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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抑郁在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自伤之间的中介作用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于 2019 年 9— 12 月在重庆市某县 8 所乡镇初级中学选取 1 945 名留守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学生网络成瘾诊断量表、自伤行为评定问卷、中文版患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和

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对其进行在线问卷调查。采用 Pearson 相关、点二列相关分析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

与抑郁、社会支持、自伤的相关性。采用 PROCESS V4.0 插件分析抑郁在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自伤之

间的中介效应和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结果 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检出率为31.8%（619/1 945）。按照是

否有自伤行为分为自伤组（n=619）及非自伤组（n=1 326）。两组留守青少年的家庭居住地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2=4.153，P＜0.05）。相关分析显示，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与抑郁、自伤呈正相关，与社会支持呈

负相关，抑郁与自伤呈正相关（r=0.314、0.307、-0.203、0.371；P＜0.01）。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抑郁在留守

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自伤行为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标准化的中介效应值为0.11，占总效应的31.4%。调节效

应分析显示，网络成瘾与抑郁的关系受社会支持的调节（β=-0.162，P＜0.01）。结论 留守青少年网络成

瘾与自伤行为之间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抑郁是两者关系的中介变量，社会支持缓冲了网络成瘾对

抑郁的影响，表现为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网络成瘾对抑郁的影响越弱。

【关键词】 抑郁； 留守青少年； 网络成瘾； 自伤； 社会支持

基金项目：重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专项（cstc2019jscx-msxmX0279）；重庆市科卫联合中医药科研

项目（2019ZY023315）

Study on the role of depression and social support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self-injury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 Gao Sihong， Bai Cuiping， Huang Yan， Peng Bi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16，China （Gao SH，Peng B）；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Xiush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Chongqing 409900， China （Bai CP）； 
GCP，Chongq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Chongqing 400021， China（Huang Y）
Corresponding author： Peng Bin，Email： pengbin@cqmu.edu.cn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ediating role of depression between internat addiction and self-
injury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 and the regulatory role of social support. Methods Using th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1 945 left-behind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8 township junior high schools in a 
county of Chongqing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the Diagnostic Scale of Internet Addiction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lf-Injury Scale，
Patients' Health Questionnaire Depression Scale-9 Item and Adolescent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Pearson 
correlation and point two column correlat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depression， social support and self-injury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 PROCESS V4.0 was applied to analyze 
the mediation effect of depression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self-injury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self-injury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 
was 31.8% （619/1 945）.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elf-injury group （n=619） and non-self-injury group （n=1 326）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have self-injury behavior.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left-behind adolescents （χ2=4.153， P ＜ 0.05）.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ternet addict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epression and self-injur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ocial support； 
de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injury （r=0.314，0.307，-0.203，0.371； P ＜ 0.01）. Medi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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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青少年是指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在外务工

而被留在户籍所在地生活的青少年群体［1］。长期的

亲子分离导致父母对留守青少年的有效监护相对缺

失，相较于非留守青少年，留守青少年会出现更多

的心理与行为适应问题［2］。自伤作为一种典型的非

适应性行为，是指个体在没有明确自杀意图的情况

下，采用多种方式故意、反复地伤害自己的身体或

身体组织的行为［3］。相关研究表明，青少年是自伤

行为的高发人群，且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率高

于非留守青少年［4-5］。自伤通常与意念、计划和尝

试自杀等行为同时发生，已成为青少年致残、致死

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6］。

网络成瘾是指个体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对互联

网无节制的使用，从而导致其社会、生理和心理功

能明显损害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7］。青少年网络成

瘾不仅会降低其学习效率，还会导致撒谎、偷盗、自杀

等行为问题的出现［8］。既往研究表明，网络成瘾会增

加个体抑郁和自伤行为发生的风险［9-11］；且留守青少

年抑郁程度与自伤行为发生频率呈正相关［12］。社会

支持的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可通过减缓其他

不利因素对个体的消极影响，来促进个体的身心健

康发展［13］。基于该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会支持

能负向调节手机成瘾与抑郁症状的关系［14］。同时，

社会支持是青少年自伤的重要保护因子［15］。对于

长期缺乏父母爱护的留守青少年来说，他们的社会

支持系统较为特殊，其网络成瘾对抑郁和自伤的影

响需要进一步探索。

因此，本研究以留守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分析

网络成瘾对自伤行为的影响，通过构建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探讨抑郁在网络成瘾与自伤行为之间的中介

作用及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旨在为有效预防和干

预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提供针对性建议。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

分层整群抽样法，于 2019 年 9— 12 月在重庆市某县

随机选取 8 所乡镇初级中学，每所学校以班级为单

位按照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 =3∶2∶1 的比例，

整群抽取84个班级的3 923名在校学生。使用PASS 

11.0.4 软件进行样本量估算，规定容许误差 δ 为

0.15π，显著性水平 α 为 0.05，参考以往研究的留

守青少年自伤行为发生率为 19.21%［16］，π=19.21%，

根据样本量计算公式 n=（1-π）u2
α/δ2，在问卷回收

率为90%的情况下，计算出所需样本量为832。纳入

标准：（1）年龄 12～18 岁；（2）父母双方或任意一方

外出务工超过 6 个月。排除标准：既往有精神疾病

史。本研究已通过重庆市中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伦

理批号：2019-ky-ks-HY-1），所有研究对象均已签

署知情同意书。

2. 调查工具：（1）基本情况调查表。收集研究对

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年级、是否

为独生子女、家庭居住地、家庭经济状况、留守类

别。（2）中学生网络成瘾诊断量表（Diagnostic Scale 

of Internet Addiction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DSIA-
MSS）［17］。DSIA-MSS 包括戒断反应、不良后果和上

网渴求与耐受 3 个维度，共 13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

用 2 级评分法，“不是”为 0 分，“是”为 1 分，得分越

高表示网络成瘾越严重，得分≥ 5 分表明存在网络

成瘾。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3）自伤行为评定问卷［18］。该问卷主要评估调查对

象自伤行为的发生情况及总频次，包括自己打自己、

掐自己、抓伤自己、咬伤自己、割伤或刺伤自己、故

意拽头发等常见自伤方式，发生频次越多，自伤的

程度越严重。本研究将自伤发生频次≥ 1 次界定

为存在自伤行为，0 次为无自伤行为。（4）中文版患

者健康问卷抑郁量表（Patients' Health Questionnaire 

Depression Scale-9 Item， PHQ-9）［19］。PHQ-9 主要评

估调查对象过去 2 周抑郁症状的发生频率，共 9 个

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4 级评分法，从“完全没有”到

effect analysis showed that depression played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self-
injury. The standardized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was 0.11， which accounted for 31.4% of the total effect. 
Moderating effect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depression was moderated 
by social support（β=-0.162， P ＜ 0.01）. Conclusions There is a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internet addiction 
and self-injury among left-behind adolescents. Depression i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ocial support buffered the impact of internet addiction on depression.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social support， the weaker the impact of internet addiction on depression.

【Key words】 Depression； Left-behind 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 Self-injury； Social support
Fund programs： Special Project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of Chongqing 

（cstc2019jscx-msxmX0279）；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search Project of Science and Health of 
Chongqing （2019ZY02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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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天”分别计 0～3 分，得分越高，抑郁症状越

严重。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5）青少年社会支持量表（Adolescent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ASSRS）［20］。ASSRS 包括主观支持、客

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 3 个维度，共 17 个条目。每个

条目采用 5 级计分法，从“不符合”到“符合”分别

计 1～5 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状况越好。本研

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α 系数为 0.96。

3. 资料收集和质量控制方法：问卷采用统一指

导语，由经过严格培训的心理辅导老师或校医担任

主试。在施测之前，主试向学生宣读问卷指导语并

说明问卷填写要求及注意事项。测试时以班级为单

位，在各自学校计算机教室进行在线问卷填写。学

生按照自愿原则决定是否参与本次测试，若同意参

与，则通过点击电脑上问卷星测试链接进入在线问

卷测试界面，在阅读知情同意书后进行问卷作答，

测试时间约 30 min，若时间＜ 25 min 则视为无效

问卷。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3 6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3 532 份，有效回收率为 97.30%。

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经正态性检验后不服从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M（P25，P75）］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符号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

数、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网络成瘾与抑郁、社会支持的相关

性，采用点二列相关分析网络成瘾、抑郁、社会支持

与自伤行为的相关性。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考察

网络成瘾对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影响的总效应。采

用 PROCESS V4.0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

析。若调节效应显著，进一步采用 Johnson-Neyman

法对调节效应进行量化分析［21］。双侧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两组留守青少年一般资料比较：3 532 名在校

学生中，有1 945名学生为留守青少年，其中有619名

（31.8%）存在自伤行为。按照是否有自伤行为分为

自伤组（n=619）及非自伤组（n=1 326）。两组留守青少

年的年龄、性别、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

况、留守类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两组青少年的家庭居住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1。

2. 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抑郁、社会支持和自伤

的相关性分析：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与抑郁、自伤

呈正相关（P＜0.01），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P＜0.01）；

抑郁与自伤呈正相关，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P ＜ 

0.01）；社会支持与自伤呈负相关（P ＜ 0.01），见表 2。

表1 两组留守青少年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自伤组

（n=619）

非自伤组

（n=1 326）
Z/χ2 值 P 值

年龄［岁，M（P25，P75）］ 13（12，14） 13（12，14） 1.175 0.240

性别［例（%）］

 男 315（50.9） 666（50.2）
0.074 0.786

 女 304（49.1） 660（49.8）

年级［例（%）］

 初一 344（55.6） 806（60.8）

 初二 202（32.6） 387（29.2） 4.833 0.089

 初三 73（11.8） 133（10.0）

独生子女［例（%）］

 是 96（15.5） 206（15.5）
＜ 0.001 0.988

 否 523（84.5） 1 120（84.5）

家庭居住地［例（%）］

 农村 290（46.8） 687（51.8）
4.153 0.042

 城镇 329（53.2） 639（48.2）

家庭经济状况［例（%）］

 较好 43（6.9） 72（5.4）

 一般 354（57.2） 714（53.9） 5.045 0.080

 较差 222（35.9） 540（40.7）

留守类别［例（%）］

 双留守 260（42.0） 612（46.2）

 父外留守 272（43.9） 533（40.2） 3.102 0.212

 母外留守 87（14.1） 181（13.6）

表2 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抑郁、社会支持和自伤的

相关性分析（r 值）

项目 网络成瘾 抑郁 社会支持

网络成瘾 1.000 - -

抑郁 0.314 1.000 -

社会支持 -0.203 -0.485 1.000

自伤 0.307 0.371 -0.250

  注：均 P ＜ 0.01

3. 抑郁在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自伤之间的中

介效应分析：网络成瘾对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有正

向预测作用（β=2.376，P ＜ 0.01）。采用 PROCESS 宏

程序中的 Model 4，以网络成瘾为自变量，抑郁为中

介变量，是否自伤（0= 否，1= 是）为因变量，进行中介

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当放入中介变量抑郁后，网

络成瘾能正向预测抑郁（β=0.755，P ＜ 0.01），抑郁能

正向预测自伤（β=1.101，P ＜ 0.01）。在控制中介变

量抑郁的作用后，网络成瘾对自伤的正向预测作用

依然显著（β=1.803，P ＜ 0.01），抑郁在留守青少年网

络成瘾与自伤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见表 3。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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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成瘾对自伤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24，即模型直

接效应为 0.24。网络成瘾对抑郁的标准化路径系数

为 0.31，抑郁对自伤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35，中

介效应为 0.1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31.4%， 

见图 1。

表3 抑郁在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自伤之间的中介效应

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β值 标准误 P 值 R2 值 χ2/F 值

自伤 网络成瘾 2.376 0.188 ＜ 0.001 0.121 159.112a

抑郁 网络成瘾 0.755 0.052 ＜ 0.001 0.098 211.859a

自伤 网络成瘾 1.803 0.198 ＜ 0.001
0.230 275.759a

抑郁 1.101 0.089 ＜ 0.001

  注：aP ＜ 0.01

注：均 P ＜ 0.01

图1 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抑郁和自伤的中介模型路径图

4. 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在网络成瘾、抑郁和

自伤中介模型中的调节效应分析：采用 PROCESS 宏

程序中的 Model 59 进行数据处理，检验有调节的中

介模型。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将网络成瘾、社会

支持和抑郁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分别计算网络成瘾

及抑郁和社会支持的交互项。结果显示，网络成瘾

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及抑郁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

自伤的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表明

中介模型的直接路径和后半路径均未受到社会支持

的调节；网络成瘾与社会支持的交互项对抑郁的影

响有统计学意义（β=-0.162，P ＜ 0.01），表明中介模

型的前半路径受到社会支持的调节，见表 4。

进一步采用 Johnson-Neyman 法对社会支持调节

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与抑郁间关系的简单斜率进行

检验，以获得简单斜率系数的统计显著区间。结果

显示在所有社会支持水平上，95% 置信区间都不包

含 0，说明简单斜率显著，网络成瘾对抑郁的影响随

着社会支持水平的增加而逐渐减弱，见图 2。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的

检出率为31.8%，低于王玉龙等［22］（36.2%）、Lan等［12］

（33.7%）等的调查结果，但高于张珊珊和张野［16］的

调查结果（19.21%）。各研究的自伤行为报告率不同，

可能是由于研究所选取的调查工具、时间量度不同

以及被调查人群本身可能存在的差异所致。此外，

城镇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检出率高于农村留守青少

年，与高鑫等［23］的研究结果类似，可能是生活环境、

家庭教养方式或主要照料人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差

异造成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留守青少年网络成瘾与自伤

呈正相关，且网络成瘾可正向预测个体的自伤行为，

这与以往在非留守群体中的发现基本一致［24-25］。

由于互联网的匿名性，经常沉迷于网络的青少年很

容易通过支持自杀相关网站、论坛等获取自伤 / 自

杀相关资讯，个体在反复接触自伤 / 自杀经历后可

能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模仿自伤 / 自杀行为［26］。

另外，Kuang 等［27］发现与非网络成瘾的个体相比，

网络成瘾的青少年具有冲动性和攻击性，而冲动型

和攻击型人格是自伤行为的常见风险因素，这可能

与网络成瘾者自伤风险增加有关。

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抑郁在留守青少年网

络成瘾与自伤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即网络成瘾

可通过抑郁的作用间接影响其自伤行为。相关研究

发现，网络成瘾是引起心理适应不良的重要危险性

因素［28］。无节制使用互联网不仅会导致青少年的

学业受损，还会破坏现实中的人际关系，使成瘾者

面临更多的应激性生活事件。Lan 等［12］发现，面临

更多应激性事件的留守青少年更容易产生抑郁情

绪。同时，由于自伤具有缓解抑郁、伤心等消极情

绪的功能，留守青少年很容易通过自我伤害的方式

达到情绪管理的目的［29］。体验回避模型认为，自伤

的主要原因在于回避或逃离个体不想要或不愉快的

情绪体验，以帮助个体从不良情绪中得到暂时解脱，

但这种结果会作为一种负强化加强负性情绪和自伤

之间的联系，从而导致自伤行为反复发生［30］。

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在“网络成瘾→抑郁→自

伤”这一中介路径的前半段发挥调节作用。具体表

现为，网络成瘾对抑郁的影响随着社会支持水平的

提高而逐渐减小，验证了社会支持的缓冲器模型［13］。

社会支持是个体从周围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学

校、同伴等）中获得的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及对支

持的利用度，其作为青少年健康发展的重要环境因

素，影响着个体应对压力性事件及情绪困扰时的认

知判断［31］。个体领悟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较低时，会

使个体拥有不良的人际关系，引起不良的应对方式，

从而导致心理问题的出现。而高水平的社会支持在

个体遭遇应激性生活事件后，能帮助个体减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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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反应，提高个体社会适应能力，从而减少抑郁

情绪［32］。对于处于不利家庭环境的留守青少年来

说，其家庭教育支持体系存在较多欠缺，他们获得

的社会支持主要来源于同伴或教师。他们从同伴或

教师处领悟到的社会支持越多，自身情绪调节能力

会越强，更倾向于采取积极有效的方式处理生活事

件，进而降低网络成瘾对抑郁症状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可为防控和干预留守青少年自伤行

为工作提供一些依据。首先，本研究显示网络成瘾

与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存在密切关联。提示为了更

好地预防留守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发生，应在产生网

络成瘾的初期即疑似阶段给予关注和教育引导。学

校应及时掌握留守学生的网络使用状况，倡导其健

康、合理地使用互联网，同时应积极开展多种形式

的课外活动，提高留守学生对现实活动的兴趣，以

减少其网络使用时间；长期在外务工的父母要经常

与其子女进行视频通话、聊天，积极关心他们的日

常生活和学习，以满足他们对家庭的情感需求，减

少不安全感和被忽视感，从而减少其网络成瘾。其

次，本研究发现抑郁是网络成瘾影响留守青少年自

伤的重要中介过程。因此，学校应加强对有网络成

瘾倾向留守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调节技能的

教育，提高其心理韧性水平。老师应给予留守学生

更多的情感关怀，密切关注他们的心理变化，及时

发现异常心理问题的学生并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

们调整不良情绪，以避免自伤行为的发生。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社会支持可以缓冲网络成瘾对留守青

少年抑郁的不良影响。老师和同学作为留守青少年

重要的社会环境成分，应该给予其更多的支持与关

爱，从而减轻或终止负面情绪状态，在行为上表现

更加积极，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

本研究的局限性：（1）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各

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不能很好地验证，今后可考虑采

用纵向调查进一步检验本研究结果；（2）因个体学业

成绩、童年期不良经历等变量与留守青少年自伤存

在一定联系，本研究并未对其进行控制。因此，在

未来研究中可从不同层面分析和探讨这些重要变量

的作用，从而为有效预防和干预留守青少年自伤行

为提出更加全面的措施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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