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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青少年视屏活动( ｓｃｒｅｅｎ￣ｂａｓ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是

指 ２５ 岁及以下人群使用计算机、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子

产品进行社交、游戏、网络使用与网络欺凌等活动[１] ꎮ
有研究表明ꎬ使用时长、内容、夜间使用、产品类型和

设备数量是决定视屏活动效应的关键因素[２] ꎮ 夜间

数字媒体使用、视屏时间或数字媒体设备过度使用等

与焦虑和抑郁症状[３] 、自杀行为[４] 、睡眠[５] 、内外化行

为[６]的关联性等均已证实ꎮ 本文综述了儿童青少年

视屏活动对情绪症状的影响ꎬ并探讨相关脑区神经影

像功能变化ꎬ为促进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科学

依据ꎮ

１　 儿童青少年视屏活动现状

«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提出儿童青少

年视屏时间限制在每天 ２ ｈ 内[７] ꎮ 然而ꎬ由于科技的

快速发展ꎬ儿童青少年在任何时间或地点都能够使用

数字媒体ꎬ易导致视屏时间过长ꎮ 研究表明ꎬ加拿大

３１.０％的儿童和 ６９.０％的青少年每天视屏时间超过最

大推荐 ２ ｈ[８] ꎮ １９９９—２００９ 年美国 ８ ~ １８ 岁儿童青少

年每天平均视屏时间从 ６ ｈ ２１ ｍｉｎ 增长到 ７ ｈ ３８
ｍｉｎ[９] ꎮ ２０１６ 年美国大样本调查结果显示ꎬ２ ~ ５ꎬ６ ~
１０ꎬ１１ ~ １３ꎬ１４ ~ １７ 岁儿童青少年每天平均视屏时间分

别为 ２.２８ꎬ２.７８ꎬ３.８０ 和 ４.５９ ｈ[１０] ꎮ Ｐｒｚｙｂｙｌｓｋｉ 等[１１] 在

１２０ １１５ 名英国青少年中发现ꎬ周末视屏时间超出工

作日 ２５ ~ ６５ ｍｉｎꎮ 此外ꎬ儿童青少年接触电子产品的

时间提前ꎮ Ｋａｂａｌｉ 等[１２]发现ꎬ在 ６ 个月 ~ ４ 岁儿童中ꎬ
４ 岁时一半的儿童拥有自己的电视ꎬ３ / ４ 的儿童拥有

移动电子设备ꎻ９６.６％的儿童使用移动设备ꎬ且大多数

儿童首次使用年龄在 １ 岁之前ꎻ４３.５％的 １ 岁儿童和

７６.６％的 ２ 岁儿童每天使用电子产品ꎻ大多数 ３ ~ ４ 岁

儿童可独立使用电子设备ꎮ 儿童青少年视屏活动方

式正在发生变化ꎬ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

使用比例上升[１３] ꎮ 由于新型数字媒体设备的多功能

性及允许访问不同类型内容ꎬ因此使用智能手机的青

少年视屏时间更长[１４] ꎮ 儿童青少年数字媒体功能也

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ꎬＲａ 等[１５]调查了 ２ ５８７ 名青少

年对数字媒体产品 １４ 种功能的使用ꎬ发现青少年高频

率使用(每天使用超过 ２ 次)的功能平均数量为 ３ ~ ４
个ꎬ主要为浏览社交网站(５４.１％)、短信(５２.１％)和观

看图片与视频(４２.９％)ꎮ 视屏时间推荐量主要来源于

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或数字媒体使用与青少年健康之

间关联性的证据ꎬ但通常不会直接应用于临床或社会

学家用来评价“健康”和“数字媒体使用”的工具上ꎬ由
于证据的复杂性和分析策略不同ꎬ可能会得出不一致

的结论ꎬ但提示公众应关注视屏活动的潜在风险ꎬ并
且有助于推进相关政策的制订[１６] ꎮ

２　 儿童青少年视屏活动与情绪症状的关联性

全球有 １０.０％ ~ ２０.０％的儿童青少年存在心理健

康问题ꎬ心理健康是儿童青少年健康相关问题的主要

原因ꎬ且对整个生命历程造成长远影响[１７] ꎮ 近年来ꎬ
国内外研究将视屏活动与儿童青少年情绪症状联系

起来ꎬ并在横断面研究、纵向研究或 Ｍｅｔａ 分析中进行

验证ꎮ
２.１　 焦虑与抑郁　 视屏活动与焦虑和抑郁的关联性

已得到证实ꎮ 视屏时长与七至十二年级青少年抑郁

和焦虑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ꎻ与看电视相比ꎬ玩
电子游戏和使用电脑的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发

生风险更高[１８] ꎮ 随访研究结果表明ꎬ基线时视屏时间

超过 ２ ｈ 增加 １ 年后青少年焦虑症状、抑郁症状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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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亚健康的风险[１９] ꎮ 此外ꎬ加拿大的一项队列研究表

明ꎬ视屏时间与青少年焦虑和抑郁症状存在双向关

联ꎬ基线焦虑和抑郁症状与视屏时间存在正相关ꎬ随
访期焦虑症状增加与视屏时间增加呈正相关[２０] ꎮ 埃

文郡亲子纵向研究队列 ( Ａｖｏｎ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ｏｈｏｒｔꎬＡＬＳＰＡＣ)的研究结果也表

明ꎬ工作日使用电脑 １ ~ ２ ｈ 或 ３ ｈ 以上ꎬ焦虑的发生风

险增加 １７.０％或 ３０.０％ꎻ周末使用电脑 １ ~ ２ 或 ３ ｈ 以

上ꎬ焦虑的发生风险增加 １７.０％或 ２８.０％ꎬ抑郁的发生

风险增加 １２.０％或 ３５.０％[２１] ꎮ 英国千禧年队列研究

(ＵＫ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结果表明ꎬ与社交媒体

使用 １ ~ ３ ｈ 相比ꎬ时长为 ３ ~ ５ ｈ 或>５ ｈ 的女生抑郁症

状发生风险增加 ２６.０％或 ５０.０％ꎬ男生增加 ２１.０％或

３５.０％[２２] ꎮ 社交媒体使用、电脑使用和看电视的时间

每增加 １ ｈꎬ青少年抑郁症状的发生风险分别增加

６４.０％ꎬ６９.０％和 １８.０％[２３] ꎮ 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总结了 ７０
项研究发现ꎬ视屏活动类型与焦虑和抑郁症状之间的

关联强度不同ꎬ看电视与焦虑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

强度比网络使用或电子游戏小[２４] ꎮ 提示对儿童青少

年视屏活动相关的心理健康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严

谨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ꎮ
２.２　 其他　 除焦虑与抑郁之外ꎬ儿童青少年视屏活动

与压力、低自尊、孤独、心理困扰、自杀行为等存在相

关[２５] ꎮ 视屏时间与青少年压力水平、低自尊、孤独感

呈正相关[２６－２８] ꎮ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 年美国青少年健康危险

行为调查( Ｙｏｕｔ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ꎬＹＲＢＳ)结果显

示ꎬ闲暇时间电子设备使用较多 (平均每个上学日

≥３ ｈ)的青少年心理困扰的发生风险增加 １.５ 倍[２９] ꎮ
２００１ 和 ２００９ 年挪威青少年健康调查数据也表明基于

屏幕活动的久坐行为( ≥６ ｈ)与青少年心理困扰存在

关联[３０] ꎮ 美国青少年脑与认知发育研究(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ꎬＡＢＣＤ ｓｔｕｄｙ)提

示周末视屏时间与儿童自杀行为呈正相关[３１] ꎮ ２００７ꎬ
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５ 年 ＹＲＢＳ 结果表明ꎬ每天玩电子游戏或

使用网络≥５ ｈꎬ青少年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的发生风

险更高[３２－３３] ꎮ 网络成瘾、手机使用时间与青少年自杀

意念、 自杀计划和自 杀 未 遂 的 发 生 风 险 呈 正 相

关[３４－３６] ꎮ 尽管视屏活动与自杀关联性的潜在机制尚

未明确ꎬ但有研究表明ꎬ抑郁、网络暴力等因素可能增

加自杀的风险[３７] ꎮ 未来应关注不同类型视屏活动对

儿童青少年自杀的影响和潜在机制ꎬ为健康教育和实

施干预提供证据ꎮ

３　 儿童青少年视屏活动情绪症状健康的相关大脑神

经影像功能变化

　 　 青春期是神经可塑性的关键时期ꎬ注意力和行为

控制能力快速发育ꎬ容易受到破坏神经发育的危险因

素干扰ꎮ 目前尚不清楚数字媒体如何影响青少年大

脑发育轨迹ꎬ但由于青少年对数字媒体具有高度敏感

性ꎬ过度数字媒体使用可能与脑结构或功能变化有

关ꎬ从而导致情绪敏感度提高ꎮ
３.１　 情绪调节 　 前额叶皮质(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ꎬＰＦＣ)
是情绪调节的重要脑区ꎬ在成年早期发育成熟ꎬ更好

地理解反映情绪的脑区及其如何调节情绪反应有利

于阐明青少年数字媒体使用对情绪的影响[３８] ꎮ 此外ꎬ
边缘系统如杏仁核、扣带回、海马等和下丘脑也是反

应情绪的重要脑区ꎮ 美国 ＡＢＣＤ 研究表明ꎬ视屏活动

与大脑结构指数之间存在相关性ꎬ并证明了脑结构的

个体差异对精神和认知能力的影响[３９] ꎮ 过度数字媒

体使用的大学生双侧杏仁核和右侧纹状体灰质体积

降低ꎬ但前额叶皮质区并无差异[４０] ꎮ 过度使用智能手

机在愤怒面孔和情绪转换过程中背外侧前额叶皮质

和背侧前扣带回皮质神经失活ꎬ与社交相关的颞上沟

和颞顶叶连接处神经失活[４１] ꎮ 此外ꎬ手机依赖的大学

生右额上回、额下回和双侧丘脑灰质体积减少ꎻ双侧

海马扣带回纤维白质完整性的分数各向异性和轴向

扩散率显著减少[４２] ꎮ 日本一项纵向研究也发现ꎬ频繁

上网与 ５ ~ 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情绪相关脑区灰质体积减

少有关[４３] ꎮ 因此ꎬ过度视屏活动可能会影响情绪加工

过程相关脑区的活动ꎮ
３.２　 奖赏系统　 奖赏寻求(ｒｅｗａｒｄ￣ｓｅｅｋｉｎｇ)是视屏活

动过度的主要动机ꎬ奖赏反应可能是视屏活动过度和

心理健康的共同潜在机制ꎮ 研究表明ꎬ在情绪奖赏相

关的高兴面孔刺激下ꎬ手机过度使用组行为激活系统

奖赏反应水平与行为反应呈相关性[４１] ꎮ 纵向研究结

果显示ꎬ电子游戏训练导致腹侧纹状体奖赏反应增

强[４４] ꎮ 在社交媒体向他人点赞或收到别人点赞与大

脑奖赏回路激活有关ꎬ包括腹侧纹状体、背侧纹状体、
腹正中前额叶皮质、脑岛、背侧前扣带回和杏仁核等ꎬ
以上脑区也参与到与情绪状态相关的行为反应[４５] ꎮ
奖赏效应与抑郁的相关性已被证实ꎬ奖赏回路中神经

激活的独特模式是抑郁风险或抑郁复发的生物标

志[４６] ꎮ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分析发现ꎬ在奖赏

反馈过程中ꎬ抑郁症患者的纹状体激活和消极反馈相

关的事件相关电位明显低于健康个体ꎬ该效应在 １８ 岁

以下的个体中更为强烈[４７] ꎮ 由于青春期抑郁及其他

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风险急剧升高ꎬ且容易受到数字

媒体的冲击ꎬ因此ꎬ未来研究应将奖赏系统在视屏活

动与心理健康关系中的作用放置到青少年发育背景

中[４８] ꎮ
３.３　 抑制控制　 抑制控制是一种基本的认知功能ꎬ与
成瘾、精神疾病等紧密关联ꎮ 有研究表明ꎬ网络成瘾

人群抑制功能和冲动性测试表现比健康对照组差ꎬ且
抑郁和焦虑的得分较高[４９] ꎮ 研究发现ꎬ１３ ~ １４ 岁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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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常多任务数字媒体使用得分越高ꎬ右侧前额叶区

活动增强ꎬ表明日常多任务数字媒体使用与注意力分

散和抑制控制能力相关脑区活动增加有关[５０] ꎮ 另有

研究表明ꎬ网络成瘾青少年双侧额下回、左侧扣带回、
脑岛、右侧楔前叶和右侧海马灰质密度降低ꎻ额下回、
脑岛、杏仁核和前扣带回白质密度低于健康对照组ꎬ
以上脑区主要参与决策、 行为抑制和情绪调节过

程[５１] ꎮ 青春期早期网络过度使用在与执行控制能力

有关的脑区呈现差异ꎬ如前扣带回皮质灰质体积较

小ꎬ且与冲动性量表得分呈负相关ꎬ侧前额叶和顶叶

皮质灰质体积较小ꎬ表明与执行控制相关的灰质异常

导致网络成瘾冲动性增高ꎬ前额叶皮质变化与青春期

长期过度网络游戏有关[５２] ꎮ 此外ꎬ智能手机过度使用

者右外侧眶额叶皮质灰质体积降低ꎬ可能会影响强化

行为的调节控制[５３] ꎮ 认知功能障碍在抑郁和自杀人

群中比较明显ꎬ可能与处理偏差和对消极情绪的抑制

缺失有关[５４] ꎮ 因此ꎬ应结合对儿童青少年认知功能障

碍的认识探讨视屏活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ꎮ

４　 小结

大部分研究已证实儿童青少年视屏活动与心理

健康的关联性ꎬ且可能与相关脑区神经影像功能变化

有关ꎮ 未来研究应聚焦于视屏活动不同类型、时长等

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强度和方向ꎬ从生命历程理论探讨

视屏活动的长期效应ꎻ同时ꎬ应从青少年发育视角出

发ꎬ厘清神经信号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儿童青少年

视屏活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ꎬ利用神经数据预测儿童

青少年视屏活动来规避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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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 . Ａｄｄｉｃｔ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２０ꎬ１０３:１０６２２４.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００２ / ｏｂｙ.２０４３０.

[ ２７] ＨＲＡＦＮＫＥＬＳＤＯＴＴＩＲ Ｓ ＭꎬＢＲＹＣＨＴＡ Ｒ ＪꎬＲＯＧＮＶＡＬＤＳＤＯＴＴＩＲ
Ｖꎬｅｔ ａｌ. Ｌｅｓｓ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ｏｆ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ｙｍｐ￣
ｔｏｍ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ｃｅｌａｎｄｉｃ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３ ( ４ ):
ｅ０１９６２８６.

[ ２８] ＷＡＮＧ ＨꎬＺＨＯＮＧ ＪꎬＨＵ Ｒ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Ｊ] . ＢＭＪ Ｏｐｅｎꎬ ２０１８ꎬ８(６):ｅ０２１４９３.

[２９] ＷＡＮＧ ＣꎬＬＩ ＫꎬＫＩＭ Ｍꎬ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
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Ｕ.Ｓ.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２００９－２０１７[Ｊ] . Ａｄ￣
ｄｉｃｔ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９ꎬ９０:１１２－１１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ａｄｄｂｅｈ.２０１８.１０.０３７.

[３０] ＫＬＥＰＰＡＮＧ Ａ ＬꎬＴＨＵＲＳＴＯＮ ＭꎬＨＡＲＴＺ Ｉꎬｅｔ 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
ｔｒｅ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Ｎｏｒｗｅｇｉａ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０１ ａｎｄ ２００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ｔｉｍ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ｃｒｅｅｎ￣ｂａｓｅｄ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Ｊ] . Ｓｃａｎｄ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９ꎬ４７( ２):１６６－

１７３.
[３１] ＪＡＮＩＲＩ ＤꎬＤＯＵＣＥＴ Ｇ ＥꎬＰＯＭＰＩＬＩ Ｍꎬ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ｔｙ:ａ 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Ｊ] . Ｌａｎｃｅｔ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２０２０ꎬ７(４):３１７－３２６.

[３２] ＭＥＳＳＩＡＳ ＥꎬＣＡＳＴＲＯ ＪꎬＳＡＩＮＩ Ａꎬｅｔ ａｌ. Ｓａｄｎｅｓｓꎬ ｓｕｉｃｉｄ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ｖｉｄｅｏ ｇａｍ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ｖｅｒ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ｅｅｎ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２００９ [ Ｊ] . Ｓｕｉｃ Ｌｉｆ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１ꎬ４１(３):３０７－３１５.

[３３] ＲＯＳＴＡＤ Ｗ ＬꎬＢＡＳＩＬＥ Ｋ ＣꎬＣＬＡＹＴＯＮ Ｈ Ｂ.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ｅｌ￣
ｅ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 ｖｉｄｅｏ ｇａｍｅ ｕｓｅꎬ 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ｒｉｓｋ
ａｍｏｎｇ Ｕ.Ｓ.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Ｊ] . Ｊ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 Ｖｉ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ＤＯＩ:１０.
１７７１０８８６２６０５１８７６００２０.

[３４] ＣＨＥＮＧ Ｙ ＳꎬＴＳＥＮＧ Ｐ ＴꎬＬＩｎ Ｐ Ｙꎬ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 . Ｊ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２０１８ꎬ７９(４):１７ｒ１１７６１.

[３５] ＨＵＡＮＧ ＹꎬＸＵ ＬꎬＭＥＩ Ｙ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ｅｓꎬ２０２０ꎬ ２９０: １１２９６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ｐｓｙｃｈｒｅｓ.
２０２０.１１２９６３.

[３６] ＣＨＥＮ ＲꎬＬＩＵ ＪꎬＣＡＯ Ｘ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ｕｓｅ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Ｊ] . Ｊ Ａｆｆｅｃｔ Ｄｉｓｏｒｄꎬ
２０２０ꎬ２６９:１０１－１０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ｊａｄ.２０２０.０１.１２８.

[３７] ＳＥＤＧＷＩＣＫ ＲꎬＥＰＳＴＥＩＮ ＳꎬＤＵＴＴＡ Ｒꎬｅｔ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
２０１９ꎬ３２(６):５３４－５４１.

[３８] ＣＲＯＮＥ Ｅ ＡꎬＫＯＮＩＪＮ Ｅ Ａ.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Ｊ] . Ｎａｔ Ｃｏｍｍｕｎꎬ２０１８ꎬ９(１):５８８.

[３９] ＰＡＵＬＵＳ Ｍ ＰꎬＳＱＵＥＧＬＩＡ Ｌ ＭꎬＢＡＧＯＴ Ｋꎬｅｔ 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 ｍｅｄｉａ ａｃｔｉｖ￣
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ｙｏｕ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ＢＣＤ ｓｔｕｄｙ[Ｊ] . 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ꎬ２０１９ꎬ１８５:１４０－

１５３.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２０１８.１０.０４０.

[４０] ＨＥ ＱꎬＴＵＲＥＬ ＯꎬＢＲＥＶＥＲＳ Ｄꎬｅｔ ａｌ. Ｅｘｃｅｓ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ｕｓｅ ｉｎ ｎｏｒ￣
ｍ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ｍｙｇｄａｌａ￣ｓｔｒｉａｔａｌ ｂｕｔ ｎｏｔ ｗｉｔｈ ｐｒｅ￣
ｆｒｏｎｔ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Ｊ] .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ｅｓ 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ꎬ２０１７ꎬ２６９:３１－３５.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ｐｓｃｙｃｈｒｅｓｎｓ.２０１７.０９.００３.

[４１] ＣＨＵＮ Ｊ ＷꎬＣＨＯＩ ＪꎬＫＩＭ Ｊ Ｙꎬｅｔ ａｌ.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ｂｒ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ｔｓ ｉｎ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ｕｓ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ｆａｃｉａｌ 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Ｊ] . Ｓｃｉ Ｒｅｐꎬ２０１７ꎬ７(１):１２１５６.

[４２] ＷＡＮＧ ＹꎬＺＯＵ ＺꎬＳＯＮＧ Ｈꎬｅｔ ａｌ.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ｇｒａ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ｈｏｎｅ 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 Ｊ] . Ｆｒｏｎ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７: ５９７. [ ４２] ＤＯＩ: １０. ３３８９ / ｆｐｓｙｇ.
２０１６.００５９７.

[４３] ＴＡＫＥＵＣＨＩ ＨꎬＴＡＫＩ ＹꎬＡＳＡＮＯ Ｋꎬ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ｕｓｅ 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ａ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Ｊ] . Ｈｕｍ Ｂｒａｉｎ Ｍａｐｐꎬ２０１８ꎬ３９ ( １１):４４７１ －

４４７９.
[４４] ＬＯＲＥＮＺ Ｒ ＣꎬＧＬＥＩＣＨ ＴꎬＧＡＬＬＩＮＡＴ Ｊꎬｅｔ 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ｇａｍ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ｗａ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Ｊ] . Ｆｒｏｎｔ Ｈｕｍ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１５ꎬ９:４０.ＤＯＩ:１０.
３３８９ / ｆｎｈｕｍ.２０１５.０００４０.

[４５]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Ｌ Ｅꎬ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Ｌ ＭꎬＧＲＥＥＮＦＩＥＬＤ Ｐ Ｍꎬｅｔ ａｌ.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 Ｌｉｋｅｓ: ｎｅｕｒ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Ｊ] . Ｓｏｃ Ｃｏｇ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２０１８ꎬ１３(７):６９９－７０７.

[４６]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Ａ ＳꎬＥＬＬＷＯＯＤ￣ＬＯＷＥ Ｍ ＥꎬＣＯＬＩＣＨ Ｎ Ｌ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ｗａｒｄ￣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
Ｊ Ａｆｆｅｃｔ Ｄｉｓｏｒｄꎬ２０１９ꎬ２４６:９０２ － ９０９.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ｊａｄ. ２０１８. １２.
１０４.

[４７] ＫＥＲＥＮ ＨꎬＯ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 ＧꎬＶＩＤＡＬ￣ＲＩＢＡＳ Ｐ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ｗａｒｄ ｐｒｏ￣
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ｃｒｏｓｓ
ｆＭＲＩ ａｎｄ ＥＥ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 . Ａｍ 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２０１８ꎬ１７５(１１):１１１１－

１１２０.
[４８] ＬＵＫＩＮＧ Ｋ ＲꎬＰＡＧＬＩＡＣＣＩＯ ＤꎬＬＵＢＹ Ｊ Ｌꎬｅｔ ａｌ. Ｒｅｗａｒ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Ｊ] . Ｔｒｅｎｄｓ Ｃｏｇｎ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６ꎬ２０(６):４５６－４６８.

[４９] ＣＨＯＩ Ｊ ＳꎬＰＡＲＫ Ｓ ＭꎬＲＯＨ Ｍ Ｓꎬｅｔ 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Ｊ] .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ｅｓꎬ２０１４ꎬ
２１５(２):４２４－４２８.

[５０] ＭＯＩＳＡＬＡ ＭꎬＳＡＬＭＥＬＡ ＶꎬＨＩＥＴＡＪÄＲＶＩ Ｌꎬｅｔ 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
ｉｎｇ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ｒａｃ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Ｊ] . 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ꎬ２０１６ꎬ１３４:１１３－ １２１.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ｎｅｕｒｏｉｍａｇｅ.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１.

[５１] ＬＩＮ ＸꎬＤＯＮＧ ＧꎬＷＡＮＧ Ｑꎬｅｔ ａｌ.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ａ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ｗｈｉ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ｇａｍｉｎｇ ａｄｄｉｃｔｓ[ Ｊ] . Ａｄｄｉｃｔ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５ꎬ
４０:１３７－１４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ａｄｄｂｅｈ.２０１４.０９.０１０.

[５２] ＬＥＥ ＤꎬＮＡＭＫＯＯＮＧ ＫꎬＬＥＥ Ｊꎬｅｔ ａｌ.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ａ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ｇａｍ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Ｊ] . Ａｄ￣
ｄｉｃｔ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２３(５):１１６０－１１６７.

[５３] ＬＥＥ ＤꎬＮＡＭＫＯＯＮＧ ＫꎬＬＥＥ Ｊꎬｅｔ ａｌ.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ｏｒｂｉｔｏｆｒｏｎｔａｌ ｇｒａｙ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 ｕｓｅ[ Ｊ] . Ｊ Ｂｅ￣
ｈａｖ Ａｄｄｉｃｔꎬ２０１９ꎬ８(３):４０４－４１１.

[５４] ＨＡＲＦＭＡＮＮ Ｅ ＪꎬＲＨＹＮＥＲ Ｋ ＴꎬＩＮＧＲＡＭ Ｒ 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 / ｎｏ￣ｇ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ｅｄꎬ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Ｊ Ａｆｆｅｃｔ Ｄｉｓｏｒｄꎬ２０１９ꎬ２５６:２２８ －

２３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ｊａｄ.２０１９.０５.０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８－１１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１４　 本文编辑:王苗苗

０６７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