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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疑病症是互联网时代一种新型的心理健康问题ꎬ可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日常行为活动产生重要影响ꎮ 文

章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综述ꎬ总结归纳出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概念、测量工具、流行情况、影响因素、影响后果及干

预策略ꎬ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ꎬ以期为后续开展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研究和干预工作提供理论参考ꎬ进而促进大学生的

身心健康发展ꎮ
【关键词】 　 因特网ꎻ疑病症ꎻ精神卫生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Ｒ １７９　 ＴＮ ７１１　 Ｂ ８４４.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５)０４￣０６０４￣０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ｃｙｂｅｒ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ＤＡＩ Ｂａｏ ＹＡＮＧ Ｌｉｙ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 Ｙｉｑ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Ｈｅｆ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０９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ｙｂｅｒ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ｉｓ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ｄａｉｌ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ｚｅ ｋｅ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ｙｂｅｒ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ｔ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ｃｒｉｔｉ￣
ｃａｌ ｇａｐ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ａｉｍｓ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ｃｙｂｅｒ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Ｈｙｐ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ｓｉ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当今时代ꎬ互联网已成为大学生获取健康信息的

重要渠道ꎮ 一方面ꎬ大学生借助互联网可以方便快捷

地查询各类疾病的丰富信息ꎬ从而进行疾病预防和自

我诊断ꎻ另一方面ꎬ大学生基于互联网的健康信息查

询行为也可能导致他们出现网络疑病症ꎮ 研究表明ꎬ
网络疑病症会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社交活动等方

面产生不利影响[１－４] ꎮ 因此ꎬ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加强

了对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相关研究工作ꎬ并取得一定

的研究成果ꎮ 鉴于此ꎬ本文拟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系

统梳理ꎬ期望能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便利和参考ꎬ
同时为有效预防和干预大学生网络疑病症提供理论

依据ꎮ

１　 大学生网络疑病症概念界定及测量工具

１.１　 概念界定　 目前为止ꎬ国内外学者对于网络疑病

症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ꎮ 如 Ｓｔａｒｃｅｖｉｃ 等[５] 认为网络

疑病症是个体受到健康相关的苦恼或焦虑的驱使ꎬ在
网络上反复或过度搜索与健康相关的信息ꎬ最终放大

了苦恼和焦虑的症状ꎻ金童林等[６] 将网络疑病症定义

为个体因对自身健康状况的焦虑与担忧ꎬ在互联网上

进行过度或重复性的健康相关信息搜索ꎬ结果却加剧

了焦虑和担忧ꎬ进而导致过度的压力ꎬ甚至产生不必

要的医疗支出ꎻＳｈａｉｌａｊａ 等[７] 和 Ｓｒａｖａｎｉ 等[８] 则认为网

络疑病症是一种常见的寻求安全感行为ꎬ指的是由于

在互联网上不合理地搜索医疗信息ꎬ而导致对自身健

康状况产生毫无根据的焦虑升级ꎻ裴梦雪等[９] 将网络

疑病症定义为一种个体出于对自身健康的困扰或焦

虑ꎬ重复或者过度在线搜索健康相关信息以寻求安慰

的异常行为模式ꎬ该行为模式却使健康相关的困扰或

焦虑更加严重ꎮ 基于此ꎬ本文认为网络疑病症是指对

自身健康状况感到焦虑或困扰的个体在互联网上进

行不合理或过度的健康相关的信息搜索行为ꎬ结果反

而使这种健康相关的困扰和焦虑更加严重ꎮ
１.２　 测量工具　 目前ꎬ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发了多种用

于评估网络疑病症的工具ꎬ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

以下几种:(１)网络疑病症严重程度量表( Ｃｙｂｅｒｃｈｏｎ￣
ｄｒｉａ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ＳＳ) [１０] ꎮ 共 ３３ 个项目 ５ 个维度ꎬ
即不信任医疗专业人员、寻求安慰、过度性、痛苦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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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性ꎮ 后来ꎬ一些学者基于该量表制定了本土版或简

化版的网络疑病症严重程度量表[１１－１２] ꎮ (２)网络疑病

量表(Ｃｙｂｅｒ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Ｓ) [１３] ꎮ 包括 １３ 个项目ꎬ
从冲动和过度、担忧和恐惧 ２ 个维度对个体网络疑病

症症状的严重程度进行测量ꎮ (３)网络疑病严重程度

量表简表 ( Ｃｙｂｅｒ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ꎬ
ＣＳＳ－１２) [１４] ꎮ 该量表共有 １２ 个题项ꎬ包含过度性、痛
苦、强迫性和寻求安慰 ４ 个维度ꎮ 目前ꎬ该量表已经在

多项研究中广泛使用ꎬ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１５－１６] ꎮ
(４)简短网络疑病症量表( Ｓｈｏｒｔ Ｃｙｂｅｒ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Ｓｃａｌｅꎬ
ＳＣＳ) [１７] ꎮ 共有 ４ 个项目ꎬ围绕网络搜索健康信息后

的负面情绪展开ꎬ反映了网络疑病症的核心要素ꎬ但
在信、效度以及跨文化适用性方面还需要开展更深入

的探究ꎮ (５)中文版简式网络疑病量表[６] ꎮ 共包含 １２
个条目ꎬ从寻求帮助、过度关注、负面干扰和搜索焦虑

４ 个方面评估个体的网络疑病症倾向ꎮ (６)大学生网

络疑病症严重程度量表( Ｃｙｂｅｒ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ＳＳ) [１８] ꎮ 是用于评估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现状的量

表ꎬ共有 ２３ 个项目ꎬ分为焦虑加剧、强迫性、感知可控

性和在线医患互动 ４ 个维度ꎬ但该量表在普适性、信效

度等方面尚待进一步的检验ꎮ

２　 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流行情况

相关研究表明ꎬ网络疑病症在大学生群体中已经

较为普遍ꎮ Ｚｈｕ 等[１９] 在对中国大学生的横断面调查

中发现ꎬ有 ５７.６％患有网络疑病症ꎻＢａｇａｒｉｃ 等[２０] 的调

查显示ꎬ 克罗地亚大学生的网络疑病症患病率为

４８.５％ꎻＡｕｌｉａ 等[２１]研究发现ꎬ３７.６５％的印度尼西亚大

学生患有网络疑病症ꎻＥｌ－Ｚｏｇｈｂｙ 等[１５] 对埃及 ７ 所大

学的医学生开展横断面调查研究ꎬ结果发现 ８５.８％的

医学生存在网络疑病症症状ꎮ Ｓａｂｉｒ 等[２２] 研究发现ꎬ
７４.２％的巴基斯坦大学生患有网络疑病症ꎬ且男生患

病率(６６.９％)低于女生(８１.４％)ꎮ Ｓｒａｖａｎｉ 等[８]对印度

医学专业本科生的横断面调查显示ꎬ８９％患有网络疑

病症ꎬ男生患病率为 ９５％ꎬ女生为 ８２％ꎮ 此外ꎬ该研究

还发现大一和大三学生的网络疑病症患病率(９７％和

９６％)高于大二和大四学生(７５％和 ８７％)ꎮ
从经济条件看ꎬ患有网络疑病症的印度大学生

中ꎬ７０.６％属于较高的社会经济阶层ꎬ可能由于该人群

更可能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ꎬ访问互联网的机会大大

增加[２３] ꎮ 从专业来看ꎬ有研究发现印度尼西亚和伊朗

的医学生和非医学生群体的网络疑病症患病率存在

差异ꎬ医学生群体患病率相对较高[２１] ꎮ

３　 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影响因素

３.１　 个体自身因素

３.１.１ 　 心理因素 　 ( １) 情绪因素ꎮ 有研究发现ꎬ焦

虑[６－８ꎬ２０ꎬ２４－２９] 、担忧[１５] 、恐惧[２ꎬ７ꎬ３０] 和抑郁[６] 等负面情

绪会对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形成产生影响[２７ꎬ３１] ꎮ 其

中ꎬ健康焦虑对大学生网络疑病症有直接的正向影

响[６ꎬ２０ꎬ２４－２７] ꎮ 健康焦虑水平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频繁在

网络上搜索健康信息以确认自己的健康状况ꎬ但纷繁

复杂的网络信息往往会进一步加剧他们的焦虑ꎬ导致

网络疑病症的发生和加重ꎮ 特别是新型冠状病毒(以

下简称“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发生ꎬ对新冠病毒的

焦虑[８ꎬ２８]以及对被感染的持续恐惧[２ꎬ７ꎬ３０] 成为大学生

网络疑病症的重要情绪诱因ꎮ 这种焦虑和恐惧的情

绪使得他们在网络上反复查询相关信息ꎬ进而加剧了

网络疑病症倾向ꎮ 此外ꎬＺｈｏｕ 等[３２] 研究发现ꎬ压力与

大学生网络疑病症呈正相关ꎬ而述情障碍正向调节两

者的关系ꎮ (２)认知因素ꎮ Ｇｉｂｌｅｒ 等[２７] 研究发现ꎬ疼
痛灾难化思维正向影响大学生网络疑病症严重程度ꎮ
廖梅香等[３１]的研究表明ꎬ归因方式与大学生网络疑病

症存在正相关ꎮ Ｂｏｎｕｓ 等[３３] 研究指出ꎬ计算机自我效

能与大学生网络疑病症倾向呈正相关ꎮ 此外ꎬ刘雅

欣[２４]研究发现ꎬ不合理的健康信念对大学生网络疑病

症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ꎬ健康焦虑在二者之间起中介

作用ꎮ ( ３ ) 人格特质因素ꎮ 已有研究发现ꎬ 神经

质[１２ꎬ３１ꎬ３３－３４] 、责任心[３４] 、顺同性[３１] 等人格特质会对大

学生网络疑病症的严重程度产生正向影响ꎮ 另有研

究显示ꎬ低自尊的大学生更容易经历网络疑病症ꎬ因
为他们认为在网上搜索与症状相关的信息比见医生

更自在和舒适[３５] ꎮ 还有研究表明ꎬ焦虑敏感性与大学

生网络疑病症之间存在正相关[２９] ꎬ无法忍受不确定性

对大学生网络疑病症具有正向预测作用[６ꎬ２９] ꎮ (４)能

力因素ꎮ 多项研究探讨了健康素养与大学生网络疑

病症的关系ꎬ但研究结果存在差异ꎮ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等[２６]

研究发现ꎬ健康素养低的大学生在面对海量网络信息

时难以辨别真伪ꎬ盲目相信并产生不必要的担忧ꎬ从
而引发或加重网络疑病症ꎻ王岩[２５]的研究也证实了电

子健康素养与大学生网络疑病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ꎬ
但 Ｚｈｕ 等[１９]的研究结果却相反ꎮ 此外ꎬＺｈｏｕ 等[３２] 的

研究发现ꎬ有述情障碍的大学生更容易被自己的身体

反应所困扰ꎬ频繁进行与健康相关的在线搜索行为ꎬ
进而导致出现网络疑病症ꎮ
３.１.２　 生理因素　 有研究发现ꎬ无慢性病的大学生往

往更加关注自身健康状况ꎬ但又缺乏对疾病的了解ꎬ
因而更容易出现网络疑病症[３６] ꎻ另有研究表明ꎬ有无

合并症(即同时患有 ２ 种及以上疾病)的大学生网络

疑病症严重程度存在差异[３２] ꎻ还有研究指出ꎬ有疾病

史的大学生网络疑病症严重程度略高于无疾病史的

学生[２４] ꎮ 此外ꎬＳｈａｉｌａｊａ 等[７]的研究显示ꎬ食欲变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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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严重程度ꎮ
３.１.３　 行为因素 　 大学生的网络疑病症还受到社交

媒体使用行为[１５] 、在线健康信息搜索行为[１９ꎬ２２ꎬ２８ꎬ３６] 及

频率[１５]等因素的影响ꎮ 有研究探讨了大学生网络疑

病症与互联网使用习惯的关系ꎬ发现全天候访问互联

网、夜间使用互联网超过 １ ｈ 以及使用互联网时间≤５
年且每天≤６ ｈ 者的网络疑病症患病率更高[２３ꎬ３６] ꎮ 还

有研究指出ꎬ网络成瘾[２８] 和智能手机成瘾[１５－１６] 与大

学生网络疑病症严重程度存在正相关ꎬ而且网络成瘾

会通过引发大学生对新冠病毒的焦虑ꎬ进而正向影响

网络疑病症的严重程度ꎮ 还有研究发现ꎬ大学生观看

或阅读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相关新闻的时间与其网络

疑病症的严重程度有直接关系[８] ꎮ 此外ꎬＳｒａｖａｎｉ 等[８]

研究表明ꎬ运动锻炼和实施控制感染方案能负向影响

大学生网络疑病症严重程度ꎬ饮酒则会正向影响大学

生网络疑病症严重程度ꎮ
３.１.４　 一般人口学因素　 现有研究表明ꎬ女大学生更

倾向于通过网络寻求健康信息以获得安心感ꎬ因此会

比男大学生更容易患上网络疑病症[２ꎬ２４ꎬ３２ꎬ３６－３７] ꎮ 另有

研究指出ꎬ年龄较大的学生出现网络疑病症的可能性

更低ꎬ究其原因可能是年龄较大的个体对健康问题的

认知更加成熟[３６] ꎮ 还有研究发现ꎬ平均绩点高的大学

生比绩点低的学生表现出更严重的网络疑病症[３８] ꎬ但
Ｐａｔａｎａｐｕ 等[３７]的研究结果却与之相反ꎮ 还有研究探

讨了专业对大学生网络疑病症严重程度的影响ꎬ如
Ａｇｒａｗａｌ 等[１６] 的研究发现医学生比非医学生的网络疑

病症严重程度更低ꎬ但曹锦丹等[３９]研究发现两类学生

群体的网络疑病症严重程度并无显著差异ꎮ 此外ꎬ还
有研究发现独居、城市居民的大学生网络疑病症更加

严重[２] ꎻ而处于收支平衡的大学生网络疑病症严重程

度要高于入不敷出的学生[３６] ꎮ
３.２　 外部环境因素　 Ｂａｈａｄｉｒ 等[４０] 研究发现ꎬ不太可

靠的在线健康信息来源是大学生网络疑病症形成的

重要原因ꎬ而且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严重程度会因信

息来源的不同而有所变化ꎻＳｒａｖａｎｉ 等[８] 研究表明父母

职业是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显著预测因素ꎻ裴梦雪

等[９]的研究发现ꎬ父母拒绝(指父母以消极、否定的态

度对待子女ꎬ养育过程中缺乏爱心、关怀与支持ꎬ甚至

对子女进行体罚、辱骂等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与大

学生网络疑病症呈正相关ꎬ而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在其

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且受到自我聚焦注意的正向调节ꎮ
此外ꎬＭｒａｙｙａｎ 等[３８]研究发现学校的互联网接入情况

会对大学生网络疑病症产生影响ꎮ

４　 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影响

４.１　 对心理的影响

４.１.１　 对情绪的影响 　 多项研究发现网络疑病症会

提高大学生的焦虑水平[１ꎬ４１] ꎬ加重大学生的健康焦虑

程度[２ꎬ２６] ꎮ 还有研究发现ꎬ网络疑病症会显著增加女

大学生的抑郁风险[３] ꎮ 另有研究指出ꎬ新冠病毒疫情

期间网络疑病症会导致大学生产生相关焦虑[２８] ꎮ
４.１.２　 对认知的影响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等[２６] 研究发现ꎬ患
有网络疑病症的大学生会过度依赖网络信息进行自

我诊断ꎬ导致其面对健康问题时判断失准ꎬ进而降低

自身健康素养水平ꎮ 刘子琦[４２] 对在校大学生的研究

表明ꎬ网络疑病症水平会影响大学生健康威胁线索的

注意偏向ꎬ网络疑病症水平低的大学生对低健康威胁

刺激更敏感ꎬ网络疑病症水平高的大学生的注意偏向

不随威胁程度而变化ꎮ Ｂａｇａｒｉｃ 等[２０] 研究发现ꎬ网络

疑病症水平高的大学生通常能回忆起更多的健康相

关信息ꎮ
此外ꎬ还有研究指出网络疑病症正向预测大学生

的学业压力[３０] 和主观幸福感[１６] ꎬ其中网络疑病症对

大学生学业压力的正向影响受到创造性应对方式及

社会支持的正向调节作用[３０] ꎮ
４.２　 对行为的影响　 网络疑病症对大学生行为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上网行为方面ꎮ 有研究显示ꎬ网络疑病

症会影响大学生的在线健康信息搜索行为及频率ꎬ促
使大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反复搜索健康信息ꎬ即便结果

相互矛盾或无明确结论ꎬ仍会持续搜索ꎬ形成恶性循

环[１ꎬ１５ꎬ１９] ꎻ另有研究发现ꎬ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期间网络

疑病症严重的大学生会花费更多时间关注疫情相关

新闻ꎬ试图获取更多信息缓解焦虑ꎬ但往往适得其

反[４３] ꎻ还有研究表明网络疑病症会增加大学生网络成

瘾[４ꎬ４３]和智能手机成瘾[１５]的可能性ꎮ
此外ꎬ部分研究指出ꎬ网络疑病症还会对大学生

的社交活动[１] 、生活质量[３] 、睡眠质量[１９] 以及医疗行

为[４１]等产生负向影响ꎮ

５　 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干预策略

５.１　 认知行为疗法　 现有研究指出ꎬ认知行为疗法是

降低大学生网络疑病症水平的有效方法ꎬ其中具体措

施包括元认知疗法、理性情绪疗法、正念认知疗法

等[１５ꎬ２５] ꎮ 廖梅香等[３１] 对齐齐哈尔市某医学院 ８００ 名

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ꎬ按网络疑病基线分数等入组标

准筛选出 ２０ 名网络疑病症水平高的学生ꎬ随机分为试

验组与对照组各 １０ 名ꎬ对试验组开展 ８ 周正念训练

后ꎬ与对照组相比ꎬ试验组学生网络疑病症水平显著

降低ꎮ Ａｂｕ 等[４３] 也认为可以通过正念等方法引导学

生关注当下ꎬ放松身心ꎬ调节情绪ꎬ从而降低网络疑病

症的发生风险ꎮ 刘雅欣[２４] 建议高校心理教师利用理

性情绪疗法改变学生的不合理健康信念ꎬ进而降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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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网络疑病症水平ꎮ
５.２　 加强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可以改善个体的心理

状态ꎬ 有效预防大学 生 网 络 疑 病 症 的 形 成 和 发

展[８ꎬ１５ꎬ４３] ꎮ Ｅｌ－Ｚｏｇｈｂｙ 等[１５] 认为ꎬ规律的体育活动能

够减少大学生对智能手机的依赖ꎬ过度使用手机进行

健康信息搜索的行为也会相应减少ꎬ从而控制大学生

网络疑病症水平ꎬ减轻网络疑病症症状ꎻＳｒａｖａｎｉ 等[８]

的研究也证实了运动锻炼对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影

响ꎬ适当增加运动量能够降低网络疑病症发生的可能

性ꎬ为将运动锻炼作为预防网络疑病症的有效方式提

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ꎮ
此外ꎬ 还 有 学 者 建 议 通 过 提 高 电 子 健 康 素

养[２３ꎬ３６ꎬ３９] 、规范网络健康信息传播[７ꎬ３６] 等方式对大学

生网络疑病症进行干预ꎬ但这些策略的有效性还有待

进一步的验证ꎮ

６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ꎬ大学生网络疑病症受到自身心理、生
理、行为以及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ꎬ同时也会

对其身心健康和行为等产生不良影响ꎮ 尽管学术界

对于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

进展ꎬ但仍存在不足之处ꎬ具体包括:(１)现有针对大

学生网络疑病症的研究多为横断面调查研究ꎮ 未来

研究可开展大规模、长期的纵向调查ꎬ深入探究大学

生网络疑病症的共性和动态变化机制ꎮ (２)不同文化

背景下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健康观念和应对心理问题

的方式存在差异ꎬ可能会对其网络疑病症的形成、表
现以及发展演化产生影响ꎮ 未来学者可以开展关于

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跨文化研究ꎬ探讨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异同ꎮ (３)目前关于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干预研

究相对较少ꎬ传统干预方法的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检

验ꎮ 未来可以加强对大学生网络疑病症干预策略的

研究ꎬ从学校、家庭、个体及社会等层面探索能够有效

预防和应对大学生网络疑病症的手段和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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