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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瘾大学生述情障碍和共情缺陷特征及二者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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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网络成瘾大学生的述情障碍与共情缺陷特征及其相关性，为网络成瘾的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中文版（ＴＡＳ２０Ｃ）和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中文版（ＩＲＩＣ）分别对某高校采用病理性网络

成瘾量表（ＩＡＴ）筛选出的９８名网络成瘾大学生和 １０４名正常学生进行测评。结果　成瘾组 ＴＡＳ２０Ｃ总分及 Ｆ１、Ｆ３因

子得分均显著高于非成瘾组（Ｐ＜０．０１）。成瘾组 ＩＲＩＣ得分中 ＦＳ（想象力）、ＥＣ（共情性）因子得分显著低于非成瘾组（Ｐ

＜０．０１）。成瘾组述情障碍与共情缺陷呈显著相关。结论　网络成瘾大学生存在述情障碍和共情缺陷，且两者间存在

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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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使用日益普及的今天，互联网技术一
方面为人们带来便利，另一方面也由此引发诸多负

面效应，其中网络成瘾（ｉｎｔｅｍｅｔ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ＡＤ）尤为突出，被视为关系人们心理健康的全球
性问题［１］。对于大学生来说，较为宽松的生活环

境，智能手机、电脑等互联网设备的普及，校园网

络的发达，都使其有更多的时间接触网络，但由于

生理心理仍未完全发育成熟，故而成为 ＩＡＤ高危人
群，国内外研究显示，大学生 ＩＡＤ问题严重，成瘾
率达 ９．７％ ～１７．９％［２］。述情障碍（ａｌｅｘｉｔｈｙｍｉａ），
又被称为情感表达不能，最早由 Ｓｉｆｎｅｏｓ阐述命名，
主要表现为不能明确识别和描述自己的感受，难以

区分情绪问题、躯体异常和外向性思维［３］，常被视

为一种人格特质，与许多躯体和精神疾病的发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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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共情（ｅｍｐａｔｈｙ），指的是个体通过观察、想象，可
以设身处地地理解他人情绪体验，并能做出相应反

馈，对人际互动和人际适应有着重要意义［４］。相关

研究表明，述情障碍对大学生网络成瘾具有预测作

用［５］，手机网络成瘾者存在共情缺陷［６］，本研究主

要通过了解网络成瘾者的述情障碍和共情缺陷特

征，进一步研究两者间的关联性，为网络成瘾的心

理干预提供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网络成瘾诊断问卷，对某高校随机整群抽

样，共抽取 １６３７名在校大学生施测，回收有效问
卷 １６０８份，筛查出网络成瘾大学生 ９８人，列为成
瘾组，从非网络成瘾被试中抽取 １０４名作为对照，
列入非成瘾组，两组间人口统计学资料无显著差

异。对两组被试采用 ＴＡＳ２０和 ＩＲＩＣ量表进行测
评，所有被试均知情同意，并自愿配合研究和提供

相关材料。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病理性网络成瘾量表　《病理性网络成瘾
量表》［７］由 Ｙｏｕｎｇ等编制，该量表为 ５点自评量表，
由“几乎没有”到“总是”，记为 １～５分，包括 ２０
个项目，按照评分标准，得分在 ２０～４９分之间为
正常，５０分以上的（包括 ５０分）为网络成瘾。
１．２．２　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中文版（ＴＡＳ２０Ｃ）
　ＴＡＳ２０Ｃ［８］共 ２０题，各题回答采用 ５级评分
法，由“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记为 １～５
分，其中第 ４、第 ５、第 １０、第 １８和第 １９题为反向
计分题，得分越高表示述情障碍越严重。量表包含

３个因子，分别为因子１（Ｆ１）：情感描述不能；因子
２（Ｆ２）：缺乏认识和区别情绪和躯体感受的能力；
因子 ３（Ｆ３）：外向性思维。
１．２．３　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中文版（ＩＲＩＣ）　ＩＲＩ
Ｃ［９］共有 ２２个项目，计分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的 ５点评分

法，由“不恰当”到“很恰当”，分别计为 ０～４分，
其中第 ２、第 ５、第 １０、第 １１和第 １４题为反向计分
题，得分越低表示共情能力越差。量表包括 ４个因
子分别为观点采择（ＰＴ）、想象力（ＦＳ）、共情性关
心（ＥＣ）和个人痛苦（ＰＤ）。
１．３施测

网络成瘾量表评定由受过统一培训的班级心

理委员作为测量员，分班级进行，多伦多述情障碍

量表和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由研究者作为调查员施

测，所有测评均统一答题，统一回收，回收后所有

问卷均严格按规定程序评卷记分并录入电脑。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分析。样本均

数的比较经 ｔ检验，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对成瘾组
ＴＡＳ２０Ｃ得分与 ＩＲＩＣ得分进行关联性分析。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间 ＴＡＳ２０Ｃ总分及各因子得分比较

网瘾大学生 ＴＡＳ２０Ｃ总分、Ｆ１、Ｆ３得分均高
于正常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
表 １。

表１　两组间ＴＡＳ２０Ｃ总分及分因子得分比较　（ｘ±ｓ）

组别
例数

（ｎ）
ＴＡＳ２０Ｃ
总分

Ｆ１ Ｆ２ Ｆ３

非成瘾组 １０４ ５１．５０±８．１６１５．０４±２．６２１７．５０±５．２１１６．９６±３．５０
成瘾组 ９８ ５９．６５±７．６２２２．２０±５．３０１７．４１±２．９７２２．０４±３．４６
ｔ －７．３３ －１２．０６ ０．１６ －１０．３７
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８８ ０．００

２．２　两组间 ＩＲＩＣ总分及分因子得分比较
网络成瘾大学生 ＩＲＩＣ量表总分及分因子均较

正常大学生低，其中 ＦＳ、ＥＣ的得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见表 ２。

表２　两组间ＩＲＩＣ总分及分因子得分比较　（ｘ±ｓ）

组别 例数（ｎ） ＩＲＩＣ总分 ＰＴ ＦＳ ＥＣ ＰＤ
非成瘾组 １０４ ５７．０４±９．９２ １３．１２±２．９３ １４．８８±３．７６ １７．８８±３．０９ １３．１５±３．５４
成瘾组 ９８ ５４．７６±１０．０５ １３．０２±４．０２ １２．３５±３．９０ １４．３７±３．７８ １３．０２±３．６７

ｔ １．６３ ０．１９ ４．７ ７．２１ ０．２６
Ｐ ０．１１ ０．８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７９

２．３　成瘾组述情障碍与共情缺陷相关性分析
成瘾组 ＴＡＳ２０Ｃ总分与 ＩＲＩＣ总分、ＥＣ、ＰＤ

呈显著负相关，Ｆ１与 ＰＤ得分呈显著负相关，Ｆ２与

ＥＣ呈显著负相关、与 ＦＳ呈显著正相关，Ｆ３与 ＩＲＩ
Ｃ总分、ＰＴ、ＥＣ呈显著负相关。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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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成瘾组述情障碍与共情缺陷相关分析　（ｎ＝９８）

项目 ＩＲＩＣ总分 ＰＴ ＦＳ ＥＣ ＰＤ
ＴＡＳ２０Ｃ总分 －０．２４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４１ －０．３８

Ｆ１ －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４２

Ｆ２ －０．０２ ０．１１ ０．２４ －０．３２ －０．１２
Ｆ３ －０．３１ －０．２３－０．１２ －０．３６ －０．１

　　注：表示Ｐ＜０．０１。

３　讨论
述情障碍已被证明与多种成瘾行为，如与病理

性赌博［１０］、酒精和药物滥用［１１，１２］有关，可能机制与

依赖成瘾行为调节情绪有关［１３］。本研究表明网络

成瘾大学生述情障碍明显，特别是在情感的语言表

达和幻想力的欠缺上尤为显著，这与国内外研究相

似［５，１４］。因为情绪的表达和沟通障碍，述情障碍大

学生更容易出现低自尊［１５］、疏离感［１６］问题，在现实

生活中难以融入周围人群并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

系统，一旦出现负面情绪也就缺乏有效的解决策

略，而在互联网世界，语言沟通与情感交流的压力

大大减轻，外向、直接和实用的思维模式也更为适

用，使得他们容易陷入其中，并以此为工具来调节

他们的情绪和实现他们的未满足社会需求。

共情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成瘾大学生的共情缺

陷主要表现为对他人或虚构的情绪体验缺乏体验

分享，减少对自身以外情感的卷入程度。其原因可

能与过多沉迷网络使他们更多体会到亲子、师生和

朋友间人际关系紧张、他人的不满，因此，他们选

择漠视，以此减轻内心的不安。特别在新兴的互联

网使用终端———智能手机的使用中，因为其便携

性，使用的时间、地点更随意，人际冲突的可能性

也更多，手机依赖者的共情缺陷更为广泛［６］。

现有研究中已发现精神分裂症和神经性厌食

患者的述情障碍和共情缺陷存在相关性［１７，１８］，本

研究表明，在网络成瘾大学生中二者也存在相关。

ＩＡＤ大学生 ＴＡＳ２０Ｃ总分与 ＩＲＩＣ总分、ＥＣ和 ＰＤ
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其述情障碍越严重，共情缺陷

越明显，尤其是对他人痛苦、困境更缺乏理解，难

以被打动，在现实生活中显得冷漠。其中 Ｆ１与 ＰＤ
得分呈显著负相关，表明情感描述能力的不足，会

使其回避与他人的情感互动，他人感受到的痛苦也

就更难引起他们的共鸣。Ｆ２与 ＥＣ呈负相关，与
ＦＳ呈正相关，因为识别情绪和躯体的变化能力不
足，使得他们对虚拟的情感或行为的感受性更强，

但即便因为感受到他人情绪产生相似的体验、生理

唤醒，也很难觉知为情绪变化，而无法产生同理关

心。Ｆ３与 ＩＲＩＣ总分、ＰＴ和 ＥＣ呈负相关，说明沉
迷于网络的大学生在情绪体验的幻想性不足，感受

力缺乏，会使其共情能力更差，特别是在认知共情

能力和产生同理心方面发展困难。

张将星等［１９］的研究表明，人际取向的亚隆团体

治疗模式对网络成瘾的干预效果相对更显著。结

合本研究结果，可在团体治疗中增加情绪训练内

容，增加网络成瘾干预的有效性。一方面加强自我

情绪认知、负面情绪调节方面的训练，另一方面鼓

励成员讨论网络依赖带来的人际紧张问题，通过共

情能力训练，以改善情感沟通障碍，帮助成瘾大学

生习得人际交往与人际沟通技巧，将更有助于成瘾

行为的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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