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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事件相关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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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进一步阐明青少年网络成瘾认知功能的变化,通过 Meta分析,对以往青少年网络成瘾脑电的研究成果进

行了系统评价,结果发现:青少年网络成瘾者脑电波幅明显变长,潜伏期虽没有明显变化,但与正常人相比存在差

异,说明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的认知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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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中国６９８亿互联网用户中,１９岁以下人数比例为２５６％,是中

国网民最大用户群之一[１]．互联网给青少年的学习、社交带来极大便利,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最引人关

注的就是“网络成瘾”．有调查显示[２],中国大陆大学生网络成瘾发生率为１６％~９６％,中学生发生率为

６８％~１４８％,台湾大学生的发生率为４８％~９７％,男性成瘾比例显著高于女性．目前针对青少年网络

成瘾的研究包括对成瘾危害、成瘾机制以及成瘾因素的研究,在青少年网络成瘾者脑电研究方面,有研究

发现[３],网络成瘾组较非网络成瘾组脑电(事件相关电位,ERP)P３００波的潜伏期延长,波幅降低;而有的

研究表明[４],两类别相比,P３００波的潜伏期缩短,波幅升高．为了进一步探讨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的事件相

关电位(ERP)研究的一致性与统一性,本文采用 Meta分析,对已有的研究进行系统评价,拟为干预、治疗

网络成瘾青少年的研究提供参考．

１　相关概念界定

１１　网络成瘾

网络成瘾的概念最早由Goldberg[５]提出,命名为“网络成瘾”(InterAddiction,IA)或网络成瘾症(Inter

AddictionDisorder,IAD),是指网络使用的适应不良模式,导致社会、生理、心理功能显著的损害或痛苦．

Young[６－７]根据DSMＧⅣ中病理性赌博的判断标准将其发展为病理性网络使用(PathologicalInternetUse,

PIU)的概念,指在无成瘾物质作用下的上网行为冲动失控,是一种冲动控制障碍．网络成瘾一直没有统一

的定义和标准,直到２０１３年新发布的第五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ＧⅤ)中,“网络游戏成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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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写入并界定为个体反复过度使用网络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表现为对网络的再度使用产生强烈欲

望,停止或减少网络使用时出现戒断反应,同时可伴有精神及躯体症状[８]．我国８０％~９０％网络成瘾者集

中在网络游戏成瘾上,网络游戏已成为儿童青少年网络使用的重要应用内容[９]．
对于网络成瘾的测评,最早由 Young[７]根据物质依赖以及对过度使用网络者的研究总结,并结合

DSMＧIV中病理性赌博的１０项标准提出了诊断网络成瘾的依据．该诊断分为８个项目,如果被试对其中５
个以上的项目给予肯定回答,即被诊断为网络成瘾．该问卷主要用于筛选上网者是否成瘾、成瘾程度以及

对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具体评分标准为:总分２０~４９分属于正常网络用户,总分５０~７９分属于轻度上

网成瘾者,总分达到８０分及以上则诊断为重度网络成瘾者．该问卷在国内外研究中被普遍使用．

１２　事件相关电位

事件相关电位(eventＧrelatedpotentials,ERP)是个体认知加工对象时,通过平均迭加从头颅表面记录

到的大脑电位,是一种特殊的诱发电位,可以反映认知过程中大脑的神经电生理变化,又称认知电位[１０]．
事件相关电位的成分主要包括P３００,N４００,MMN,CNV,ERN 等,特别是P３００成分成为反映认知功能的

重要指针．事件相关电位P３００是指人的大脑在受到外界刺激后３００ms左右出现的正相波,能够反映大脑

在注意、记忆等方面的认知功能．目前,P３００波最具应用价值,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技术和理论体系,而且

P３００波的潜伏期对大脑编码、分类、识别刺激事件的速度有提示作用．
１３　Meta分析

Meta分析１９６７年由 Glass首次[１１]提出．有学者认为[１２]Meta分析是对以往研究结果进行统计学的合

并和严谨的系统研究方法．Meta分析是对同类研究结果进行的不限制研究数目的一种统计研究方法,其统

计思想与抽样分布类似,样本为效应量[１３]．
Meta分析是对同类研究成果进行合并的过程,其结论基础是所收集的文献,因此,在进行 Meta分析

之前要对文献进行严格限定,尽可能多地收集文献,同时还应注意文献的质量．Meta分析的主要过程包

括:确定研究目的,根据目的搜索文献,对收集到的文献进行编码,分析数据并对结果进行解释．对于数据

分析,主要步骤有:①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转换并选择合适的模型合并效应量,包括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

效应模型;②评估发表偏倚;③进行异质性检验;④对资料进行 Meta回归、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１４]．
１４　相关研究

１４１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ERP研究

目前关于青少年网络成瘾的ERP研究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错误相关负波(ERN)研究发现,网

络成瘾组的ERN波幅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５];②失匹配负波(MMN)的研究表明,网络成瘾组与非网络成瘾组

的 MMN潜伏期无显著性差异[１６];③通过对听觉P３００波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的P３００潜伏期与

非成瘾者相比,潜伏期延长,波幅降低[１７];④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者 N４００检测发现,网络成瘾者的波幅低

于非网络成瘾者,潜伏期较非成瘾者延长[１８];⑤通过对关联性负变(CNV)的检测发现,与非网络成瘾者相

比,网络成瘾者CNV波幅降低,潜伏期延长[１９]．可见,对成瘾者脑电变化没有统一的结论,仍需对其开展

更深入的研究．
１４２　关于 Meta分析的心理学研究

Meta分析广泛运用于医学领域,近年心理学领域也运用此方法对以往各种研究内容进行系统性评价．
国内近十年来主要有儿童亲社会与同伴关系[２０]、中国军人心理健康状况[２１]、主观幸福感和大三人格特

征[２２]、中国飞行员心理健康状况[２３]、SCLＧ９０量表在大中学生人群的调查结果[２４－２７]等方面的分析．网络成

瘾的 Meta分析,目前成果不多,国外相关研究涉及网络成瘾总体研究总结[２８]、影响网络成瘾的个体与环

境因素[２９]、网络成瘾与精神病症共病性关联[３０]、网络成瘾治疗[３１]、网络游戏成瘾者前额叶功能损伤的核

磁共振(fMRI)研究[３２]等;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有大学生网络成瘾影响因素[３３－３４]、职校生网络成瘾[３５]、网络

成瘾相关测试量表分析[３６]、感觉寻求与网络成瘾关系[３７]等．可见,Meta分析对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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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广阔的空间和角度．

２　材料与方法

２１　检索策略

检索时间:２００３年－２０１３年．检索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总库、维普期刊资源整合服务平

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PubMed文献数据库、谷歌学术搜索、ScienceDirectOnsite．检索词:中文

关键词为青少年、网络成瘾、事件相关电位;英文关键词为 AdolescentInternetAddiction,EventＧrelated

potentials．

２２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满足下列标准的文献进入本文 Meta分析:① 所有已发表期刊、会议论文和硕博学位论文;② 文章为

实验性论文;③ 研究对象为青少年网络成瘾者;④ 网络成瘾者的诊断标准采用 Young编制的网络成瘾诊

断问卷(YDQ);⑤ 测试指标为Pz或Cz,Fz电极的P３００波幅与潜伏期,需要提供相关指标的均数和标准

差．⑥ 文章均为对照实验,分别有控制组和实验组．
排除标准:① 会议摘要或综述性、量表性文章;② 以图表表示的波幅与标准偏差的文章．
本文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进行初步筛选,对可能符合的文献获取全文,仔细阅读,再次筛选,确定纳

入的文献．对纳入的文章利用EndnoteX６进行管理,排除重复数据．

２３　数据提取和信息编码

通过关键词检索、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共入选文章１０篇,各研究基本特征见表１．
表１　纳入研究的论文信息特征

作者 研究对象及特点 发表时间 实验组/人 控制组/人

金璞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事件相关电位 N４００研究 ２００８ ２０ ２０

赵欣 过度使用互联网对听觉事件相关电位的影响 ２００８ ９ ９

齐印宝、傅先明 网络成瘾者失匹配负波研究 ２０１０ ２５ ２５

许汉云 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事件相关电位关联性负变的实验研究 ２０１０ １５ １５

穆俊林 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的探究性眼动及事件相关电位分析 ２０１０ ３２ ３０

吴美娟 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的事件相关电位P３００变化及影响 ２０１１ ７６ ６９

朱天民 网络成瘾患者事件相关电位改变初探 ２０１１ ８０ ４０

刘颖 网络成瘾青少年事件相关电位的分析和研究 ２０１１ ３２ ３０

齐印宝 网络成瘾者前额叶功能异常 ２０１１ ２５ ２５

LingGe
P３００changeandcognitivebehavioraltherapyinsubjectswith

Internetaddictiondisorder
２０１１ ４１ ４８

　　将入选的１０篇文献[３,１６,１８－１９,３８－４３],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实验,并报告每组均数和标准偏差．表２为用

于 Meta分析的各组波幅与潜伏期指标．

２４　统计分析

Meta分析采用ComprehensiveMetaＧAnalysisV２(CMA),主要涉及确定效应量、评估发表偏倚、异质

性检验、合并效应量、Meta回归以及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２４１　确定效应量

连续性数据的 Meta分析需要样本例数、均数和标准偏差等合并数据．为了合并数据需要,在进行 MeＧ

ta分析之前,利用Cochrane的公式[１３]对数据进行合并,具体转换方法如下:

X ＝
N１X１＋N２X２

N１＋N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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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１－１)S２

１ ＋(N２－１)S２
２ ＋[N１N２/(N１＋N２)](X２

１ ＋X２
２ －２X１X２)

N１＋N２－１
(２)

其中:N１ 为组１的样本例数;N２ 为组２的样本例数;N 为２组例数总和;X１ 为组１的均数;X２ 为组２的

均数;X 为合并后的均数;S１ 为组１的标准偏差;S２ 为组２的标准偏差;S 为合并后的标准差．
表２　实验组与控制组波幅与潜伏期的数据指标(X±S)

作　者 年份 组　别 波幅 潜伏期

金璞 ２００８ 实验组 ３５０±２００ ３９４００±１２９０
控制组 ６２０±２３０ ３６５８０±１３００

赵欣 ２００８ 实验组 ６５０±２５０ ３１９１０±３７７０
控制组 １１２０±３９０ ２７６８０±３３２０

齐印宝、傅先明 ２０１０ 实验组 ９５８±３２７ ２１２００±２２５３
控制组 ７５２±３３６ ２１７５５±２５８１

许汉云 ２０１０ 实验组 ７４０±３５０ ２１６００±４６００
控制组 １２０±４６０ １９２００±７８００

穆俊林 ２０１０ 实验组 ３９２±２５１ ３４４６４±２２３３
控制组 ７８８±２４４ ３０２４２±２３６３

吴美娟 ２０１１ 实验组 ３１１±３０５ ３２１００±６２００
控制组 ８３４±２４４ ３０６００±４１００

朱天民 ２０１１ 实验组 ９９３±７６４ ３１４７０±２６５３
控制组 ６１８±５５５ ３０８８０±２６２９

刘颖 ２０１１ 实验组 ６５０±２５０ ３１９１０±３７７０
控制组 １１２０±３９０ ２７６８０±３３２０

齐印宝 ２０１１ 实验组 ９５８±３２７ ２１２００±２２５３
控制组 ７５２±３３６ ２１７５５±２５８１

LingGe ２０１１ 实验组 ８７０±３９０ ２８７３０±４１４０
控制组 ８５０±４１０ ２６１００±４９６０

２４２　评估发表偏倚

发表偏倚是指在同类研究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研究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研究更容易发表[４４],故在

进行 Meta分析时,需要检验发表偏倚．常见的方法有:漏斗图以效应量为横轴、样本含量或方差为纵轴做

散点图．其假设是效应量估计值的精度随着样本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所有的研究围绕漏斗图的中心线对

称排列,表明无发表性偏倚;如非对称分布,则存在发表偏倚．由于漏斗图只能进行定性判断,１９７７年

Egger等[４５]根据漏斗图的基本原理,用线性回归模型来检验漏斗图的对称性,称为线性回归法．而Begg等

人[４６]在１９９４年又提出一种定量识别发表偏倚的方法－基于 Kendall秩相关检验,检验标准化效应量(t∗
i )

和效应量方差(vi)之间的相关关系,或者标准化效应量和样本量间(ni)的关系．
２４３　异质性检验

对合并后的数据进行异质性检验,如异质性显著,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反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４７]．常

见的检验方法有:Q 统计量:若p＞０１０,说明各研究之间无异质性;如p＜００５,表明各研究之间有异质

性．I２ 统计量:I２ 统计量反映异质性部分在效应量总的变异中所占比重,当I２＝０(如I２＝２为负值,设为

０)时,表明没有观察到异质性,I２ 值越大异质性越大．Tau 统计量:Tau 是实际效应的标准偏差,用来描

述效应围绕其平均水平的分布,反映效应的离散程度,０＜Tau＜０２,表明该效应不重要;０２＜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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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表明该效应为中等重要;Tau＞０５,表明该效应属于较强的效应．

２４４　合并效应量并绘制森林图

经异质性检验,如各个独立研究结果同质,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计算合并后的综合效应;如各研究

结果不同质,则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而森林图主要用于描述每个研究的结果及其特征,并展示研究结果

的差异情况[４８]．

２４５　Meta回归、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Meta回归主要用于发现和筛选异质性的主要因素,根据聚集数据的特点,建立 Meta回归模型,分析

异质性的来源．依据 Meta回归模型筛选出的异质性影响因素做亚组分析,并比较亚组分析前后异质性的变

化．在网络成瘾事件相关电位(ERP)研究中,本文对样本量进行亚组分析[４９]．
敏感性分析主要针对研究特征或类型,通过改变纳入标准、排除低质量的研究探讨对总效应的影

响[５０]．本文敏感性分析涉及２个方面: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Meta分析;去除权重大的研究

后进行 Meta分析．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波幅比较

３１１　发表偏倚

由图１可知,１０项研究散落在漏斗图中心基线的四周靠近底部的地方,基本上按中心线对称排列,表明

无发表偏倚．但鉴于漏斗图受原始研究的样本量影响,需要深入的证据支撑,如Egger和Begg检验．Egger检

验的连续校正不对称系数为－２８９６(p＝０５７５),Z 值为０３５７(p＝０７２０),均表明不存在发表偏倚．

图１　实验组与控制组波幅的发表偏倚检验漏斗图

３１２　异质性检验

研究发现,Q＝１４７４８７,df＝９,p＜００５,I２＝９３％,Tau＝１０６８,表明各研究之间存在高度异质

性．故本文以标准化均数作为效应量,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各研究的效应量进行合并分析．
３１３　合并效应量

经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实验组的脑电波幅相对于控制组的标准化均值为－０６７４,位于无效基线

的左侧,有统计学意义,可认为网络成瘾者的波幅与正常人相比存在差异,绘制的森林图见图２．
３１４　Meta回归、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以样本量为自变量进行 Meta回归分析,发现其系数为１２４５,Z＝－４１８２,p＝０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１．
结果表明,样本量可能是异质性的来源,将其引入 Meta回归分析模型后发现,研究间的异质性I２ 降为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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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波幅比较森林图

根据样本量进行分组,以样本量大于

２０和小于(或等于)２０作为分组标准,发现

小样本组不存在异质性(I２＝０),大样本组

有较高的异质性(I２＝９５６２４％),如图３
所示．

敏感性分析中,不同统计模型的效应估

计值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值为－０５５２
(９５％CIＧ０７１８~０３８６),随机效应模型的

估计值为－０６４７(９５％CIＧ１３６４~００１５)．

２种模型的估计值比较接近．

图３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波幅比较亚组分析森林图

去除权重最高的研究:由于朱天民的

研究权重最高,所以去除该研究,随机效

应模型的估计值为－０８１５,与原模型的

估计值距离较大．

３２　实验组与控制组的潜伏期比较

３２１　发表偏倚

与前面波幅比较类似,１０项研究散落

于漏斗图中心基线四周,有部分集中在顶

部,基本上以中心线对称排列,表明无发

表偏倚．深入探索的 Egger检验的连续校

正不对称系数为３８７２(p＝０１６９),Begg
检验的Z＝１０７３(p＝０２８３),结果与前

述一致．

３２２　异质性检

研究结果显示,Q＝６２２８６,df＝９,

p＜００５,I２＝８５％ ,Tau＝０６４３,表明

各研究之间存在高度异质性,故采用随机

效应模型对各研究的效应量(标准化均数)进行合并分析．

３２３　合并效应量

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发现,实验组的脑电潜伏期相对于控制组的标准化均值为０６９６,位于无效基线的

右侧,无统计学意义．

３２４　Meta回归、亚组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以样本量为自变量进行 Meta回归发现,样本量系数为１００５,Z＝４９０６,p＜０００００１．结果表明,样

本量是异质性的来源,将 Meta回归模型引入后,异质性I２ 降到４０％．
根据样本量进行分组,以样本量大于(或等于)２０和小于２０作为分组标准,大小样本组均存在异质性

(大样本组:I２＝８８４１４％,小样本组:I２＝４０３３７％)．
敏感性分析中不同统计模型的效应估计值为: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值为０５２８(９５％ＧCI０３６８~

０６８８),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值为０６９６(９５％ＧCI０２５５~１１３７)．２种模型的估计值较为接近．
去除权重最高的研究:由于吴美娟的研究所占权重最大,所以去除该研究,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值为

０７５６,与原模型的估计值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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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　论

本文采用 Meta分析方法,对青少年网络成瘾者脑电的波幅与潜伏期的改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

网络成瘾者脑电波幅明显变长,潜伏期没有明显变化,说明成瘾者的脑电与正常人相比存在差异,其认

知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由于纳入研究论文遵从的实验标准各不相同,可能影响本研究的结果;其

次,由于纳入研究文献的被试来自不同地域,存在较大个体差异,得到的实验结果无法进行重复测量,

因此实验的稳定性受到一定影响;第三,网络成瘾者的诊断标准采用 Young编制的网络成瘾诊断问卷,

此问卷虽在国内外广泛运用于网络成瘾的测评,但到目前为至,没有中国常模,在某些问题的设置上可

能不太适合中国网络成瘾者的情况,会忽略掉一些特殊的网络成瘾者,从而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

响;第四,实验进行中会受到一些额外变量的影响,对额外变量的控制程度同样会影响研究结果;第五,

选取的文献都是已发表文献,没有收纳灰色文献．而纳入文献数量不够充足也会影响研究的结果,这也

显示对网络成瘾者脑电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和体系,难以形成规律性的结果推

广到大范围的网络成瘾者身上．因此,未来需进行更广泛而深刻的研究,特别是针对中国成瘾者的研究

尽可能本土化,制定适合我国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特征的诊断标准;同时还需要纳入更多的文献,特别是

一些灰色文献,使实验结果更容易在我国的网络成瘾者中推广,以减少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的比例,减轻

网络成瘾者自身及其家人的痛苦．

５　结　论

青少年网络成瘾者与非网络成瘾者的脑电比较有显著性差异,成瘾者脑电的波幅明显变长,潜伏期没

有明显的变化,其认知功能有一定程度的损害．

参考文献:
[１]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３６次互联网统计报告 [R]．北京:第３６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２０１５．
[２]　郎　艳,贾福军,李恒芬．青少年网络成瘾的心理学研究进展 [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２００８,３４(４):２２１－２２４．
[３]　穆俊林,张瑞岭,徐建强,等．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的探究性眼动及事件相关电位分析 [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２０１０,３６(３):１５２－１６０．
[４]　黄　敏,钱若兵,傅先明,等．网络成瘾青少年事件相关电位 P３００的溯源研究 [J]．癫痫与神经电生理学杂志,

２０１０(４):２２－２２５．
[５]　陈　侠,黄希庭,白　纲．关于网络成瘾的心理学研究 [J]．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３,１１(３):３５５－３５９．
[６]　YOUNGKS．InternetAddiction:TheEmergenceofaNewClinicalDisorder[J]．CyberPsychology&Behavior,１９９６,

１(３):２３７－２４４．
[７]　YOUNG KS．InternetAddiction:Symptoms,Evaluation,andTreatment[C]//VANDECREEK L,JACKSON T

(Eds)．InnovationsinClinicalPractice:ASourceBook．Sarasota,FL:ProfessionalResourcePress,１９９９．
[８]　AmericanPsychiatricAssociation．DiagnosticandStatisticalManualofMentalDisordersＧV(DSMＧ５)[M]．Arlington,

VA:AmericanPsychiatricPublishing,２０１３．
[９]　陶　然,应　力,岳晓东,等．网络成瘾探析与干预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０]罗跃嘉,黄宇霞,李新影,等．情绪对认知加工的影响:事件相关脑电位系列研究 [J]．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０６,１４(４):

５０５－５１０．
[１１]GLASSGV．Primary,Secondary,andMetaＧAnalysisofResearch[J]．EducationalResearcher,１９７６,１０:３－８．
[１２]SACKSHS,BERRIERJ,REITMAND,etal．MetaＧAnalysesof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s[J]．TheNewEngland

JournalofMedicine,１９８７,３１６(８):４５０－４５５．
[１３]BORENSTEIN M,HEDGESLV,HIGGINSJP,etal．IntroductiontoMetaＧAnalysis[M]．Chichester,UK:JohnWiＧ

ley&Sons,Ltd,２００９．

７第２期　　　　　　　葛　缨,等: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事件相关电位———基于 Meta分析



[１４]LITTELLJH,CORCORANJ,PILLAIV．SystematicReviewsandMetaＧAnalysis[M]．NewYork:Oxford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８．
[１５]王　莹,翟天野,盛文斌,等．网络成瘾者错误监控异常的 ERP 证据 [J]．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２０１２,２１(３):

１９７－１９９．
[１６]齐印宝,傅先明,钱若兵,等．网络成瘾者失匹配负波研究 [J]．癫痫与神经电生理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９(２):９３－９５．
[１７]贺金波,郭永玉,柯善玉,等．网络游戏成瘾者认知功能损害的ERP研究 [J]．心理科学,２００８,３１(２):３８０－３８４．

[１８]金　璞,傅先明,钱若兵,等．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事件相关电位 N４００研究 [J]．立体定向和功能性神经外科杂志,

２００９,２１(６):３３３－３３５．
[１９]许汉云,傅先明,钱若兵,等．网络游戏成瘾青少年事件相关电位关联性负变的实验研究 [J]．中国微侵袭神经外科杂

志,２０１０,１５(５):２１８－２２０．
[２０]郭伯良,张　雷．儿童攻击和同伴关系的相关:２０年研究的元分析 [J]．心理科学,２００３,２６(５):８４３－８４６．
[２１]冯正直,戴　琴．中国军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元分析 [J]．心理学报,２００８,４０(３):３５８－３６７．

[２２]陈灿锐,高艳红,申荷永．主观幸福感与大三人格特征相关研究的元分析 [J]．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２,２０(１):１９－２６．
[２３]邓丽芳．近１０年来中国飞行员心理健康状况元分析 [J]．心理科学,２０１３,３６(１):２２８－２３３．
[２４]范会勇,张进辅．过去十年中学生SCLＧ９０调查结果的元分析 [J]．心理科学,２００５,２８(６):１４２４－１４２６．

[２５]盛红勇．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大学新生SCLＧ９０调查结果的元分析 [J]．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６(１):４５－４６．
[２６]胡发军,张庆林．大学新生SCLＧ９０调查结果的元分析 [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９,３１(２):１５２－１５５．
[２７]罗鸣春,黄希庭,严进洪,等．中国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元分析 [J]．心理科学,２０１０,３３(４):７７９－７８４．

[２８]BYUNS,RUFFINIC,MILLSJE,etal．InternetAddiction:MetaSynthesisof１９９６－２００６QuantitativeResearch[J]．

CyberPsychology&Behavior,２００９,１２(２):２０３－２０７．
[２９]AGHAIISSH,KAMALYA,ESFAHANIM．MetaＧAnalysisofIndividualandEnvironmentalFactorsthatInfluence

PeoplesAddictionTendencies[J]．InternationalJournalofHighRiskBehaviorsandAddiction,２０１２,１(３):９２－９９．
[３０]HORC,ZHANGM WB,TSANGTY,etal．TheAssociationBetweenInternetAddictionandPsychiatricCoＧMorbidiＧ

ty:aMetaＧAnalysis[J]．BMCPsychiatry,２０１４,１４:１８３－１９２．

[３１]WINKLERA,DÖRSINGB,RIEFW,etal．TreatmentofInternetAddiction:AMetaＧAnalysis[J]．ClinicalPsychology

Review,２０１３,３３(２):３１７－３２９．

[３２]MENGY,DENG W,WANGH,etal．ThePrefrontalDysfunctioninIndividualswithInternetGamingDisorder:aMeＧ

taＧAnalysisof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Studies[J]．AddictionBiology,２０１４,２０:７９９－８０８．
[３３]平卫伟．我国大学生网络成瘾部分危险因素的 Meta分析 [J]．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０９,３６(１７):３２２９－３２３０,３２３３．

[３４]胡耿丹,项明强．国内大学生网络成瘾影响因素的元分析 [J]．中国特殊教育,２０１１(６):６６－７１．
[３５]李启慧,徐大真．国内职校生网络成瘾研究元分析 [J]．职教通讯,２０１３(３４):１９－２４．
[３６]况小雪,曹亦薇,戴晓阳．网络成瘾量表信效度的 Meta分析 [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２):１９２－１９４．

[３７]王　洁,陈健芷,杨　琳,等．感觉寻求与网络成瘾关系的元分析 [J]．心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３,２１(１０):１７２０－１７３０．
[３８]刘　颖,张兰华,姜春艳,等．网络成瘾青少年事件相关电位的分析和研究 [J]．哈尔滨医药,２０１１,３１(２):１０９－１０９．
[３９]齐印宝．网络成瘾者前额叶功能异常:事件相关电位 MMN和静息态fMRI的研究 [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２０１１．

[４０]吴美娟,田国强,钱　蠡．青少年网络成瘾者的事件相关电位 P３００变化及影响 [J]．中国医师杂志,２０１２,１３(９):

１２１５－１２１６．
[４１]赵　欣,郁洪强,詹启生,等．过度使用互联网对听觉事件相关电位的影响 [J]．生物医学工程学杂志,２００９,２５(６):

１２８９－１２９３．
[４２]朱天民,罗　颖,李　辉,等．网络成瘾患者事件相关电位改变初探 [J]．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２０１１,２０(８):

７１３－７１４．

[４３]GEL,GEXiuＧchun,XUYong,etal．P３００ChangeandCognitiveBehavioralTherapyinSubjectswithInternetAddiction

Disorder[J]．NeuralRegenerationResearch,２０１１,６(２６):２０３７－２０４１．
[４４]周旭毓,方积乾．Meta分析的常见偏倚 [J]．循证医学,２００２,２(４):２１６－２２０．

８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３８卷



[４５]EGGER M,SMITH GD,SCHNEIDER M,etal．Biasin MetaＧAnalysisDetectedbyaSimple,GraphicalTest[J]．

BritishMedicalJournal,１９９７,３１５:６２９－６３４．
[４６]BEGGCB,MAZUMDARM．OperatingCharacteristicsofaRankCorrelationTestforPublicationBias[J]．Biometrics,

１９９４,５０:１０８８－１１０１．
[４７]何寒青,陈　坤．Meta分析中的异质性检验方法 [J]．中国卫生统计,２００６,２３(６):４８６－４９０．
[４８]刘关键,吴泰相．Meta分析的森林图及临床意义 [J]．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０４,４(３):１９８－２０１．
[４９]石修权,王增珍．Meta回归与亚组分析在异质性处理中的应用 [J]．中国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９(５):４９７－５０１．
[５０]魏丽娟,董惠娟．Meta分析中异质性的识别与处理 [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７(４):４４９－４５０．

ERPStudyofInternetAddictionin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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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clarifythechangeinthecognitivefunctionofInternetＧaddictedadolescents,asystemＧ

aticreview wasmadeonERPstudyoftheInternetＧaddictedadolescentsthroughthemetaＧanalysisapＧ

proach．AllliteraturesavailableweresearchedthroughPubMed,Googlescholar,sciencedirectdatabases

andseveralkindsofChinesedatabases(CNKI,VIPandWanfangdata)bymanualandelectronicretrieval．

Thesearchingresultswereselectedconcerningadolescent,InternetaddictionandeventＧrelatedpotentials．

TheComprehensiveMetaAnalysis２０softwarewasusedformetaＧanalysis,includingpublicationbias,

heterogeneitytest,combinedeffectsize,subgroupanalysisandsensitivityanalysisonpublicationdata．

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wereobviouschangesinwaveamplitudesinInternetＧaddictedadolescents,

whoseamplitudesweresignificantlylongerthanthoseofthenonＧaddicts．ComparedwiththenormalindiＧ

viduals,theInternetＧaddictsexhibiteddifferentERPlatency,thoughthisdifferencewasnot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indicatingthatthecognitivefunctionoftheInternetＧaddictswas,tosomeextent,damaged．In

addition,theoveralllevelofresearchhasyettobeimproved;theresearchdesignneedstobefurther

standardized．

Keywords:adolescent;Internetaddiction;eventＧrelatedpotentials(ERP);metaＧ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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