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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中学生网络成瘾症现况调查

邓艳霞 胡明 胡国清 王乐三 孙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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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湖南省中学生网络成瘾症的现状及发生的相关因素。方法 通过分层整群

抽样获取样本，采用成熟量表和自行编制的影响因素调查表进行调查。结果 湖南省中学生网络成

瘾症检出率为5．52％(95％c，：4．84～6．20)；在不同性别、年级和是否班干部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O．05)，但在不同地区、学校类别、是否独生子女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性别、厌学、

焦虑、人际交往敏感、同伴常进网吧、父亲受教育程度、社区歌舞厅／录像厅数量、社区锻炼场所数量是

中学生网络成瘾症的相关因素(P<0．10)，其0R值分别为0．281、3．469、2．318、1．710、1．877、

1．456、1．273、0．726。结论湖南省中学生网络成瘾症检出率在全国居于中等水平；中学生网络成瘾

症的发生受性别、同伴常进网吧等8个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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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valence of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Hunan and to explore its risk factors．IVIethods 5760 middle sch00l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were sampled at random in Hunan province using two—stage sampling (strati{ied sampling and cluster

samplin曲 method．The ten—item diagnosis t∞1 for IAD， 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elf—rating anxiety

scale，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subscale of symptom checklist，family assessment device，parenting locus of

control scale，and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were employed together to gather related data．95％

confidence interval(CJ)was used to describe the prevalence of IAD．Chi—square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tests

were employed respectively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IAD prevalence among different subpopulations

and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influential factors．Results The overan prevalence of IAD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Hunan was 5．52％，with 95％Cf as 4．84—6．20．IAD prevalence rat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being or not being monitored in the class and among different grades，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sin91e child or having siblings in the family，being

at key middle sch∞l or ordinary middle sch∞l，or within residential areas，(P>0．05)． Gender，tired of

going to sch∞l，anxiety，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peer influence in haunting at internet bars，father’s

education level，the number of recreational settings in the community etc．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AD，with ORs as 0．281，3．469，2．318，1．710，1．877，1．456，1．273 and 0．726 respectively(P<0．10)．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IAD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Hunan was moderate compared to the

reported prevalence rates in other provinces．Gender and peer influence in haunting at internet bars and other

6 factorS were suggeSted to be correlated with IAD events．

【Key words】 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Prevalence；Relevant factor；Middle sch∞1 students

网络成瘾症(intemet addiction disorder)，也称

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0109icalintemet use)，是指在

无成瘾物质作用下的上网行为冲动失控，表现为过

度使用互联网而导致个体明显的社会、心理功能损

作者单位：410078长沙，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

统计学系

通讯作者：胡国清，Email：huguoqing@xysm．net

害[1·2I。目前我国网民数量已达12 300万，其中在

13～18岁年龄段的中学生占14．9％，是网络成瘾症

的高发人群∞]。在网络成瘾症检出率方面，现有研

究结果相差较大H'5I。现有研究大多局限于个人心

理特征、家庭或学校等单个方面的因素¨‘91；忽略了

同伴行为和社区环境等因素对中学生网络成瘾的影

响。本研究对湖南省中学生网络成瘾症状况进行了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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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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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对象及抽样方法：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获取调查样本；调查于2005年8月至2006年2

月完成。首先，依次按照湖南省地区类型(大城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农村地区：参照2004年湖南统计

年鉴经济社会发展资料采用聚类分析划分)、学校类

别(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学校级别(初中和高

中)等3个因素分层，逐层随机抽取1个单位。然后

从各被抽中学校的3个年级中分别随机抽取2个

班，共抽取16所学校96个班的学生及其家长为研

究样本。

2．调查工具与方法：网络成瘾症诊断采用

Youngll0。编制的网络成瘾诊断量表，量表的10个问

题中有5项符合即诊断为网络成瘾症(克朗巴赫系

数a=O．75)。因素调查表包括：学生自身情况、同伴

行为、家庭情况、社区情况等内容。其中，焦虑、抑

郁、人际关系敏感、家庭功能和家长教育方式分别采

用焦虑自评量表(SAS)、自评抑郁量表(SDS)、症状

自评量表(SCL一90)中的人际关系敏感子量表、家庭

功能评定量表(FAD)和子女教育心理控制源量表

(PLoC)进行评价，问卷其他内容则通过专家咨询

和预调查进行完善。

3．质量控制：现场调查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

员负责实施。为消除学生和家长顾虑，不要求被试

者填写学校、班级和姓名，采用统一编码保持家长问

卷和学生问卷一致性。资料采用双人双份录入，采

用逻辑核查及对10％录入数据抽检等方式控制录

入质量，抽检不合格率不得超过0．5％。

4．统计学分析：用SPSS 11．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用P±1．96Sp(率的95％CJ)对网络成瘾症检

出率进行估计，x2检验比较网络成瘾症检出率在不

同地区、学校类别、年级、性别、是否班干部、是否独

生子女之间的差别(a=0．05)；logistic回归分析网

络成瘾症的影响因素(d进入=0．05，a排除=0．10)。

结 果

1．调查问卷情况和网络成瘾症检出率：共发放

5760份问卷，回收5583份，问卷回收率为96．93％。

在5583份回收问卷中，4383人(78．51％)报告接触

过网络。其中，男生2381人，女生2002人；高中生

2168人，初中生2215人。4383名中有242例被诊

断为网络成瘾症，检出率为5．52％(95％a：4．84～

6．20)。

2．中学生网络成瘾症分布：不同地区、学校类

别、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的网络成瘾症检出

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年级问检

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以初二最

高，其次为高二，初一最低(P<0．05)；男生网络成

瘾症检出率明显高于女生(P<0．05)，前者是后者

的3．08倍；担任班干部的学生网络成瘾症检出率显

著低于未担任班干部学生(P<0．05)(表1)。

表1 湖南省不同城市中学生网络成瘾症检出率(％)比较

畲黍 人数 例数等尝尹 95％c， x2值 P值

地区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农村

学校类别

重点

非重点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性别

男

女

班干部

是

否

独生子女

110l 59 5．36

1222 77 6．30

1168 63 5．39

892 43 4．82

3．73 O．053

2326 143 6．15 6．14～6．16

2057 99 4，81 4．80～4．82

19．14 0．002

694 22 3．17

770 61 7．92

758 41 5．41

757 44 5．81

79l 49 6．19

613 25 4．08

2381 180 7．89 7．88～7．90

2002 49 2．56 2．55～2．57

1287 55 4．27 4．26～4．28

2747 17l 6．22 6 21～6．23

是 2324 133 5．72 5．71～5．73

否 1381 66 4．78 4．77～4．79

57．54 0．0004

6．31 O．0004

1．52 0．218

3．网络成瘾症相关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

分析：首先，对参与logistic回归分析的变量进行量

化处理(变量赋值见表2)。然后，采用单因素

logistic回归筛选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再对筛选

所得的因素进行多因素109istic回归分析。分析结

果显示，性别、同伴常进网吧、厌学、焦虑、交往问题、

父亲受教育程度、社区歌舞厅／录像厅数量、锻炼场

所数量8个变量为网络成瘾症的相关因素(P<

0．10)，8个变量对应的0R值分别为0．281、3．469、

2．318、1．710、1．877、1．456、1．273和0．726(表3)。

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湖南省中学生接触网络率为

78．51％。在接触网络的中学生中，男生多于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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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性别比与全国网民性别比接近㈨。湖南省中学

生网络成瘾症检出率为5．52％，与昆明的调查结果

接近‘113，低于北京市2003年调查结果‘5I，但略高于

合肥、重庆的调查‘4，121。

表2 湖南省中学生网络成瘾症可能的影响因素与赋值

因 素 赋 值

学生个人情况

网络成瘾症(y) 是=1，否=0

学校类别(x-) 重点=1，普通=2

年级(xz) 垫i盂兰垫手52'初三2
3’高一2 4’高二

性别(x3) 男=1，女=2

班干部(x4) 是=1，否=2

厌学(x5) 极少或无=1，有时=2，常常=3，几乎总是=4

逃课(xs) 极少或无=1，有时=2，常常=3，几乎总是=4

交往问题(X，) ≤2=1．>2=2

抑郁(_x8) ≤38=1，39～45=2，46～52=3，≥53=4

焦虑(x9) <50=1，50～59=2，≥60=3

学生同伴行为

吸烟(xlo) 得分平均值，取值介于[1，2]

饮酒(x，-) 得分平均值，取值介于[1，2]

常进网吧(xtz) 得分平均值，取值介于[1，2]

常携带刀具棍棒(x。3)得分平均值，取值介于[1，2]

常打架(x¨) 得分平均值，取值介于[1，2]

常旷课逃学(x。5) 得分平均值，取值介于[1，2]

偷窃(x16) 得分平均值，取值介于[1，2]

家庭情况

再婚(x17) 是=1，否=2

离异(X18) 是=1，否=2

丧偶(x19) 是=1，否=2

分居(x20) 是=1，否=2

父亲受教育程度(x2。)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
大专=4，本科及以上=5

母亲受教育程度(x22)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中专=3，
大专=4，本科及以上=5

鬻摇熙雾黼是吐否=z
家庭支持功能(x2。)较好=1，一般=2，较差=3

家长教育方式(x25)较好=1，一般=2，较差=3

社区情况

网吧、电游室数量(战)没有=1，很少=2，较多=3，很多=4
歌舞厅、录像盱数量(砀)没有=1，很少=2，较多=3，很多=4

售豢纛燃曼37没有=1，很少=2，较多=3，很多=4
治安(x29) 非常好=1，比较好=2，比较差=3，非常差=4

邻里气氛(x30) 非常好=1，比较好=2，比较差=3，非常差=4

社区锻炼场所数量(X3，)没有=1，很少=2，较多=3，很多=4

注：xlo～x16分别代表同伴(≤5位)不良行为得分的平均值，单

个同伴不良行为原始赋值为：有=1，无=2；x17～x20是父母婚姻

状况拆分出来的哑变量，对照组为初婚(即原配)；x。和x。由于原

量表缺乏评价标准，本研究按条目总分排序分为3类(得分

[O，P25]=1，(P25，P75]=2，(P75，P100]=3)

男生网络成瘾症检出率明显高于女生，该结果

与已有的研究一致¨1’13，14o；年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初二学生的网络成瘾症检出率最高，高二学生次之，

初一学生最低。该结果可能与目前中学教育特点和

学生年龄有关。一方面，初一学生刚从小学进人中

学，需要一个过程来适应中学的学习和生活节奏。

另一方面，在目前的中学教育体系中，初三和高三学

生压力都非常大，他们要面对学习和升学压力，使得

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光顾网络。而初二和高二学生则

相反，他们经过了第一年的适应，逐渐习惯了初中和

高中的生活，这就使得他们有可能频繁光顾网络世

界；担任班干部的学生网络成瘾症检出率明显低于

非班干部学生，这提示班干部的身份对中学生网络

成瘾行为具有约束作用。此外，研究还发现，地区间

经济水平差别、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独生子女和

非独生子女等对网络成瘾症检出率没有影响。

表3 湖南省中学生网络成瘾症影响因素的

I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p 曲％腽f值P值oR值(95％cD
常数项 一6．011 O．670 80．475 0．oo酽0．002

X3 —1．269 0．219 33．477 O．000。0．281(0．183～O．432)

X12 1．244 0．262 22．566 O．0008 3．469(2．076～5．796)

X5 0．841 0．130 41．599 0．000n 2．318(1．796～2．994)

Xq 0．536 O．138 15．094 O．00俨1．710(1．304～2．241)

X7 0．630 0．235 7．210 0．007 1．877(1．185～2．973)

X2l 0．376 O 085 19．489 O．oo妒1．456(1．232～1．721)

X27 0．241 O．120 4．058 0．044 1．273(1．007～1．609)

X11 —0．321 0．129 6．193 O．013 0．726(0．564～O．934)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厌学、焦虑、

人际交往敏感、同伴常进网吧、父亲受教育程度高、

社区歌舞厅／录像厅数量多是中学生网络成瘾症的

危险因素，而女生、社区锻炼场所多则是网络成瘾症

的保护因素。其中，厌学、焦虑、人际关系敏感、性别

等因素与已有研究相吻合[6’15。19I。研究结果显示，

父亲受教育程度为网络成瘾症相关因素，与已有研

究结果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子女网络成瘾症相关因素

不一致心0|。此结果的出现可能与父母亲对网络的

使用情况以及他们对子女使用网络的态度有关。由

于本研究未涉及这些变量，所以不能回答造成上述

不一致结果的真正原因，只能留待以后研究探讨。

此外，本研究发现，同伴行为和社区环境对中学生网

络成瘾症的发生有较大影响。同伴经常进网吧对中

学生网络成瘾的影响非常突出，OR值高达3．469。

社区歌舞厅、录像厅等营业性娱乐场所越多，学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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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网络成瘾症的可能性越高(o^R=1．273)。社区

锻炼场所越多，学生出现网络成瘾症可能性越低

(0R=O．726)，是一个保护性因素。

研究结果提示，要预防和干预中学生网络成瘾

症，教育人员必须制订综合策略，要将网络成瘾症与

学生的青春期身心特点、学习情况、心理健康状况和

同伴行为结合起来，不能孤立地看待网络成瘾症。

因为，大多情况下网络成瘾症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其

他方面的问题。从学校的角度来看，老师应该对那

些出现厌学、心理不稳定和人际关系敏感的学生给

予特别关注，主动去帮助他们应对这些问题，不能漠

不关心。从家庭角度而言，家长应该多关心学生的

生活和学习，力争早期发现不良苗头，及时采取措

施，避免出现严重后果。从社区角度而言，应该限制

学校和居民区周围的娱乐场所数量，同时应在社区

内尽量多提供一些适合中学生的锻炼场所。

本次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局限性。尽管调查采用

匿名方式，但部分学生仍可能隐瞒真实情况；由于是

现况调查，logistic回归结果只能说明网络成瘾症的

相关因素，而不能进一步阐述这些因素与中学生网

络成瘾症之间的因果关系。湖南省中学生的网络成

瘾症检出率在全国居中等水平；检出率在不同性别、

年级、是否担任班干部的学生之间存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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