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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成瘾调查及干预措施探讨
李素敏

(河北工程大学 职工医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革 ,既给人们的工作 、学习
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同时又有它负面的影响 ,甚至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研究表明 ,目
前大学生的一些身心问题与网瘾有关。因此对大学生网络成瘾情况不能忽视 ,应尽快采取有效
的干预措施 ,防止身心疾病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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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
的变革 ,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同时它又是
一把双刃剑 ,既给人们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方便 ,同时又有它负面的影响。网络成瘾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ｏｒｄｅｒ,以下简称 ＩＡＤ)是近年网络心理学
研究的特点

[ 1, 2]
。本研究除了对大学生进行 ＩＡＤ的摸

底调查以外主要侧重探讨有关ＩＡＤ的干预措施。

一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2006年在校ｌ～ 3年级的 2700名大学
生 ,平均年龄 20.88岁。

(二)方法采用分层整群抽取 ｌ～ 3年级 ,共计 90
个班 , 2700名大学生 ,采用译自美国被兹堡大学 Ｋ.Ｓ
Ｙｏｕｎｇ编制的临床诊断问卷 ,结合自编项目问卷 ,以班
为单位进行发放 ,在班会时间统一答卷 ,在 20分钟内
答完 ,均为无记名答卷 ,收回有效问卷 2700份 ,应答率
100%。其中未包含 4年级大学生(因在外实习)。

(三)统计分析建立数据库 ,对问卷中符合 Ｋ.Ｓ
Ｙｏｕｎｇ临床诊断问卷中规定项目的 8项中≥5分者(每
一项 1分)和对自编相关因素应答率高者进行登记 ,利
用ｓｐｓｓ10.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二 、结果

(一)ＩＡＤ发病率的比较根据 Ｋ.ＳＹｏｕｎｇ表中≥5
分者为 ＩＡＤ的诊断标准 , 2700名大学生中总体发生
ＩＡＤ者 720名 ,比率为 26.70%。

(二)具备ＩＡＤ相关因素 ,有ＩＡＤ倾向率比较统计
结果表明 , 2700名大学生中有 ＩＡＤ倾向者 1117名 ,总
体比率为 41.37(1117 /2700)。其中每日上网时间大于
6小时者 166人 ,比例为 26.89%;喜爱通宵上网者 145
人 ,比率为 32.22%,一次上网大于 6小时后感身心疲
惫 、偏头痛者 307人 ,比例为 68.22%,不喜欢本专业者
147人 ,比例为 32.67%;上网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者 192
人 ,比例为 42.67%;想努力戒掉网瘾又未成功者 160
人 ,比例为 35.56%。比较有明显的差异(ｘ2=174.40
Ｐ<0.01),见表 1。

(三)网络成瘾倾向和网络成瘾患者的比例中 ,
以 2— 3年级较高 ,分别为 36.7%和 30%,一年级为
10.3%。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ｘ2=176.79Ｐ<0.01),见

表 2。

三 、讨论

(一)该院校大学生患ＩＡＤ总体比例达 26.7%,远
远高于林绚辉

[ 3]
、崔丽娟 、蓝燕 、陈淑惠等报道的国内

大学生ＩＡＤ的发病率为 9.6%、36%、6.4%和台湾大学
生为 4.85 ～ 9.7%。此次调查的样本虽然小 ,有待于更
大样本的调查 ,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较为普遍
的问题 ,那就是大学生中 ＩＡＤ的发病率可能存在着逐
步上升的情况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

(二)“不喜欢本专业 ”、 “上网为了满足个人需
要” 、“想努力戒掉网瘾又未成功 ”这三项所占比例较
高 ,可能是导致大学生将不断的上网作为排遣自卑 、不
满足 、焦虑 、沮丧等心理压力的手段 ,久而久之就会使
这些学生身心疲惫 ,如果不及时给于疏导 、帮助和沟
通 ,将会使他们过早的罹患心身疾病 。因此 ,当涉及
ＩＡＤ相关因素较多 ,未达到ＩＡＤ诊断标准者 ,我们可暂
认为有ＩＡＤ倾向 ,如不及时加以干涉 ,有可能发展成
ＩＡＤ患者 。此观点待同行商榷。

(三)林绚辉
[ 3]
道 ,我国目前至少有 440万ＩＡＤ青

少年 。缪金生
[ 4]
报道 ,我国有关ＩＡＤ研究表明大学生

中ＩＡＤ的发病率约为 9.8% -13%。潘琼
[ 5]
等报道 ,

通过网上调查问卷的来访网民中ＩＡＤ发生率为 6% ～
10%。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汪玲等(2005)对上海等
综合性大学 485名上网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 ,其
中 48名己患ＩＡＤ,占被调查人数的 9.9%。调查显示 ,
ＩＡＤ者平均每周上网 25 ～ 30小时 ,与非成瘾者相比 ,他
们的上网频率高出一倍 ,多耗费 2倍的时间 。

(四)网络成瘾是指由于个体过度反复使用网络而
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 ,也指无成瘾物质作用下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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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行为冲动
[ 10]
。网络成瘾是一种心理障碍 ,不仅不利于

个体健康发展还成为一种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
形成既有网络传播性的原因 ,也有个体自身人格缺陷和
现实生活的压力 。该病的临床表现包括:对网络有一种
心理上的过度依赖感 ,在上网时间上失控 ,以更长时间上
网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 ,试图减少操作时间但难以自控;
以上网虚拟空间来逃避现实生活环境;对家人和朋友否
认自己是 “网虫 ”。下网后情绪低落 、无所事事 、萎靡不
振 ,无愉快感或兴趣丧失。由于长时间上网尤其通宵上
网导致睡眠障碍 、生物钟混乱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体内
激素水平失衡 ,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降 ,在心理上自我评
价降低 ,思维迟缓 ,行为孤僻。也会引发紧张性头疼 、焦
虑 、抑郁甚至有可能自残或自杀 ,危害个人和社会安
定

[ 3]
。此次调查发现 ,有 36.67%的学生平均每日上网

时间大于 6小时 ,而一次上网时间大于 6小时后致心身
疲惫 、偏头痛的比例达 70%;喜爱通宵上网的比例为
31.11%,说明过长时间的上网会 引发心身疾病。长时
间上网会使大脑神经中枢持续处于高度兴奋 、高度紧
张状态 ,会使肾上腺素水平异常增高 、交感神经过度兴
奋 、血压升高 ,会给机体带来一系列复杂的生理和生物
化学变化 ,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体内激素水平失
衡 ,还会诱发紧张性头痛 、胃肠神经官能症 、心血管疾
病等。另外大脑内与心情 、情绪 、情感相关的主要神经
递质多巴胺和五羟色胺不断升高 ,导致体内神经递质
失衡 ,神经内分泌持续紊乱 ,就会引发神经精神症状 、
心理障碍 、身心疾病

[ 6]
。

(五)ＩＡＤ于预措施的探讨
1.网络成瘾和药物成瘾 、强迫症既有联系又有区

别 ,是行为医学的一个分支 ,是一种心理病理行为 ,性
质上属于技术性成痛 ,其特征是:①认知能力和社会功
能的缺失②心理依赖③戒断反应

[ 7]
。其形成机制包含

生物学因素 、心理学因素和社会因素。因此 ,对 ＩＡＤ进
行干预的措施应包括上述三个方面 。北京军区总医院
成瘾医学中心组织的网络成瘾治疗单元不失为治疗
ＩＡＤ的一个好措施 。其构成需要内科医生 、精神科医
生 、心理医生 、药剂师 、护理人员 、素质教育人员介入。
通过药物 、物理治疗 、心理咨询 、人格行为矫正 、习惯养
成 、社会工作 、心理护理和康复及健康教育等 ,展现为
一种多元医疗模式(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ｃａｒｅｓｙｓｔｅｍ),也就
是多学科的密切合作 ,成功率可达到 85%

[ 7]
。

2.加强管理 ,正确引导是减少大学生 ＩＡＤ发生的
关键措施。 ①加强校园网络建设 ,在学生宿舍安装宽
带网 ,减少学生上网吧的机会;②组织学生社团 ,多在
课余时间开展学生喜闻乐见的活动 ,增加学生间相互
沟通的渠道 ,尤其是多开展有氧体育运动的项目 ,借以
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竞争能力和认知能力等。Ｙｏｕｎｇ归
纳常用的ＩＡＤ治疗方法有:打破定势;外力制约;制订

合理改变目标;戒断(ａｂｓｔｉｎｅｎｃｅ),指戒除 ＩＤＡ行为 ,但
允许其保留非成瘾的上网行为;提醒卡;个人生活调
查:社会支持;家庭治疗 。浙江宁波戒毒研究中心杨国
栋等

[ 8]
提出可 “药物干预加心理疏导 ”治疗理念 ,采用

东莨菪碱与心理疏导相结合 ,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并认
为治疗前景乐观。

四 、预防大学生ＩＡＤ任重而道远

笔者自 2005年 3月至 2006年 3月对收治的 130
例神经衰弱 、偏头痛等大学生患者中的 86例男性进行
病因咨询发现 ,其中因喜爱通宵上网者 52人 ,占发病
数的 60.5(52 /86),与此次调查的 68.22%的数字基本
吻合 。另外 ,笔者自 2006年 9月 ～ 2006年 12月 ,共用
4个月的时间观察发现 ,每日凌晨 6时 30分 ～ 7时从
学校东大门附近 10个网吧走出的大学生人数平均每
天 130人 ,这样大的数目真是让人不安 。而现在大学
生逃课的现象屡见不鲜 ,通宵上网而白大不上课可能
为一个重要的原因 ,不仅导致学业失败 ,工作表现差 ,
重要的是应尽快采取ＩＡＤ的干预措施 ,保证教育教学
顺利完成 。,同时应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政府要积极推
动网络文明工程建设 ,切实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管理 ,净
化网络环境 ,培养健康的网络文化。对于目前存在的
问题 ,学校应该针对大学生这一受教育的群体采取一
些措施 ,积极开展网络健康教育 ,制定和完善网络管理
制度 ,建立网络行为监控系统 ,及早进行干预 ,引导学
生健康上网 ,以减少上网对学生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 ,
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网络支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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