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26 ·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4 年 11 月 20 日第 24 卷第 11 期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November 20，2024，Vol.24，No.11

网络成瘾指无成瘾物质作用下，持续、反复地

使用网络，对网络使用的时长、频率等不受控制，并

对日常生活和个人心理生理健康产生影响，但依然

无法摆脱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至少持续 12 个月以

上［1］。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网络成瘾”列入

精神疾病范畴，但其是否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疾病尚

存在争议。

一项以 6 468 名 10～18 岁青少年为样本的网

络成瘾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总体网络成瘾率为

26.50%，重度成瘾率为 0.96%，以男性居多（30.6% 比

21.2%）［2］。网络成瘾作为一种新兴的心理健康问题，

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成熟且完整的治疗体系。现有的

治疗方法多是从其他物质成瘾（如酒精成瘾、毒品成

瘾）的治疗措施中发展演变而来［3］。当前，网络成

瘾的治疗手段主要包括社会心理疗法、药物疗法以

及其他疗法，如运动疗法、中医针刺疗法等，社会心

理疗法，旨在通过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帮助患者

调整心态、改变行为模式，而药物疗法则主要利用

药物来缓解成瘾症状。本综述对目前青少年网络成

瘾治疗干预手段进行分析总结，旨在为青少年网络

成瘾的治疗手段提供一定的研究方向。

一、社会心理疗法

1. 认知行为疗法：认知行为疗法是由 Beck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案，它基于精

神障碍和心理困扰是由认知因素导致的观点，通过

改变患者对事物、他人和自己不正确的认知进而达

到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效果［3］。认知行为疗法已被用

于多种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如抑郁症、焦虑障碍

及物质滥用如大麻、吸烟、酗酒等［4］。

近几年，由于认知行为疗法便于操作、实惠经

济的特性和其对于物质成瘾治疗的效果良好，认知

行为疗法多次应用于网络成瘾的治疗，尤其是与校

园教育结合，用于治疗青少年网络成瘾。通过认知

行为疗法，心理医生能够区分病态的和非病态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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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使用，能在减轻患者成瘾症状的同时正确使

用互联网，而不是完全逃避互联网［5］。除了组建

同龄人小团体，鼓励参加志愿者或社会实践活动，

参加群体社交活动等，还注重轻松、安全、支持的治

疗氛围的营造和针对不同青少年个体进行的个性化

治疗［6］。

有研究显示，一般的说服教育和心理咨询治疗

对网络成瘾的治疗有一定作用，而认知行为疗法是

在一般治疗的基础上在上网成瘾自评量表总分、抑

郁、强迫等方面有了更加明显的提升。经过认知行为

治疗的被试者上网成瘾自评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

焦虑自评量表的评分都较治疗之前有明显的下降［7］。

此外，将认知行为疗法与专业媒体技术使用的

人工干预结合，研究基于学校和行为认知疗法的指

示性预防干预的长期效果，发现尽管在最初成瘾症

状略有增加，但在随访过程中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自

发症状减轻，复发率减低，稳定性增加，且被试者有

着较高的满意度［8］。

认知行为疗法是将认知疗法和行为疗法相结

合，通过改善患者认知改变其否定情绪和上网合理

化的想法，加上行为疗法纠正沉迷上网的行为，减

少强迫行为，同时对网络成瘾相伴的抑郁、焦虑情

绪起到很好的缓解作用。也有研究显示，尽管认知

行为疗法能够很好地减少负面情绪，加强时间管理，

促进网络成瘾的戒断，但相较于其他的社会心理治

疗，其网络成瘾改善与其他社会心理疗法相比优势

不明显［9］。

2. 现实疗法：现实疗法是一种以人本主义为基

础的心理治疗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毒品成瘾的戒断

治疗。它强调通过调动患者的积极性和自主性，改

变患者错误的选择和想法，帮助患者自主承担起原

来不能承担的责任，积极解决问题［10］。有研究表明，

将现实疗法应用于网络成瘾的治疗，可以明显改善

患者的成瘾症状，提高患者的自信心和自尊心［11］。

但现实疗法在网络成瘾的应用尚且过少，缺少足够

的实证研究证据。

3. 接受与承诺疗法：接受与承诺疗法是由 Hayes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基于行为认知疗法提出的新型

的心理治疗方法，是认知行为疗法的重要发展。

Twohig 和 Crosby［12］进行了一项不良网络色情观看

的治疗，研究结果显示，经过接受与承诺疗法的被

试者强迫性症状有所减少，生活质量提高，观看不

良色情作品的时间明显减少。但由于缺少对照组的

研究支持，该疗法的治疗效果仍需更多的试验证明。

接受与承诺疗法在网络成瘾治疗上的应用较少，所

进行的研究报道也较少，是未来的一个新兴的研究

方向。

4. 家庭疗法：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关

系对个人的人格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青少

年时期是一个人情绪和社会心理认知发生转变的关

键时期，在这个阶段，他们对于自我的调节能力较

弱，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导致网络成瘾等不

良行为［13］。家庭疗法可通过协调家庭各成员的人

际关系，促进家庭各成员的心理健康。功能不健全

的家庭关系，尤其是家庭中孩子对母亲照顾的低感

知反而会加重青少年的心理压力，加重网络成瘾的

风险。以加强亲子关系、沟通和理解为目的的家庭

干预是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一个方向［14］，并且以

家庭为基础的干预在减少网络成瘾方面比只涉及青

少年自身的团体治疗更有效［15］。团体家庭疗法似

乎在减轻网络成瘾症状上有一定效果，但存在较大

的异质性，仍需要更多的研究证实［16］。

二、药物治疗

1. 抗抑郁药：许多网络成瘾问题与抑郁或焦虑

有关，患者存在兴趣缺失、睡眠障碍等表现。相关临

床研究表明，社会心理障碍对网络成瘾行为存在影

响［17］，医生治疗时应针对这些社会心理障碍按照相

应治疗规范一同治疗，从疾病的共病性着手，通过应

用抗抑郁药改善抑郁情绪，进而改善网瘾症状［18］。

目前，安非他酮和西酞普兰是研究较多的抗抑

郁药物［19］。安非他酮作为一种被证实对吸烟成瘾

有较好疗效的药物［20］，在网络成瘾方面的治疗效果

也受到许多关注。有研究显示，安非他酮不但能够

调节多巴胺和肾上腺素的分泌，还可以减少脑内默

认网络模式和显著性网络模式之间的连接，对于网

络成瘾的强迫性上网行为具有显著疗效［21］。研究

还发现，安非他酮治疗能够改善相关不良行为，减

轻对网络的渴求和在游戏上耗费的时间［22］。然而，

目前关于安非他酮在我国本土网络成瘾患者中的研

究仍显不足，且性别差异对疗效的影响也需进一步

探讨［19，23］。

除了安非他酮，西酞普兰也是治疗网络成瘾的

重要药物之一。作为一种 SSRIs，西酞普兰在治疗

网络成瘾方面同样展现出显著效果。尽管在减少冲

动和改善注意力方面，西酞普兰可能稍逊于安非他

酮［22］，但其作用机制仍值得深入研究。此外，有关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研究现状与观点表明，舍曲林在

治疗网络成瘾方面也取得了积极成果，舍曲林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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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减少患者的上网时间，并缓解抑郁和焦虑情绪，

为治疗网络成瘾提供了新的选择［23］。

2. 精神兴奋剂—哌醋甲酯：研究显示：4.4%～ 

83.3% 的网络成瘾青少年同时患有注意缺陷多动障

碍（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即

多动症。这类患者往往对生活中的事物感到无聊和

厌倦，厌恶延迟的奖赏。而网络的丰富性和即时性

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刺激和即时的奖赏反应，

使他们沉迷其中。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挫折和不如意，

许多患者转而向网络寻求慰藉，网络的虚拟性成为

他们的避风港。然而，由于 ADHD 导致的注意力不

集中和自我控制能力不足，他们更容易陷入网络成

瘾的泥沼。哌醋甲酯作为治疗 ADHD 的有效药物，

常用于治疗网络成瘾与 ADHD 的共病，也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患者对网络的依赖，网络成瘾评分下降，

上网时间也明显减少，为他们重新回归现实、掌控

自己的生活提供了可能［24］，这可能与 ADHD 和网络

成瘾都存在多巴胺水平降低有关［25］。

3. 其他：除了以上药物外，还有其他一些药物也

被用于网络成瘾的治疗探索，如富马酸喹硫平［26］，

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实验数据支持，尚不具有很好的

说服力。

三、其他疗法

1. 体育疗法：网络成瘾患者以青少年居多，对

于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的治疗不应仅仅停留在临床治

疗尤其是药物治疗上，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体育不但能够促进青少年的身体健康，有利于其生

长发育，而且能够调节青少年的心理健康［27-28］。较

长运动时间（≥ 90 min）、低运动频率（＜ 3 次 / 周）、长

运动周期（＞ 12 周）的有氧运动改善效果更好［29］。

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当青少年在体

育锻炼上花费了足够多的时间时，他们就没有更多

的时间投入到网络游戏中去［30］，这在某种程度上也

能对网络成瘾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

除了一般的体育锻炼之外，也有研究认为户外

拓展运动对于治疗网络成瘾的干预效果更佳［31］。

户外拓展运动是一种全身心投入进去的全方位体

验，不但有着一般体育锻炼的肢体活动，还需要切

身的体验学习，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善身心健康。

但该研究只进行了 8 周的户外拓展训练，并不能有

效地证明对网络成瘾的长期治疗和防止复发的效

果。目前已有许多高校开展了相关课程，但具体的

治疗效果仍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证实。

关于体育疗法治疗网络成瘾的相关研究报道近

几年较少，大多数文献都缺少足够的时效性，目前

仍需更多新的相关研究报道。

2. 针刺疗法：网络成瘾作为一种现代社会关注

的问题行为，在中医的历史治疗上并没有出现相关

治疗方案。但网络成瘾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强迫行为、

成瘾行为，可化用中医对治疗成瘾性疾病的治疗手

段［32-33］。网络成瘾从中医机制探讨认为其是由于

脏腑气机紊乱导致的“神”的异常［34］，心主神明，肝

主疏泄，而根据中医上肝肾同源、心肾相关的理念，

可以通过刺激相关穴位进行网络成瘾的治疗，如夹

脊穴［35］和太阴穴［36］等。有研究表明，针刺疗法联

合显示认知疗法对于网络成瘾的治疗能够有更好的

效果［37］。但由于针刺试验的特殊性，该试验并未进

行双盲试验，无法很好地证明是否为针刺相关穴位

导致的治疗效果［38］。在此基础上，中西医结合治疗，

并采用心理认知疗法从心理上进行干预，可以取得

更好的治疗效果［39］。

3. 经颅磁刺激：网络成瘾与其他的成瘾疾病在

神经机制上有着一定的相似部分，经颅磁刺激治疗

其他物质成瘾的方法可能对网络成瘾也有一定疗

效。有研究发现，rTMS 联合疏肝解郁胶囊可以有效

改善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治疗后其时间管理能

力提高，耗费在上网的时间显著减少。采用 rTMS 刺

激相应脑区可以提高大脑皮质的兴奋性，降低成瘾

性。网络成瘾者常伴有抑郁、焦虑等情绪异常，疏

肝解郁胶囊能够有效缓解其焦躁情绪，提高患者配

合度和治疗的依从性［40］。除舒肝解郁胶囊之外，在

此基础上 rTMS 联合其他药物治疗也可以获得很好

的效果，如舍曲林等［41］。

四、现有治疗方法的优缺点

青少年网络成瘾治疗干预手段的研究进展一直

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网络

成瘾对青少年的影响日益显著，基于此，有效的治疗

方法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研究表明，综合治疗对于

网络成瘾患者的治疗效果更佳，尤其将认知行为疗

法与rTMS 相结合的临床效果最佳［42］。而对于单一

疗法治疗，家庭干预有着更佳的治疗效果，这可能与

家庭对患者的心理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有关［43］。而人际

关系虽然同样是青少年成瘾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

但人际关系干预疗法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可能与

现有相关研究不足有一定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深入

研究。相比较而言，药物治疗对于网络成瘾的治疗

效果最差，大多作为心理治疗的辅助手段，两者结

合进行综合治疗［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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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面临的累积生态风险，如家庭、学校、社

会等多方面的压力，可能导致他们寻求网络世界中

的安慰和满足。因此，在治疗过程中，需要关注青

少年的心理需要满足和积极结果预期，以减轻他们

的心理压力，降低网络成瘾的风险［45］。同时，家庭、

学校和社会应共同努力，为青少年创造一个健康的

成长环境。在家庭方面，家长应关注孩子的心理需

求，加强与孩子的沟通，帮助青少年建立正确的网

络使用观念；在学校方面，教师应关注学生的学习

和生活状态，及时发现并干预网络成瘾问题；在社

会方面，应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监管，减少不良信息

的传播［46］。关于具体的治疗方案的选择，团体治疗

能够为青少年提供一个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的环境，

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问题，并通过集体的力量来

克服网络成瘾［47］，以解决方案为中心的小组咨询治

疗在干预结束和后期随访过程中各种评分和脑电图

指标都显示出有较好的疗效［48］。这种方法注重青

少年的心理需求，强调个体的主观体验，因此，具有

较高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总之，青少年网络成瘾治疗干预手段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不同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这一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多种有效的治疗方

法。然而，对于网络成瘾的治疗仍需要进一步加强

研究和实践，不断完善和优化治疗手段，以更好地

帮助青少年摆脱网络成瘾的困扰。

五、前景与展望

目前关于网络成瘾尚缺乏一套系统的诊断和治

疗方案及标准，目前的各个治疗措施之间也没有足

够的研究进行比较，无法得出一个较为成熟的诊疗

体系。随着网络成瘾的重视度逐渐提高，如今心理

学家和医疗专家不断提出许多新兴的治疗方案，但

网络成瘾的治疗和预防不但需要临床的治疗手段，

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从素质教育方面进一步预防。

我国目前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干预和治疗方

法多是引用国外的治疗手段，对目前已有的经验和

方法进行总结，并结合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的流行

病学特点，有利于形成符合我国特点的诊断和干预

方法，对患有网络成瘾的青少年给予生理、心理、社

会上全方位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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