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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网络成瘾发病相关因素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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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美国精神病学家 Goldberg首次提出 

了网络成瘾障碍一词。随后，国外一些精神病学 

家和心理学家对此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性研 

究，提出了不同术语。目前，对网络成瘾的概念尚 

未统一，具有代表性的是 Young以病态赌博为模 

型，把网络成瘾定义为：一种没有成瘾物质作用的 

冲动控制障碍网络成瘾(IA)，又称病理性网络使 

用(PIU)、网络成瘾障碍(IAD)、强迫性网络使用 

(cIu)等，是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的行为问题之 
一

。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成瘾”的定义，目前对 

网络成瘾的主要界定标准是：无节制地花费大量 

时间上网、必须增加上网时间才能获得满足感、不 

能上网时出现异常情绪体验、现实人际关系恶化、 

向他人说谎以隐瞒自己对网络的迷恋程度等，因 

此网络成瘾也被认为是 “行为成瘾”的一种形 

式⋯。 

1 IAD的发生率 

正由于诊断标准的不一致，各个国家和地区 

报道的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发病率也不尽相同。德 

国有研究对 323名 11—14岁的儿童电子游戏行 

为调查结果发现，9．3％的孩子有过度玩电子游戏 

的表现⋯；Niemz 3 对英国大学学生的研究发现， 

大学生的病理性网络使用发生率为 18．3％；Sio— 

m os[4 调查了希腊塞萨利青少年的网络使用情况， 

发现网络成瘾发生率为8．2％，成瘾者主要是玩网 

络游戏和访问聊天室；韩国青少年网络成瘾率为 

1．6％ ～4．3％ ；新加坡青少年网络过度使用率 

达 17．1％_6 ；台湾地区高中学生网络成瘾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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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8％ E 7]
。 近年来国内学者以大、中学校 

的学生为对象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网络成瘾 

发生率为3．6％ ～15．8％，中学生网络成瘾发生率 

为 1．9％ ～14％[ ' 。 

2 IAD发病的相关因素 

2．1 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观点认为神经化学物 

质的改变可能引起成瘾。有研究显示长时间上 

网，机体处于应激状态Ll 。应激导致投射至腹侧 

被盖区的谷氨酸神经末稍和多巴胺神经元形成的 

突触作用增强，而由伏隔核(NAc)和杏仁核等构 

成的中脑边缘系统中DA奖赏回路是与依赖相关 

最紧密的脑区。研究表明，应激引起的认知和情 

绪反应启动了下丘脑 一垂体 一肾上腺轴(HPA)， 

尤其是应激环路中的CRF和 NE及边缘自主神经 

系统产生一系列的外周反应，可以加强伏隔核及 

中脑边缘奖赏通路其它脑区 DA能的传递。如果 

这种刺激是经常性的，大脑则会强化这种化学反 

应，从而产生成瘾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应激是 

通过糖皮质激素及糖皮质激素受体产生突触增强 

作用的 。患者长时间处于过度兴奋状态，其糖 

皮质激素的水平亦增高。在 NAc区，糖皮质激素 

主要影响 DA神经元的突触前位点。另外，糖皮 

质激素也可能通过其它机制间接影响多巴胺 D 

受体的功能状态。比如，糖皮质激素可能通过调 

节神经肽的表达、兴奋性氨基酸的传递或者修饰 

DA受体等机制影响 D 受体的功能状态。 

脑功能成像研究显示网络成瘾者的额叶、边 

缘系统等与成瘾有关的脑区参与脑的启动，而且 

启动程度与网络使用的渴求正相关。台湾学者用 

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影像数据作为刺激，无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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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对照对 10例网络成瘾者及 10名正常者对照进 

行 fMRI检查，发现相较于正常对照，网络成瘾组 

在播放游戏刺激时右前额叶皮质，双侧前扣带回 

和内侧额叶皮质以及右侧 DLPFC(中额叶皮质和 

邻近的优势额叶皮质)，右侧伏隔核，右尾状核等 

脑区显著启动，并认为这六个脑区即为网络成瘾 

的神经解剖学基础 12]。Zhou等 使用分辨 T1 

加权磁共振扫描分析，网络成瘾的青少年左扣带 

回前部、左扣带回后部、左岛叶及左舌回灰质密度 

减低。Ko等  ̈对网络游戏成瘾者进行 fMRI扫 

描，结果显示成瘾组的右前额皮层、右伏隔核、双 

侧前扣带回、内侧额叶皮质、右背外侧额叶、右尾 

状核被启动。 

2．2 遗传因素 Sophië 对 20位 l8岁以上的 

网络成瘾者进行访谈，发现 95％的研究对象有精 

神疾病家庭史，有 12名研究对象在他们的一级和 

二级亲属中，至少有一位物质滥用。另有研究显 

示网瘾青少年有高猎奇性的人格特质，Ebstein等 

研究证实猎奇人格特质与位于人的第 1 1号染色 

体上的多巴胺DRD4受体基因相关，其差异表现 

在第Ⅲ外显子重复序列的多态性，该重复序列在 

DRD4受体等位基因中常见的重复片段为4一重 

复和和7一重复，而具有 7一重复的等位基因组比 

缺乏 7一重复的等位基 因组在三维人格问卷 

(TPQ)中的猎奇性得分显著增高，含 7一重复 

DRD4基因的人个性喜冒险、寻求刺激、性情较急 

躁、稳定性差。 

2．3 人格素质 人格素质模式或素质应激的成 

瘾模式认为成瘾源于早年儿童时期所遭受的心理 

创伤，且与某些人格特征或其它障碍、遗传性心理 

素质等相关。异常行为产生来源于性格脆弱(素 

质)和生活事件(应激)，存在的病态心理作为-一 

种素质，是症状产生的必要病因。国外研究  ̈表 

明使用网络过度的高中生比使用网络少的学生表 

现出更多的精神症状，比没有使用、减少使用和适 

度使用的人似乎具有特殊的人格类型。从某种程 

度上来说，病态人格是网络成瘾的本质原因，是病 

态人格选择 了网络成瘾行 为。美 国心理学家 

Young早期在研究互联网成瘾现象时就发现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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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成瘾者具备特定的人格特质。有研究显示：青 

少年病理性互联网使用与神经质存在显著正相 

关，与开放性、宜人性、公正性存在负相关，与外倾 

性零相关，说明神经质人格类型的使用者容易产 

生病理性使用行为，开放性等人格类型的使用者 

不容易产生病理性使用行为，即具有消极人格特 

征的使用者产生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的可能性比较 

大。国外研究 埔 发现网瘾者倾向于自我活动和 

减少社交活动，具有突出的敏感、警觉、自我中心 

性格特质，存在高猎奇性、高躲避伤害和低 自尊、 

低奖赏依赖人格特征，最终导致网络成瘾的发生， 

难以自拔。K0等研究发现网络成瘾者有较高的 

人际敏感，他们的共同性格：不合群、喜欢独处、倾 

向于抽象思维、警觉、不服从社会规范、易激惹、情 

绪不稳定等。 

2．4 认知 一行为模型 Davis提出认知 一行为模 

型，从病因学角度出发提出了成瘾有关的病源性 

因素，为成瘾的形成和维持提供了依据。该模型 

对导致成瘾的近因与远因进行了区分。病因链的 

远程包括先前存在的心理病理性因素、不断发展 

的互联网技术、情境线索等；病因链的近端包括适 

应不良的认知、社会孤立或缺乏社会支持等，其中 

适应不 良的认知被视为成瘾的核心因素。Davis 

认为 PIU的认知症状先于情感或行为症状出现， 

并且导致了后两者。个体易患素质指当个体具有 

抑郁、社会焦虑和物质依赖等素质，则更容易发展 

出病态网络使用的行为。其中非适应性认知和社 

会隔离是病理性网络使用的核心因素。初次经历 

互联网的一个应用后，患者就被随后的反应所强 

化。如果反应是积极的，这种操作式条件反射会 

持续促使此人不断寻找新技术，以达到与初次反 

应相近程度的心理反应。患者一旦获得与互联网 

联系的刺激后，认知适应不 良的歪曲思维就 自动 

发生，进而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冥思苦想，这又导 

致了更有强化作用的记忆在患者脑海中重现，从 

而维持了PIU的恶性循环。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 

也提出了社会交换互动论中的刺激命题，如果特 

定刺激的出现曾经成为一个人行为及得到酬赏的 

原因，那么现在的刺激越是同过去的相同，这个人 



就越可能采取这种行动或与此类似的行动。 

2．5 网络因素 网络能满足人们获取信息以及 

交往、归属和尊重等基本需要，因为网络的虚拟性 

可以摒弃所有的世俗偏见，双方 自由平等的互换 

信息使青少年获得充分的尊重和理解，自我价值 

感得到确立，自我评价得到提高，很 自然地吸引了 

那些渴望溶人社会的未成熟的青少年。而且网络 

符合动机趋避性特点，一方面上网能逃避现实中 

的矛盾、困难，能轻易获得成功感，这种行为结果 

促使人们上网成瘾；另一方面网络游戏的新奇性、 

刺激性，网络聊天的隐蔽性、虚拟性，正好迎合了 

青少年群体的心理需求，使得他们沉迷网络。按 

照 Hebb提出的“最佳唤醒理论”的观点，在网络 

上获得的刺激不仅可以满足成瘾者寻求刺激的本 

性以维护合适唤醒水平的需要，而且还可能使青 

少年产生更强烈的欣快感和依赖性。另外，互联 

网的容易获得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Sum【 对美 

国7年级学生的调查显示 99％的调查者可以方便 

上 网。 

2．6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也是网络成瘾的一大 

因素‘加J。随着信息时代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互联 

网络凭借特点优势，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学 

习、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和载体。从社会认同理 

论来讲，只有在得到了社会的接纳和承认之后，才 

能够形成稳定的自尊感和自我统一性，从而获得 

自信和安全感。研究表明-2 缺乏社会支持、自卑 

的人容易网络成瘾，因为互联网给上网者以高度 

的认同和强烈的归属感，可以得到在社会中没有 

的接纳。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网络市场不规范，缺 

乏健全的法律和监管机制，使大量不利于小青年 

的游戏进入社会，吸引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而荒 

废学习，严重的危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青少 

年网络成瘾已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严重影响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 。 

2．7 家庭因素 青少年时期是身心发育、人格形 

成的关键时期，家庭环境是影响小青年身心成长的 

重要因素，单亲家庭、家庭暴力、亲子关系差、不良 

教养方式、家庭成员犯罪、吸毒等与青少年网络成 

瘾发生关系密切。研究提示家庭不良因素对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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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网络成瘾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家长 一青少年 

冲突明显、家庭功能低下、家庭成员的物质成瘾史 

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发生相关 J。研究发现父母 

教养方式特别是父亲教养方式是影响青少年上网 

成瘾的重要因素，上网耐受性、戒断行为、强迫上网 

行为、时间管理问题、人际健康问题会不同程度也 

受到父亲的关心理解、惩罚严厉、过分干涉、拒绝否 

认、偏爱和过度保护的影响 j。父母的拒绝否认 

和过分干涉、偏爱使青少年形成胆怯、独立性差、不 

善交际、逆反、压抑等个性，而这些不良个性特征都 

将会导致他们迷恋网络 J。家庭功能的低下使得 

青少年在遇到学习困难、人际交往等适应性问题时 

不能从家庭中获得有效的心理支持，转而去网络中 

寻找支持，利用网络来逃避家庭冲突，但是使用网 

络的需要会造成显著的抑郁或者社会功能、职业和 

共它重要领域功能的损害，从而导致不断地以成瘾 

行为来试图遮掩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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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讯 

由郑瞻培教授等主编的《司法精神鉴定的难点与文 

书》已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该书第一部分全面叙述 

当前司法精神鉴定中的各种疑难问题，指出应对策略；细 

致介绍司法精神鉴定人在出庭作证中有关应知技巧，并 

附大量疑难案例作为对照。第二部分详细阐述制作规范 

司法精神鉴定文书(包括精神伤残鉴定)的基本要求，并 

列举大量实际案例作为示范和问题点评。通过反复比较 

可使司法精神鉴定人掌握文书书写的基本技术，并提高 

对于疑难鉴定案例的理性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水平。 

该书(精装本)现售价每册80元(原价90元)，含邮 

寄费。 

欲购者可汇款至：上海市光复西路 1347号《法医学 

杂志》编辑部，邮编：200063(务请留言上说明所购书 

名)。联系人：许 婷 孙树林 电话：021—52360413， 

52361148—2319 

电子信箱：fyxzz@126．co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