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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采用90项症状清单 (SCL 290)、

生活事件量表 (L ES) 和药物滥用调查表对云南、

黑龙江省两个地区戒毒所收治的 187 例阿片依赖

者进行了心理问题筛查、生活事件调查和脱毒治

疗后复吸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 在SCL 290 九项

因子中, 躯体化症状、抑郁、敌对和偏执等四项因

子均分显著高于正常常模组均分; 60% 的阿片依

赖者L ES 分值超过32分正常人阈值, L ES 大于

32分者在 SCL 290 总均分及其它九项因子均分均

显著高于小于 32 分者; 此外, 复吸次数越多,

SCL 290 总分愈高。此调查提示该阿片依赖者群

体中存在的心理卫生问题, 这些心理卫生问题同

其经历生活事件的刺激和复吸毒有显著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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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调查表明, 药物滥用者在精神卫生

和个人经历的生活事件等方面明显不同于一般

人群〔1～ 3〕。本文调查了 187 例阿片依赖者的一

般心理卫生状态, 所经历的生活事件及其与戒

毒治疗后复吸毒因素的关系, 旨在探讨药物滥

用者的一般精神病理症状及其与复吸有关的社

会、心理因素的联系。

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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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D erogat is 等编制, 吴文源、王征宇等

翻译的90项症状清单 (Sym p tom Check list 90,

SCL 290)〔4〕, 张亚林、杨德森编制的生活事件量

表 ( life even t sca le, L ES)〔5〕和自行编制的药物

滥用调查表对云南省和黑龙江省两地区戒毒所

收治的187例阿片成瘾者进行了心理卫生问题筛

查、生活事件调查和脱毒治疗后复吸毒情况的调

查。调查采用匿名方式, 将调查目的、内容向受试

者交待清楚。SCL 290采用集体填写问卷方式,

L ES 和复吸等一般病史调查采用个别填写问卷

和访谈方式。调查原始数据采用 EP I IN FO 录

入, SA S 软件对数据进行 t 检验和方差分析。

二、结果

(一) 人口学特征: 187 例阿片依赖者, 男性

134 例 (占 71166% ) , 女性 49 例 (26120% ) (性

别漏填 4 例) ; 年龄: 平均年龄 28136±5171 岁,

其中 20 岁以下 11 例 (5188% ) , 21～ 30 岁年龄

段 112 例 ( 59189) , 31～ 40 岁年龄段 63 例

( 33169% ) , 41 岁以上 1 例 (0153% ) ; 职业分

布: 个体经商 116 例 ( 62103% ) , 工人 13 例

(6195% ) , 无业 11 例 (5188% ) , 服务行业 8 例

( 4128% ) , 农民、干部各 6 例 (3121% ) , 学生 1

例, 其它行业 19 例 (此项漏填 7 例) ; 婚姻状况:

未婚 55 例 (29141% ) , 已婚 78 例 (47171% ) , 离

婚 28 例 (14197% ) , 分居 4 例 (2114% ) , 丧偶 1

例, 未婚同居 19 例 (10116% ) (此项漏填 2 例)。

(二) 复吸频率: 187 例阿片依赖者戒毒治

疗后重新吸毒 (复吸)率为 80121% , 其中复吸 1

～ 2 次、3～ 5 次、6～ 10 次和 11～ 20 次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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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况 分 别 是 4410% ( 66ö150 )、3113% ( 47ö
150)、2010% (30ö150)和 417% (7ö150)。

(三)阿片依赖者 SCL 290 因子均分与阳性

项目数: 在 SCL 290 九项因子中, 除焦虑和精神

病性 2 因子外, 余 7 项因子同常模均分比较差

异具有显著性, 见表 1。

表 1　阿片依赖者 SCL 290 因子均分和阳性项目数与正常成人 (常模)比较

受试者 (N = 187)

X　±　SD
常模 (N = 1388)

X　±　SD
U

躯体化症状 1167 0151 1137 0148 　　71483

强迫症状 1137 0155 1162 0158 251713

人际关系敏感 1130 0171 1165 0151 261613

抑郁 1187 0167 1150 0159 7113

焦虑 1148 0160 1139 0143 11953 3

敌对 2129 1107 1148 0156 91983

恐怖 0192 0167 1123 0141 261073

偏执 1158 0175 1143 0157 21613

精神病性 1132 0168 1129 0142 01593 3

阳性项目数 68124 17127 24192 18141 271923

　　3 P< 0105; 　　3 3 P> 0105

表 2　阿片依赖者 SCL 290 因子均分

　　　与生活事件刺激的关系

SCL 290 因子 L ES 均分 N X ±SD t

总分　　　　 < 32 67 107143 48117
26168

≥32 105 155109 41130
躯体化症状　 < 32 74 1144 0161

24182
≥32 111 1182 0136

强迫症状　　 < 32 75 1115 0163
24145

≥32 109 1152 0143
人际关系敏感 < 32 74 0192 0159

26179
≥32 110 1156 0168

抑郁　　　　 < 32 74 1148 0172
26103

≥32 110 2114 0175
焦虑　　　　 < 32 71 1119 0161

25133
≥32 109 1166 0152

敌对　　　　 < 32 75 1162 1107
27176

≥32 111 2175 0181
恐怖　　　　 < 32 75 0167 0157

25161
≥32 111 1118 0167

偏执　　　　 < 32 75 1101 0139
24198

≥32 108 1129 0133
精神病性　　 < 32 74 0194 0155

27133
≥32 110 1158 0163

　　all t value< 01001

　　 (四) 阿片依赖者 SCL 290 因子均分与生活

事件刺激的关系

根据L ES 标准〔5〕, 本调查以 32 分为生活

事件刺激阳性值, 将L ES 低于和等、高于 32 分

的阿片依赖者 SCL 290 因子均分进行了比较。

结果生活事件均分等、大于 32 分的阿片依赖者

的所有 9 项因子均分分值均显著高于生活事件

均分小于 32 分者, 详见表 2。

(五) SCL 290 与复吸次数的关系

SCL 290 总均分和阳性项目数在复吸 1～ 2

次、3～ 5 次、6～ 10 次和 11～ 20 次之间比较差

异具有显著性, 详见表 3、4

表 3　SCL 290 总分与复吸次数之间的比较

复吸次数 N SCL 290 总均分 F 值

1～ 2 63 119103
3～ 5 45 150173 41633

6～ 10 25 154140
11～ 20 6 147133

　　3 P= 010041

表 4　SCL 290 阳性项目数均分与复吸

　　　次数之间的比较

复吸次数 N SCL 290 阳性项目数均分 F 值

1～ 2 63 62157
3～ 5 45 72113 21693

6～ 10 25 70100
11～ 20 6 60167

　　3 P= 010345

三、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 在 SCL 290 的九项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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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分中, 阿片依赖者在躯体化症状、抑郁、敌对、

偏执等四项因子的均分显著高于常模组均分,

而其它因子均分分值与常模组比较无显著性差

异, 或低于常模组均分。提示该阿片依赖群体心

理卫生问题的大体分布情况, 在上述四项症状ö
体征中, 特别是躯体化症状和抑郁反映了这一

群体心身障碍的主要特点。此外, 由表 3 可见,

复吸次数越多, SCL 290 总分越高, 表明复吸次

数同心理障碍有一定的关系。

本调查还发现, 阿片依赖者心理卫生问题

同生活事件刺激量有直接关系。根据对L ES 结

果的解释, L ES 总分越高反映个体的精神压力

越大。95% 的正常人一年内的L ES 总分不超过

20 分, 99% 的不超过 32 分。分值越高对心身健

康的影响越大〔5〕。该群体有约 60% 的阿片依赖

者L ES 分值超过 32 分, 且大于 32 分的阿片依

赖者在 SCL 290 总均分及其它九项因子均分均

显著高于小于 32 分的阿片依赖者 (表 2)。说明

生活事件对心理障碍有显著的影响。

从人口学特征看, 该群体中有近 70% 是个

体经商者和无业者, 离婚、分居率远高于一般人

群。这种职业特征, 加之教育程度较低, 应付、解

决生活事件能力差可能是导致心理卫生问题的

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多数戒毒机构在对阿片依

赖者进行脱毒治疗时, 往往忽视了药物滥用者

中存在的潜在心理障碍问题。国外一些研究发

现, 心理障碍和负性情感经历往往是复吸毒的

诱发因素〔6, 7〕。提示吸毒者进行戒毒治疗时应

积极治疗其存在的心理障碍问题, 在回归社会

后注意解决他们存在的职业、家庭问题, 给予必

要的社会支持, 这是巩固戒毒治疗效果, 减少复

吸率的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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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因和阿片滥用者流行学调查分析
魏煜军　朱建彪

(西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　西安　邮编 710061)

　　摘要　本文对 350 例海洛因和阿片滥用者

流行学调查, 统计结果显示: 男性, 未婚, 初中以

下文化程度, 21～ 30a 年龄段的无业, 工人, 个

体户是滥用的主要人群。滥用主要药物是海洛

因, 多药滥用现象严重。滥用药物 1 年以内和 3

年以上者居多。烫吸是主要用药方式。海洛因、

阿片主要来自“黑市”。主要合用药物三唑仑、曲

马多、速可眠等来自零售药店和医院。药物滥用

者中违法犯罪情况比较多见, 占 45143% , 既往

曾被强制戒毒者占 23143%。

关键词　药物滥用　流行学调查　多药滥

用　违法犯罪

一、对象和方法

我们采用卫生部药物滥用监测中心设计的

“药物滥用监测登记表”并附加“违法犯罪情

况”, 对我院戒毒科 1996 年 7 月 10 日至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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