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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之间的关联性与共通性：

文献综述和分析

陈嘉贤

（澳门理工学院，澳门）

摘　要
;

本文基於在各主要学术文献数据库中搜索
+

跨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的文

献，以求探索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之间任何多维度的、多领域的且概括性的关联性

和共通性，一般相信该等关联性和共通性是存在的。对於每篇能
,

搜索得到的文

献，分析了其所属发表刊物的权威性学科分类、其具体文献
)

容明示涉及的维度
e

领域和其所属发表刊物明示的维度
e

领域取向，从而归类每篇文献的维度
e

领域，?

分析具体文献
)

容来确定其研究数据和个案的来源地和
e

或群体，用以印证上述关

联性和共通性?非单一和狭隘，而确实是多维度的、多领域的，且概括性的。最後

提出上述关联性和共通性在学术和应用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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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早於互联网流行之初的上世纪末，著名

心理学家
&$AC+*4> p)@/B

博士已经初步认

定网络成瘾具有与病态赌博（
D"-E)4)B$2"4

B"AC4$/B

，即赌博成瘾）或物质依赖（
,@C



,-"/2+ %+D+/%+/2+

）的类似特徵（
S"/"%$"/

1+%$2"4 J,,)2$"-$)/ f)@*/"4: 7==\

）。本世纪

初，
]$44+44"

等（
5677

）在权威的赌博专科期

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ａｍｂｌｉｎｇＳｔｕｄｉｅｓ中发表他们的

研究成果，其中突显了赌博成瘾和网络成

瘾，以及其他一些行为成瘾有着显著相关

性，甚至推论“在不同的行
"

问题成瘾之

间，睶在一个共同的精神病学维度（
-E+

D*+,+/2+ )F " 2)AA)/ D,>2E)D"-E)4)B$2"4 %$



A+/,$)/ @/%+*4>$/B %$FF+*+/- D*)C4+A"-$2 "%



%$2-$#+ C+E"#$)@*, aC+E"#$)*,b

）”。这些年间

亦有其他一些文献印证了赌博成瘾和网络

成瘾之间的关联性和共通性，但是方向、焦

点、取向、重点等各有不同，比较零碎。本文

以文献综述来分析、总结上述类
,

的现存文

献，探索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之间任何多维

度的、多领域的，且概括性的关联性和共通

性。期望确定该等关联性和共通性能
"

原

来看似“河水不犯井水”的赌博成瘾和网络

成瘾提供共同的裨益，例如：两者的治疗或

许可以互惠互补，通过治疗其一者，来同时

舒缓另一者，反之亦然；类似的互惠互补也

有可能同时可以应用到两者的诊断，即任何

一者在诊断上的新、旧方法皆理应可以借用

到另一者，不论是作
"

主力诊断条件或最低

限度的辅助诊断条件；此外，这些关联性和

共通性有机会被用以建构一个容许赌博成

瘾和网络成瘾共用的科学理论关模型，不

但同时协助两者的理论基础发展，而且有助

於研究两者之间的合?症（
2)A)*C$%$->

）。

１　赌博成瘾

根据权威精神障碍诊断手
D !$"B/),-$2

"/% M-"-$,-$2"4 1"/@"4 )F 1+/-"4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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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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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赌博障碍（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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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B %$,)*%+*

），或称赌博成瘾（
B"AC4$/B "%



%$2-$)/

）或强迫性赌博（
2)AD@4,$#+ B"A



C4$/B

）
8JA+*$2"/ O,>2E$"-*$2 J,,)2$"-$)/: /'

%'9

，是在
75

个月期间持续和反覆的问题赌

博行为，导致临床上的重大损伤或痛苦
'''

（“
D+*,$,-+/- "/% *+2@**+/- D*)C4+A"-$2 B"A



C4$/B C+E"#$)* 4+"%$/B -) 24$/$2"44> ,$B/$F$2"/-

$AD"$*A+/- )* %$,-*+,,

…
$/ " 75


A)/-E

D+*$)%

”）（
M@C,-"/2+ JC@,+ "/% 1+/-"4

3+"4-E M+*#$2+, J%A$/$,-*"-$)/: 567X

）。

赌博障碍是目前唯一一种被
!M1


<

纳

入为非物质行
"

成瘾，管早前一个工作组

建议，值得进一步研究网络?戏障碍（
$/-+*



/+- B"A$/B %$,)*%+*

或
.0!

，作
"

网络成瘾

理应概括的其中一个类
,

）是否应该被纳

入
!M1


<

，成
"

另外一种非物质行
"

成瘾

（
O)-+/^": 567<

）。在
!M1


<

中的赌博障碍

正是本文所指的赌博成瘾。
!M1


<

使用严

格的阈值来诊断赌博障碍，
=

个条件中必须

在过去一年
$

满足
T

个或更多才会被确诊，

这样相比诊断物质使用障碍（
,@C,-"/2+ @,+

%$,)*%+*

）更严格，後者在
77

个条件中只要

满足
5

个已经足以确诊（
O)-+/^": 567<

）。

上述
=

个条件具体如下：

·需要不断增加赌博金额，以获得所期

望的兴奋；

·试图
+

少或停止赌博时，感到不安或

烦躁；

·反覆努力控制、削
+

或停止赌博
4

不

遂；

·经常思考赌博（如重
E

过去的赌博

经历，规划下一次赌博活动，思考获取金钱

来赌博的方法）；

·经常每当感到苦恼时，就赌博；

·赌博赔钱後，经常回去赌博以扳平

（称之
"

“追回”自己的损失）；

·撒谎以隐瞒赌博活动；

·赌博危及或导致失去重要关、工作

或教育
e

前途机会；

·依靠他人帮助解
3

赌博所造成的金

钱问题。

8JA+*$2"/ O,>2E$"-*$2 J,,)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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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网络成瘾

对於何
"

网络成瘾（
./-+*/+- "%%$2



-$)/

），虽然坊间有着很直觉的理解，但是根

据
R*"/%

等（
567T

）权威的学术描述，大多数

人使用互联网都是作为功能工具，以便在日

常生活中实现他们的个人目标，例如预订航

空公司或酒店；然而，一部分个人因
"

失去

对互联网使用的自我控制，导致个人苦恼、

心理依赖的症状和各种负面後果，这种现象

通常被称为网络成瘾。
R*"/%

等（
567T

）同

时指出，概括性的网络成瘾暂时还未被纳入

!M1


< $

（
JA+*$2"/ O,>2E$"-*$2 J,,)2$"-$)/:

567P

），只有网络?戏障碍已包含在
!M1


<

的附
'

中（事实上，应该
" !M1


<

的第
...

节中）（
S)4+ N 3))4+>: 567PL ("@-E


R

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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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瘾也包括沉迷其他互联

网应用，例如网络色情、社交网站（̀
"/B: +-

"4': 567<

）、网络购物和信息搜索也是一些有

发展
"

成瘾行为风险的互联网应用。
R*"/%

等（
567T

）进一步阐释了
!M1


<

所提议用

於诊断网络?戏障碍的条件，根本上与诊断

其他形式的成瘾，包括暂时被
!M1


<

确认

"

唯一一种非物质行
"

成瘾的赌博成瘾

（
W,-+#+^: +- "4': 567=L ("@-E


R

ü
E4+* N 1"//:

567\L c"?"#$-,: +- "4': 567T

），即以上第
7

节

所详述者，所?用条件有着显著雷同之处，

其中包括：

·全神贯注於网络?戏；

·烦躁、焦虑或悲伤的戒断时症状；

·出现耐受性；

·尝试控制成瘾行为
4

不遂；

·对其他活动失去兴趣；

·明知出现了社会心理问题
4

继续过

度参与成瘾行为；

·就用於网络?戏的时间，蒙骗他人；

·通过这种成瘾行为来逃避或缓解消

极情绪；

·危及
e

失去重要关
e

工作
e

教育机会。

8&@,,: +- "4': 567TL K$: +- "4': 567X9

３　文献综述和分析方法

本文的文献综述和分析，基於在各主要

学术文献数据库中搜索
9

跨赌博成瘾和网

络成瘾的文献，主要学术文献数据库（依外

语字母的先後次序）包括
WRMSGE),- W



f)@*/"4,

（
WfM

）、
WA+*"4% ./,$BE-

、
J2"%+A$2

M+"*2E V4-$A"-+

（
JMV

）、
fMYGU

、
1W!K.cW

S)AD4+-+

、
O*)k@+,- S+/-*"4

、
M2$+/2+!$*+2-

和

M2)D@,

。上述搜索所用的关键词
" B"A



C4$/B

、
$/-+*/+- "%%$2-$)/

、
D+*,)/"4$->

和
E@A"/

#"4@+,

等等与赌博成瘾或网络成瘾有直接

或间接关的词。由於上述数据库一般

提供同时搜索关键词的同意词之功能，甚至

搜索关键词的近似同意词，所以上述关键词

搜索所得到的文献，其实已经基本上包罗了

含有这些关键词所有近似意思的字词者。

鉴於上述数据库一般也能建议一些?非由

关键词搜索所能直接得到，但
$

容与这些关

键词相关的文献之功能，故此上述关键词搜

索所得到的文献，亦基本上包罗了
$

容与这

些关键词相关的文献。在上述搜索之後，对

於每篇能
(

搜索得到的文献，本文分析了其

所属发表刊物的权威性学科分类（主要以

./S$-+, f)@*/"4 S$-"-$)/ U+D)*-,

在
567=

年的

刊物学科分类［
2"-+B)*>

］
"

准），以及其具

体文献
$

容所明示涉及的维度
e

领域和其所

属发表刊物所明示的维度
e

领域取向，从而

归类每篇文献的维度
e

领域，?分析具体文

献
$

容，来确定其研究数据和个案的来源地

和
e

或群体，最後总结每篇能
(

搜索得到的

文献，有关其表述了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之

间在什麽维度和什麽领域有着什麽关联性

和共通性，而且该等关联性和共通性的概括

性可以覆盖到什麽的地域和
e

或群体。本文

最终目的是期望印证上述关联性和共通性

?非单一和狭隘，而是确实多维度的、多领

域的，且概括性的。

T

　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关联性
和共通性

　　透过第
P

节所详述的文献综述和分析

方法中的搜索程序，共筛选出
Q\

篇或部涉

４４



及本文主题的文献，其中
PQ

篇或部与主题

关联性较强。从发表时间来看，绝大部分发

表於本世纪一二十年代，即过去十年
$

者，

仅有的例外包括一篇是发表於本世纪首十

年的末期，另一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

下是所搜索得到的文献的总结。

环顾全球，均发现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

存在着广泛的关联性（
",,)2$"-$)/

）和共通性

（
2)AA)/"4$->

）。对於这种关联性，
]$44+44"

等（
5677

）揭示了病态赌博和网络成瘾，以

及其他一些行为成瘾（
C+E"#$)*"4 "%%$2



-$)/,

）在意大利高中生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

性，这种现象与该两种行
"

成瘾是基於假设

其共同心理病理维度（
D,>2E)D"-E)4)B$2"4

%$A+/,$)/

）是一致的。
c"?"#$-,

等（
567T

）在

一项调查中一再证实，电脑
e

网络成瘾与赌

博成瘾存在关联性
e

相关性（
2)**+4"-$)/

）。

J/%*$+

等（
567=

）发现，德国、希腊、冰岛、荷

兰、波兰、罗马尼亚和西班牙的青少年有赌

博问题（
B"AC4$/B D*)C4+A

，即赌博成瘾），或

面临其风险与首次使用互联网时年龄较低、

学业成绩较低、每盷使用互联网
X

至
\

天以

及问题互联网使用（
D*)C4+A"-$2 $/-+*/+-

@,+

，即网络成瘾）有着关联性。

赌博和网络两种成瘾之间的共通性也

得到了许多网络成瘾研究先驱的肯定。例

如，
&$AC+*4> p)@/B

博士曾经
)

过：“网络成

瘾，或我在临床上所提到的病态互联网使用

（
D"-E)4)B$2"4 ./-+*/+- @,+

），具有与病态赌博

或物质依赖的类似特徵。”她还补充
)

：“失

去控制、渴望和戒断症状、社会孤立、婚姻不

和、学业失败、过度的财务负债、丧失工作这

些只是在我的研究中记
'

得的一些後果。”

（
S"/"%$"/ 1+%$2"4 J,,)2$"-$)/ f)@*/"4:

7==\

）同样，因应诊断条件重砯，
p)@/B

（
566=

）将病态赌博与问题互联网使用进行

比较。

近年来，研究人员对更具体的共通性进

行了检视。
Y)/$)/$

等（
567T

）在一项有关患

者在医院
$

接受网络成瘾和病态赌博精神

科医学（
D,>2E$"-*>

）服务的研究中发现，

管网络成瘾和病态赌博患者在抑郁、焦虑和

整体功能水平上相对对照组表现出的差?

是类似的，但是上述两个临床的成瘾组
,

表

现出不同的气质、应对和社会模式。具体来

)

，网络成瘾患者与病态赌博患者相比，前

者表现出更大的精神和行为
@

节，与重要的

人际障碍相关联。两个临床的成瘾组
,

共

同拥有一个动的应对策略（
$AD@4,$#+

2)D$/B ,-*"-+B>

）和社会情绪障碍（
,)2$)



+A)-$)/"4 $AD"$*A+/-,

）。此 外，
R*"/%

等

（
567T

）关於
+

少网络成瘾管控（
+g+2@-$#+

2)/-*)4

）的调查结果，与其他行为成瘾的调

查结果（例如病态赌博，即赌博成瘾）是一

致的。

从神经解剖学和神经认知学的（
/+@*)



"/"-)A$2"4 "/% /+@*)2)B/$-$#+

）观点来看，

G4,+/

等（
567<

）的文献综述强调：“证据证

明，物质依赖、病态赌博和网络成瘾的特点

是神经区域的结构和功能?常，一如体细胞

标记假设（
,)A"-$2 A"*I+* E>D)-E+,$,

）所概

述的那样。此外，物质依赖者
8,@C,-"/2+ %+



D+/%+/-,9

和行为成瘾者都在对体细胞标记

功能（
,)A"-$2 A"*I+* F@/2-$)/$/B

）敏感的
3

策指标上表现出类似的障碍 （
$AD"$*



A+/-,

）。”
K$

等（
567X

）在美国东南部一所大

型公立大学对学生进行标准化量度和焦点

小组讨论（
F)2@, B*)@D

），其结果表明学生的

５４



问题互联网使用经历，与物质使用障碍、赌

博障碍和网络?戏障碍四者的
!M1


<

诊断

条件中所反映的?象和症状之间存在实质

性重砯。这些?象和症状包括：使用互联网

的时间超过预期；全神贯注於互联网；无法

造访互联网时出现戒断症状；尝试停止或
+

少互联网使用不遂；渴望；对互联网以外的

嗜好或活动失去兴趣；明知相关问题，仍然

过度使用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以逃避或缓解

消极情绪和谎报互联网使用。

("@-E


R

ü
E4+*

和
1"//

（
567\

）观察到网

络?戏障碍和病态赌博两者在神经生物学

（
/+@*)C$)4)B>

）上有多重类似性，上述神经

生物学上的是指所量度出来大脑功能和行

为的变化；网络?戏障碍患者和病态赌博患

者均表现出降低了对损失的敏感度，?提升

了对?戏和赌博线索的反应及动选择行

为，?常基於
/

励的学习和认知灵活性则
-

有变化。

3"AA)/%

（
567Q

）的一个综述发现了强

而有力的、崭新的证据，其表明强迫性参与

赌博（
2)AD@4,$#+ +/B"B+A+/- $/ B"AC4$/B

，

即赌博成瘾）以及参与电子?戏和参与互

联网使用（即网络成瘾）三者在许多领域中

类似於物质成瘾（
,@C,-"/2+ "%%$2-$)/,

），该

等领域包括自然史学（
/"-@*"4 E$,-)*>

）、现象

学（
DE+/)A+/)4)B>

）、遗传性（
E+*$-"C$4$->

）、

神经生物学基质（
/+@*)C$)4)B$2"4 ,@C,-*"-+,

）

和对治疗的反应（
*+,D)/,+ -) -*+"-A+/-

）。

W,-+#+^

等（
567=

）基於西班牙阿拉瓦省

（?
4"#" D*)#$/2+

）
$

中学学生样本证实，至

少依恋（
"--"2EA+/-

）和问题逃避（
D*)C4+A

"#)$%"/2+

）是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背後的两

个共通点。
S"**+/)

和
O

é
*+^


W,2)C"*

（
567=

）

的研究突显成瘾者不论其
"

与物质滥用

（
,@C,-"/2+ "C@,+

）、赌博（即赌博成瘾）、网

上浏览（即网络成瘾）、购物还是饮食有关，

通常皆表现出存在主义的
=

（
+g$,-+/-$"4

,-*@BB4+,

），这些
=

可以解释其成瘾的发

展和维持。上述两位作者亦总结文献得出，

已经证实成瘾者具有关问题、逃避罪责和

责任与缺乏人生意义的特徵。

K++

等（
567=

）进行了定量综合分析

（
A+-"


"/"4>,+,

）的综合回顾（
A+-"


*+#$+H

），

F

总发现表明，动（
$AD@4,$#$->

）是酒精

（
"42)E)4

）、大麻（
2"//"C$,

）、可卡因（
2)



2"$/+

）、
.

头丸（即“狂喜”、“忘我”、亚甲二

氧甲基苯丙胺、
P:T

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
P:

T


A+-E>4+/+%$)g>A+-E"ADE+-"A$/+

、
+2,-",>

、

A)44>

或
1!1J

）、甲基安非他明（
A+-E"A



DE+-"A$/+

）、鸦片（
)D$)$%

）类药物和烟草使

用，以及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等物质和行为

成瘾障碍背後的核心过程。

对於马来西亚（
1"4">,$"

）吉隆坡（
&@"



4" K@AD@*

）的伊朗（
.*"/

）青少年，
&E",A)



E"AA"%$

等（
5656

）发现，强迫性互联网使用

（
2)AD@4,$#+ $/-+*/+- @,+

，即网络成瘾）和问

题赌博（
D*)C4+A B"AC4$/B

，即赌博成瘾）通

过感知到的朋辈支持，对心理健康
*

生显著

的间接影响。此外，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对

心理健康总的影响是负面的。


"I


2

等（
5656

）发现，脸书成瘾（
("2+



C))I "%%$2-$)/

）作
"

网络成瘾的其中一个类

,

，也被认为与创伤後应激障碍（
D),-



-*"@A"-$2 ,-*+,, %$,)*%+*

或
OYM!

）和抑郁症

有着关，该关的型式类似於赌博成瘾和

创伤後应激障碍之间者。

综上，赌博成瘾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的

６４



关联性和共通性，已经在多个维度、多个领

域被证实，而且该等关联性和共通性的概括

性可以覆盖几乎全球各地所有群体。表１

总结了这些维度
e

领域①、在各维度
e

领域的

上述关联性和共通性、支持所述关联性和共

通性的文献，以及该文献所引用研究数据和

个案的来源地和
e

或群体。

表
7

　赌博成瘾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和共通性：文献总结

维度
e

领域 关联性和共通性
支持文献

e

其研究数据和个案的

来源地和
e

或群体（如有）

多领域心理学（
A@4-$%$,2$D4$/"*> D,>


2E)4)B>

）、物质滥用（
,@C,-"/2+ "C@,+

）

和心理病理学（
D,>2E)D"-E)4)B>

）

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以及其他一些行为成瘾

有着显著相关性
]$44+44"

等（
5677

）

精神科医学（
D,>2E$"-*>

）、心理学

（
D,>2E)4)B>

）和物质滥用

（
,@C,-"/2+ "C@,+

）

电脑
e

网络成瘾与赌博成瘾存在关联性
e

相关

性
c"?"#$-,

等（
567T

）

精神科医学（
D,>2E$"-*>

）、社会精神科

医学（
,)2$"4 D,>2E$"-*>

）和精神科流行

病学（
D,>2E$"-*$2 +D$%+A$)4)B>

）

赌博成瘾或面临其风险与首次使用互联网时

年龄较低、学业成绩较低、每盷使用互联网
X

至
\

天以及网络成瘾有着关联性

J/%*$+

等（
567=

）
e

德国、希腊、

冰岛、荷兰、波兰、罗马尼亚和

西班牙

普通科和
$

科医学（
B+/+*"4 "/%

$/-+*/"4 A+%$2$/+

）

网络成瘾具有与赌博成瘾或物质依赖的类似

特徵，包括失去控制、渴望和戒断症状、社会

孤立、婚姻不和、学业失败、过度的财务负债

和丧失工作

S"/"%$"/ 1+%$2"4 J,,)2$"-$)/

f)@*/"4

（
7==\

）

心理疗法（
D,>2E)-E+*"D>

） 赌博成瘾与网络成瘾的诊断条件重砯
p)@/B

（
566=

）

临床心理学（
24$/$2"4 D,>2E)4)B>

）和物

质滥用（
,@C,-"/2+ "C@,+

）

网络成瘾和赌博成瘾患者在抑郁、焦虑和整

体功能水平上相对对照组表现出的差?是类

似的，且共同拥有一个动的应对策略和社

会情绪障碍

Y)/$)/$

等（
567T

）

神经科学（
/+@*),2$+/2+,

）和心理学

（
D,>2E)4)B>

）

关於
+

少网络成瘾管控的调查结果与其他行

为成瘾（例如赌博成瘾）是一致的
R*"/%

等（
567T

）

临床心理学（
24$/$2"4 D,>2E)4)B>

）、

多领域心理学（
A@4-$%$,2$D4$/"*>

D,>2E)4)B>

）、神经解剖学

（
/+@*)"/"-)A>

）和神经认

知学（
/+@*)2)B/$-$)/

）

物质依赖、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的特点是神

经区域的结构和功能?常，一如体细胞标记

假设所概述的那样。此外，物质依赖者和行

为成瘾者都在对体细胞标记功能敏感的
3

策

指标上表现出类似的障碍

G4,+/

（
567<

）

多领域科学（
A@4-$%$,2$D4$/"*>

,2$+/2+,

）

网络成瘾经历与物质使用障碍、赌博成瘾与

网络?戏障碍四者的
!M1


<

诊断条件中所

反映的?象和症状之间存在实质性重砯

K$

等（
567X

）
e

美国东南部一所

大型公立大学

７４

① 维度／领域是基於相应支持文献所属发表刊物的权威性学科分类，主要以 ＩｎＣｉｔｅ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ｓ在２０１９年对该文献所属发表刊物的学科分类（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准，不过，倘若该文献的具体
)

容明示

涉及其他维度／领域和／或该文献所属发表刊物明示其他维度／领域取向，那
.

该等维度／领域也会被相应
纳入表１中。



续表
7

　赌博成瘾与网络成瘾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和共通性：文献总结

维度
e

领域 关联性和共通性
支持文献

e

其研究数据和个案的

来源地和
e

或群体（如有）

临床心理学（
24$/$2"4 D,>2E)4)B>

）、物

质滥用（
,@C,-"/2+ "C@,+

）和神经生物

学（
/+@*)C$)4)B>

）

网络?戏障碍（作
"

网络成瘾理应概括的其

中一个类
,

）和赌博成瘾两者在神经生物学

上有多重类似性，上述神经生物学上是指所

量度出来大脑功能和行为的变化

("@-E


R

ü
E4+*

和
1"//

（
567\

）

儿科医学（
D+%$"-*$2,

）、精神科医学

（
D,>2E$"-*>

）、发展心理学（
%+#+4)D


A+/-"4 D,>2E)4)B>

）、自然史学（
/"-@*"4

E$,-)*>

）、现象学（
DE+/)A+/)4)B>

）、遗

传性（
E+*$-"C$4$->

）、神经生物学基质

（
/+@*)C$)4)B$2"4 ,@C,-*"-+,

）和对治疗

的反应（
*+,D)/,+ -) -*+"-A+/-

）

赌博成瘾以及参与电子?戏和网络成瘾三者

在许多领域类似於物质成瘾（
,@C,-"/2+ "%%$2


-$)/,

）

3"AA)/%

（
567Q

）

多领域心理学（
A@4-$%$,2$D4$/"*>

D,>2E)4)B>

）

至少依恋和问题逃避是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

背後的两个共通点

W,-+#+^

等（
567=

）
e

西班牙阿拉

瓦省（?
4"#" D*)#$/2+

）

辅导心理学（
2)@/,+44$/B D,>2E)4)B>

）

成瘾者，不论其
"

与物质滥用、赌博成瘾、网

络成瘾、购物，还是饮食有关，通常皆表现出

存在主义的
=

，该等
=

可以解释其成瘾

的发展和维持，而且，成瘾者具有关问题、

逃避罪责和责任与缺乏人生意义的特徵

S"**+/)

和
O

é
*+^


W,2)C"*

（
567=

）

神经科学（
/+@*),2$+/2+,

）、临床心理学

（
24$/$2"4 D,>2E)4)B>

）和神经心理学

（
/+@*)D,>2E)4)B>

）

动是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以及多种其他

物质和行为成瘾障碍背後的核心过程
K++

等（
567=

）

心理学（
D,>2E)4)B>

）、发展心理学

（
%+#+4)DA+/-"4 D,>2E)4)B>

）、多领域心

理学（
A@4-$%$,2$D4$/"*> D,>2E)4)B>

）和

遗传心理学（
B+/+-$2 D,>2E)4)B>

）

网络成瘾和赌博成瘾通过感知到的朋辈支持

对心理健康
*

生显著的间接影响，以及网络

成瘾和赌博成瘾对心理健康总的影响是负面

的

&E",A)E"AA"%$

等（
5656

）
e

马

来西亚吉隆坡的伊朗青少年

精神科医学（
D,>2E$"-*>

）

脸书成瘾作
"

网络成瘾的其中一个类
,

，也

被认为与创伤後应激障碍和抑郁症有着关

，该关的型式类似於赌博成瘾和创伤後

应激障碍之间者


"I


2

等（
5656

）

５　讨论：关联性和共通性的意义

５．１　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之间互动治疗

J/%*$+

等（
567=

）涉猎到精神科医学、

社会精神科医学和精神科流行病学维度
e

领

域的文献
:c"?"#$-,

等（
567T

）涉猎到精神科

医学、心理学和物质滥用维度
e

领域的文献，

以及
]$44+44"

等（
5677

）涉猎到多领域心理

学、物质滥用和心理病理学维度
e

领域的文

献，皆证实个人的生活背景（包括使用互联

网的模式）和
e

或网络成瘾跟赌博成瘾有着

关联性
e

相关性，意味着若要改善赌博成瘾，

那
G

改变使用互联网的模式和改善网络成

８４



瘾有望是一个有效途径。这个发现尤其对

临床应用意义重大，开了赌博成瘾治疗的

一个新方向。

５．２　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的诊断

S"/"%$"/ 1+%$2"4 J,,)2$"-$)/ f)@*/"4

（
7==\

）涉猎到普通科和
$

科医学维度
e

领域

的文献确认，网络成瘾具有与赌博成瘾的类

似特徵；
p)@/B

（
566=

）涉猎到心理疗法维度
e

领域的文献确认，赌博成瘾与网络成瘾的诊

断条件重砯；
K$

等（
567X

）涉猎到多领域科

学维度
e

领域的文献确认，网络成瘾与赌博

成瘾的
!M1


<

诊断条件中所反映的?象和

症状之间存在实质性重砯。在进一步研究

确认後，以及
"

这些类似特徵的描述和定

义，和
e

或重砯的诊断条件对这两种行
"

成

瘾的任一种作适应性调整後，这些类似特徵

和
e

或重砯的诊断条件，极可能足以作
"

诊

断该行
"

成瘾的条件。尤其现在赌博成瘾

已经被
!M1


<

纳入为非物质行
"

成瘾，即

!M1


<

已经订定出赌博成瘾的诊断条件，

那
G

既然确认了网络成瘾具有与赌博成瘾

的类似特徵，而且赌博成瘾与网络成瘾的诊

断条件重砯，该等赌博成瘾的
!M1


<

诊断

条件相信在适应性调整後，可以作
"

网络成

瘾相应的诊断条件。

<'P

　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共同的心理学和
e

或神经科学理论基础研究

Y)/$)/$

等（
567T

）涉猎到临床心理学和

物质滥用维度
e

领域的文献确认，网络成瘾

和赌博成瘾患者在多种心理水平（抑郁、焦

虑、整体功能、动的应对策略和社会情绪

障碍）是接近的。
R*"/%

等（
567T

）涉猎到神

经科学和心理学维度
e

领域的文献确认，
+

少网络成瘾管控与赌博成瘾者是一致的。

G4,+/

等（
567<

）涉猎到临床心理学、多领域

心理学、神经解剖学和神经认知学维度
e

领

域的文献确认，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的特

点，皆是神经区域的结构和功能?常，而且

都在对体细胞标记功能敏感的
3

策指标上

表现出类似的障碍。
("@-E


R

ü
E4+*

和
1"//

（
567\

）涉猎到临床心理学、物质滥用和神

经生物学维度
e

领域的文献确认，网络成瘾

（最低限度其网络?戏障碍类
,

）和赌博成

瘾两者在神经生物学上有多重类似性。

3"AA)/%

（
567Q

）涉猎到儿科医学、精神科

医学、发展心理学、自然史学、现象学、遗传

性、神经生物学基质和治疗反应维度
e

领域

的文献确认，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在许多领

域类似於物质成瘾。
W,-+#+^

等（
567=

）涉猎

到多领域心理学维度
e

领域的文献确认，至

少依恋和问题逃避是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

背後的两个共通点。
S"**+/)

和
O

é
*+^



W,2)C"*

（
567=

）涉猎到辅导心理学维度
e

领域

的文献确认，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患者通常

皆表现出存在主义的
=

，?具有关问

题、逃避罪责和责任与缺乏人生意义的特

徵。
K++

等（
567=

）涉猎到神经科学、临床心

理学和神经心理学维度
e

领域的文献确认，

动是赌博成瘾和网络成瘾背後的核心过

程。
"I


2

等（
5656

）涉猎到精神科医学维

度
e

领域的文献确认，网络成瘾（最低限度其

脸书成瘾类
,

）被认为与创伤後应激障碍

和抑郁症有着关，该关的型式类似於赌

博成瘾和创伤後应激障碍之间者。

这些心理水平、管控、神经区域的结构

和功能?常，对体细胞标记功能敏感的
3

策

指标上表现出的类似障碍，神经生物学上的

９４



多重类似性，类似於物质成瘾的许多领域，

依恋、问题的避免，存在主义的
=

，关问

题，罪责和责任的逃避，人生意义的缺乏，

动，创伤後应激障碍和
e

或抑郁症或许可以

作
"

因素，建构一个共同或几乎共同的心理

学和
e

或神经科学理论关模型，同时预测

这两种行
"

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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