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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 治疗的操守情况的调查和分析
龚云飞

(湖北省孝感市药物依赖治疗中心 ,湖北　孝感　432100)

【摘要】　目的 :统计经过 TC治疗的家庭成员的操守时间 ,了解戒毒效果并初步分析 TC治疗的原理。方法 :通过对 TC家庭成员再次入

院的询问 ,小组活动调查 ,部分保持联系的成员的信息反馈 ,家庭回访等方式调查出院后的操守时间。结果 :TC成员重返社会操守时间达 3 个

月有 92 人次 ,达半年以上有 53 人次。结论 :TC通过药物、行为、心理、社会等治疗方法能帮助和改变一个人 ,故而其戒毒效果是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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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 ,海洛因让人产生躯体和精神依赖性 ,让使用

者产生全面的紊乱。常规的药物治疗模式其复吸率高达近

乎 100 % ,而重返社会后的操守时间是衡量戒毒效果的一个

重要指标 ,本人对 TC 家庭成员的住院时间和出院后的操守

时间进行调查 ,现报告如下 :

1 　调查对象

调查 2001年 7月～2003年 7月到 TC自愿戒毒的病例 ,所有

被统计对象均符合 CCMD—3关于“海洛因依赖”的诊断标准。

2 　调查方法

对再次入院的成员作相关询问 ,通过小组活动进行相关

的调查 ,部分通过保持联系的成员电话询问 ,少数通过家庭

回访及从同伴处获得信息。

3 　调查结果

经过 TC治疗的家庭成员超过 600 人次 ,其中住院时间

超过 3 个月和 6 个月以上的分别为 75 人次和 37 人次 ,操守

时间超过 3 个月和 6 个月以上的分别为 92 人次和 53 人次。

4 　讨论

海洛因让其使用者出现复杂的改变 ,毒品不仅对使用者

本人而且对其家庭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一般的药物治疗模

式其复吸率近乎 100 % ,通常是复吸—再戒—再吸的循环。现

在我们认为 ,戒毒主要分三个步骤 :1、脱毒期 :需要借助药物

消除躯体依赖性 ,需 10～20 天 ,但这仅意味着戒毒才起步。躯

体脱毒是康复的前提而非戒毒的目的。这期间要面对躯体病

痛、情绪问题、经济问题及想瘾问题。2、康复期 :要重新获得

对思想、情绪及行为的控制和管理能力 ,发展健康的生活模

式 ,学习诚实、劳动及延缓满足 ,提高应对挫折的能力等。3、

重返社会 :回归家庭 ,重返社会 ,发展创造性的生活。我国绝

大多数戒毒机构还停留在躯体脱毒的初级阶段 ,而康复和重

返社会两个重要的过程没有开展 ,故严重影响戒毒效果。

吸毒者远离主流文化 ,处于亚文化圈 ,其行为、思想、情感、

躯体及所处环境均出现明显的改变 ,如图 :

上述各个因素是互动的。而只有针对各个方面采取综合的

治疗手段才能更有效地帮助他们。要让吸毒者放弃一个行为是

困难的 ,而改变它则相对容易 ,行为是外在的、看得见的 ,矫正它

相对容易一些。TC有很多家庭规则去约束每个成员的行为 ,并

且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TC坚决不允许有毒品、

暴力、性关系、偷盗的存在 ,此时多采用行为治疗的原则。与此

同时 ,配合提高认识的水平极其重要 ,TC通过同伴之间的交流、

讲座及老成员帮新成员等多种途径提高其认识。当一个成员有

问题时 ,需要做工作将其心态调整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一个良好

的氛围 ,同伴教育将会易于进行 ,这又需要心理治疗的技术。同

样 ,人是情感的动物 ,而海洛因依赖者导致复吸的直接原因是情

感问题(包括负性和正性的情绪) 。社区是富于爱心的 ,是情感

的。TC通过碰撞会、情感分享、固定小组等多种途径让其学会

用正确的方法解决情绪问题 ,学习面对问题和挫折。海洛因依

赖者对家庭有显著的依赖性 ,家庭又是其所处的直接的环境 ,父

母亲过多的肯定和否定均会对其造成伤害 ,所以我们又要通过

家庭治疗手段减轻家庭所承受的压力 ,帮助家庭“负责任”的帮

助子女。

社区相信人是会改变的 ,也强调家庭成员主动的改变自己

去适应周围环境。通过不断的康复 ,发掘自身内在潜能 ,培养诚

实、正直、勇于承担责任、有爱心的性格 ,最终建立新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 ,同时摆脱毒品的控制。

评价戒毒的效果要看吸毒者自身改变的状况 ,但难以找到

一个全面的、量化的标准 ,而操守时间是评判戒毒效果的一个重

要和直接的指标 ,尽管其统计受吸毒者流动性大等原因进行非

常困难。本社区两年来调查家庭成员操守 3 个月和 6 个月分别

有 92 人次和 53 人次 ,有 6 人成长为社区工作人员 ,相对于超过

600人次的入院人数并不高 ,但居住者的行为的改变是可见的 ,

且这一操守情况对比单纯药物模式有显著进步。我们认为 ,戒

毒其实是一个过程 ,“每次戒毒都有所进步 ,尽可能操守长一些

的时间”可能比“一次戒除毒品”的想法更实际 (当然并不是认为

戒毒一定要戒多次才能成功) ,并且这一操守率起码让我们看到

了戒毒成功的希望。当然我们不能忽视有大量的家庭成员的操

守状态并不令人满意 ,说明我们还不能有效提供吸毒者真正所

需求的 ,说明探索戒毒道路的任务还很艰巨。

396

2004 年 11 月
第 16 卷 　第 11 期 　　　　　　　　　　　　

中国民康医学杂志
Medical Journal of Chinese People Health

　　　　　　　　　
Nov ,2004

Vol116 　No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