量;媒体形象包括瘦体形(屏幕比例正常)和正常体形(将屏幕比例拉宽)两种,属

于组内变量．因变量为被试在观看视频时的进食量,额外变量为被试的情绪状态、BMI指数、饥饿程度．

１３　研究工具及实验材料

１)DEBQ．由３３个项目组成,采用１~５五点记分．包含３个维度:限制性进食包含１０个项目,如“如
果你的体质量增加了,你会吃得比平时少吗?”;情绪性进食包含１３个项目,如“当你被激怒时,你渴望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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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吗?”;外部性进食包含１０个项目,如“如果食物尝起来很好,你会比平时吃得更多吗?”．内部一致性系

数分别为０９５,０８１和０９５．

２)正性负性情绪量表[２７]．由２０个反映情绪的形容词组成,包含了正性情绪因子１０个项目和负性情绪

因子１０个项目．要求被试根据自己近１~２周的实际情况,从“几乎没有、比较少、中等程度、比较多,极其

多”中对每个项目进行打分．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０８５和０８３．

３)电影“热浪球爱战”．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沙滩上的以排球比赛为主线的故事,使用绘声绘影编辑

器将其剪辑为一段时长３０min的视频,并将屏幕比例拉宽,故事情节看起来比较完整,整个视频的基调以

轻松、愉快为主．

１４　实验程序

首先,完成情绪状态、饥饿程度和当前愉快、悲伤程度的测量．其次,告诉被试接下来会观看一段时长

３０min的视频,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可以随意地去吃放在桌子上的食物(分别是薯片和麦丽素,事先称好

重量,各１００g),同时还会给被试提供一杯水供看视频的过程饮用．最后,测量被试的饥饿、愉快与悲伤程

度,并自我报告体质量与身高,完成相关的掩蔽项目,给予报酬并感谢其参与．

２　结　果

使用SPSS１７０对数据进行分析．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来考察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的组间差异(见表１)．结果

发现,对年龄、BMI指数、饥饿度、愉快程度、悲伤程度以及对视频有趣、枯燥程度的评价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来考察饥饿程度、情绪状态的前后测变化和BMI指数现实与理想的差异．结果发

现,饥饿程度前后变化无统计学意义,t(６４)＝１１３３,p＝０２６１;愉快程度前后测变化有统计学意义,

t(６４)＝－４７６９,p＜０００１,d＝０２９２(这一结果与所选取的影片愉快、轻松的基调是一致的);悲伤程度

前后测变化无统计学意义,t(６４)＝１８４９,p＞００５;被试的现实BMI指数与理想BMI指数之间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６４)＝１６２７６,p＜０００１,d＝０２４０．
进一步采用方差分析来考察被试类型和屏幕比例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主效应．薯片和麦丽素所含热量不

同,将被试进食总热量作为因变量[１]．结果发现,被试类型和屏幕比例之间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

F(１,６５)＝７５０２,p＜００５,η２＝０１１９,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观看瘦体形媒体形象的视频后进食量多于

观看正常体形视频的情况,而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观看瘦体形的视频后进食量要少于其他条件下的进食,

见图１．简单效应分析发现,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在两种屏幕比例条件下进食量之

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观看瘦体形视频条件下,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量之

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０１,η２＝０２０５;在拉宽屏幕比例条件下,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

制性饮食者进食量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被试类型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F(１,６５)＝７０８７,p＜

００５,η２＝０１１２,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在两种屏幕比例条件下进食量均要少于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将

BMI指数、饥饿程度和情绪纳入协变量,三者对进食行为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表１　两类被试的人口统计学资料(M±SD)

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 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 差　　　异

年龄 ２１００±１９９ ２０６０±１８３ t(６４)＝０８４４,p＝０４０２
BMI ２０２４±１６４ １９７２±１５１ t(６４)＝１３２５,p＝０１９０

限制性分数 ３５４±０４５ ３５３±０４７ t(６４)＝０１０７,p＝０９１５
抑制解除分数 ２６６±０４６ ３５９±０３９ t(６４)＝－８７８１,p＜０００１

　　注:BMI＝体质量(kg)/身高２(m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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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本研究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首次对限制性饮食者进食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并且进一步考察了媒

体形象对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的不同影响．结果如下:被试类型和屏幕比例之间的

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用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媒体瘦形象的条件下,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进食

量多于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在媒体正常形象的条件下,进食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

的假设,即媒体瘦形象对两类限制性饮食者的影响是不同的．瘦形象充当抑制解除因子导致失败的限制性

饮食者出现过量的进食行为,充当提醒线索促进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更好地抑制进食行为．

图１　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

在不同的屏幕比例条件下的进食热量

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观看媒体瘦形像时出现

了抑制解除现象,与假设一致,媒体瘦形象导致失

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过多地进食行为．这一结果与已

有的研究是一致的[４,７,１９,２８－２９]．正常的被试接触瘦

体形图像后,其进食量少于接触胖体形图像或是

中性图像后的进食,而限制性饮食者接触瘦体形

图像则出现了过量地进食行为[４]．Mills等认为,

根据媒体形象的可达到性,限制性饮食者看到瘦

体形图像后引发对自己身体的不满意,导致了过

量地进食行为[１９]．Kahan等则认为,自我力量的削

弱导 致 了 限 制 性 饮 食 者 的 抑 制 解 除 行 为[３０]．

Schotte则认为,自我威胁是造成节食者过量进食

行为的先决条件[３１]．媒体形象对限制性饮食者进食影响的理论研究目前仍然不多,有研究依据认知资源有

限理论来解释限制性饮食者的抑制解除行为,认为限制性饮食者的过度进食行为是由于认知资源的不足造

成的[３２－３３]．对自己身体不满意,自我力量的削弱和自我威胁占用了一定的认知资源,导致了限制性饮食者

的过量进食．但由于本研究主要考察的是媒体形象对两类限制性饮食者的饮食行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并没有考察被试的自我满意度、自我能量的消耗、自我威胁程度以及是否占用了认知资源,所以关于限制

性饮食者抑制解除行为的原因未来仍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
与假设一致,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接触媒体瘦形象后更好地控制了自己的进食,出现进食量较少的

行为．这一结果验证了再抑制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些抑制解除情境中,限制性饮食者会恢复对饮食

行为的控制;媒体中的瘦形像充当了一种成功的节食者,属于限制性饮食者节食减肥的“同道中人”,接

触媒体中的瘦形象会抑制限制性饮食者的过量进食行为[１,１５]．视频中的媒体瘦形象充当了一种提醒线

索,导致限制性饮食者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进食行为．目前只有文献[１]的研究和本研究验证了再抑制理

论,原因可能是被试的筛选标准．已有研究发现,通过 RS量表筛选出来的限制性饮食者属于失败的节

食者,存在过度进食的倾向[２１－２２,２６,３４]．文献[１]的研究和本研究采用 DEBQ量表来筛选被试．本研究使

用 DEBQ量表将被试进一步区分为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只有成功的限制性饮

食者接触媒体瘦形象后出现了再抑制行为 ．文献[１]的研究也只在没有过度进食倾向的限制性饮食者中

发现了此种行为,因此本研究结果与文献[１]的研究结果一致．将被试区分为成功和失败两种,可以用来

解释已有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先前研究的阴性结果,即限制性饮食者在

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进食量之间不存在差异[３５]．目前这只是一种推论,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用

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媒体瘦形象条件下,两类限制性饮食者进食量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说

明媒体的瘦形象对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的影响是不同的,未来可以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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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出针对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过度饮食行为的干预项目．
本研究还发现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在两种屏幕比例条件下进食量均

少于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这与我们的被试划分标准是一致的．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被试在年龄、BMI
指数、饥饿程度、情绪状态、限制性得分,以及对视频的评价方面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了本研究

中实验操作是有效的,实验结果是由实验操作而不是其他因素引起的．用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被试的现实

BMI指数和理想BMI指数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０１,这一发现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媒体对瘦形

象的推崇是导致众多年轻女性对自己身体不满意的主要原因[３,８,３６]之一,媒体对社会中的个体发挥着一种

引导作用,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更为深远,未来可以倡导媒体更为理性、客观地传递关于女性美的信息．

４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媒体形象对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和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的进食行为影响是不

同的,媒体瘦形象对成功的限制性饮食者充当的是一种提醒线索,促进他们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进食;媒体

瘦形象对失败的限制性饮食者则充当的是一种抑制解除因子,导致他们的过量进食行为．本研究整合了已

有研究结果之间的不一致．
研究不足与展望:本研究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的,虽然环境比较适宜,但对被试的饮食行为肯定会有一

些影响,未来可以采用生态效果更好的实验环境来逐个施测;本研究只是考察了媒体形象这一个影响限制

性饮食者进食行为的因素,而日常生活中限制性饮食者进食行为是进食环境、个体特质、家庭环境等多方

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尝试采用日常日记法来更为全面地探讨限制性饮食者进食的影响

因素;另外,未来仍可考虑采用眼动、事件相关电位和核磁等技术手段,从不同的层面考察媒体形象对限

制性饮食者进食及其生理机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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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inhibitionorReinhibition?TheEffectofMediaImage
onRestrainedEatersActualFoodIntake

YINXinＧhong,　CHEN　Hong,　DU　Jie,
CHENLiＧli,　GAO　Xiao,　WANG　Yang
FacultyofPsych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５,China

Abstract:Inthepresentexperiment,normalＧweightfemalestudents(N＝６６)weredividedintosuccessful

restrainteatersandunsuccessfulrestrainteatersandexposedtoa３０Ｇminmovieclipfeaturingbeautiful

girls．Aftertheendofthemovie,theparticipantswereaskedtocompleteseveralquestionnairesaboutthe

manipulationchecksandtheiractualfoodintakeduringmovieＧwatchingwasexaminedafterwards．AninＧ

teractionwasfoundbetweenscreensizeandrestrainedeatingonactualfoodintake．Successfulrestraint

eaterstendedtoeatlessinthenormalsizeconditioncomparedtotheaveragemodelcondition,whereasunＧ

successfulrestrainteatersatemoreinthethinmodelconditioncomparedtothebroadsizecondition．The

findingssuggestedthatsuccessfulandunsuccessfulrestrainedeatersrespondeddifferentiallywhenexposed

tothethinmodelonthetelevision．Futureexperimentalstudiesonrestrictedeatingshouldemployvaried

methodologicalstrategiestoelucidatetheneuralbasesrelatedtoprocessingbodysizecuesandfullyidentiＧ

fytheassociatedcognitivemechanisms．

Keywords:mediaimage;restrictedeating;disinhibition;rein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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