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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对湖北省戒毒场所收治药物依赖者进行监测分析，为禁毒工作提供参考。方法　使用国家药物
监测中心编制的２００５年版《药物滥用监测调查表》对２００５年湖北药物滥用进行调查，并进行分析。结果　共调查
３６０００份，有效调查３５９２３份，其中湖北本地户籍共１５７５３份（４３．６５％），外省户籍２０１７０份（５６．１５％）；药物滥用者使
用精神活性物质３９种，新增精神活性物质近２０种，主要以海洛因滥用为主，新型毒品滥用率有明显增加趋势。滥用方
式：静脉注射７２．２２％，烫吸３９．１８％，肌内、皮下注射４．８２％，共９种滥用方式，新增２种方式。７７．１９％药物滥用者接受
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相关检测，１９９例次ＨＩＶ检测阳性，占０．５５％。接受肝炎、肺部感染等检查的药物滥用者中
丙型肝炎１３．６２％，肺脓肿１３．５１％，乙型肝炎１．６０％。结论　有关部门应加强对药物滥用者的宣传教育，加大对药物滥
用者特别是海洛因依赖者的监管力度，加强对新型毒品打击，防止疾病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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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资料显示，我国有吸毒者７９．１万人，药物滥用问题已波
及全国７２％县市，受到国际毒潮泛滥和国内涉毒因素的影响较
为严重，我国毒品问题发展蔓延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笔者对湖北省所有进出戒毒机构药物滥用者进行监测，并对结

果进行分析，为国家禁毒工作提供理论依据，为预防疾病，打击

毒品犯罪给予帮助。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２００５年全省公安机关设置的强戒所、司法机
关设置的劳教戒毒机构及卫生部门批准的志愿戒毒机构所收

治的药物滥用人员。

１．２　调查方法　戒毒机构进行脱毒治疗的药物滥用者，于到
院当日由具有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医务人员进行面对面的

问卷调查，并按要求负责完成《药物滥用监测调查表》统计软件

进行统计工作，通过全国药物监测网络上报。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负责研制的Ｂ／
Ｓ构架的《药物滥用监测网络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统计。
２　结果 　
２．１　人口学特征　在监测报告的３５９２３份报表中，男２７６８４
例（７７．０６％），女８２３９例（２２．９４％）。平均年龄（３４．０±６．８６）
岁，男（３５．００±６．７７）岁，女（３２．００±６．５２）岁；文化程度：文盲
４４１例（１．２３％），小学 １９１４例（５．３３％），初中 ２８６９４例
（７７．８８％）高中４４６０例（１２．４２％），大学３５０例（０．９７％），大
学以上６４例（０．１８％）。
２．２　滥用年限　平均（７．２７±３．４３）ａ。男（７．４０±３．４４）ａ，最
长４７．１７ａ；女（６．８１＋３．３６）ａ，最长３２．６７ａ。
２．３　滥用药物方式　主要为静脉注射，其次为烫吸，肌内、皮
下注射也有很多。相比２００４年，新增２种滥用方式，其中与他
人共用注射器２８５６例（７．９５％），明确自用注射器 ２４８２０例
（６９．０９％），不确定８２４７例（２２．９６％）。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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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药物滥用者主要给药途径　

给药方式 例数 百分比／％
鼻吸 ２ ０．０１
烟枪吸 １ ０．００
静脉注射 ２５９４４ ７２．２２
肌内、皮下注射 １７３２ ４．８２
烫吸（踏食） １４０７３ ３９．１８
香烟吸（卷抽） １２４ ０．３５
口服（手指粘） ５１ ０．１４
溶入饮料 ４０ ０．１１
舌下含服 １ ０．００
其他 １６ ０．０４

２．４　主要滥用精神活性物质　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５年主要滥用精神活性物质　

药物 例数 百分比／％
海洛因 ３５７３１ ９９．４７
鸦片 ４ ０．０１
吗啡 １２ ０．０３
哌替啶 ３９ ０．１１
美沙酮 ２２ ０．０６
丁丙诺啡注射液 ４ ０．０１
丁丙诺啡舌下含片 ２１９ ０．６０
冰毒 ７ ０．０２
摇头丸 １３３ ０．３７
三唑仑 ３３ ０．０９
地西泮 １９８ ０．５５
舒乐安定 １９ ０．０５
大麻 ９ ０．０３
镇痛片 １ ０．００
曲马多 ２４９ ０．６９
挥发性有机溶媒 １ ０．００
烟碱 １ ０．００
氯胺酮 ２３ ０．０６
其他药品 １ ０．００

２．５　药物滥用感染的并发疾病　２００５年，７７．１９％药物滥用者
接受了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的相关检查，１９９例次检出
阳性，占０．５５％。３１．１４％药物滥用者接受肝炎、肺部感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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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检出率较高的依次为丙型肝炎 （１３．６２％）、肺脓肿
（１３．５１％）、乙型肝炎（１．６０％）。与２００４年相比，丙型肝炎和
肺脓肿的检出率明显增高。接受性传播疾病检查的药物滥用

者占２５．２５％，尖锐湿疣、淋病、梅毒、软下疳的检出率依次为
１３．６２％、０．１８％、０．０８％、０．０８％。尖锐湿疣的检出率较 ２００４
年有明显增高，淋病的检出率有所下降，而梅毒、软下疳的检出

率与２００４年比较差异无显著性。详见表３。
表３　药物滥用者并发其他疾病情况　

方式 例数 百分比／％
ＨＩＶ
　阳性 １９９ ０．５５
　阴性 ２７５３３ ７６．６４
　未填写 ４２１ １．１７
　未做 ７７７０ ２１．６３
其他疾病（肝炎、肺部感染）

　丙型肝炎 ４８９１ １３．６２
　肺结核 ５４ ０．１５
　肺脓肿 ４８５４ １３．５１
　甲型肝炎 ５４ ０．１５
　细菌性肺炎 ２６１ ０．７３
　乙型肝炎 ５７３ １．６０
　其他 １５００ ４．１８
　未检查 ８４４８ ２３．５２
　未填写 １６２８７ ４５．３４
性传播疾病

　尖锐湿疣 ４８９４ １３．６２
　淋病 ６３ ０．１８
　梅毒 ２８ ０．０８
　软下疳 ３０ ０．０８
　未检查 １０９４０ ３０．４５
　未填写 １５９１５ ４４．３０

２．６　药物滥用者户籍所在地　湖北省２００５年收治的外省籍药
物滥用者分布于全国２９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台湾和香港特
区，与２００４年的分布地区相同，无新增地区。湖北省１５７５３例
（４３．８５％），其他省２０１７０例（５６．１５％）。
２．７　民族　２００５年湖北省监测报告显示，药物滥用者主要为
汉族，维吾尔、回、土家、满、蒙古、藏、朝鲜、苗、拉姑、侗、高山、

佤、彝、壮族等１４个少数民族占所有被调查额０．６６％。与２００４
年相比新增加了８个民族，分别是藏、朝鲜、拉姑、侗、高山、佤、
彝、壮族，总数２３７例次，较２００４年有所增加。
３　讨论　
３．１　药物滥用品种　湖北省药物滥用调查结果显示，滥用数
量最多的精神活性物质仍然是海洛因，其比例高居不下。主要

滥用的精神活性物质８种，曾经使用或滥用过的精神活性物质
已达３９种。其中曲马多、美沙酮、地西泮、摇头丸和 Ｋ粉等滥
用情况加重。有资料显示，武汉市收缴的毒品中，冰毒、摇头丸

和Ｋ粉等新型毒品的总数量已多于海洛因，与调查结果有所差

异。笔者认为原因是使用摇头丸、Ｋ粉、冰毒等的人很少在戒毒
所或强戒所戒毒接受调查，其次是滥用者对摇头丸、Ｋ粉、冰毒、
曲马多认识不足，不认为其是毒品，不会造成依赖性，不重视其

危害，不接受调查或被周围的人忽略。因此，提示有关部门应

继续加强打击吸食和贩卖海洛因，同时还要加强打击贩卖和吸

食新型毒品，严格控制和加强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管理［１～３］，做

好对高危人群的宣传和教育。

３．２　药物滥用感染疾病　药物滥用者是性病、ＨＩＶ和肝炎等传
染疾病的高发人群，也是相关疾病的受害者。从调查结果表

明，ＨＩＶ、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肺脓肿检出率增高明显。笔者
认为，一是滥用者共用注射器，本资料表明滥用者静脉注射的

比例达７２．２２％，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共用注射器给疾病传播提
供了机会；二是大部分滥用者没有固定的收入，靠提供性服务。

本资料显示，药物滥用者文化素质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

占９８．８５％，约７７．８８％滥用者为初中文化程度，缺乏自我保护
意识；三是滥用药物年限增加，２００５年药物滥用者滥用药物平
均年限为（７．２７±３．４３）ａ，显著大于２００４年（６．５０±３．３５）ａ。
随着滥用者毒龄的增加，对身体各种损害相应加重，如海洛因

对免疫系统、血液系统的损害等，增加了感染疾病的概率［２］。

提示应当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投入，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加

大对毒品及其相关疾病的宣传，是提高禁毒效果的有效手段。

３．３　外省户籍药物滥用者比例持续上升　调查结果表明，在
湖北接受调查的外省籍药物滥用者涉及全国２９省自治区、直
辖市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占５６．１５％，主要来自经济较发达的
上海、江苏、浙江等，原因之一可能是滥用者在全国流动性大，

分布较广，另一原因是湖北省戒毒机构数量多，力量强，吸引了

大量外省滥用者前往戒毒。增加戒毒与禁毒工作的难度，相应

增加各种疾病的传播，与毒品相关的违法犯罪现象相应增多。

３．４　少数民族滥用者增加　２００５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增少
数民族８个，绝对数值也有所增加。少数民族是药物滥用者中
一个特殊人群，该群体流动性大，也是各种疾病传播较为严重

的人群，特别是ＨＩＶ感染率较重的人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阶段戒毒工作，应更加重视对海洛

因的打击力度，重视新型毒品的入侵，防止滥用者到处流窜，造

成疾病的传播。对药物滥用者登记建档，减少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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