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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调查目前我国部分地区药物滥用者的

人口学特征及毒品滥用基本情况, 据此评估毒品流行现

状, 社会上毒品非法需求及其造成的危害性。方法: 自行

设计药物滥用基本情况调查表, 采用不记姓名自填调查

表方式, 分别对西安、北京、湖南、哈尔滨、贵州和湖北等

6 个地区 1103 例接受戒毒治疗的药物成瘾者进行随机

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 毒品滥用基本情况

(滥用时间、方式、剂量、经济耗费等) , 滥用毒品对家庭的

影响等。结果: 该群体平均年龄 2911±519 岁, 其中女性

吸毒者占 3912% , 吸毒者以无业人员为主 (占 4416% ) ,

但涉及至机关干部、科技文卫人员、警察和学生等社会阶

层; 滥用的主要毒品是海洛因 (分别有 9812% 和 8715%

的被调查者“曾经滥用过”和“滥用的主要毒品”是海洛

因) ; 滥用方式以烫吸 (占 5317% ) 和注射 (占 4715% ) 为

主; 每人平均日滥用海洛因剂量为 0173±0195g, 用于吸

毒的资费平均日消费为 24012±22814 元人民币; 毒品滥

用对家庭经济、家庭和睦和婚姻产生严重负面影响:

9213% 的吸毒者家庭不同程度负债, 2313% 的家庭“倾家

荡产”, 4918% 的家庭经常发生矛盾冲突;“戒毒回到社会

后的最大苦恼”的前五位因素分别是“心理上摆脱不掉

‘毒瘾’”、“得不到家庭理解、帮助”、“毒友引诱”、“没有工

作”和“社会歧视”。讨论: (1)上述地区吸毒群体的年龄、

性别、文化程度和职业等人口学特征近年来正在发生着

一些变化。从这些变化反映出目前吸毒原因已不再简单

地是由于青少年无知好奇因素造成, 还可能受到社会、文

化和个体精神因素等多方面负性因素的影响。这为当前

药物滥用预防提出了新的课题。 (2)综合分析表明, 吸毒

对个体身心健康、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巨大。例如, 根据该

群体滥用毒品剂量和所耗吸毒资费计算, 全国仅登记在

册的吸毒者 (按 2000 年报告的 86 万人)每年海洛因滥用

量为 229 吨, 耗资人民币达 753 亿元之巨。毒品问题在破

坏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同时, 也造成社会经济的巨大流

失, 严重地影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 (3)吸毒者这

一心理脆弱群体在脱毒回归社会后会面临和承受来自多

方面的压力, 如果家庭、社会不能及时帮助他们解决生

活、工作上的困难, 排解矛盾、咨询、治疗存在的心理问

题, 他们中的多数人会重蹈覆辙, 继续吸毒。因此, 如何动

员社会力量, 做好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工作, 解决他们

的实际问题, 应是药物滥用防治工作中应研究和解决的

一个重要问题。

关键词　药物滥用　现状　流行病学调查

我国药物成瘾者的人口学特征、滥用毒品种类、药物

滥用途径、每日毒品用量、经济耗费等基本情况对于分析

和评估药物成瘾者的特征、药物滥用现状及其滥用后果、

危害性具有重要参考作用。本文调查了西安市等 6 地区

1103 例药物成瘾者, 旨在对我国部分地区药物滥用现

状、特征和社会危害进行基本分析和评估。

一、调查对象与方法

自行设计药物滥用调查表, 对西安市等 6 地区戒毒

机构收治的 1103 例进行戒毒治疗的药物成瘾者随机进

行调查。调查采用不记姓名集中自填调查表的方式, 在讲

明调查的性质、目的、方法后, 由调查人员按调查表内容

顺序宣读、解释各项内容; 要求调查对象如实、认真地按

顺序填写相应内容, 对记忆不清或不详的项目或内容允

许空项。统计时以实际回答的有效项目为准。采用 Ep i2
info 统计软件录入统计。

二、结果

(一)地区分布及人口学特征

本调查 1103 例被调查对象分别来自西安市 (222

例)、北京市 (208 例)、湖南省 (101 例)、哈尔滨市 (71

例)、贵州省 (102 例)和湖北省 (399 例)。人口学特征详见

表 1。

表 1　六地区、市药物滥用者的人口学特征

特征 　人数 %

3 年龄 (岁) (有效应答者= 1095)

≤20 　　 　55 　 　510

21230 641 5815

31240 360 3219

≥41 39 316

性别 (有效应答者= 1095)

男性 　　　666 　　6018

女性 429 3912

文化程度 (有效应答者= 1076)

小学或小学以下 　 　　85 　 　719

初中 597 5515

高中 349 3214

72　 (总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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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大专 45 　412

婚姻状况 (有效应答者= 1032)

未婚 　　　455 　　4411

已婚 239 2312

离婚 198 1912

分居 25 214

丧偶 15 115

同居 100 917

职业 (有效应答者= 986)

工人 　　　186 　　1819

农民 19 119

科教文卫人员 14 114

机关干部 (公务员) 24 214

警察、军人 3 013

个体经商人员 220 2213

服务业人员 44 415

学生 4 014

无业人员 440 4416

其它 32 312

　　3 平均年龄= 2911±519 岁

　　 (二)药物滥用基本情况

11 初始吸毒时间

“初始吸毒时间”指由于各种原因第一次吸毒的年

份。在此项 1099 例有效应答者中, 最早的吸毒始于 1985

年, 绝大多数为 90 年代后开始吸毒, 且随着时间推移有

不断增加的趋势, 97 年达最高程度, 平均吸毒时间为 413

±219 岁, 详见图 1。

年　　　　份

图 1　吸毒者初始吸毒的年份分布 (有效应答者= 1099)

　　21 经使用和成瘾的药物种类

在此项 1076 例有效应答者中, 曾经使用和主要成瘾

物质种类详见表 2。

31 海洛因的平均日用量和吸毒经济耗费

在海洛因平均日滥用剂量一项 1055 例有效应答者

中, 滥用剂量≤015g 的共 618 人 (5816% ) , 016～ 1g 的共

314 人 (2918% ) , 111～ 115g 的共 51 人 (418% ) , 116～

210g 的共 54 人 (511% ) , ≥211g 的共 18 人 (117% )。在

用于吸毒经济耗费一项 1090 例有效应答者中, 平均日支

出 24012±22814 元人民币。每日海洛因滥用剂量及其用

于吸毒的毒资耗费详见表 3、表 4。

表 2　滥用麻醉药品种类 (有效应答者= 1076)

种　类

曾经使用过的

物质种类

主要成瘾物质种类

(限一种)

n % n %

海洛因 　1057 　9812 　942 　8715

鸦片 135 1215 59 515

度冷丁 99 912 42 319

吗啡 　　 5 　 015 　　0 2
二氢埃托啡 　 114 　1016 　　8 　 017

美沙酮 36 313 15 114

丁丙诺啡 44 411 2 012

其它 72 617 8 017

表 3　海洛因每日用量及

　 　其吸毒经济耗费

3 每人日海洛因滥用剂量

(有效应答者= 1055)

剂量 (g)
例数

(n)
%

010120110　164 　1515

011120120 110 1014

012520150 344 3216

01621100 314 2918

11121150 51 418

2100 54 511

2150 4 014

> 2150 14 113

　3 每人平均日海洛因用量= 0173

±0195g

　

表 4　吸毒者每日经济耗费　

3 每人日用于吸毒的经济

耗费 (有效应答者= 1090)

人民币

(元)

例数

(n)
%

≤50　168 　1514

602100 238 2118

1012200 287 2613

2012300 175 1611

3502400 67 611

4502500 73 617

5502600 31 218

6502700 7 016

7502800 22 210

900 2 012

≥1000 20 118

　3 每人平均日支出用于吸毒的

费用= 24012±22814 元

　　41 滥用方式

在 1081 例有效应答者中, 5 种滥用方式的人数依次

是: 烫吸 580 例 (5317% )、注射 513 例 (4715% )、口服 46

例 (413% )、香烟卷入 19 例 (118% ) 和鼻吸 6 例 (016% ) ;

其中有 83 人次同时采用 2 种方式滥用毒品。

(三)吸毒对家庭的影响

本调查选择 6 项由于吸毒对家庭产生重要影响的因

素, 结果见表 5、6。

(四)吸毒者中吸烟、喝酒情况

11 吸烟情况

该群体普遍吸烟。在吸毒前每日平均吸烟支数为 1417

±916 支, 吸毒成瘾后增加至每日 3316±1911 支, 平均每

人每日吸烟量增加近 1 包。

21 饮酒情况

该群体中 329 例在吸毒期间不同程度饮酒, 戒毒后

有 362 例不同程度饮酒或染上饮酒习惯, 戒毒后饮酒主

82 (总 220)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 2002 年第 5 期总第 4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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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 用于排解烦恼 334 例 (占 9213% ) , 用于替代毒

品 109 例 (占 3011% ) , 用于缓解稽延症状 55 例 (占

1512% ) , 其它原因 178 例 (占 4912% )。饮酒一般情况详

见表 7。

表 5　吸毒对家庭的影响

　 　 (有效应答者= 1103)

　
例数

(n)
%

倾家荡产 　257 2313

离婚 198 1810

分居 25 213

家庭矛盾 549 4918

卖儿卖女 2 012

表 6　吸毒者中的负债情况
(有效应答者= 1018)

　
例数

(n)
%

负债 (N = 1018 例, 占 9213% )
< 015 万元 　703 　6317

01521 万元 129 1117

2 万25 万元 74 617

6 万210 万元 88 810

≥11 万元 24 212

表 7　饮酒情况 (有效应答者= 1103)

每日饮酒量

　

吸毒期间饮酒 戒毒后饮酒 (N = 362)
例数 (n) % 例数 (n) %

白酒 (斤)

≤015 　260 　2316 　249 　2216

0162110 32 219 65 519

> 110 2 012 13 112

啤酒量 (瓶)

≤110 　 20 　 118 　　9 　 018

1112210 10 019 7 016

> 210 5 015 19 117

　　 (五)复吸情况

本调查 16 项复吸因素, 按影响程度大小顺序排列如

下:“严重影响”1 项, 中度影响共 10 项, 轻度影响, 共 5

项, 详见表 8。1103 例被调查者中戒毒后 3 年内复吸 1 次

1076 例 (占 9716% ) , 复吸 2 次 854 例 (占 7714% ) , 复吸

3 次 708 例 (占 6412% )。

(六)回到社会后的最大苦恼

对“戒毒回到社会后最大的苦恼是什么”一项 935 例

有效应答者中, 认为“心理上摆脱不掉‘毒瘾’”的 242 例

( 占 2519% ) , 得不到家庭理解、帮助的 210 例 (占

2215% ) ,“毒友引诱”190 例 (占 2013% ) ,“没有工作”152

例 (占 1613% ) ,“社会歧视”93 例 (占 919% ) ,“身体上存

在遗留症状, 并因此困扰自己”27 例 (占 219% ) 及其它原

因 21 例 (212% )。

三、讨论

(一)关于吸毒者的人口学特征

本调查结果显示, 该群体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在年

龄上, 该群体平均年龄为 29 岁, 平均吸毒时间为 413 年,

亦即大多数人染毒的年龄在 25 岁左右; 第二, 在性别上,

女性吸毒者占 3912% , 根据近年流调资料的对比显示,

表 8　复吸因素

复吸因素

　

因素分

X±SD

严重影响

　毒友影响

中度影响

　追求享乐

　心烦苦恼

　无聊或无事可做

　心里难以忍受

　毒贩引诱

　回到原吸毒环境诱发

　稽延症状影响

　又有了吸毒的经济来源

　家庭、单位冷落歧视, 破罐破摔

　睡眠原因

轻度影响

　看到吸毒工具诱发

　缓解疲劳不适

　重返社会后的补偿心理

　戒毒是被迫的, 根本就不想戒

　企图借吸毒提高性机能

　

2106±1102

　

1177±1115

1169±1103

1165±1107

1150±1113

1141±1118

1139±1112

1129±1104

1129±1109

1129±1115

1127±1107

　

0196±0197

0196±0196

0180±1104

0173±0196

0150±0185

女性吸毒增长速度明显超过男性; 第三, 在文化程度上,

受过高等教育 (大学、大专) 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吸毒者分

别占 412% 和 3214% ; 第四, 在职业上, 尽管仍以无业人

员和个体经商者为主, 但已波及到包括科教文卫人员、机

关干部和军人、警察在内的社会各层面; 此外, 该群体离

婚、分居者高达 20% 以上。该群体人口学特征同 90 年代

初期吸毒人群比较略有不同, 特别是性别、职业、文化程

度上的变化应引起注意。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吸毒原

因已不再简单地是由于青少年好奇无知因素造成, 还可

能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文化和个体精神因素等多方面

的负面影响。这也为今后药物滥用预防教育提出了新课

题。

(二)关于药物滥用的基本情况

该群体滥用的麻醉品中, 以违禁毒品海洛因最多: 海

洛因成瘾者占 8715% ; 而曾经滥用过的达 9812%。说明

海洛因仍是现阶段我国吸毒者滥用的主要毒品。

在滥用毒品方式中, 以烫吸为主 (占 5317% ) , 注射

为次 (占 4715% )。从毒品滥用量分析, 平均每人日海洛

因滥用量为 0173g, 每人平均日支出用于吸毒的费用为

24012 元人民币。以此结果推算我国吸毒者的耗费为 (以

86 万登记数字为限) : 年消耗海洛因 22911 吨, 用于吸毒

(海洛因滥用)的消费为 75314 亿元人民币。而在如此巨

大经济流失的同时, 必然造成严重的家庭问题。本调查显

示大多数吸毒家庭都有负债, 倾家荡产者占 2313% , 个

92　调查与研究　 (总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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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家庭甚至卖儿卖女; 离婚、分居者达 20% 以上。此外,

在毒品的巨大诱惑下, 在给吸毒者造成永无宁日的身心

折磨中, 在倾家荡产、走投无路时, 吸毒者往往选择铤而

走险的犯罪行为, 给社会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危

害, 造成严重社会问题, 形成吸毒——经济耗费——社会

危害的恶性循环。

(三)复吸问题

复吸是严重困搅吸毒者, 也是药物依赖治疗中所面

临的一个难以解决的现实问题。该群体中 9716% 的人在

3 年内经历过一次, 7714% 的人经历过两次, 6412% 的人

经历过三次复吸。本调查显示, 复吸的原因是复杂的, 既

有心理问题, 也有社会、环境因素和稽延性症状困搅。因

此, 解决复吸问题也应多方入手。除建立科学、有效、可行

的戒毒、康复治疗模式外, 还应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支

持这项工作, 例如对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工作落实, 工

作技能训练, 社会帮教、社区监管等。

综上, 根据我国药物滥用的现状、特点和变化, 积极

采取相应的防治对策, 包括对于一般人群的一级预防和

已染毒人群的二级、三级预防应该是在各级政府领导下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我院门诊麻醉药品使用情况调查分析
唐志华　阮调英　陈叶红

(绍兴市人民医院　绍兴　邮编 312000)

　　摘要　本文对我院 2000 年门诊麻醉处方 913 张进

行了统计分析。并用DDD 和D U I为指标分析其使用情

况。结果我院门诊常用麻醉药品 5 种, 频率依次为哌替啶

49173% ; 美施康定 34139% ; 阿桔片 8154% ; 可待因

6179% ; 吗啡 0155%。其中美施康定的D U I> 1, 为 1115,

其它药物的D U I均< 1, 大部分处方符合麻醉药品的用

药规定, 极少部分处方存在用法方面的问题。调查结果显

示我院门诊麻醉药品使用基本合理。

关键词　麻醉药品　处方分析　D U I

麻醉药品是指连续使用后易产生身体依赖性, 能成

瘾癖的药品, 是一类受国家法律严格监控的药品。麻醉药

品的使用是否合理, 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和社会的稳

定。为此我们调查了我院 2000 年度门诊麻醉药品使用情

况, 并作一简析, 以供参考。

一、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统计绍兴市人民医院 2000 年门诊麻醉处

方, 分别就处方的一般情况 (性别, 年龄, 科室) , 用法、用

量和药物利用指数 (DU I)进行分析。

21 方法　以W HO 推荐的“限定日剂量”(DDD ) 方

法, 参考中国药典 (2000 版) , 新编药物学 (第 14 版) 及临

床实际应用情况, 确定各药的 DDD 值, 并计算各药的

DDD s 及药物利用指数 (DU I)。DU I≤1 为合理用药。计

算公式为:

DU I= DDD sö用药总天数

DDD s(总DDD 数) = 总用药量ö该药的DDD 值

二、结果

11 共收集麻醉处方 913 张, 应用药物共 5 种, 其中

哌替啶 (100m gö支 431 张, 50m gö支 23 张) 454 张, 使用

频率为 49173% ; 美施康定 314 张, 频率为 34139% : 阿桔

片 78 张, 频率为 8154% ; 可待因 62 张, 频率为 6179% ;

吗啡 5 张, 频率为 0155%。

21 一般情况分析, 见表 1。

31 用法、用量分析, 见表 2。

表 1　门诊麻醉处方的一般情况分析 (张数)

药名与

剂量
男 女

年　　龄

10～ 30 31～ 80
内科 外科

美施康定

(30m gö片)
182 132 7 297 199 115

哌 替 啶

(100m gö支)
279 152 33 394 135 296

哌 替 啶

(50m gö支)
13 10 4 16 5 18

阿 桔 片 45 33 18 60 73 5

可 待 因

(30m gö支)
34 28 7 55 62 0

吗　　啡

(10m gö支)
4 1 0 5 3 2

表 2　门诊麻醉处方的用法、用量分析 (张数)

药名 单 次 用 量
每 天 用 药 频 率

qd bid tid qid

美施康定
30m g

106

60m g

178

90m g

30
2 309 3 0

哌 替 啶
50m g

23

75m g

157

100m g

274
438 16 0 0

阿 桔 片
1 片

47

2 片

27

3 片

4
33 8 35 2

可 待 因
30m g

57

60m g

5

90m g

0
5 7 47 3

吗　　啡
5m g

2

10m g

3

15m g

0
5 0 0 0

　　41 麻醉药品的利用情况分析, 见表 3。

51 在 913 处方中, 用于癌症镇痛的有 489 张, 占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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