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卫生

【基金项目】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研 究 规 划 基 金 项 目

(１４ＹＪＡ１９０００３)ꎻ山西省软科学研究项目( ２０１７０４１０３７ －
３)ꎮ

【作者简介】 　 乔姗姗(１９９２－　 )ꎬ女ꎬ山西运城人ꎬ硕士ꎬ初级护师ꎬ主
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ꎮ

【通讯作者】 　 李英琦ꎬＥ￣ｍａｉｌ:１１１３７４２１５３＠ ｑｑ.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８.０１３

青少年网络成瘾不同干预措施效果的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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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比较不同干预措施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效果ꎬ明确最优干预措施ꎬ为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提

供参考依据ꎮ 方法　 检索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ｂＭｅｄ、ＥＭＢＡＳＥ、ＰｒｏＱｕｅｓｔ、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国内外数据库中网络成瘾干

预的随机对照研究ꎬ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ꎮ 运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 进行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ꎬ以标准均数差(ＳＭＤ)及

９５％ＣＩ 为效应指标ꎬ比较各干预措施之间的效果差异ꎬ并进行效果排序ꎮ 结果　 共纳入 ５６ 篇文献 ３ ７０５ 名网络成瘾者ꎬ包
括 １１ 种干预措施ꎮ 分析结果显示ꎬ与无干预组相比ꎬ一般团体心理干预、个体认知行为疗法、团体认知行为疗法、运动干

预、家庭干预、电针干预、其他干预和综合干预在减轻网络成瘾效果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ＳＭＤ 值分别为－１.１７ꎬ－１.５７ꎬ
－１.０７ꎬ－２.２１ꎬ－２.５６ꎬ－１.８６ꎬ－１.５４ꎬ－２.６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与一般心理健康教育组相比ꎬ除一般团体心理干预、人际干预以及

药物干预外(Ｐ 值均>０.０５)ꎬ其余干预措施在减轻网络成瘾效果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网络成瘾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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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认知行为疗法、其他干预、人际干预、一般

团体干预、团体认知行为疗法、一般心理健康教育及药物干预ꎮ 结论　 综合干预措施对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效果最佳ꎬ
在单一干预措施中ꎬ家庭干预效果最佳ꎮ 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干预措施进行成瘾矫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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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ｄｄｉｃｔｉｖ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网络如今已成为青少年学习、娱乐、通讯及检索 信息的重要工具ꎬ但青少年期也是网络成瘾的高发

期[１] ꎮ 网络成瘾指由于各种因素导致个体无节制、强
迫性、难以摆脱地沉迷于网络ꎬ从而造成生理、心理及

社会功能受损的成瘾行为[２] ꎮ 网络成瘾不仅会导致

个体产生神经功能紊乱、免疫低下等生理症状[３] ꎬ还
会引起认知能力下降、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４－５] ꎮ
Ｍｅｔａ 分析表明ꎬ团体心理辅导[６] 、运动干预[７] 、认知行

为干预[８]对网络成瘾有较好的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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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Ｍｅｔａ 分析只能进行两两比较ꎬ而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可以对随机对照研究中的所有干预措施同时进

行直接比较ꎬ对于缺乏直接比较的干预措施ꎬ可借助

共同参照进行间接比较及在其余干预措施存在的情

况下确定某个干预措施的相对效果ꎬ此外还可以排序

确定最优措施[９] ꎮ 本文采用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对网络成

瘾的各种干预措施进行直接及间接比较ꎬ并进行排

序ꎬ以期更加准确、全面地评价干预效果ꎬ为青少年网

络成瘾的干预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按照«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Ｃａｒ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ꎬ ＮＩＨＣＥ)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报告规范»进行报告[１０] ꎮ
１.１　 纳入和排除标准

１.１.１　 纳入标准　 (１)网络成瘾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ꎬ ＲＣＴ)ꎮ (２)网络成瘾青少

年:①满足 Ｙｏｕｎｇ 网络成瘾诊断问卷( Ｙｏｕｎｇ’ ｓ Ｄｉａｇ￣
ｎｏｓｔ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ꎬ ＹＤＱ) 中 ５
项条目及以上ꎬ或 Ｙｏｕｎｇ 网络成瘾测验量表(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ꎬ ＩＡＴ)分数在 ４１ 分及以上或符合 １９９７
年美国心理学年会网络成瘾诊断标准或符合 Ｂｅａｒｄ 诊

断标准或陈淑惠中文网络成瘾量表( Ｃｈｅｎ’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ＩＡＳ)得分在 ４２ 分及以上[１１－１４] ꎻ②无

器质性疾病ꎻ③未进行过系统干预ꎮ 同一研究中不同

干预措施组研究对象在年龄、性别、网瘾分数等基线

上均衡可比ꎮ (３)试验组采用相关干预措施ꎬ对照组

为空白对照(无干预组)或一般健康教育或某种具体

干预措施ꎮ (４)采用干预后有关网络成瘾量表得分作

为不同干预措施效果的评价指标ꎮ
１.１.２　 排除标准　 会议论文以及综述ꎻ重复发表的文

献ꎻ数据错误或缺失的文献ꎮ
１.２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
ＥＭＢＡＳＥ、ＰｕｂＭｅｄ、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ｏＱｕｅｓｔ 数据库中

的 ＲＣＴꎮ 中文检索词包括“网络成瘾”“互联网成瘾障

碍”“网络滥用” “网络过度使用” “网络病理性使用”
“网络强迫性使用” “网络沉迷” “网络依赖” “网络强

迫症”ꎬ英文检索词包括“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ｖｅｒｕｓｅ” “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
ｎｅｔ” “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ａｍｅ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ꎮ
采用主题词搭配自由词的方式ꎬ运用相应的布尔逻辑

运算符进行检索ꎬ检索语种为中英文ꎬ检索时间为各

数据库建库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ꎮ 为最大限度纳入

有关研究ꎬ采用滚雪球法对符合标准文献的参考文献

进行手工检索ꎮ

１.３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 ２ 名研究者按照入排

标准分别独立筛选文献ꎬ提取基本信息(包括作者、发
表年份等)以及研究信息(研究对象年龄、干预措施、
干预组和对照组后测网瘾量表得分等)ꎬ２ 次编码的一

致性为 ９４％ꎬ不同之处通过再次核对及讨论解决ꎮ
１.４ 　 文献质量评价 　 由 ２ 名研究者按照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５.１.０方法学质量评价标准手册评价文献质量[１５] ꎮ 评

价指标:随机序列生成情况、随机方案分配隐藏、干预

实施者和结局测量者实施盲法、结局数据的完整性、
选择性报告结果及其他偏倚来源ꎮ 文献完全符合标

准ꎬ表示低风险偏倚ꎬ质量评价等级为 Ａ 级ꎻ部分满足

标准ꎬ表示中度风险偏倚ꎬ质量评级为 Ｂ 级ꎻ完全不满

足标准ꎬ表示高风险偏倚ꎬ质量评级为 Ｃ 级ꎮ 如对评

价有分歧ꎬ交由第 ３ 名研究者裁定ꎮ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４.０ 软件 ｎｅｔｗｏｒｋＭｅｔａ
程序包进行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ꎬ由于所纳入文献结局指标

属于计量资料ꎬ且同一指标所用测量工具不同ꎬ故采

用标准化均数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ｅ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ＳＭＤ) 合

并效应量ꎮ Ｎｅｔｗｏｒｋ 组命令基于多元回归模型进行网

状 Ｍｅｔａ 分析ꎬ分析结果与贝叶斯方法(基于贝叶斯定

理对多个同类研究结果进行合并汇总的统计分析体

系)相近ꎬ同时可通过累计概率排序图呈现各干预措

施成为最佳措施的可能性[１６] ꎮ

２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共检出文献 ５ ０７５ 篇ꎬＥｎｄｎｏｔｅ
软件及手工去重后获得文献 ３ ５２７ 篇ꎬ阅读标题和摘

要初筛以及阅读全文复筛ꎬ最终纳入 ５６ 篇文献ꎬ其中

中文文献 ５２ 篇ꎬ英文文献 ４ 篇ꎮ 文献筛选流程见

图 １ꎮ

图 １　 文献筛选流程

２.２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　 纳入 ５６ 项研究ꎬ共 ３ ７０５ 名

网络成瘾者ꎬ年龄 ７ ~ ３２ 岁ꎬ样本量 ８ ~ ２８４ 人ꎮ 其中 ３
项研究中有 ３ 种干预措施ꎬ其余均为 ２ 种ꎮ １ 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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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在韩国ꎬ其余均在中国ꎮ 共涉及一般健康教育、
团体心理干预、个体认知行为疗法、团体认知行为疗

法、运动干预、人际干预、家庭干预、药物干预、电针干

预、其他干预(除上述干预措施以外的干预措施汇总)
及其之间组合的综合干预共 １１ 种ꎮ 结局指标观测时

间在 ４ 周至 １ 年ꎮ 纳入研究基本信息见表 １ꎮ

２.３　 纳入文献方法学质量评价　 所纳入文献均表述

“随机分组”ꎬ有 １７ 项研究描述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抽签”等方法产生随机序列ꎬ没有研究描述分配隐藏

方案ꎬ１ 个研究描述实施了“单盲”ꎮ 所有研究结局数

据均完整ꎬ均不存在选择性报告结果及其他偏倚来

源ꎬ文献质量评价见表 １ꎮ

表 １　 纳入文献基本特征及方法学质量评价

第一作者与发表年份 国家
干预方法

研究组 对照组

例数

研究组 对照组

年龄

/ 岁
干预时间

/ 周
测量工具 质量评级

ＹＡＮＧ Ｙ２０１７[１７] 中国 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电针干预 １４ １５ ２１.４ ６.５ ＩＡＴ 量表 Ａ
ＤＵ Ｙ Ｓ２０１０[１８] 中国 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无干预 ２４ ３２ １６.０ ２６ 自编量表 Ａ
ＺＨＯＮＧ Ｘ２０１１[１９] 中国 一般团体心理干预 家庭干预 ２９ ２８ １８.１ １４ ＯＣＳ 量表 Ａ
白羽 ２００７[２０] 中国 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无干预 ２４ ２４ １９.０ ４ ＣＩＡＳ 量表 Ｃ
曹枫林 ２００７[２１]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３５ ２９ １４.８ ８ ＹＤＱ/ ＣＩＡＳ Ａ
曹艳华 ２０１５[２２] 中国 药物干预 综合干预 ５８ ５８ １６.２ 不详 自编量表 Ｂ
曹玉蓉 ２００９[２３] 中国 药物干预 综合干预 ２０ ２２ １６.５ ８ 自编量表 Ｂ
陈开亮 ２０１０[２４] 中国 无干预 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３１ ３０ ２１.７ ８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Ａ
陈素真 ２０１８[２５]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５２ ５２ １６.０８ 不详 ＣＩＡＳ 量表 Ｂ
陈真真 ２０１１[２６] 中国 无干预 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２３ １４ 不详 不详 ＣＩＡＳ－Ｒ 量表 Ｂ
程庚金生 ２０１７[２７] 中国 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其他干预 ２５ ２５ １５.７ １２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Ｂ
程族桁 ２０１５[２８] 中国 无干预 个体认知行为疗法(综合干预) １１ １２(１２) ２０.８ ８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Ａ
邓暑芳 ２０１４[２９]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综合干预 ２８ ２８ １１.８ １３ ＩＡＤ－ＤＱ 量表 Ｂ
邓远琪 ２０１４[３０] 中国 无干预 运动干预 ２８ ２８ 不详 不详 ＣＩＡＳ 量表 Ｂ
杜玉凤 ２０１４[３１]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家庭干预 ３３ ３０ １３.８ １２~ １６ ＹＤＱ 量表 Ａ
段水莲 ２０１２[３２] 中国 无干预 人际干预 １１ １１ 不详 １３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Ａ
段水莲 ２０１４[３３] 中国 无干预 人际干预 ８ ８ 不详 ８.５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Ａ
范勇 ２０１７[３４] 中国 无干预 运动干预 １５ １５ 不详 １２ ＣＩＡＳ－Ｒ 量表 Ｂ
付允生 ２０１６[３５] 中国 无干预 运动干预 ４２ ４２ ２０.４ １６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Ｂ
高军 ２０１２[３６] 中国 无干预 运动干预 ３４ ３５ 不详 １３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Ｂ
葛缨 ２０１４[３７] 中国 无干预 其他干预 １２ １２ １４ ５ ＣＩＡＳ 量表 Ｃ
管明月 ２０１２[３８]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综合干预 ２５ ２５ １７.９ ５ ＣＩＡＳ－Ｒ 量表 Ａ
郭明 ２００８[３９]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一般团体心理干预 １４ １４ １９.４ ４.５ ＣＩＡＳ 量表 Ａ
黄峥 ２０１０[４０] 中国 无干预 人际干预 １７ １７ ２１ 不详 ＣＧＡＩ 量表 Ｃ
李赓 ２００９[４１] 中国 无干预 个体认知行为疗法 ３８ ３８ １６.５ ８~ １０ ＣＩＡＳ 量表 Ｂ
李立 ２００９[４２] 中国 无干预 运动干预 １６ １６ 不详 ８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Ｃ
李玲 ２０１７[４３] 中国 无干预 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３０ ３０ 不详 不详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Ｃ
李敏 ２０１４[４４] 中国 无干预 运动干预 ２４ ２７ １２~ １８ １０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Ｂ
李淑华 ２０１０[４５]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其他干预 ５３ ４９ １３.７ ４ ＹＤＱ 量表 Ｂ
栗鑫 ２０１６[４６] 中国 无干预 一般团体心理干预 １５ １５ １９.６ ７ ＣＩＡＳ 量表 Ｃ
廖小春 ２０１０[４７]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药物干预 １４２ １４２ １２~ １８ ８.５~ １７ ＩＡＤ－ＤＱ 量表 Ｂ
刘何 ２０１４[４８] 中国 无干预 一般团体心理干预 １２ １２ 不详 ８ 其他量表 Ｂ
卢言慧 ２０１３[４９] 中国 无干预 家庭干预 ６０ ６０ 不详 ８ ＩＡＤ 量表 Ａ
吕文卿 ２０１２[５０] 中国 无干预 其他干预 ２６ ２６ ２０ ８ ＣＩＡＳ 量表 Ｃ
马南振 ２０１１[５１] 中国 无干预 个体认知行为疗法 ４９ ４９ ２１.６ 不详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Ｂ
马瑞晨 ２０１５[５２] 中国 无干预 个体认知行为疗法 ４０ ４０ １６.４ ８.５ ＣＩＡＳ 量表 Ａ
彭万秀 ２０１５[５３] 中国 无干预 一般团体心理干预 ２８ ２８ １５.８ ８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Ｂ
任建华 ２０１４[５４] 中国 无干预 运动干预 ４ ４ ２０~ ２４ １２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Ｂ
ＫＩＭ Ｊ Ｕ２００８[５５] 韩国 无干预 其他干预 １２ １３ ２４.２ ５ Ｋ－ＩＡＳ 量表 Ｂ
孙静 ２００８[５６]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综合干预 １１０ １１０ 不详 ５２ ＩＡＤ－ＤＱ 量表 Ｂ
王东平 ２０１２[５７]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药物干预(综合干预) ３８ ３８(３８) ７~ １２ ８ ＣＩＡＳ 量表 Ｃ
王睿 ２０１８[５８]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其他干预 ４１ ４１ １７~ ２３ ４.５ ＩＡＴ 量表 Ｂ
魏秋香 ２０１４[５９]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家庭干预 ６０ ６０ １２~ ３２ ２０ 自编量表 Ａ
巫珠霞 ２０１５[６０] 中国 无干预 一般团体心理干预 １５ １５ １８.５３ ８.５ ＣＩＡＳ 量表 Ｂ
吴绍兰 ２００８[６１] 中国 药物干预 综合干预 ６１ ６５ １６ ６ 自编量表 Ｂ
徐伟 ２０１２[６２] 中国 无干预 其他干预 １３ １３ 不详 １３ 其他量表 Ｂ
杨翠英 ２０１７[６３] 中国 无干预 运动干预 ２６ ２６ １９.６ １６ ＣＩＡＳ 量表 Ｂ
姚莉华 ２０１２[６４] 中国 无干预 一般团体心理干预 １９ １９ 不详 １２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Ｂ
张成胜 ２０１３[６５] 中国 无干预 运动干预 ３０ １６ 不详 １７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Ｂ
张海灵 ２０１１[６６] 中国 无干预 运动干预 １８ １８ 不详 １２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Ｂ
张兰君 ２００９[６７] 中国 无干预 综合干预 ３５ ３５ ２１.０４ １２ 其他量表 Ｂ
张利滨 ２０１８[６８]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家庭干预 ３３ ３３ １７.１８ １２ ＩＡＴ 量表 Ａ
赵松涛 ２０１６[６９] 中国 一般心理健康教育 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６５ ６５ １６.５ １６ ＣＩＡＳ 量表 Ａ
郑维芳 ２００７[７０] 中国 无干预 综合干预 ３１ ３０ ２１.８ １３~ ２６ Ｙｏｕｎｇ 量表 Ｂ
朱天民 ２００８[７１] 中国 个体认知行为疗法 综合干预 ２２ ２３ ２２.４１ ６ ＩＡＤ 量表 Ａ
朱天民 ２０１１[７２] 中国 个体认知行为疗法 电针干预(综合干预) ３９ ３９(３６) ２１.９８ ６ 自编量表 Ａ

　 注:ＩＡ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ꎻＫ－ＩＡＳ———Ｋ－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ꎻＯＣＳ———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ꎻＣＩＡＳ———Ｃｈｅｎ’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ꎻ
ＣＩＡＳ－Ｒ———Ｃｈｅ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ＲｅｖｉｓｉｏｎꎻＹＤＱ———Ｙｏｕｎｇ’ 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ꎻＩＡ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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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２.４.１　 证据网络　 １２ 种干预措施(含空白对照)可形

成 ６６ 个不同的两两比较ꎮ 纳入的 ５６ 项研究中共存在

２３ 项直接比较ꎬ其余 ４３ 项比较通过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间

接比较产生ꎬ见图 ２ꎮ 点与点之间有连线表明ꎬ２ 种措

施之间有直接比较证据ꎬ 无连线表明无直接比较

证据ꎮ
２.４.２　 不一致性检验 　 对各闭环结果的一致性进行

检验显示ꎬ不一致因子(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ＩＦ)值在

０.０５ ~ ３.１２ 之间ꎬ９５％ＣＩ 下限均为 ０ꎬ说明各个闭环的

一致性均较好ꎮ

图 ２　 网络成瘾 １１ 种措施干预效果的证据网络

２.４.３　 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 　 与无干预组相比ꎬ一般

团体心理干预(ＳＭＤ＝ －１.１７ꎬ９５％ＣＩ ＝ －２.１３ ~ －０.２１)、
个体认知行为疗法( ＳＭＤ ＝ － １. ５７ꎬ９５％ ＣＩ ＝ － ２. ５２ ~
－０.６２)、团体认知行为疗法( ＳＭＤ ＝ － １. ０７ꎬ９５％ ＣＩ ＝
－１.７７ ~ － ０. ３７)、运动干预 ( ＳＭＤ ＝ － ２. ２１ꎬ ９５％ ＣＩ ＝
－２.９９ ~ － １. ４２)、家庭干预 ( ＳＭＤ ＝ － ２. ５６ꎬ ９５％ ＣＩ ＝
－３.６８ ~ － １. ４４)、电针干预 ( ＳＭＤ ＝ － １. ８６ꎬ ９５％ ＣＩ ＝
－３.５２ ~ － ０. １９)、其他干预 ( ＳＭＤ ＝ － １. ５４ꎬ ９５％ ＣＩ ＝
－２.３７ ~ － ０. ７２) 和综合干预( ＳＭＤ ＝ － ２. ６１ꎬ９５％ ＣＩ ＝
－３.５２ ~ －１.７０)在减轻网络成瘾效果方面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与一般心理健康教育组相

比ꎬ除一般团体心理干预(ＳＭＤ＝ －１.０６ꎬ９５％ＣＩ ＝ －２.１５
~ ０.０４)、人际干预 ( ＳＭＤ ＝ － １. ２６ꎬ９５％ ＣＩ ＝ － ２. ９２ ~
０.３９)以及药物干预( ＳＭＤ ＝ － ０.１９ꎬ９５％ＣＩ ＝ － ０.９９ ~
１.３７)外ꎬ其余干预措施在减轻网络成瘾效果方面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家庭干预(ＳＭＤ ＝
－１.３９ꎬ９５％ＣＩ ＝ － ２. ５７ ~ － ０. ２１) 与综合干预( ＳＭＤ ＝
－１.４４ꎬ９５％ＣＩ ＝ －２.７０ ~ －０.１８)的效果优于一般团体治

疗ꎻ综合干预(ＳＭＤ＝ －１.０４ꎬ９５％ＣＩ ＝ －２.０８ ~ －０.０１)的

效果优于个体认知行为疗法ꎻ运动干预(ＳＭＤ ＝ －１.１３ꎬ
９５％ＣＩ ＝ －２.１９ ~ －０.０８)、家庭干预(ＳＭＤ ＝ －１.４９ꎬ９５％
ＣＩ ＝ －２.７１ ~ －０.２７)、综合干预(ＳＭＤ ＝ －１.５４ꎬ９５％ＣＩ ＝

－２.５６ ~ －０.５２)的效果优于团体认知行为疗法ꎻ个体认

知行为疗法(ＳＭＤ＝ －１.６４ꎬ９５％ＣＩ ＝ －３.０５ ~ －０.２３)、运
动干预(ＳＭＤ＝ －２.２８ꎬ９５％ＣＩ ＝ －３.７９ ~ －０.７７)、其他干

预(ＳＭＤ＝ －１.６２ꎬ９５％ＣＩ ＝ －３.０４ ~ －０.１９)及综合干预

的效果(ＳＭＤ ＝ －２.６９ꎬ９５％ＣＩ ＝ －３.７６ ~ －１.６１)的效果

优于药物干预ꎮ
２.４.４　 干预效果排序 　 采用累积曲线下面积排序法

(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Ｃｕｒｖｅꎬ ＳＵ￣
ＣＲＡ)根据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进行排序ꎬ结果显示ꎬ１１
种干预措施干预效果的排序为综合干预、家庭干预、
运动干预、电针干预、个体认知行为疗法、其他干预、
人际干预、一般团体心理干预、团体认知行为疗法、一
般心理健康教育、药物干预ꎮ

３　 讨论

网络成瘾对青少年的身心造成严重伤害ꎬ近年

来ꎬ许多学者致力于对网络成瘾的预防和干预措施进

行探讨ꎬ出现了多种不同干预措施ꎮ 本研究采用网状

Ｍｅｔａ 分析的方法ꎬ对不同干预措施的效果进行直接及

间接比较(以无干预组为共同对照)ꎬ并进行量化排

序ꎬ结果显示ꎬ一般团体心理干预、个体认知行为疗

法、团体认知行为疗法、运动干预、家庭干预、电针干

预、其他干预和综合干预对网络成瘾有显著效果ꎮ 团

体心理干预以团体成员为对象ꎬ通过成员之间的互

动ꎬ促使个体在不断观察、学习及体验中认识、接纳自

我ꎬ学习新的态度和行为ꎬ从而减少成瘾行为ꎮ 黄海

量等[６] 发现ꎬ团体心理干预对大学生网络成瘾有较好

的效果ꎮ 有研究认为ꎬ个体的非适应性认知在网络成

瘾的发展和维持中有重要作用ꎬ主要涉及个体对自我

及现实世界的看法ꎬ如成瘾者认为只有在网络世界中

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ꎬ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人喜欢自己

等ꎬ因此ꎬ当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失败和困难及人

际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更易沉迷于网络ꎬ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逃避现实问题及暂时缓解压力和负性情绪[７３] ꎮ
鉴于此ꎬＹｏｕｎｇ[７４]首先提出了网络成瘾的认知行为疗

法ꎬ该方法旨在帮助成瘾者改变不合理的认知及建立

正确合理的认知观念ꎮ 在认知行为疗法干预中ꎬ成瘾

者通过觉察自己的感受ꎬ识别自身存在的观念ꎬ监督

管理自己的思维及行为来减少成瘾的发生ꎮ Ｗｉｎｋｌｅｒ
等[７５]指出ꎬ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有效减少成瘾者网络使

用时间ꎮ 吴瑾等[６ꎬ７６] 研究表明ꎬ体育运动干预可以有

效降低青少年网络成瘾水平ꎬ不仅可以改善成瘾者的

身体状况ꎬ同时有利于增强自尊心、锻炼意志、抵抗网

瘾[７７] ꎮ 个体在体育运动干预中产生的感觉可以替代

网络使用的大部分体验ꎬ还可以代替网络世界中的人

际关系ꎬ有助于增加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ꎬ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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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上网冲动ꎻ此外ꎬ运动可以增强个体的主观幸福

感ꎬ减少负性情绪ꎬ减少网络成瘾的诱因[７８] ꎮ 网络成

瘾矫治中常见的一种方式是家庭干预ꎬ刘静等[７９] 分析

表明ꎬ改善家庭功能可以有效降低中学生网络成瘾发

生率ꎮ 父母疏于关心ꎬ不能及时关注到青少年存在的

心理问题以及亲子关系不和谐等往往会使其沉迷于

网络世界ꎮ 网络成瘾的发病原因之一是神经生物学

假说ꎬＤｏｎｇ 等[８０]发现ꎬ网络成瘾与额叶及颞叶的功能

异常有关ꎮ 电针干预属于中医学的一种方法ꎬ通过针

刺某些穴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网络成瘾者的脑

功能ꎬ从而缓解网络成瘾[８１] ꎮ
本研究对所纳入的干预措施进行效果排序ꎬ结果

显示ꎬ综合干预方式的效果最佳ꎬ综合干预可以集心

理干预、药物干预及运动干预等各种方法的优势ꎬ综
合改善网络成瘾者生理、心理及行为等各方面状况ꎬ
减轻网络成瘾ꎮ 方晓义等[８２] 研究发现ꎬ近些年来ꎬ网
络成瘾干预也在向综合干预模式发展ꎮ 在单一干预

方式中ꎬ家庭干预的效果最佳ꎬ有研究指出ꎬ家庭是影

响青少年成瘾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ꎬ成瘾者从认知到

行为的改变是一个长期的心理发展过程ꎬ生活环境对

这个过程有重要影响[７９] ꎮ 家庭功能在网瘾矫治中起

着重要作用ꎬ家庭所提供的情感支持及榜样作用对于

成瘾者行为改变有重要意义[８３] ꎮ 个体心理干预方式

的效果优于团体心理干预ꎬ与 Ｗｉｎｋｅｒ[７４]的研究结果一

致ꎬ可能与团体干预方式对成瘾者存在的人际关系问

题及社交能力缺乏等特质比较敏感有关ꎮ 本研究发

现ꎬ药物干预的效果较差ꎬ常用网瘾矫治药物有西酞

普兰及安非他酮等ꎬ主要作用在于抑制大脑皮层ꎬ恢
复大脑“奖赏系统”及多巴胺分泌的平衡ꎬ同时对网络

成瘾引起的各种戒断症状尤其是不良情绪进行治疗ꎬ
实现生理脱瘾ꎬ大多作为心理治疗的辅助手段[８４] ꎮ 人

际关系与青少年网络成瘾间关系密切ꎬ人际关系差的

青少年更易沉迷于网络[８５] ꎮ 而本研究发现ꎬ人际关系

干预对网络成瘾的效果并不明显ꎬ可能与人际干预的

文献较少有关ꎬ也提示人际关系干预的效果有待于未

来进一步研究ꎮ
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ꎬ部分干预措施对

应的研究数量较少ꎬ同时少量文献质量欠佳ꎻ其次ꎬ检
索语言为中英文ꎬ其他语言的文献未进行检索ꎬ可能

在文献全面性方面存在问题ꎻ再者ꎬ本研究所纳入文

献中使用的网络成瘾诊断标准和工具不一ꎬ对诊断的

一致性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ꎬ但总体来说ꎬ这些工具

主要是基于«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 ( Ｄｉ￣
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ꎬ ＤＳＭ
－ＩＶ)中的成瘾障碍标准制定ꎬ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ꎬ
因此影响可能不大ꎻ研究采用有关网络成瘾量表的得

分作为干预效果的评价指标ꎬ由于测量工具不统一ꎬ
可能存在一定可比性问题ꎮ 鉴于此ꎬ采用标准化均数

差合并效应量ꎬ在统计学方面对测量工具不同所带来

的一致性问题进行严格平衡和控制ꎬ将差异影响降到

最小ꎻ此外ꎬ同类干预措施所包含的内容和程序大体

相似ꎬ但受环境、干预实施者和干预对象自身因素及

条件设施等各种因素影响ꎬ具体干预内容和干预时长

存在一定差异ꎮ 总体而言ꎬ上述局限可能会对研究结

果的精确性产生一定影响ꎬ但考虑到确保纳入文献的

全面性以及对各种干预措施进行全面准确地比较ꎬ将
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都纳入进来ꎮ 提示在推广研究

结论时要倍加谨慎ꎬ未来也可纳入更多高质量文献进

一步研究和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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