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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 了解网络成瘾者的心率变异性频域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 对 30 名网络成瘾者( 16 岁- 25 岁) 和 43

名非成瘾者进行心率变异性(HRV)及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 和网络成瘾量表的调查。结果 : 网瘾组 HRV 的 LFNU 和

LF/HF 比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P<0.01) , 而 HFNU 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网瘾组和对照组的 EPQ 量表得

分无显著差异 , 但网瘾组 EPQ 量表中 N 得分与 HRV 中 LFNU、LF/HF 比值呈正相关(P<0.05), 与 HFNU 呈负相关( P<

0.05) 。网瘾程度与对照组 HRV 中 LFNU、LF/HF 比值呈负相关( P<0.05) , 与 HFNU 呈正相关( P<0.05) 。结论: 网络成

瘾者存在一定生理心理水平的改变 , 心率变异性可以作为评估青少年是否网络成瘾的重要参考指标 , 而网瘾者的神

经质特征对心率变异性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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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frequency field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net

addicts. Methods: To investigat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EPQ and internet addiction scale were used to assess 30 internet

addicts (aged 16- 25 years) and 43 non- addicts. Results: Internet addicts had obviously higher LFNU and LF/HF ratio

than non- addicts(P<0.05, P<0.01), but obviously lower HFNU than non- addicts(P<0.05). Internet addicts and non- addict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ir EPQ score, but there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N score of EPQ of internet

addicts and LFNU, LF/HF ratio of their heart rate variability (P<0.05),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N score and their

HFNU (P<0.05). There wa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tent of internet addiction of the internet addicts and LFNU,

LF/HF ratio of their heart rate variability (P<0.05); and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tent of internet addiction of the

internet addicts and their HFNU (P<0.05). Conclu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hys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level of

internet addicts has changed to a certain extent, furthermore,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in-

dex to estimate whether the youngster has internet addiction behavior; the nervous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et addict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heart rate var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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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率变异 ( Heart Rate Variability, HRV) 是 指窦

性心率在一定时间内周期性改变的现象。HRV 主要

受自主神经调节, 同时亦受呼吸、血压、皮肤温度、肾

素—血管紧张素等多种因素影响[1, 2]。多年的研究已

公认 HRV 是判断自主神经活动的最好方法。心率

变异的频域方法 ( Frequency- domain analysis meth-

ods) 是利用数学转换方法计算心率变异信号的功率

谱密度, 可以比较细致地观察交感和迷走神经的调

控作用, 弥补时域分析的不足。实验及临床研究表

明 : ①高频功率(High Frequency, HF):反映迷走神经

活动性的指标 ; ②低频功率(Low Frequency, LF), 低

频/高频(LF/ HF)比值可反映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活

动的均衡性; 静卧静息短时程 5 分钟 HRV 分析可

较好地避免各种影响因素, 反映固有的自主神经状

况[3, 4]。网络成瘾的研究发现 , 网瘾者同时存在生理

依赖 , 不上网时出现典型的戒断症状 [5], 如激惹、焦

虑、有关上网的幻想、随意或不随意的手指打字动

作, 都说明其情绪知觉功能的改变。

本研究设想, 长期使用网络可能已经造成个体

自主神经功能的改变, 因而利用心律变异性( HRV)

有效而敏感的反映交感神经 与副交感 神经活动特

点, 可以将其作为生理心理指标并结合网络成瘾量

表、艾森克人格问卷来研究网络成瘾者的病理心理

机制并做相应评估。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被试为网瘾组 30 名男生, 对照组 4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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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网瘾组的入组标准为: 经过网络成瘾量表调

查 , 分数高于 50 分 , 不能正常在校学习且正在某医

院接受网瘾戒除治疗的青少年 , 平均年龄 18±2 岁 ,

平 均身高 175.5±4.4 厘 米 , 平 均 体 重 69.6±16.2 公

斤。对照组的入组标准为: 经过网络成瘾量表调查,

分数低于 50 分 , 且正常在校学习的青少年 , 平均年

龄 19±1 岁 , 平均身高 172.1±5.7 厘米 , 平均 体重

63.8±8.1 公斤。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 KF2 型动态多参数生理检测仪来

采集心电原始信号, 用专业的数据分析软件系统获

得 HRV 功率谱频域分析的指标数值。为了避免 5

分钟短时程频域分析中总功率对于 LF、HF 各频段

的影响 , 分别采用标准化后的高频功率 HFNU 和标

准化后的低频功率 LFNU[4]进行替代。因此, 5 分钟短

时程频域分析中反映自主神经系统活动特点的指标

分别为 LFNU、HFNU 和 LF/ HF 比值。

1.2.1 网络成瘾量表( Internet Addiction Impairment

Index, IAII) [6, 7] 由美国匹兹堡大学 Young 编制。该

量表为自评量表 , 包括 20 个问题 , 每题赋值 0- 5

分 , 20- 49 分以下为正常网络使用者 , 50- 79 分为成

瘾使用者, 80- 100 分为极重网络成瘾者。

1.2.2 艾森克人格问卷( EPQ) 采用由陈仲庚主持

修订的成人版本 [8], 共 85 个条目 , 分精神 质 ( P) 、内

外向( E) 、神经质( N) 和掩饰性( L) 四个因子。具有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 各分量表的重测信度在 0.67- 0.92

之间。

1.3 研究方法

采用 5 分钟短时程 HRV 信号采集。被试在静

息状态下取坐姿。

数据采集及整理分析: 首先回放原始数据, 结合

实验记录和数据波形进行伪迹检查。个别出现伪迹

处用正常心率进行替换。

问卷采用集体施测的方法, 在主试的带领下统

一完成。

数据用 SPSS11.5 统计 软件包 进 行 t 检 验 和 相

关分析。

2 结 果

2.1 网瘾成瘾者 HRV 频域特征

从表 1 可见 , 网瘾者在静息状态下的 HRV 频

域 指 标 LFNU、LF/HF 比 值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 而

HFNU 显著低于对照组。

2.2 人格特征对网络成瘾 HRV 频域特征的影响

将两组 EPQ 得分做差异性检验, 发现对照组的

说谎分数显著高于网瘾组。在精神质得分上, 网瘾组

高于对照组, 两组差异边缘显著, 而在内外向和神经

质得分上, 两组无显著差异。结果见表 2。

从 表 3 可 见 , 对 照 组 EPQ 各 分 量 表 得 分 与

HRV 各频域指标均无相关。网瘾组 EPQ 中内外向

( E) 、精神质( P) 得分与 HRV 各指标间无相关 , 而神

经质 ( N) 得分与 HRV 中 LFNU、LF/HF 正相关 , 与

HFNU 负相关; 网瘾组的说谎分数( L) 与心率变异性

指标中 LFNU 负相关, 与 HFNU 正相关 , 与 LF/HF

无相关。

表 1 网瘾组与对照组心率变异性频域指标比较( x±s )

注: *P<0.05, **P<0.01, 下同。

表 2 网瘾组和对照组 EPQ 得分比较( x±s )

表 3 网瘾组和对照组 EPQ 与 HRV 的相关结果

2.3 上网程度与 HRV 频域指标的相关性比较

从表 4 可见 , 对于网瘾组 , 上网程度与 HRV 频

域指标间无相关。对于对照组, 上网程度与 HRV 频

域指标有相关, 即使用网络越多的青少年其迷走神

经活动性越高, 而交感—迷走神经活动的均衡性越

低。

表 4 网瘾程度与各组心率变异性频域指标的相关系数

3 讨 论

LF/HF 比值是反映心脏交感迷走神经均衡性的

定量指标 , LFNU、HFNU 作为低频 功率和高 频功率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8 年 第 16 卷 第 3期 ·317·



标准化的值 , 更能直接反映迷走 交 感 神 经 调 节 的

变化[3, 4]。本研究结果显示 , 网瘾者在静息状态下的

LFNU、LF/HF 比值显著高于对照组, 而 HFNU 显著

低于对照组, 这与项目组前面研究推测网络成瘾者

自主神经功能有所改变的预期相符 [9], 提示网瘾者

存在交感神经系统活动功能亢进及迷走神经系统活

动功能的降低。由于 HRV 是一项生理指标, 呼吸和

昼夜节律对心率变异性均有一定的影响[10]。本实验

的研究对象均为平静 15 分钟后开始测试。实验时嘱

其静息状态下平稳呼吸, 统计结果显示实验组平均

呼 吸 率 ( 16.89±2.66) 与 对 照 组 平 均 呼 吸 率 ( 16.88±

2.51) 基本相同 ( 组间差异 0.985) ; 为了避免昼夜节

律对于 HRV 的影响 , 实验组与对照组测试时间基

本相同。同时两组进行心率测试的结果表明组间无

差异。网络成瘾作为成瘾行为的一种, 伴随有神经生

理特征的改变。在海洛因成瘾研究中也曾使用心率

变异性测量指标 , 得出海洛因成瘾者的 HRV 信号

高频功率异于常人的结论 [11], 验证了吸毒对于呼吸

中枢的危害, 从而导致了迷走神经活动的异常并最

终反映在功率谱高频部分的升高。而网络成瘾作为

一种行为成瘾, 没有成瘾物质的介入, 因而不存在呼

吸中枢损害导致的功率谱高频部分的异常表现 , 但

网瘾者在脱网情况下普遍存在情绪障碍问题, 和常

人相比, 他们的焦虑、抑郁、强迫分值都有显著升高[12],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了网瘾者自主神经功能的改变。

以往对于焦虑症患者的心率变异性研究也显示 , 焦

虑障碍患者的 LF 和 LF/HF 比值显著高于对照组 ,

说明焦虑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13]。关于网络

成瘾生理机制的讨论由来已久, 本次研究的结果提

供了网络成瘾青少年确有自主神经系统功能性改变

的生理心理学证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 网络使用程度相对高的正常

青少年, 其交感迷走神经的均衡性反而更低。前文

分析过, 心率变异性频域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

区分网瘾和非网瘾的重要参考指标, 提示网络成瘾

存在神经生理基础上的病理机制。项目组前面研究

指出, 网 络 成 瘾 形 成 的 动 态 过 程 中, 存在保护性因

素[14], 本研究结果显示 , 对于正常人 , 使用网络时间

的加长, 下网后并不会造成交感迷走神经均衡性的

升高, 这一发现将有助于推测出正常人和网瘾者下

网后主观感受差别明显的原因。正常人上网时间的

延长, 会造成疲劳 , 疲劳会导致身体的不适感 , 从而

正常人可以做到主动下网, 肌体对于自主神经系统

的调节使得人们下网后的生理状态很平静, 身体不

适感消失。而网络成瘾者, 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发生紊

乱, 因而出现脱网情况下浑身不自在, 烦躁、易怒、情

绪低落等难受的感觉。对 HRV 频域特征的研究反

映出网瘾青少年和正常青少年神经生理状态的明显

差异, 也显示出肌体对于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的调控

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 , 除去说谎分数 L 有显著差异

外, 网瘾组和对照组 EPQ 中各分量表得分没有显著

差异。对于网瘾组 EPQ 中精神质 P 得分高于对照

组, 两组差异边缘显著的现象, 还有待于扩大样本做

出进一步的验证。对此结果推测可能存在两种原因。

精神质得分高代表孤独、固执 , 不关心他人 , 难以适

应外部环境等[8], 可能具有这种特质的青少年易于网

络成瘾。同时, 也有可能是因为网络成瘾加剧了青少

年孤独、固执 , 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的特性 , 这说明网

络成瘾确实可能对青少年今后的 成长产生负 面影

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 网瘾组神经质得分与交感迷

走神经的均衡性得分正相关, 即神经质得分越高, 交

感迷走神经的均衡性越差。EPQ 中 N 量表代表神经

质或情绪性得分[8], 高分代表常常焦虑、紧张、担忧 ,

易有强烈的情绪反应等, 因而本研究结果反映了网

瘾者情绪性对于自主神经系统的影响, 这与以往研

究中得出心率变异性频域指标和情绪状态密切相关

的结论一致[15]。网络成瘾青少年具有焦虑、抑郁等情

绪障碍, 不上网时烦躁、易怒, 主观感受为负性情绪,

而上网行为可以带给网瘾者快乐, 即暂时的正性情

绪体验, 而这种正性的情绪体验又会使成瘾行为维

持, 这可能就是网络成瘾行为很难改变的原因。本研

究结果提供了心率变异性是反映网络成瘾者不上网

时负性情绪状态的证据, 同时说明青少年人群的神

经质特征在健康状态下不影响心率变异性, 而在病

理状态下对心率变异性有明显影响。

参 考 文 献

1 V ybiral T, Bryg RT, Maddens ME, et al Effects of transder-

mal scopolamine on heart rate variability in normal subjec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ardiology, 1990, 65: 604

2 Kjellgren O, Gomes JA,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nd baroreflex

sensitivity in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erican Heart Journal,

1993, 125: 204

3 Task force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and the

North American Society of Pacing and Electrophysiology,

Heart rate variability: Standards of Measurement, physiolog-

ical interpretation, and clinic use, Circulation, 1996, 93(5):

1043
( 下转第 323 页)

·318·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Vol.16 No.3 2008



中的作用[13]。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纳入性别、种族以及

不同 COMT 单体型等因素。

已有大量研究发现术前焦虑和术后痛疼相关。

本研究发现术前不同素质焦虑的水 平的病例术 后

24 小时芬太尼的用量不同。McWilliams 等人[14]在美

国的一项大 规模 ( n=3032) 调查中 发现焦虑和 抑郁

均与关节炎、偏头痛、背疼显著相关 , 其中焦虑与疼

痛的相关强于抑郁与疼痛的相关。国内曹学伟等人
[15]的一项研究发现应用舒乐安定术前抗焦虑治疗有

效, 可以减轻术后疼痛的程度及次数, 减少术后哌替

啶的用量。但是焦虑通过什么机制影响疼痛, 或者焦

虑与疼痛是否受某些共同基因神经生理因素调节还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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