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媒体使用与学生心理健康专栏

吉林省初中生网络成瘾与抑郁症状的关系

扈月阳ꎬ梅松丽ꎬ高婷婷

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教研室ꎬ长春 １３００２１

【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网络成瘾与抑郁症状的关系ꎬ为预防学生抑郁提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

方法ꎬ抽取吉林省 ２ １４９ 名初中生ꎬ利用网络成瘾量表与抑郁量表进行问卷调查ꎬ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分析

探讨网络成瘾和抑郁症状的内在关系ꎮ 结果　 ２ １４９ 名被试中ꎬ网络成瘾者 ３８６ 名ꎬ检出率为 １８.０％ꎮ 不同性别、年级、是
否吸烟和是否饮酒、家长是否经常打骂、睡眠时间和体质量指数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是否吸烟、家长打骂及不同睡眠时间学生抑郁症状总分比较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百分位数回归模型发

现ꎬ随着抑郁症状得分百分位水平的升高ꎬ网络成瘾影响抑郁症状的风险更高(Ｐ<０.０５)ꎮ 在网络成瘾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效应中发现ꎬ如果当前非网络成瘾学生出现网络成瘾ꎬ抑郁症状总分会提高 ５.０８ 分ꎮ 结论　 网络成瘾可以显著影响抑郁

症状ꎬ并且随着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增加ꎬ网络成瘾的作用也不断增强ꎬ可为今后改善学生心理健康提供科学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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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青少年网络成瘾与心理健康ꎮ
【通信作者】 　 梅松丽ꎬＥ￣ｍａｉｌ:ｍｅｉｓｏｎｇｌｉ＠ 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１１.００５

　 　 互联网作为信息科学技术的产物ꎬ随着手机、电
脑等电子设备的使用ꎬ在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工作和
学习中越来越普遍[１－２] ꎮ 调查结果显示ꎬ美国青少年
中有 ９５％使用网络ꎬ９３％拥有电脑[３] ꎮ 中国青少年网
络协会第 ３ 次网络成瘾调查显示ꎬ我国城市青少年网
民中网络成瘾者约占 １４.１％[４] ꎮ 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
机使用频率和便利性的增加ꎬ已有研究表明ꎬ过度使
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对心理健康具有负面影响[５] ꎬ主
要表现为孤独感、低自尊、睡眠不足、焦虑和沮丧[６] ꎮ
因此研究青少年网络成瘾与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尤

为重要[７] ꎮ 有报道发现ꎬ中国 １１ ~ １８ 岁青少年网络成
瘾检出率为 ２.４％ ~ １８.２％[８] ꎬ１２ ~ １９ 岁青少年抑郁症
的患病率约为 ３０％[９] ꎮ 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ꎬ问题性
网络使用与中重度抑郁之间存在关联[１０] ꎮ 也有研究
表明ꎬ互联网使用与焦虑抑郁存在不同程度的正相
关[１１] ꎮ

为客观说明网络成瘾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ꎬ本
研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代替随机对照实验ꎬ用倾向
得分均衡各组的可比性ꎬ在规避混杂的前提下探讨网
络成瘾和抑郁症状的关系ꎬ结果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１２ 月ꎬ采取分层随机整群
抽样方法ꎬ在吉林省随机选取 ３ 座城市ꎬ在每座城市随
机抽取 ４ 所初中ꎬ在每所学校的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３
个班级ꎬ获得知情同意后ꎬ对班级中的学生进行调查ꎮ
共调查 ２ ２６０ 名学生ꎬ经过数据筛查后ꎬ最终 ２ １４９ 名

７１６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１



学生进入分析ꎬ有效率为 ９５.１％ꎮ 平均年龄为(１５.９±
１.０)岁ꎮ 本次调查得到了吉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伦理

委员会的审查批准(批号:２０１７－０６－０９)ꎮ
１.２　 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吉林省各市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工作人员担任调查员ꎬ在学校配合下组织开展

体格检查和问卷调查ꎮ 体格检查主要测量学生身高

和体重ꎬ计算体质量指数ꎬ体质量指数分类标准参照

«ＷＳ / Ｔ ４５６—２０１４ 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 / 肥胖筛查»
« ＷＳ / Ｔ ４５６—２０１４ 学 龄 儿 童 青 少 年 营 养 不 良 筛

查» [１２] ꎬ进行统计分析ꎮ 问卷使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２０１７ 年全国学生常见病及健康危险因素监测工

作组统一发放的“学生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表

(学生版) ”ꎬ请学生自行填写后回收ꎮ
１.３　 测量工具

１.３.１　 网络成瘾 　 采用 Ｙｏｕｎｇ 网络成瘾量表进行评

估[１３] ꎬ此量表具有简单实用和便于操作的优点ꎬ共有

８ 个项目ꎬ由被调查的个体对其进行“是否”判断ꎬ其中

至少 ５ 个项目给予肯定答案ꎬ即被认定为网络成瘾ꎮ
在国内作为网络成瘾筛查或诊断量表而广泛使用ꎬ有
良好的信度和效度ꎮ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６ꎮ
１.３.２　 抑郁症状　 采用抑郁量表[１４](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
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ＣＥＳ －Ｄ) 进行调查ꎮ
ＣＥＳ－Ｄ 共有 ２０ 个条目ꎬ测量内容包含抑郁情绪、积极

情绪、躯体症状与活动迟滞和人际关系 ４ 个因素ꎮ 要

求被试报告最近 １ 周内症状出现的频度ꎬ采用从 ０(很

少或没有时间) 到 ３(大部分或所有时间) ４ 级评分ꎮ
量表得分范围为 ０ ~ ６０ 分ꎬ分数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

高ꎮ 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７ꎮ
１.３.３　 协变量　 纳入本研究的协变量包括学生年龄、
性别、家庭居住地、年级、是否独生子女、是否吸烟、是
否喝酒、体质量指数、睡眠时间和是否有家长打骂ꎮ
１.４　 质量控制　 各学校的调查采用统一的调查方案ꎬ
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ꎬ调查过程使用相同的指导用

语ꎬ进行匿名调查ꎮ
１.５　 数据统计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收集数据ꎬ使
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５.１ 中的内置命令对协变量进行倾向得分匹

配ꎬ以调整因不平衡导致的潜在变量混淆网络成瘾和

抑郁症状的关系ꎮ 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４.０ 软件进行变量的描

述、单因素方差分析、χ２ 检验、非参数秩和检验ꎻ使用 Ｒ
４.０.２ 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１５] ꎬ由于控制数据偏差和

混杂变量较多ꎬ本研究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中的近邻

匹配、核匹配、马氏匹配、半径匹配 ４ 种方法[１６] ꎬ分别

估计了网络成瘾对青少年抑郁情绪所产生的“净效

应”分位数回归提供了回归变量 Ｘ 和因变量 Ｙ 的分位

数之间线性关系的估计方法ꎮ 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及抑

郁得分比较　 ２ １４９ 名被试中ꎬ共检出网络成瘾者 ３８６
名ꎬ检出率为 １８.０％ꎮ 不同性别、年级、是否吸烟和是
否饮酒、家长是否经常打骂、睡眠时间和体质量指数
学生网络成瘾检出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是否吸烟、家长打骂及不同睡眠时间学生抑郁
症状总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 ~ ２ꎮ
２.２　 调查学生倾向匹配结果　 纳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
进行匹配的协变量包括性别、年级、年龄、居住地、独
生子女、吸烟、饮酒、睡眠时间、体质量指数和家长打
骂ꎬ经过匹配后ꎬ大部分协变量的偏误比例都降到
１０％以下ꎬ表明本研究的倾向分数匹配方法具有可行
性(图 １)ꎮ 匹配后共有 ２ １２４ 名学生进入研究ꎬ其中
网络成瘾组 ３７３ 名学生ꎬ非网络成瘾组 １ ７５１ 名学生ꎮ

表 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初中生网络成瘾检出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选项 人数 网络成瘾人数 χ２ 值
性别 男 ９９４ １９９(２０.０) ５.３７∗

女 １ １５５ １８７(１６.２)
年级 高一 ７２４ １５８(２１.８) １４.２５∗∗

高二 ７１９ １２８(１７.８)
高三 ７０６ １００(１４.２)

居住地 城乡 １ ４２７ ２５２(１７.７) ０.２６
农村 ７２２ １３４(１８.６)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１ ５９４ １０６(１９.１) ０.６６
否 ５５５ ２８０(１７.６)

是否吸烟 是 ２７５ ８３(３０.２) ３１.９６∗∗

否 １ ８７４ ３０３(１６.２)
是否饮酒 是 １ ０７０ ２４２(２２.６) ３１.３４∗∗

否 １ ０７９ １４４(１３.３)
家长打骂 从未 １ ６５４ ２５０(１５.１) ４２.９０∗∗

有时 ４６５ １２４(２６.７)
经常 ３０ １２(４０.０)

睡眠时间 短睡眠 ３４４ ３４(９.９) ３２.１３∗∗

中睡眠 １ ３６５ ２４０(１７.６)
长睡眠 ４４０ １１２(２５.５)

体质量指数 消瘦 ２７１ ６３(２３.２) ７.６１∗

正常 １ ２６９ ２０８(１６.４)
超重肥胖 ６０９ １１５(１８.９)

　 注:()内数字为检出率 / ％ꎻ∗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表 ２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学生抑郁得分比较(ｘ±ｓ)
人口统计学指标 选项 人数 抑郁症状得分 Ｚ / Ｈ 值
性别 男 ９９４ １３.１±８.９ ０.９３

女 １ １５５ １３.２±８.４
年级 高一 ７２４ １３.２±８.５ １.３５

高二 ７１９ １２.９±８.８
高三 ７０６ １３.３±８.８

居住地 城乡 １ ４２７ １３.１±８.９ ０.４２
农村 ７２２ １３.１±８.４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１ ５９４ １３.２±８.８ ０.３０
否 ５５５ １２.９±８.５

是否吸烟 是 ２７５ １５.６±１０.１ １９.３６∗∗

否 １ ８７４ １２.８±８.４
是否饮酒 是 １ ０７０ １４.１±９.１ ０.６１

否 １ ０７９ １２.１±８.１
家长打骂 从未 １ ６５４ １２.２±８.２ ６９.６５∗∗

有时 ４６５ １５.７±９.２
经常 ３０ ２４.３±１１.３

睡眠时间 短睡眠 ３４４ １５.６±９.４ ３４.０１∗∗

中睡眠 １ ３６５ １２.８±８.５
长睡眠 ４４０ １２.３±８.４

体质量指数 消瘦 ２７１ １２.５±８.５ １.５７
正常 １ ２６９ １３.１±８.６
超重肥胖 ６０９ １３.４±８.９

　 注:∗∗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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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协变量在匹配前后的平衡

２.３　 匹配后调查学生抑郁症状影响因素分析　 匹配
后学生抑郁症状总分为(１３.１±８.７)分ꎬ其中网络成瘾
学生为(１７.８±９.７)分ꎬ非网络成瘾学生为(１２.１±８.１)
分ꎮ 网络成瘾组的抑郁症状总分、抑郁情绪、躯体症
状与活动迟滞和人际得分均高于非网络成瘾组(Ｐ 值
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匹配后学生网络成瘾组与

非网络成瘾组抑郁症状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抑郁

情绪

积极

情绪

躯体症状

与活动迟滞

人际

关系

抑郁症

状总分
网络成瘾组 ３７３ ６.２±４.９ ５.２±３.３ ５.４±３.３ ２.０±１.４ １７.８±９.７
非网络成瘾组 １ ７５１ ３.６±３.９ ４.３±３.２ ３.７±２.９ ０.４±０.９ １２.１±８.１
合计 ２ １２４ ４.１±４.２ ４.５±３.２ ４.０±３.１ １.５±１.０ １３.１±８.７
Ｚ 值 １０.５４ ４.９７ ９.４４ ９.８８ １１.４６

　 注:Ｐ 值均<０.０１ꎮ

　 　 在抑郁症状总分 Ｐ１０、Ｐ２０、Ｐ３０、Ｐ５０、Ｐ７０、Ｐ８５、Ｐ９５分
位数中ꎬ学生的网络成瘾和抑郁症状水平呈正相关ꎬ
并且网络成瘾对抑郁症状的回归系数随着抑郁症状
的位点升高而增加[ β 值( β 值 ９５％ ＣＩ) 分别为 ３. ２０
(１.９７ ~ ４.６０)ꎬ４.２５(３.６１ ~ ５.２４)ꎬ５.００(４.０２ ~ ５.８１)ꎬ
６.００(３.６２ ~ ７. ０５)ꎬ６. ４０ ( ５. ５４ ~ ７. ９８)ꎬ７. ５０ ( ４. ８２ ~
１０.９３)ꎬ８.００(６.５１ ~ １２.１１)]ꎮ
２.４　 匹配后学生网络成瘾对抑郁症状的影响效应　 ４
种匹配方法中都出现显著结果ꎬ马氏匹配样本有效率
高ꎬ采取马氏匹配结果ꎮ 在网络成瘾组中网络成瘾对
抑郁情绪影响效应(ＡＴＴ)为 ５.１６ꎬ 若当前非网络成瘾
组学生今后发展成为网络成瘾ꎬ网络成瘾对抑郁情绪
平均影响效应(ＡＴＵ)为 ５.０８ꎬ网络成瘾对所有学生抑
郁情绪总体影响效应(ＡＴＥ)为 ５.０９ꎮ 即网络成瘾的青
少年如果能戒掉网络成瘾ꎬ抑郁情绪总分能降低 ５.１６
分ꎻ对于当前的非网络成瘾学生而言ꎬ如果出现网络
成瘾ꎬ抑郁情绪总分增加 ５.０８ 分ꎮ

３　 讨论

本研究中吉林省青少年网络成瘾检出率为
１８.０％ꎬ与其他国家青少年网络成瘾率相比ꎬ如美国
(２０.６％) [１７] 、韩国(３０.０％) [１８] 、日本( ２３. ７％) [１９] ꎬ吉
林省学生网络成瘾率较低ꎮ 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ꎬ同
时又是一个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国家ꎬ目前已有研究
发现ꎬ网络成瘾与经济状况呈正相关[２０] ꎮ 因此ꎬ吉林
省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应放到工作重点ꎬ及早预防ꎮ

本研究从以往的研究和文献综述中确定了 １０ 个
协变量ꎬ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解
释力良好ꎬ除居住地和是否独生子女外ꎬ所有的协变
量均预测了青少年的网络成瘾情况ꎮ 研究结果发现ꎬ
即使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混杂因素之后ꎬ网络
成瘾也会对抑郁症状产生显著影响ꎮ 随着抑郁症状
愈加严重ꎬ网络成瘾对抑郁症状患病的贡献也越大ꎬ
对比非网络成瘾学生ꎬ网络成瘾对存在抑郁症状的学
生潜在影响更大ꎮ 与其他流行病学研究结果相似ꎬ网
络成瘾组的抑郁水平高于非网络成瘾组[２１－２２] ꎮ

对于以上研究结果的可能解释如下:首先ꎬ中国
文化强调自我控制和服从ꎬ但青少年在青春期表现出
心理脆弱性和逆反性ꎮ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ꎬ如果个体
赖以生存的现实环境不能满足自主、关系和能力需
要ꎬ个体将出现适应不良或者转向其他背景寻求满
足[２３] ꎮ 网络本身的特点恰好迎合了青少年的自主、关
系和能力的需要ꎬ这种逃避现实生活中的不愉快、到
网上寻求补偿的行为往往得到强化ꎬ 继而使上网成为
个体主要的生活方式ꎬ对网络的过度依赖最终导致网
络成瘾ꎮ 网络成瘾会使人际关系紧张ꎬ从而导致焦虑
抑郁情绪ꎻ其次ꎬ网络成瘾与其他药物成瘾一样ꎬ会出
现戒断症状ꎬ从而引发病理心理疾病[２４] ꎻ还有一种解
释是ꎬ与其他成瘾性物质(如酒精和尼古丁)不同ꎬ因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灵活且使用方便ꎬ会减少对日常生
活的关注[２５] ꎬ青少年会陷入自我怀疑、亲子关系恶化ꎬ
孤独感、缺乏社会支持、焦虑抑郁的情绪中[２６] ꎮ 为减
轻这种孤独感并排解焦虑抑郁情绪ꎬ根据 Ｂｒｙａｎｔ 等[２７]

的情绪增强假说ꎬ即个体会根据自身情绪状态决定网
络使用的时间和类型ꎬ如为了通过互联网消除压力和
抑郁等不良情绪[２８] ꎬ最终导致过度依赖互联网ꎬ这也
是网络成瘾对心理不健康的学生潜在影响更大的主
要原因ꎮ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ꎬ本研究属于横断
面研究ꎬ调查范围为吉林省青少年ꎬ无法将结果推广
到全国范围内ꎻ其次ꎬ倾向匹配得分法虽然可以规避
混杂因素ꎬ但匹配的混杂因素是观察发现的ꎬ未观察
到的混杂因素可能仍然存在ꎬ从而限制了该研究结果
的泛化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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