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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某大学一项研究显示， 所谓
网游成瘾可能并不是真正存在， 长时
间玩网游的人可能只是想暂时逃避现
实生活中的不愉快。 中国毒理学会药
物依赖毒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何日辉教
授持相同观点， 他认为电子游戏的设
计本身会让玩游戏的人快速获得快乐
的感觉或者成就感， 这满足了人们一
种基本的心理需求。

的确， 几乎所有的游戏， 哪怕是
低龄游戏， 都有很强的回应性， 这对

于青少年来说是一种非常渴望的状态。
青少年在玩游戏时， 不仅能体验到一
种掌控感， 还能得到成就感、 归属感，
以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出现的问题非游戏本身， 而是
管理问题、 认识问题， 以及干预模式
问题。” 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
福军表示， 家长应了解不同成长阶段
孩子心态的变化、 情感表达的方式，
尤其是初三、 高三的孩子， 父母应多
与他们沟通， 用旅游、 打球等一些有

意义的事来替代游戏达到缓解压力的
目的。

广州脑科医院儿童心理科教授主
任表示， 现在的独生子女， 每个人都
像社会中的一座孤岛， 游戏就像桥梁
把各个孤岛连接起来， 周围的同学都
在玩， 而自己不玩， 自然会失去共同
话题， 人际交往就出现问题。 可尝试
几个孩子在一起集中戒瘾， 让他们把
游戏转向人际交往活动， 学会时间管
理。 本报综合

你可能有精神障碍……
离不开网络游戏

解放军总医院网瘾
治疗中心主任陶然为
“网络游戏成瘾” 制定的
9条诊断标准被收录到美
国精神病学会 2013 年发
布的 《精神疾病诊断与
统计手册》 （第五版）
中。 9条标准， 满足其中
5项， 能诊断为“互联网
游戏障碍”：

1.完全专注游戏； 2.
停止游戏时， 出现难受、
焦虑、 易怒等症状； 3.玩
游戏时间逐渐增多； 4.无
法减少游戏时间， 无法
戒掉游戏； 5.放弃其他活
动， 对之前的其他爱好
失去兴趣； 6.即使了解游
戏对自己造成的影响，
仍然专注游戏； 7.向家人
或他人隐瞒自己玩游戏
时间； 8.通过玩游戏缓解
负面情绪， 如罪恶感、
绝望感等； 9.因为游戏而
丧失或可能丧失工作和
社交。

吴科

相关链接：

“网络游戏成瘾”
9 条诊断标准

你是不是经常上着课就想掏出手机来玩两把王者荣耀？ 是不是沉迷游戏不想出门转转？ 小伙伴，
你要注意了， 这是种精神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WHO)今年初决定将游戏成瘾列入精神疾病并纳入医疗
体系， 相关规定自 6月 19日起正式生效。 这条消息一发布， 瞬间就引起了网友的广泛关注。

WHO 表示， 游戏成瘾的症状包括： 无法控制地打电玩(频率、 强度、 打电玩的长度都要纳入考
量)、 越来越经常将电玩置于其他生活兴趣之前， 即使有负面后果也持续或增加打电玩的时间。 相关行
为要持续至少 12个月才能确诊， 但WHO也表明， 如果症状严重， 确诊前的观察期也可缩短。

“所有成瘾行为， 从专业上讲，
就是成瘾性疾病， 又称之为 ‘物质成
瘾和非物质成瘾’。” 据北京大学第六
医院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
主任黄悦勤介绍， 物质成瘾包括俗称
的毒瘾、 处方药成瘾、 酒瘾、 烟草成
瘾等； 非物质成瘾又称之为 “行为成
瘾”， 包括赌博成瘾、 游戏成瘾、 恋
物成瘾、 性爱成瘾等。 按照标准， 游
戏成瘾应归入行为成瘾范畴。

世界卫生组织有相关规定， 凡
是精神障碍必须具备两点 ： 第一 ，
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痛苦； 第二， 社
会功能受损。 游戏或网络成瘾和一
些精神类的疾病一样， 都是大脑负
责奖赏机制的脑区出了问题。

网络游戏成瘾不可以随便下结
论， 如果只是单纯的玩玩游戏不构
成成瘾， 符合诊断标准最关键的一
点就是 “离不开”。 网络游戏成瘾患

者都有行为和心理的问题。 行为方
面， 就是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 被
迫停止使用网络就会产生严重的戒
断反应； 心理方面， 表现为在情感、
认知方面有偏差， 因长期过度上网
而对现实生活产生严重的不适应感，
悲观、 沮丧、 社交恐惧、 容易紧张。
北医六院心理科主任李冰表 示 ：
“当你觉得越来越离不开它时， 就意
味已经上瘾了。”

“离不开”是判定成瘾的关键点

研究表明， 青少年是游戏成瘾
高发人群。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 显示， 截至 2017 年 12
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 其中
学生群体规模最大， 占比为 25.4%。
15~19 岁是最易出现游戏成瘾的年龄
段， 这主要与他们大脑尚未发育完
全， 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尚未成
熟， 自制力较差、 好奇心较强， 学
业、 家庭及人际关系压力大等有关
系。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 游戏成瘾

者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留守儿童
成为亟需关注的群体。

青少年游戏成瘾有三大主因： 家
庭、 学校和社会， 而尤以家庭因素最
为重要。 孩子游戏成瘾只是家庭问题
的一种反映， 是问题的表象， 而不是
实质， 实质在家庭那里。 孩子变成不
被父母喜欢 ， 也不被社会接受的
“坏” 孩子， 究其原因， 是父母没有
给到他们想要的， 如被尊重、 被理
解、 自由和独立、 欣赏和认可， 以及

足够的安全感等。 当孩子的心理需求
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他们就会失去正
性和向上的力量， 往往就会用破坏或
伤害自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那部分
需要的渴求， 沉迷网络就是这种表达
的方式之一。 和青少年其他的不良行
为一样， 网游成瘾也是对缺失需求的
一种表达。 所以， 要彻底解决青少年
的网络成瘾问题， 就要从问题的源
头———家庭着手， 而不是仅从孩子
身上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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