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彩票购买者应对方式与成瘾倾向的关系研究

王毅 1，2， 高文斌 2

（1.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2.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摘要】 目的：本研究探讨我国电脑型彩票购买者的应对方式与其成瘾倾向的关系。 方法：全国 6 省兼顾彩票销售

情况选取 25 个城市，并抽取各市投注站及购彩者，完成自编背景信息、彩票成瘾倾向量表（LAS）和简易应对方式问

卷调查，对样本进行筛选和分组,最终确定高/中/低成瘾倾向组共计 452 名购彩者。 结果：高/中/低成瘾倾向组间消极

应对总分（F（2,449）=20.46，P<0.001）和各题目上普遍呈现出高成瘾倾向组采用更多的消极应对方式；回归分析发现：

消极应对方式得分越高其功能损害和情感依赖维度得分越高； “培养业余爱好，积极参加文体活动”作为积极应对方

式对功能损害维度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结论：消极应对方式可以预测购彩者的成瘾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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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our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ping styles and addiction tendency
of Chinese lottery buyers. Methods: 452 lottery buyers were sampled from 25 cities of 6 provinces, including Guangdong,
Zhejiang, Liaoning, Anhui, Shanxi, Sichuan in the investigation. The psychometric instruments we used including: Lottery
Buyers Addiction Tendency Scale(LAS) and Simplified Coping Styles Questionnaire(SCSQ).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high/middle/low LAS groups on negative coping styles scores（F（2,449）=20.464，P<0.001）.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negative coping styles could predict the LAS score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negative
coping styles are vulnerable factors for lottery addiction, the more negative coping styles that lottery buyers use, the more
they behave addiction tendency. The prediction of positive coping styles represent protecting from the functional
impai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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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7 年国家发行 “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至

今，特别是 2000 年发行电脑型彩票以来，彩票的发

行量逐年飞速增长，2008 年仅中国福利彩票发行量

达到 603 亿元，其中电脑票发行量为 505 亿元，占总

销量的 83.83%。 一项对济南市 560 名购彩者进行的

调查发现， 有 22. 59 %的购彩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心

理健康问题[1]。 国外研究发现，彩票可能带来购买者

的过度购买和问题行为等负面影响，甚至导致犯罪，
很多国家病理性购彩概率大约在 1-2%[2]。 有研究者

认为，病理性购买彩票具有一定的成瘾本质，可以被

视为一种与物质或非物质成瘾（网络成瘾、购物成瘾

等等）同属一类的成瘾行为[3]。
应对是个体在应激环境或事件中， 对该环境或

事件做出认知评价以及继认知评价之后为平衡自身

精神状态所采取的措施[4]。 研究发现，应对方式与成

瘾，特别是行为成瘾关系密切。 首先，研究者认为概

率游戏本身可能是一种应对方式， 使参与者能够逃

避生活中的问题[5]，并且此类应对方式很可能在问题

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起一定的作用 [6]；其次，与一般购

彩者相比， 病理性购彩者的应对方式具有其自身的

特点：他们可能更多地采取逃避、指向情绪的应对方

式[7，8]；再次，良好应对方式的培养在问题赌博的预防

和治疗中起重要作用 [9-11]；最后，青少年应对与问题

赌博之间的关系存在跨文化的一致性 [12]。 国内目前

还没有考察应对方式与购彩者成瘾之间的关系。 张

敏等人对于网络成瘾者的研究发现， 幻想和退避两

种应对方式对网络成瘾具有预测作用[13]。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于 2007 年 11 月-2008 年 3 月对广东、浙江、辽

宁、四川、安徽、陕西 6 省 25 个地市的彩票购买者进

行调查，根据各省电脑型彩票销售情况和地理位置，
抽取 4-5 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市，随机抽取该地市的

彩票销售站点进行问卷调查。 共计回 收有效样本

3378 人， 年龄最小 16 岁， 最大 88 岁， 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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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4±11.95 岁； 其 中 男 性 2729 人， 年 龄 37.82±
11.96 岁；女性 649 人，年龄 37.84±11.95 岁。 购彩者

成瘾倾向项目均分为量表总分除以项目数， 分数分

布在 1-5 分之间。 由于购彩者成瘾倾向项目均分基

本符合正态分布， 确定 4 分和 2 分分别是高低 5%
人群的划界分数。 前人研究提出若购彩者每月彩票

投入的百分比超过其收入的 20%，可被认为是过度

购彩[14]。 在此研究者根据 LAS 得分大于等于 4 分并

且月投入占收入百分比大于等于 20%为入组标准，
确定高成瘾倾向组 125 人；根据 LAS 得分小于 2 分

并且月投入百分比小于 5%为标准， 确定低成瘾倾

向组 175 人； 同时在两端之间的群体中随机抽取样

本量大致相 同的 152 名购彩 者作为中度 成瘾倾向

组。 高/中/低成瘾倾向组购彩者的背景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购彩者人口学背景信息频数分布表

1.2 测量工具

1.2.1 自编背景信息问卷 该量表共 11 题，涉及购

彩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月收

入等信息的调查问卷。
1.2.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15] 该量表由积极应对和

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共包括 20 个条目。
1.2.3 成瘾倾向量表（Lottery Addiction Scale，LAS）
该量表为自编量表， 用来考察购彩者由于购买彩票

而带来不良影响的严重程度，共计 10 个项目，分成

功能损害和情感依赖两个维度， 前者指购彩者因购

买彩票及与此相关的行为而带来的工作、 家庭和其

他社会功能的损害，如家庭冲突、影响工作、借钱、隐

瞒等等。后者是指购彩者对彩票的感情，因为彩票而

兴奋、结交朋友、购彩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等等。量表采用 1-5 的五级评分 Likert 量表，分数越

高， 代表购彩者由彩票带来的功能损害和对彩票的

情感依赖越严重。本研究中，全量表信度 Cronbach α
系 数 为 0.70； 功 能 损 害 维 度 Cronbach α 系 数 为

0.72；情感依赖维度 Cronbach α 系数为 0.59。
1.3 研究程序和数据处理

此次调查采用纸笔问卷的方式， 分别在各城市

随机选取彩票投注站， 并对前来投注站的购彩者进

行调查， 经对方同意且符合在过去半年内购彩至少

一次的标准后，在调查员的指导下完成问卷的填写。
调查所获数据用 SPSS13.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应对方式与成瘾倾向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两个维

度以及 12 个应对方式题项与成瘾倾向两维度存在

相关。 详见表 2。

表 2 相关分析结果

注：*P＜0.05，**P＜0.01，***P＜0.001，下同。

2.2 高/中/低成瘾倾向组应对方式的协方差分析

鉴于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等变量与应

对方式和成瘾倾向均存在相关， 因此本研究采用协

方差分析，控制年龄、文化程度等变量的作用，比较

不同成瘾倾向组间应对方式的差异。结果发现：成瘾

倾向组别之间在积极应对维度总均分和 12 个条目

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消极应对维度总均分上，成

瘾 倾 向 高 中 低 三 组 间 差 异 显 著 （F =20.464，P <
0.001）；消极维度的 8 个条目中的 5 个条目上，组别

之间差异显著，2 个条目上边缘显著，详见表 3。
2.3 应对方式对成瘾倾向的回归分析

鉴于简易应对方式量表列举了多种应对方式，
并且只将其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 忽略了部分

信息， 编制者认为该量表临床应用时可以进一步分

析单独条目的回答得分情况[15]。 因此本研究对量表

的具体条目进行分析， 以便了解不同应对方式对购

彩成瘾倾向的影响作用。 本研究考察应对方式对功

能损害和情感依赖两个维度各自的影响作用。
2.3.1 应对方式对成瘾倾向量表功能损害维度的回

归 表 4 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水平和

应对方式能够解释购彩者对于彩票功能损害维度量

表得分变异的 24.4%。
2.3.2 应对方式对成瘾倾向量表情感依赖维度的回

归 年龄、 个人月收入和应对方式能够解释购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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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彩票情感依赖维度量表得分变异的 21.9%。 见 表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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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应对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应激事件作用， 包括改

变对应激事件的评估、调节与事件有关的躯体或情

感反应[15]。 对购彩者来说，他们所面对的应激事件不

仅包括一般生活事件， 同时还面临着购彩所带来的

应激，例如彩票上的实际花费数额巨大、向家人隐瞒

购彩行为以及中大奖带来的心理应激等等。 研究发

现，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有重要关系：应对方式是

主观幸福感的重要预测指标 [16]，同时积极应对还是

心理控制源的内控性预测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 [17]。
因此，购彩者应对购彩事件、生活事件的方式和能力

与其心理健康状况的关系需要心理学研究者引起关

注。
对彩票的情感依赖、 缺乏控制和影响正常社会

功能是病理性购彩的核心特征[18]。 研究发现，对我国

电脑型彩票购买者来说，年龄、个人月收入以及“认

为时间会改变现状，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通过吸

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幻想可能会

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等应对方式对购彩者对彩

票的情感依赖有预测作用；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

以及“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来解除烦恼”；

“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接受现实，
因为没有其他办法”；“自己安慰自己”；“培养业余爱

好，积极参加文体活动”等应对方式对购彩者社会功

能损害具有预测作用。
消极应对方面，“通过吸烟、喝酒、服药和吃东西

来解除烦恼”、“幻想可能会发生某种奇迹改变现状”
都属于逃避分量表（Escape-Avoidance Scale），其含

义是人们从思想和行为上努力逃避问题；而“认为时

间会改变现状，唯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属于远离分

量表（Distancing Scale），即 认 知 上 努 力 使 自 己 远 离

问题或是把问题严重性看的更轻， 从而否认问题的

发生。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逃避、否认等应对方式确

实对我国购彩者成瘾倾向的两个维度， 即功能损害

和情感依赖存在一定的预测作用。 国内物质成瘾的

相关研究也有类似发现： 姜美俊等人通过比较对照

组与海洛因成瘾组的应对方式发现， 海洛因依赖组

解决问题和求助两个分量表得分低于对照组， 幻想

和退避两个分量表得分高于对照组 [19]；研究发现，与

对照组相比， 海洛因依赖者具有更高的消极应对和

较低的积极应对[20]；在治疗方面，通过在物质滥用者

的治疗中改变其应对方式有利于帮助他们更好地处

理应激事件[21]，在成瘾的康复过程中，接受治疗的患

表 3 高/低成瘾倾向组、对照组应对方式的协方差分析(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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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虽然仍然在使用一些负性的应对策略， 但他们使

用更多的积极应对策略[22]。
积极应对方面，“培养业余爱好， 积极参加文体

活动”，“自己安慰自己”等应对方式，对购彩者的社

会功能损害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Simone 等人 认

为，直面问题（Confrontative Coping）代表人们努力改

变现状，甚至出现一些风险行为，可能与问题赌博存

在一定程度的关系[23]。 在彩票购买上出现更多的“追

号行为（Chasing）”，进而 造成更大的 经济损失和 不

良影响。本研究也考察了购彩者是否会追号的问题，
分析发现，购彩者的成瘾倾向与“如果您买的号码没

有 中 奖， 您 是 否 会 追 加 钱 继 续 购 买”（r= 0.35，P<
0.001）显著相关，也就是说，高成瘾倾向的购彩者更

可能会追加购买彩票。 因此在未来的研究和实际工

作中，应该更加关注高成瘾倾向的购彩者，他们采取

更多的消极应对并且可能出现风险行为， 继而影响

其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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