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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网络成瘾现状，并分析各学段及不同性别青少年的网

络成瘾现状。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于 2023 年 4— 5 月选取上海市闵行区 3 所小学三年级和（或）

四年级、1 所初中二年级、1 所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收集青少年一般资料，采用中文网络成瘾

量表修订版（CIAS-R）比较不同学段、不同性别青少年网络成瘾情况的差异。采用单因素及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本研究线下共发放问卷 1 284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044 份，问卷

有效回收率为81.3%。结果 青少年网络依赖总检出率为5.9%（62/1 044），网络成瘾总检出率为2.9%（30/ 

1 044）。其中小学生的网络依赖检出率为 4.0%（27/672），网络成瘾检出率为 1.6%（11/672）；中学生的网

络依赖检出率为 9.4%（35/372），网络成瘾检出率为 5.1%（19/372），中小学生网络成瘾程度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2=23.816，P ＜ 0.001）；不同性别青少年网络成瘾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不同学段及不同性别青少年各自 CIAS-R 总分、网络成瘾核心症状分量表得分、网络成瘾相关问题分

量表得分及 4 个因子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小学生群体中，不同性别青少年网

络成瘾程度、CIAS-R 总分、两分量表得分及 4 个因子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男

生群体中，不同学段青少年 CIAS-R 总分、两分量表得分及 4 个因子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女生群体中，不同学段青少年网络成瘾程度、CIAS-R 总分、两分量表得分及 4 个因子得分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学段为中学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危

险因素（OR=2.852，95%CI=1.842～4.410，P ＜ 0.001）；在小学生群体中，性别为男性是网络成瘾的危险

因素（OR=3.593，95%CI=1.622～7.956，P=0.002）；在女生群体中，学段为中学是网络成瘾的危险因素

（OR=7.106，95%CI=3.152～16.023，P ＜ 0.001）。结论 上海市闵行区中小学生网络成瘾程度在中学男、

女生中水平最高，其次是小学男生，小学女生网络成瘾程度水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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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and analyze the risk level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school stages and genders. Methods From April to May 2023， students in the third and/or fourth grades 
of three primary schools， one second grade of junior high school， and one first grade of high school in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by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his 
study collected general information of adolescents and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in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school stages and genders using the Revised 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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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瘾也称网络成瘾综合征，又称游戏障碍。

ICD-11 将游戏障碍列入精神疾病范畴，指在无成瘾

物质作用下对互联网使用冲动的失控行为，表现为

过度使用互联网后导致明显的学业、职业和社会功

能损伤［1］。据统计，游戏障碍的流行率约 2.47%［2］。

目前，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网络文化的影响已渗

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部分青少年，特别是中学

生沉溺于网吧、手机上网、游戏等。既往研究发现，青

少年期网络成瘾可导致其学习成绩下降、亲子关系紧

张、社交功能减退及网络戒断后出现不良情绪等［3-4］。

本研究探究上海市闵行区中小学生网络成瘾现状，以

期后继针对网络成瘾者及高风险人群开展有效干预。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于 2023 年

4— 5 月选取上海市闵行区 3 所小学三年级和（或）

四年级、1 所初中二年级、1 所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为

研究对象。本研究通过上海市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

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伦理批号：LW202309）。

2. 研 究 方 法：（1）收 集 一 般 资 料。 包 括 学 段、

年级、年龄、性别。（2）调查网络成瘾程度。采用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Revised 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R）调 查 中 小 学 生 网 络 成 瘾

情 况。 中 文 网 络 成 瘾 量 表（Chen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CIAS）由我国台湾学者陈淑惠等［5］以大学生

为样本制订，共26个项目。2005年，白羽和樊富珉［6］ 

将 CIAS 修订为 CIAS-R，包含 19 个项目。其中，网

络成瘾核心症状分量表包括强迫性上网及网络成

瘾戒断反应、网络成瘾耐受性 2 个因子，强迫性上

网及网络成瘾戒断反应因子包括第 3、7、10、12、

14、15 项，网 络 成 瘾 耐 受 性 因 子 包 括 第 2、4、6、 

18 项；网络成瘾相关问题分量表包括人际与健康

问题、时间管理问题 2 个因子，其中人际与健康问

题因子包括第 8、9、11、13、16 项，时间管理问题因

子包括第 1、5、17、19 项。CIAS-R 采用 4 级评分法，

每题选项从“极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 1～ 

4 分。量表总得分＜ 46 分为健康，46～53 分为网络

依赖，＞ 53 分为网络成瘾［6］。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3，网络成瘾核心症状及网

络成瘾相关问题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8 和 0.86。

3. 资料收集与质量控制方法：在进行正式研究

之前，选用结构式问卷，并对该问卷信度、效度检验

Univariate and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A total of 1 284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offline， and 1 04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with 
a valid response rate of 81.3%. Results In the adolescents， the total detection rate of internet dependency 
was 5.9% （62/1 044）， and the total detection rate of internet addiction was 2.9% （30/1 044）. The detection rate 
of internet dependency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as 4.0% （27/672），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internet 
addiction was 1.6% （11/672）. The detection rate of internet dependenc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as 9.4% 

（35/372）， and the detection rate of internet addiction was 5.1% （19/372）.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χ2=23.816， P ＜ 0.0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P ＞ 0.05）.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score of CIAS-R， the scores of the 
core symptoms of internet addiction subscale， the scores of the internet addiction related problems subscale， 
and the scores of the four factors among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school stages and genders （all P ＜ 0.05）. In 
th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internet addiction， 
total CIAS-R score， two subscale score， and four factor score among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all  
P ＜ 0.05）. In the male population，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CIAS-R score， 
two subscale score， and four factor score among adolescents from different school stages （all P ＜ 0.05）. In the 
female population，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internet addiction， total CIAS-R 
score， two subscale score， and four factor score among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school stages （all 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iddle school stage was a risk factor for adolescent internet addiction 

［OR=2.852， 95%CI=（1.842， 4.410）， P ＜ 0.001］. Amo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male gender was a risk 
factor for internet addiction ［OR=3.593， 95%CI （1.622， 7.956）， P=0.002］. In the female population， middle 
school stage was a risk factor for internet addiction ［OR=7.106， 95%CI （3.152， 16.023）， P ＜ 0.001］. The 
abov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The level of internet addiction among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is the highest among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middle 
schools， followed by male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s， and female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s have the lowest 
level of internet addiction.

【Key words】 Adolescent； Students；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 Gender
Fund program： Minhang District Public Health Ke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Project （MGWXK20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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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核查。正式研究开始后，由受过统一培训的研

究人员采用统一指导语解释本研究的过程、目的及

注意事项，要求参与者认真、独立填写问卷，并告知

参与者本次调查中收集的数据仅用于研究。线下共

发放问卷 1 284 份，剔除信息填写不全、一般信息涂

改的 240 份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 1 044 份，问卷有

效回收率为 81.3%。

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χ2 检验。采用Shapiro-Wilk检验对计量资料进行

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

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3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单因素及有

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影响因素。

双侧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青少年一般资料及网络成瘾情况：1 044 名

学生中，小学生672名，初中生148名，高中生224名；

学生年龄 9～16（11.78±2.63）岁，其中小学生年龄

（9.66±0.32）岁，中学生（包括初中及高中生）年龄

（15.20±0.98）岁；男性 551 名，女性 493 名。青少年

网络成瘾的检出率为 2.9%（30/1 044），网络依赖总

检出率为 5.9%（62/1 044）。其中小学生的网络依

赖检出率为 4.0%（27/672），网络成瘾检出率为 1.6%

（11/672）；中学生的网络依赖检出率为 9.4%（35/372），

网 络 成 瘾 检 出 率 为 5.1%（19/372）。3 组 青 少 年 年

龄、学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 0.001）。 

3 组青少年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1。

2. 不 同 学 段 及 不 同 性 别 青 少 年 CIAS-R 得 分

比较：不同学段青少年 CIAS-R 总分、两分量表得

分及 4 个因子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01）；不同性别青少年 CIAS-R 总分、两分量表

得分及 4 个因子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见表 2。

3. 同学段不同性别 / 同性别不同学段青少年的

网络成瘾程度及CIAS-R得分比较：小学生群体中，

不同性别青少年网络成瘾程度、CIAS-R 总分、两

分量表得分及 4 个因子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P ＜ 0.05）；中学生群体中，不同性别青少年

网络成瘾程度、CIAS-R 总分、两分量表得分及 4 个

因子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男生群体中，不同学段青少年 CIAS-R 总分、两分

量表得分及 4 个因子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P ＜ 0.05）；女生群体中，不同学段青少年

网络成瘾程度、CIAS-R 总分、两分量表得分及 4 个 

因子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

见表 3。

表1 青少年网络成瘾程度年龄分布及网络成瘾检出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x±s）
学段［名（%）］ 性别［名（%）］

小学 中学 男 女

健康 952 11.64±2.58 634（94.3） 318（85.5） 494（89.7） 458（92.9）

网络依赖 62 13.11±2.86 27（4.0） 35（9.4） 39（7.1） 23（4.7）

网络成瘾 30 13.27±2.65 11（1.6） 19（5.1） 18（3.3） 12（2.4）

F/χ2 值 14.394 23.816 3.479

P 值 ＜ 0.001 ＜ 0.001 0.176

表2 不同学段及不同性别青少年 CIAS-R 得分比较（分，x±s）

项目 总分
学段

t 值 P 值
性别

t 值 P 值
小学（n=672） 中学（n=372） 男（n=551） 女（n=493）

CIAS-R 总分 31.74±10.43 29.04±9.38 36.61±10.49 -11.965 ＜ 0.001 32.99±10.44 30.34±10.26 4.138 ＜ 0.001

 网络成瘾核心症状 17.30±6.03 15.73±5.51 20.15±5.89 -12.111 ＜ 0.001 17.97±6.02 16.56±5.96 3.800 ＜ 0.001

  强迫性上网及网络 10.22±3.89 9.13±3.44 12.20±3.88 -13.179 ＜ 0.001 10.68±3.94 9.70±3.77 4.096 ＜ 0.001

   成瘾戒断反应

  网络成瘾耐受性 7.08±2.57 6.60±2.48 7.95±2.50 -8.416 ＜ 0.001 7.28±2.56 6.85±2.56 2.716 0.007

 网络成瘾相关问题 14.44±5.00 13.31±4.46 16.46±5.31 -10.197 ＜ 0.001 15.02±5.14 13.78±4.78 4.038 ＜ 0.001

  人际与健康问题 8.14±3.05 7.67±2.91 9.00±3.11 -6.911 ＜ 0.001 8.52±3.13 7.72±2.91 4.258 ＜ 0.001

  时间管理问题 6.29±2.41 5.65±1.96 7.46±2.68 -12.513 ＜ 0.001 6.50±2.50 6.06±2.28 2.999 0.003

  注：CIAS-R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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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青少年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的有序 Logistic 回

归分析：以网络成瘾程度为因变量（健康 =0，网络依

赖 =1，网络成瘾 =2），以学段（小学 =1，中学 =2）、性别

（女 =1，男 =2）为自变量进行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学段为中学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危险因

素（P ＜ 0.001），见表 4。

表4 青少年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的有序 Logistic 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值 SE Wald χ2 值 P 值 OR 值 95%CI

中学 1.048 0.223 22.117 ＜ 0.001 2.852 1.842～4.410

男生 0.414 0.226 3.340 0.068 1.511 0.969～2.356

5. 小 学 生 群 体 中 网 络 成 瘾 影 响 因 素 的 单 因

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在小学生群体中，以网络成

瘾程度作为因变量（健康=0，网络依赖=1，网络成 

瘾=2），以性别（男 =1，女 =2）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小学生群体中，性

别为男性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危险因素（OR=3.593，

95%CI=1.622～7.956，P=0.002）。

6. 女 生 群 体 中 网 络 成 瘾 影 响 因 素 的 单 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在女生群体中，以网络成瘾程

度作为因变量（健康=0，网络依赖=1，网络成瘾=2），

以学段（小学=1，中学=2）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女生群体中，学段

为中学是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危险因素（OR=7.106，

95%CI=3.152～16.023，P ＜ 0.001）。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上海市闵行区小学生网

络成瘾检出率为1.6%，低于上海市嘉定区（4.54%）［7］

及太原市（2.6%）［8］；上海市闵行区中学生网络成瘾

检出率为 5.1%，高于上海市（4.3%）［9］及上海市虹口

区（2.9%）［10］，但低于全国（6.92%）［11］，可能是各研
究的调查时间、检查工具等存在差异。上海市曾选
用网络授课，中小学生更易接触互联网设备，在学
习之余网课可能也给青少年带来了弊端［12-13］。全
国各地的相关部门应因地制宜地制订中小学生网络
成瘾干预方案。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学生的网络依赖 / 网络成
瘾检出率高于小学生，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
生逐渐开始脱离家长的管束，知、情、意、行等网络
素养开始发生改变［14］。进一步分析发现，女生群体
中，中学生的网络依赖 / 网络成瘾检出率高于小学
生；但在男生群体，中小学生的网络依赖 / 网络成瘾
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大部分学者调查结
果一致，可能是随年级上升，学生拥有个人专属电
子移动设备的比例增加以及学生心理特征发展所导
致。随着学生逐渐进入青春期，其交往需求量增加，
通过电子产品与朋友聊天的时间也会随之增加，这
种倾向在女生群体中更显著［15］。青春期，女生的自
尊心较男生更强，其意识不断提升，会逐渐变得更
喜欢与同龄人交流、沟通，更希望在同龄人群中寻
找存在感，以此维护自尊。虚拟的网络世界吸引着
处于叛逆期且好奇心较重的女生，便捷的智能化服
务易使自我约束力较弱的女生网络成瘾，让其沉浸
在虚拟世界，影响学业［16］。既往研究表明，在中学
生阶段，男生的网络成瘾水平仍高于女生［17-19］。本
研究结果显示，中学女生网络成瘾检出率与男生水
平相当，高于小学女生，这与庞红卫等［20］的研究结
果一致。原因是采用网课形式，学生生活环境较封
闭且单一，户外活动锐减，加之互联网使用便捷、娱
乐性强等特点，使其成为广大青少年释放情绪、缓
解压力的普遍途径。

表3 同学段不同性别 / 同性别不同学段青少年的网络成瘾程度及 CIAS-R 得分比较

项目
小学（n=672）

χ2/t 值 P 值
中学（n=372）

χ2/t 值 P 值
男（n=354） 女（n=318） 男（n=197） 女（n=175）

网络成瘾程度［名（%）］

 健康 324（91.5） 310（97.5） 170（86.3） 148（84.6）b

 网络依赖 21（5.9） 6（1.9） 11.201 0.004 18（9.1） 17（9.7）b 0.303 0.859

 网络成瘾 9（2.5） 2（0.6） 9（4.6） 10（5.7）b

CIAS-R 总分 30.97±9.84 26.90±8.35 5.745 ＜ 0.001 36.63±10.52a 36.58±10.49b 0.047 0.962

 网络成瘾核心症状 16.78±5.78 14.56±4.95 5.327 ＜ 0.001 20.11±5.86a 20.19±5.94b -0.143 0.886

  强迫性上网及网络成瘾戒断反应 9.80±3.69 8.38±2.97 5.428 ＜ 0.001 12.28±3.87a 12.10±3.90b 0.437 0.662

  网络成瘾耐受性 6.98±2.58 6.17±2.30 4.286 ＜ 0.001 7.83±2.45a 8.09±2.56b -1.017 0.310

 网络成瘾相关问题 14.19±4.80 12.34±3.85 5.464 ＜ 0.001 16.53±5.42a 16.39±5.19b 0.253 0.801

  人际与健康问题 8.19±3.06 7.08±2.62 4.995 ＜ 0.001 9.11±3.17a 8.87±3.06b 0.734 0.464

  时间管理问题 6.00±2.82 5.26±1.60 4.960 ＜ 0.001 7.42±2.76a 7.51±2.60b -0.352 0.725

  注：CIAS-R 中文网络成瘾量表修订版；a 与小学男生比较，P ＜ 0.05；b 与小学女生比较，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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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选择使用网络可能与孤

独感、学习厌倦、逃避等情况相关［21-24］。在家庭生

活中，培养青少年的兴趣爱好是较为重要的，尤其

体育运动［25-26］，如能发展为亲子活动还可促进家庭

关系［27-29］。社交能力是青少年应培养的能力之一，

如青少年在亲子关系中缺少情感方面的支持和依附

及伙伴的认可，父母对青少年又有过高的期望，则

其在青少年时期较易产生心理与行为问题，包括

网络成瘾，因此应鼓励青少年走出家门提高社交能

力。家庭成员和教师帮助青少年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减少与网络游戏相关成瘾行为的发展至关

重要［28-29］；同时，网络成瘾可通过干扰情绪的表达、

交往和社会参与对伙伴关系产生负面影响［30］。因

此，良好的家庭关系对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有积极

的预防作用［28-29］。熬夜上网导致白天精神不济，在

假期尤甚，易导致睡眠昼夜节律混乱；而睡眠质量和

网络成瘾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31-32］。青少年时

期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生长激素分泌量及高峰

出现在夜间，家长应监督青少年早睡，以减少夜间

网络使用时间，保证青少年身心发展。

目前，在中小学教育实施“双减”政策，且未完

全实施“全班教学”改革背景下［33］，学生放学后和

节假日有了更充裕的“业余”时间。有研究发现，男

生及无成年人陪同情况下使用网络超1 h的青少年表

现出更高的网络成瘾率［34］，以娱乐为导向而不是以

教育为导向的互联网使用更易使人网络成瘾［35］。网

络成瘾与物质成瘾机制类似，物质使用会改变多巴

胺、谷氨酸、GABA 等神经递质的水平和活动；而物

质滥用导致奖赏系统的异常活跃，使人们对物质造

成的快感产生生理渴望，进而影响其决策和行为，

同时增加对物质的寻觅行为［36-37］。互联网交流速

度快，涉及范围广，成为青少年生活学习不可或缺

的部分，如不能有效控制互联网使用的时间和目的

可能会增加成瘾风险。因此，提高青少年、家长和

教师对网络成瘾风险的认识至关重要。学校、家庭、社

会应各尽其责，形成青少年使用网络的保护合力［38］。

在大力推动网络教育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主

阵地作用，落实教育部门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

理有关要求，禁止未成年人带手机进入教学环境，

且要减少各种学习类软件使用，尽量做到同质化。

家长应积极学习网络相关知识及正确管理青少年上

网的知识和技能，以身作则，为青少年作出正向好

榜样［39］。社会层面应建立健全网络监督机制，加大

网络整体环境的优化力度，同时应建立便捷、合理、

有效的投诉和举报渠道，共同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

造良好网络环境［40］。如青少年、家长或者学校已发

现网络成瘾问题，且不能有效干预，可寻求帮助，向

社会资源求助，如心理热线、公益心理机构、具备精

神心理科的医院等。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收集的人口学资料

有限，未涉及网络成瘾可能导致的青少年情绪行为

等问题；本研究采用 CIAS-R 作为测量工具，但既往

涉及 CIAS-R 的相关文献相对较少，较难与国内青少

年人群作详细对比；样本量相对较少，可能无法代

表全区水平。目前，网络成瘾已纳入 ICD-11 诊断系

统，拥有独立的诊断标准，而本研究使用 CIAS-R 筛

查网络成瘾程度的筛查结果可能与实际诊断有差

异，还需医教深入融合，开展干预，以便获得更大的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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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更  正

本刊 2024 年第 24 卷第 2 期第 77 页《随机森林和决策树模型在轻型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复发预测中的应

用分析》一文中，图 1 的 0.763 改为 0.764，0.891 改为 0.892；图 4 的收缩压改为舒张压；文后参考文献［ 10］予

以删除，参考文献［ 11］～［ 23］依次改为［ 10］～［ 22］。特此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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