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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资料表明, 苯丙胺类兴奋剂( ATS) 的滥用呈增长趋

势。甲基苯丙胺( 冰毒) 和亚甲二氧甲基苯丙胺( MDMA, 俗

称摇头丸) 是这类物质中最常被滥用的物质。在内地随着改

革开放的深入,ATS 的流入增多, 使用人数逐年增加。为了

了解这方面的有关情况, 我们对西安部分地区发现的滥用者

进行抽样调查,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

在自愿戒毒者中, 了解到 ATS 使用者, 采用目的抽样方

法( 滚雪球方式招募方法) 收集滥用者。被调查对象均居住

在西安市, 为社会各行各业人员, 无年龄限制。

二、方法

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WHO) Robert Ali 博士及John Mars-

den 博士制定的包含定式和开放性调查问卷, 共有10 个部

分。该调查工具包含下列有效的问卷( 或调查条目源于这些

问卷) : ①来自 Maudsley 成瘾提纲的药物使用评估部分

( MAP . Marsden) . ②GHQ- 12( Goldberg 等1972) 。③SF-12

生活质量测量。④获得 HI V 的高危性行为问卷( HRBS ,
Darke 等1991) 。由精神科专业医师与使用者单独交谈, 并

如实记录, 对谈话内容保密。将10 个部分的调查资料进行

归纳、总结, 数据用 x ±s 及百分数表示。

结 果

一、一般资料

共收集33 例, 其中2 例使用冰毒,1 例使用过冰毒和摇

头丸,30 例使用摇头丸。平均年龄( 27 .9 ±6 .69) 岁, 最小17

岁, 最大45 岁。男性22 例, 占67 % 。除1 例为维吾尔族外,

其余均为汉族人。已婚20 例, 独身13 例。教育程度: 大学

( 包括大专) 4 例, 高中8 例, 初中14 例, 中专6 例, 文盲1 例。

职业: 无业10 例, 个体10 例, 在职人员7 例, 学生5 例, 司机

1 例。

近1 年内滥用其他药物的情况: 海洛因占52 % , 大麻占

9 % , 度冷丁与吗啡各占3 %。

二、滥用情况

被调查者有94 % 在酒吧、俱乐部使用ATS,31 例为口服

用药,1 例曾经静脉注射和烫吸过冰毒, 另1 例为烫吸摇头

丸。服用摇头丸时, 所伴随的饮料情况如下: 啤酒17 例, 占
57 % ; 红酒7 例, 占23 % ; 可口可乐 2 例, 占7 % ; 矿泉水3

例, 占10 % 。首次使用 ATS 的平均年龄为( 26 .94 ±6 .79)

岁, 最小16 岁, 最大45 岁。冰毒的使用剂量为每次1 块或1

小配药勺( 片状) 。摇头丸每次平均使用量( 0 .90 ±0 .35) 片。

近1 年ATS 的平均使用次数( 14 .15 ±32 .69) 次, 最少1 次,

最多达144 次。近3 个月来的平均使用次数( 4 .61 ±10 .64)
次, 最少0 次, 最多48 次。被调查者获得 ATS 的主要方式

如下: 从朋友处免费获得11 例, 占33 % ; 从朋友处购买或代

购12 例, 占36 % ; 从熟人处买或获得9 例, 占27 % ; 从药房

买或获得1 例, 占3 % 。

三、使用ATS 后主观体验

被调查者近一年来使用 ATS 的主观体验如下: 服用

ATS 感到不舒服28 例, 占85 % ; 使用 ATS 后感到焦虑、紧

张25 例, 占76 % ; 当 ATS 效果逐渐消失时, 有疲劳、食欲减

退等不舒服感29 例, 占88 % ; 由于使用 ATS, 工作/ 学习出

错7 例, 占21 % ; 继续使用 ATS , 不打算减量7 例, 占21 % ;

继续使用 ATS, 但会减量11 例, 占33 % ; 不打算再使用 ATS

15 例, 占45 % 。

四、服用原因

被调查者使用ATS 有多种原因, 统计结果见表1 。
表1  服用 ATS 的原因统计

  原因 例数 %

1 . 为提高工作( 学习) 时的注意力 2 6

2 . 为保持工作时清醒状态 2 6

3 . 为忘记工作压力 11 33

4 . 为改善工作表现 3 9

5 . 为使自己在压抑时感觉舒服些 25 76

6 . 为在晚上和朋友熬夜时保持清醒 10 30

7 . 提高情绪使自己快乐 29 88

8 . 仅仅为真正获得上头或中毒样状态 14 42

9 . 为帮助减肥 3 9

10 . 为享受与朋友的交往 17 52

11 . 为帮助放松 26 79

12 . 为促进或增强其它药物的效用。( 毒品或酒精等) 3 9

13 . 帮助减轻其它物质( 药、酒) 的后续效应 0 0

14 . 为了在社会场合更有信心或更健谈 9 27

15 . 帮助解除抑制( 情绪、行为、思维) 16 48

16 . 为提高性快感 17 52

17 . 为改善忧虑 9 27

  五、工具性使用 ATS
被调查者中, 工具性使用ATS 者共有6 例, 占18 % , 为

职员、色情服务者及司机。有5 例近一年使用 ATS 的次数

多于10 次。均不同程度出现情绪消沉、焦虑、易激惹, 记忆

明显不如以前, 工作/ 学习出错率高。有2 例存在明显偏执

及迫害观念。

讨 论

ATS 是一组具有多种兴奋作用的中枢神经系统兴奋

剂, 它与阿片类的作用截然不同, 可使个体处于高度警觉状

态, 活动增加, 睡眠减少, 食欲减退, 同时表现为自信心、自我

意识增强, 思维敏捷, 音乐感强, 精力旺盛等
[ 1]

。脑化学研

究发现长期滥用ATS 时, 能损伤人脑细胞, 导致认识缺陷、

精神病和活动失调等[ 2] 。本次调查中, 使用ATS 后有焦虑、

紧张、疲劳等不舒服感觉者占76 % 以上, 工作/ 学习出错者7

例, 占21 % 。有5 例近一年使用 ATS 的次数多于10 次, 它

们存在记忆减退, 工作出错率高, 情绪改变, 易激惹; 其中2

例出现精神病性症状。

甲基苯丙胺( 冰毒) 和 MDMA( 摇头丸) 是 ATS 中最常

被滥用的物质。本次调查中, 单独使用摇头丸有30 例, 单独

使用冰毒有 2 例, 1 例为混合使用者。滥用者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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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9 ±6 .69) 岁, 与国内报道的主要滥用人群相仿[ 3] 。被调

查者均居住在大城市, 文化程度在初中水平之上。我们发现

长期频繁滥用者较少, 被调查者中有28 例近一年使用 ATS
的次数少于10 次, 有45 % 者不打算再用,33 % 的人准备减

量。使用 ATS 是为了提高情绪使自己快乐者占88 % , 为帮

助放松者占79 %。

甲基苯丙胺( 冰毒) 和 MDMA 在酒精和水中均有较好

的溶解度, 且酒能使 ATS 作用加快加强
[ 3]

。本次调查也发

现大多数被调查者随啤酒、红酒一同服下, 少数随矿泉水、可

口可乐服下。绝大多数调查者是在酒吧、俱乐部使用 ATS ,

这与国内外报道的相类似。据调查者陈述, 冰毒很少听说,
而摇头丸在迪吧中多见, 使用者多为20 岁以下的年轻人。

本次调查中, 有4 例年龄在20 岁以下。

被调查者中, 近一年内滥用海洛因占52 % , 大麻占9 % ,

度冷丁与吗啡各占3 % , 且多药滥用者年龄均偏大,ATS 使

用次数少, 对ATS 缺乏了解, 不敢频繁使用, 担心对身体危

害大, 成瘾后难以去除。这一特点, 有利于我们开展宣传教

育工作, 以控制、预防ATS 在内陆地区滥用趋势的扩大化。

本次调查中, 工具性使用ATS 者共6 人, 占18 % 。职业

为职员、色情服务者及司机。这些人使用ATS 次数频繁, 对

ATS 缺乏认识, 错误的认为ATS 不成瘾, 是安全、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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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1 月～2000 年12 月, 我院对236 例产妇产后是

否存在意识功能短暂缺失进行了观察
[ 1] , 并对产程中应用

镇痛剂是否可降低产后意识功能短暂缺失的发生率进行了

探讨。

资料与方法

236 例产妇均为正常初产妇, 均经阴道分娩, 年龄20 ～

32 岁, 平均年龄24 .2 岁, 无妊娠并发症及合并症。入院后

随机分为两组, 一组为对照组118 例, 不用镇痛剂; 另一组为

镇痛组118 例, 在产程中肌注杜冷丁1～2 次, 每次50 毫克。

两组产妇在年龄及产程上无明显差异。

结 果

产后5 天内, 对两组产妇定向力、计算力、记忆力进行测

试, 采取问答方式, 问三个基本相同的问题: ①南方在哪个方

向? ②16 减8 等于多少? ③你家在什么地方? 有几口人?

根据回答的准确性综合判定其意识功能, 三个问题均回答正

确为正常, 否则为异常。观察产妇产后存在意识功能短暂缺

失, 产程中应用镇痛剂可显著降低其发生率( P < 0 .05) , 见

表1。
表1  两组发生产后意识功能短暂缺失比较

时间
对照组( n = 118)

发生例数 %

镇痛组( n = 118)

发生例数 %

产后第一天 36 30 .5 9 7 .6

  第二天 11 9 .3 3 2 .5

  第三天 3 .3 2 .5 1 0 .8

  第四天 1 0 .8 0 0

  第五天 0 0 0 0

讨 论

分娩对产妇的精神状态和肌体生理功能都有一定影响,

许多报道认为可立即出现精神混乱, 记忆丧失及意识模糊等

现象。主要是由于分娩时紧张所造成的。这种紧张来源于

分娩过程中的劳累、疲倦、生理变化、心理反应的共同作用,
此现象在产后一定时间内存在, 称为意识功能短暂缺失。我

们对118 例产妇产后5 天内定向力、计算力、记忆力进行了

简易测试, 证实了产后意识功能短暂缺失的存在, 以产后第

一天最为显著, 对照组为30 .5 % , 产后第2 、3 天逐渐减少,5

天内消失, 并发现产程中应用镇痛剂可明显降低其发生率。

身体劳累、疲倦对意识功能的影响与催产素、皮质类固

醇及内源性阿片剂水平升高有关, 而正是这几种激素促成分

娩。临产前, 产程中的精神紧张及阵发性宫缩均可使血中β-
啡肽显著增多, 而后者可引起记忆力减退或消失, 所以产后

意识功能短暂缺失是这些物质共同作用的结果
[ 2 ]

。这些物

质在产后逐渐减少, 故产后意识功能短暂缺失在第1 天发生

率最高, 以后逐渐降低, 直至第5 天消失, 应该说这是一种生

理现象。分娩时使用镇痛剂抑制了内源性β- 内啡肽升高, 也
减弱了阵痛和精神紧张, 从而使产后意识功能短暂缺失发生

率明显降低。认识到这一点, 有助于指导临床实践: ①无痛

分娩或产程中应用镇痛剂既可缓解分娩疼痛, 又可获得产后

最佳的意识功能, 也将有利于新生儿的护理。②产妇在产后

4 ～5 天出院为宜。③医护人员在向产妇介绍产后注意事

项, 婴儿护理指导等内容时, 最好放在产后第4 ～5 天, 前几

日产妇可能出现意识缺失, 接受能力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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