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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语：6 月 16 日，有媒体曝光，河南 19 岁少女在戒网瘾学校被加训致死。2004 年到 2014 年十年

间，青少年“戒网瘾”的惨案从未停止过。尽管国际精神病研究界的权威断然否定存在这种疾病，但
在中国，网瘾还是被当成一个可以被强制治疗的精神疾病，不断生根、发芽、扭曲成长、畸形变异。
    六十秒读懂专题：在中国，网瘾被当成一个可以被强制治疗的精神疾病。但网络成瘾症，最初只是

美国精神科医生伊万·戈登伯格在社区论坛内编造出来的玩笑。国际精神医学领域通用的两大诊断体

系，《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ICD）和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均未将

网瘾定为精神疾病。甚至中国卫生部也否认将网瘾列入精神疾病范畴。
    网瘾，即网络成瘾症，最初只是美国精神科医生伊万·戈登伯格在社区论坛内编造出来的名词，通过

比照病态赌博的定义杜撰诊断标准来嘲笑酗酒、赌博成瘾等概念缺乏生理基础
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disorder，IAD）这个名词最初是美国的精神科医生伊万·戈登伯格

（Ivan Goldberg）想拿美国精神疾病诊断手册（DSM-IV）开涮，因为酗酒、赌博成瘾等“行为障

碍”缺乏生理基础而编造出的概念。通过比照病态赌博的定义，他编造了“手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作
出敲打键盘的动作”等 7 条诊断标准，声称自己发现了“网瘾”这种精神疾病。戈登伯格对网络成瘾

的定义被媒体广泛报道后，使得网瘾是否应该被归为一种精神错乱而有所争议。
    后来戈登伯格已经声明该假设只是在一个社区论坛里当成玩笑提出的，是自己的恶搞。在 1997 年

他曾对《纽约客》周刊表示：“如果你把成瘾概念扩大到人的每一种行为，你会发现人们读书会成
瘾，跑步会成瘾，与人交往也会成瘾。”
    “网瘾”没有公认的定义，最早提出网络成瘾判断标准的金伯利•杨也认为网瘾只是“行为依赖”，

而美国医学会也拒绝向美国精神病学会推荐把“网瘾”列为正式的精神疾病
    戈登伯格没有想到，自己一时的恶搞竟引来精神卫生界一场持久的争论。自 1995 年以来，美国精

神病学界做了大量关于“网瘾”的学术研究。但即使是全球最先提出网络成瘾诊断标准的美国心理学
家金伯利·杨，也认为网瘾不是一种独立的精神疾病，而是已知的“冲动控制障碍症”在网络使用者身

上的体现，也就是和电视病空调病等等一样，只是长期接触从而造成了心理上习惯性的依赖，可以归
为心理问题但决不能称之为一种病。
    “网瘾”的医学定义一直未有公认。2007 年 6 月 24 日，在美国医学会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几乎

要被带上“精神疾病”帽子的“电子游戏上瘾”又被精神专家们拿掉了。随后，美国医学会也拒绝向
美国精神病学会推荐把“网瘾”列为正式的精神疾病。
欧洲首家网瘾诊治所“史密斯与琼斯网络及电子游戏瘾戒除中心”创办两年后便宣布失败，原因是
“发现网瘾不是精神疾病”
    2004 年，荷兰人凯特·巴克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了欧洲首家网瘾诊治所。起初并未将矛头仅仅指向网

络及电子游戏瘾症，而是“瘾君子互助”。随着史密斯与琼斯网络及电子游戏瘾戒除中心的设立，巴
克聘请了 20多名具备专业资质及多年经验的瘾症治疗人员尝试按照精神疾病来诊疗网瘾，首创了“电

子鸦片”受害者治疗方案。在黑暗里摸索了两年后，2006 年，荷兰人便宣布，他们对网瘾的诊疗失

败。原因便是他们发现网瘾不是一种精神疾病。
    在最常使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和世卫组织

《精神与行为障碍类别目录》（ICD-10）中，网瘾未被认定为精神疾病

    目前，国际精神医学领域通用的诊断体系主要由《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ICD）和美国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构成。其中，《精神与行为障碍类别目录》（ICD-10）诊断

标准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在 40 个国家的 100多个临床和研究中心实地广泛测试后，对 300多种精

神与行为障碍进行了详细分类。而在这个标准中，尚未把网络成瘾认定为精神疾病。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由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是一本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最常

使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最新版DSM-5于 2013 年 5 月 18 日出版，虽然在其第三章中探讨

了“网络成瘾症”并且有大量的文献研究 ，但这些研究都存在严重的样本偏差，都在对“网瘾”进行
探索性构建，却绝少对这些形形色色的“网瘾”概念进行验证，未纳入正式诊断里 。
    中国网瘾标准成为世界标准？完全是国内中文媒体的有意炒作，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仅将“网络游戏成瘾”列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情况，而非已确定的精神疾病。
    2013 年 5 月，国内中文媒体报道了，北京陶然团队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被美国精神

病协会纳入当周正式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这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医学
界认可的疾病诊断标准。这也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然而据《华盛顿邮报》报道，根据公布在美国精神病协会官方网站上的 DSM-5目录 ，“网络游戏

成瘾”被列为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情况，而不属于已确定的精神疾病。同属这一范畴的还有“自杀



行为”和“非自杀自残”行为等。因此，之前有国内中文媒体关于网瘾被美精神病协会认定为精神病
新病种的报道存在误导。
    在国内，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过于随意，日均上网超过 6小时即可诊断为网瘾，2009 年，卫生部

否定将“网瘾”作为临床诊断的精神病，认为“网瘾”只是网络使用不当。
    2008 年 11 月，由北京军区总医院陶然主持制订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通过专家论证。首次

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范畴，确定了网络成瘾的“6小时”标准，“用了 4 年的时间，对 3000 名网瘾

患者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时间标准为 9.3±3.2小时，最终取其下线及其整数，定为 6小时。”。即日

均上网时间超过 6 个小时，持续时间超过 3 个月，就可诊断为网络成瘾。通过 3000 名患者的统计数据

就确认“6小时”的网瘾标准显然过于随意，且时间标准范围太大。

    随后，网络成瘾标准便在部队医疗系统开始推行。并准备在向国务院卫生部申请成为全国通用标

准，2009 年，卫生部在对《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指导》征求意见时，否定了将“网瘾”作为临床诊断的

精神病，认为目前“网络成瘾”定义不确切，不应以此界定不当使用网络对人身体健康和社会功能的
损害。同时，卫生部提出了新的概念，认为“网络成瘾”只是网络使用不当。
    在中国，网瘾矫治机构也大多无医疗资质，矫正方法也常采用电击电疗等违法方式，与家长们共同

治疗一个不存在的疾病
    尽管国际上网瘾尚未有确定的医学定义，但在中国，网瘾依旧被当成一个可以被强制治疗的精神疾

病。在互联网毒害儿童的观念下，敏感的家长们便打着“救救孩子”旗号将孩子送入或骗入反网瘾机
构。但 2010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的调查研究》结果令人

惊讶，矫治机构资质审批混乱，批准的部门更是五花八门，包括教育部门，工商注册、共青团组织和
卫生部门，甚至还有民政局、文化局等部门，但几乎都无医疗资质。
    绝大部分矫治机构是采用强制性的打针吃药、电击电疗、军事训练等方法。2009 年 8 月 2 日，广西

少年邓森山在广西南宁起航拯救训练营接受戒网训练时死亡。同年，卫生部叫停电击治疗。但却部分
家长对卫生部叫停电击治疗的做法并不理解，“效果那么好的治疗，为什么让停？”
（来源：网易新闻 http://news.163.com/14/0618/03/9V07KJBO00014JHT.html2014-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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