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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研究表明，青少年媒体使用可能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以及相关行为(即注意力问题、多动和

冲动)有关。早期的研究中，对媒体–多动症关系的互动关系已经有一定积累，但不同的国家得出的结果

并不一致，由此猜测青少年媒体使用引起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可能与地区、文化等因素有关。本研究对

中国关于青少年整体媒体使用与ADHD相关行为之间的关系，借助荟萃分析(Meta analysis)进行实证研

究。结果表明青少年整体媒体使用与ADHD相关行为之间存在显著关系，OR = 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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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dolescent media use may be associated with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and related behaviors (i.e. attention problems, hyperactivity, and impulsivity). 
Early research has established a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ADHD interactions.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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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obtain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not consistent, so it is speculated that adolescents’ 
media use-induced ADHD may be related to regional, cultural and other factors. This study inves-
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all media use and ADHD-related behaviors of adolescents in 
China. Meta-analysis was used to conduct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overall media use and ADHD-related behaviors, OR = 
2.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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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是儿童和青少年最常见的慢性神经

发育性障碍，主要表现为与年龄和发育水平不相称的注意力不集中和注意时间短暂、活动过度和冲动，

常伴有学习困难、破坏性行为障碍和适应不良等问题。据统计，中国儿童的 ADHD 患病率为 6.26% (约
2300 万人)，西方国家为 5%到 6% (Polanczyk et al., 2010; 童连等，2013；王云等，2010；孙殿凤等，2009)。
传统上，ADHD 被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视为一种离散的疾病，其特征是极度的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和冲

动(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6)。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对患儿的日常生活、学习以及社

会交往能力影响极大，预后欠佳(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发育行为学组，2020)。 
到目前为止，ADHD 的原因尚不确定，一般认为与遗传、社会、家庭、营养饮食和产前日期有关(赵

日双，2013)。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发病率逐年上升(童连等，2013)。随着

电视、手机以及平板电脑等电子媒体的快速发展，儿童媒体使用时间也在明显增加(Rideout et al., 2010)。
过度暴露于电子媒体对儿童语言学习能力有显著影响(Zimmerman & Christakis, 2007)，会导致注意力缺陷

(Swing et al., 2010)，以及行为带有侵略性、饮食失调、睡眠问题和学习困难的负面影响(叶祎等，2009)。
娱乐类型的媒体对儿童的 ADHD 相关行为也有一定的影响，不少学者在此问题上做过研究(Christakis, 
2009; Nigg, 2006)。许多学者将娱乐类型的媒体对 ADHD 相关行为的潜在影响归因于其暴力性质

(Kronenberger et al., 2005; Levine & Waite, 2000; Zimmerman & Christakis, 2007)。 
然而，中国学者对儿童电视媒体使用与 ADHD 研究之间的关系研究不多，本文试图找出所有相关的

论文，进行荟萃分析，检测儿童电视使用是否与其 ADHD 的疾病有直接关联。 

2. 资料与方法 

2.1. 资料来源 

使用电脑检索中国知网(CNKI)，结合手动检索及文献追溯的方法，采用主题词和自由词相结合的检

索方法，收集国内截止到 2016 年 6 月的国内外公开发表的关于 ADHD 患儿与媒体使用关系研究的文献，

收集能够获得全文的文献。中文检索词包括，“ADHD”、“儿童”、“电视”、“青少年”、“危险

因素”、“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少儿电视”。 
获得全文文献后，首先，进行文献的质量评价并删除信息不足、研究内容重复以及数据不完整而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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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后续 meta 发现的文献。其次，对纳入研究的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进一步的浏览，搜寻可能存在遗

漏的文献。该项工作有两名工作人员共同完成，其中一人作为主要评价者，根据前期制定的检索策略，

独立完成检索结果的纳入，然后，两名工作人员共同对可能符合纳入条件的文献，进行全文的阅读与分

析，以保证文献能够达到纳入标准。第三步，两名工作人员交叉核对纳入文献的结果并复核，出现意见

分歧时，进行相互讨论，并按需请求专家协助，以保证纳入文献的合理与准确。 

2.2. 文献包含和排除标准 

文献入围以及排除标准： 
1) 文献中涉及电视观看、媒体使用与 ADHD 现象发生关系的研究 
2) ADHD 组符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V、DSM-V、DSMIV-TR)或《疾病和有关健康

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10)，对照组为正常人群 
3) 研究对象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 
4) 包含媒体使用(电视观看时长等)的测量 
5) 属于横截面的研究 
6) 文献原始资料为病例对照研究，并提供原始观察值 
7) 排除重复发表的文献(如同一研究有多个报道，选用最近发表的文献) 
8) 未能提供完整数据或者无对照组的研究均被排除 
9) 排除综述文献 

2.3. 文献质量评价 

文献质量评判借鉴纽卡斯尔–渥太华文献质量评价量表(Newcastle-Ottawa Scale, NOS)。对于初步入

围研究的文献进行评分，分值为 1~9 分，9 分为满分，分值越高，说明质量越好。在一般情况下，分值 6
分以上的文献，属于质量较好的，也是入围本次研究的界定分值。 

2.4. 数据提取与整理 

本研究对入围文献的关键信息与数据进行提取、整理与归纳。具体包括，文献名称、作者、出版刊

物、出版年份、研究区域、研究目的、研究对象、性别比例、样本数量、年龄大小、研究工具、研究方

法、研究设计、以及 ADHD 数组与每日媒体使用时长等。 
根据前设条件，通过对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共获得 453 篇相关联文献。根据阅读题目、摘要以及

全文排除文献 321 篇，合共 132 篇文献进入全文分析。根据排除规则，有 5 篇文献基本满足标准，进一

步分析分析，其中两项研究，因文献披露的数据不足，无法进行后续效应量的计算而放弃。因此，经定

性分析后最终纳入文献 3 篇，合共 632 个研究对象。文献筛选流程见图 1。 

2.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tata12.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因本次研究最终纳入分析的论文数量不大，无法进一步进行亚

组分析，因此本研究没有就纳入数据进行亚组计算。 

2.6. 计算效应量 

本研究关注媒体使用(主要是电视观看时长)对青少年 ADHD 行为发生的关联进行分析。以 OR 值(比
值比，odds ratio)为效应指标进行计算。通过合并研究数值进行合并 OR 值计算，同时进行异质性检验。

I2 作为异质性检验的评估数据，分四个区间(0, 25%, 50%, 75%)进行评估，计算数值代表异质性的高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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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I2 结果选择后续计算模型。当 I2 小于 50%，文献间的异质性不大，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Mantel-Haenszel 法)计算 OR 值；反之，当 I2 超过 50%时，说明纳入分析的不同研究之间存在较大的异

质性，后续研究模型应采纳随机效应模型(Dersimonian and Laird 法)来计算 OR 值。 
 

 
Figure 1. Article screening flow chart 
图 1. 文章筛选流程图 

 
经过初步分析，本研究采纳固定效应模型，计算 OR 值，同时进行偏倚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3. 结果 

根据青少年每日媒体使用时长分类，对前期数据进行进一步划分，以两小时为区间界定分区，计算

相应的效应量。 
首先，进行各个研究间的异质性检验。数据显示，I2 = 0，p = 0.793。由此说明，纳入的三个研究之

间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可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比值比(OR 值)的计算，结果如下，z = 5.43，合

并 OR 值 = 2.597，95%的置信空间为(1.84~3.666)，p = 0.000，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见青少年媒体使用(电
视观看时长)对 ADHD 的发生具有显著影响，可见表 1 和图 2。 
 
Table 1. Heterogeneity test, effect size and confidence interval 
表 1. 异质性检验、效应量与置信区间 

Study OR [95% Conf. Interval] %Weight 

张瑶等(1986) 2.480 1.648 3.732 72.45 

张郦君(2009) 3.500 1.386 8.835 12.00 
赵力立等(2016) 2.448 1.001 5.983 15.55 
M-HPooledOR 2.597 1.840 3.666 100.00 

Heterogeneity Chi-squared = 0.47 (d.f. = 2) p = 0.793；I-Squared (Variation in OR attributable to Heterogeneity) = 0.0%；

Test of OR = 1，Z = 5.43，p =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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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ummary of effect size OR values 
图 2. 效应量 OR 值汇总 

 
其次，对纳入研究文献进行发表偏倚分析 Egger 的测试，并绘制漏斗图。数据显示，三个研究之间

的偏倚分析，p = 0.565，p > 0.05，不存在发表偏倚，详见表 2。Begg’s 漏斗图和 Egger 的测试结果，见

图 3 以及图 4。 
 
Table 2. Egger’s test 
表 2. Egger 的测试 

Std_Eff Coef. Std. Err. t p > |t| [95% Conf. Interval] 

Slope 0.769 0.245 3.14 0.196 −2.347 3.885 

Bias 0.655 0.804 0.81 0.565 −9.565 10.876 

 

 
Figure 3. Begg’s funnel plot 
图 3. Begg’s 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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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Egger’s test results 
图 4. Egger 的测试结果 

4. 讨论 

出现 ADHD 现象或者行为的青少年，反应抑制能力受损，自我管理能力差，对其健康成长带来严重

威胁。 
本研究系统检索和评价近年来青少年媒体使用时间与 ADHD 发生率之间的对照研究，以 OR 值为效

应量，最终纳入国内研究文献 3 篇，632 人。本次 Meta 分析结果提示各个研究没有明显异质性。 
综合结果显示，青少年长时间观看电视会导致 ADHD 症状，不利于儿童的健康发育。类似的结果在

美国的 Meta 分析中得到证实，美国的风险比数值为 OR = 1.32 (Levine & Waite, 2000)，比中国的研究低，

显示中国的儿童对比美国儿童在同样的观看时长下，更容易因为长时间观看电视导致 ADHD 行为。对这

个结果的原因，可以归因于国内视频内容制作与美国少年儿童电视节目内容制作的差异。 
事实上，从青少年的健康心理与健康成长出发，专业制作的适合其年龄段观看的安全内容，有利于

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由此，青少年的媒体内容生产，需要媒体专业主义的深度介入，国内的青少年

视频内容制作，应该借鉴和参考海外的成功节目模式，努力为其生产更加安全的内容。本文的局限性主

要包括：1) 部分纳入文献数量样本不足，媒体使用类型单一等问题可能导致结果的偏差；2) 大部分研究

来自国内对青少年 ADHD 行为与媒体使用关系的研究不足，有待更多学者关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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