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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

网络成瘾（,QWHUDFW�DGGLFWLRQ）又称网络成瘾障碍（,QWHUQHW�

DGGLFWLRQ�GLVRUGHU）、病理性互联网使用（3DWKRORJLFDO�LQWHUQHW�

XVH，3,8）、强迫性网络使用（&RPSXOVLYH�LQWHUQHW�XVH）、

网络依赖（,QWHUQHW�GHSHQGHQF�）等 ���，是指在没有成瘾物质

作用下的上网行为冲动控制障碍，表现为因过度使用互联网

而导致个体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害的现象 ���。虽然网络成

瘾的概念和诊断至今未纳入 �60��、国际疾病分类第 ��版

（,&����）等国际公认的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中，甚至定义

也不统一，但是在 ����年世界卫生组织将“游戏障碍”列入

精神疾病范畴 ���，“�60��诊断与统计手册”中也将“网络

游戏成瘾”列为精神障碍，并提出 �条诊断标准，为青少年

网络成瘾问题提供一定诊疗思路。

由于青少年人格等发展尚未成熟，当个体具有抑郁、焦

虑等情绪状态，为了摆脱现实生活的压力，或是为了在网上

寻求自我实现和价值感等原因很容易沉溺网络难以自拔 ���。

此外，在斯洛伐克的一项名为学龄儿童健康行为的国际调查

中，除了个人因素、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外，亲密的社会环

境在青少年过度使用网络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家庭因

素、同伴关系、学校及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由于造成青少

年网络成瘾的原因复杂而多维 ���，论文不再一一展开探讨，

但这些因素均有可能促使青少年通过利用网络成瘾来逃避现

实冲突，从而导致精神的抑郁或在工作、生活等其他重要的

领域功能的损害 ���。由于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影响深远，应

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故论文希望通过整理近年来青少年

网络成瘾的干预措施，为未来进一步开展青少年网络成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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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成瘾是指在没有成瘾物质作用下的上网行为冲动控制障碍，表现为因过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个体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
害的现象。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复杂多维，除了个人因素、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外，亲密的社会环境也起到重要作用。青
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会导致学业、生活等其他重要的领域功能的损害，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因此，论文分别从网
络成瘾背景及干预措施方面分别进行综述，希望能为未来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的临床干预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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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临床干预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2�干预措施

一项 0HWD分析表明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与较低的幸福感

相关联 ���，而且许多研究人员都同意网络成瘾会对青少年个

人积极的人生观产生消极的影响，故及早地干预治疗网络成

瘾有助于青少年心理的健康发展。目前，针对青少年网络成

瘾心理障碍的治疗提出了多种干预措施，按效果从高到低排

序依次为综合干预，家庭干预，运动干预，电针干预，认知

行为治疗（&RJQLWLYH�%HKDYLRUDO�7KHUDS�，&%7），药物干预

等其他干预，结果显示综合干预措施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

预效果最佳，在单一干预措施中，家庭干预效果最佳。接下

来将根据疗效从高到低的顺序简单介绍以下几种治疗方法供

大家参考。

2.1�家庭治疗（Family-based�intervention）

=KRQJ等人通过以家庭为基础的网络成瘾干预方法，来

评估该治疗方式在中国青少年中的有效性。该研究表明，经

过 �个月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干预，干预组在减少网络使用、

增强家庭功能等方面更为有效。另外，在一项评估两种家庭

疗法——多维家庭疗法（0XOWLGLPHQVLRQDO�IDPLO��WKHUDS�，

0�)7）和常规家庭疗法（)DPLO��WKHUDS��DV�XVXDO，)7�8）

的研究中发现，两种家庭疗法均降低了一年内 ,*�的患病率，

尤其0�)7，0�)7是针对表现出问题行为的青少年的治疗

计划，对治疗青少年 ,*�是有效的，同时家庭关系的改善可

能有助于治疗成功。0�)7在减少物质使用障碍、犯罪和合

并症以及改善家庭和谐和学校表现方面优于各种治疗方法，

如强度较低的基于家庭的方法和 &%7，这种疗法针对来自对

青少年有发展影响的社会领域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如家庭、

朋友和学校，“多维”一词反映了青少年生活中的每个主要

领域都被认为通过风险和保护因素导致了他或她的行为问题。

0�)7考虑的生活领域包括青年本人、父母、家人、朋友和

同龄人、学校和工作以及休闲时间。0�)7由三个阶段组成。

一是强化治疗动力，结成多个治疗联盟，拟定治疗方案。在

第 �阶段，针对青少年、父母和其他可能的其他人进行干预。

第 �阶段涉及制定复发预防计划并停止治疗。,*�中0�)7

的目标不是实现禁欲（完全停止游戏），而是让青少年摆脱

与游戏相关的伤害并实现更健康、没有问题的游戏。

2.2�运动干预（Sports�intervention）

在一项体育运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干预效果的0HWD分

析中显示，体育运动对青少年网络成瘾具有显著干预作用，

其中体育运动对轻、中、重度成瘾的被试干预效果分别为最好、

次之、无明显效果。并且被试类型、网络瘾测量工具对干预

效果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通过对整群抽取的中国河北省石

家庄市 �所中学的 ����名学生进行网络成瘾问卷调查，研究

发现高强度间歇运动对网络成瘾中学生戒除网瘾有较好的效

果。还有研究显示，网瘾的内在机制是网络行为激活了本能，

而运动有同网络行为一样的本能激活功效，故可将运动成“瘾”

置换为网瘾，从而建立起基于“成瘾置换”的生物—心理—

社会多学科整合的网瘾防治模式，希望有助于未来进一步防

治网瘾。

2.3�电针刺结合心理干预疗法（Electro-Acupuncture�

and�Psycho-intervention�Treatment）

=KX等人在研究中通过随机分组，将 ���例网络成瘾患

者随机分为 �组，电针组（(OHFWUR�DFXSXQFWXUH，(�）��例，

心理干预组（3V�FKR�LQWHUYHQWLRQ，3,）��例和综合治疗组

（&RPSUHKHQVLYH�WKHUDS�，&7）��例来观察对认知功能的影响。

最后他们的结果证明，(�和 3,相结合的综合治疗可以改善

网络成瘾患者的认知功能。还有一例类似的研究中，<DQJ等

人观察了电针（(�）和心理干预（3,）对网络成瘾（网络成瘾）

青少年冲动行为的影响，得出的结果显示 (�和 3,对网络成

瘾青少年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心理体验和行为表

现方面，同时研究显示 (�可能比 3,更有优势。

2.4�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CBT）

多项研究报告指出，&%7可用于治疗青少年网络成瘾。

&%7包括探索个体的心理和认知过程。在许多情况下，网络

成瘾的首选治疗方法是提供合理使用互联网的建议。故而可

针对此可采取有效的心理咨询，来帮助患者意识到自己认知

上的错误并予以改正，从而树立起正确认知。同时也要注意

更能影响个体的是那些对其产生较大影响的、他们信任且能

够寻求社会支持的人。另外，<<�=KDQJ等人系统地研究并总

结了 &%7对网瘾青少年的心理影响，为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管

理上提供最新的 &%7评估方法。

2.5�药物治疗（Pharmacotherapy）

一般沉迷于网络的人一般也并存患有相关精神疾病。

据结构化的精神病学访谈研究，患有网络成瘾的青少年中有

����a�����表现出重度抑郁，因此对于网络成瘾患者进行抑

郁症状的治疗是必要的。在另一项用东莨胆碱联合心理疗法

治疗 �例网瘾患者的研究报告显示，�例患者治疗效果均得

到不同程度改善。而 6DQWRV等人在公开试验研究中对 ��名

并存患有焦虑障碍的网络成瘾患者进行试验，通过使用如氟

西汀、舍曲林等抗抑郁药，氯硝西泮和阿普唑仑的抗焦虑药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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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治疗效果，相关医务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加强健康宣传教

育工作的力度，改善患者的生活方式，使得患者能够保持愉

悦的心情，配合医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有效提高药物治疗的

效果，降低医务工作人员与患者之间出现矛盾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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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喹硫平等抗精神病药物，结合改良的 &%7，使患者的网络

成瘾症状得到显著的改善。但目前关于网络成瘾涉及的药物

机制仍然知之甚少。

2.6�其他治疗

:DUWEHUJ�/等首次观察到，情绪调节对青少年病理性网

络使用自发缓解方面具有高度相关性，并提出了情绪调节可

以在未来的预防措施中得到专门的训练和推广。在近期一项

研究显示，同时存在儿童情绪问题的青少年以及有抑郁症状

的父母或看护人则可能会增加高风险网络游戏障碍（+LJK�

ULVN�RI�,*�，+5,*�）的风险，因此这一发现表明，联合干

预治疗儿童情绪问题和他们父母的抑郁症状可能对预防儿童

和青少年 ,*�有额外的风险降低作用。同时也可以通过行为

矫正，如改变处理家庭、朋友、社交活动、体育锻炼和生活

其他方面的方式来打破之前过度使用互联网的模式。也可以

通过广泛地开展学校健康教育来能够提高家庭、学校、专业

人员和政府对中学生网络成瘾问题的知晓和重视，以利开展

预防和干预。

3�结语

目前，有关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方式多样，具体疗效

仍需要进一步的临床实践检验。考虑到当前的青少年网络成

瘾共患精神障碍的情况不在少数，而共患病也会影响网络成

瘾的治疗效果，故未来可针对有共病（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失眠、焦虑、情感障碍等）的青少年网络成瘾人群进行相应

的干预，从而进一步获取更丰富多样、优化的干预方案及治

疗经验，也能更好地减轻患者的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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