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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獉獉

: 探讨男性戒毒人员的心理弹性、焦虑水平和吸毒渴求的关系。方法
獉獉

: 采用心理弹性量表、焦虑自评量

表和吸毒渴求量表对 120 名戒毒人员进行测量。采用心理弹性量表对 83 名普通人员进行测量。结果
獉獉

: ( 1) 戒毒人

员的心理弹性水平显著低于普通人群。将焦虑水平乘以 1. 25 得到标准分，50 分以上为阳性组，戒毒人员焦虑水平

阳性率达到 59%。( 2) 按心理弹性水平将戒毒人员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 ( 前 27% 和后 27% ) ，高分组的焦虑水平

和吸毒渴求显著低于低分组。按焦虑标准分将戒毒人员分为阴性组和阳性组，阳性组的心理弹性显著低于阴性

组，渴求度显著高于阴性组。( 3) 戒毒人员心理弹性与焦虑水平、吸毒渴求程度呈显著负相关; 戒毒人员焦虑水平

和吸毒渴求呈显著正相关。结论
獉獉

: ( 1) 戒毒人员的心理弹性与普通人群存在差异。( 2) 戒毒人员心理弹性、焦虑水

平和渴求度存在紧密的联系，在戒毒工作中应注意提高戒毒人员的心理弹性水平，减少不良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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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silience，anxiety level and drug craving of

male drug addicts．

Methods: Adopting Connor － Davidson Ｒesilience Scale，Self － Ｒating Anxiety Scale

and Drug Craving Scale to measure 120 addicts． Adopting Connor － Davidson Ｒesilience Scale to measure
83 normal people．


Ｒesults: ( 1) The resilience level of addict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normal people．

Multiplying the anxious rough score by 1. 25 to get the standard score. Standard score at 50 points or
more is the positive group． The positive rate of anxiety for drug addicts is 59% ． ( 2 ) Divideing drug
addicts into high resilience group ( the former 27% ) and low resilience group ( the latter 27% ) according
to resilience level． The anxiety and craving of high resilience group a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low
resilience group．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of anxiety，the drug addicts were divided into negative group
and positive group. Ｒesilience level of positive group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negative group． Craving
level of positive group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egative group. ( 3 ) Ｒesilience of male addicts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anxiety level and craving． Anxiety level of addict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craving．


Conclusion: ( 1)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normal people and drug addicts. ( 2)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drug addicts，the level of anxie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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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ving．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mprove the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drug addicts and reduce
negative emotions during detoxification work．

Keywords male drug addicts; resilience; anxiety; drug craving

药物渴求 ( drug craving) ，又称心瘾，是药物滥

用者对过去体验过的精神活性物质效应的一种难以

克制的渴望［1］。药物渴求会使成瘾者注意力偏斜，

对与药物相关的线索下意识地过度关注，进而引起

渴求，造成恶性循环［2］。一些研究表明，药物渴求

有确定的神经生理基础［3］。
国外大量研究表明，药物渴求与复吸情况之间

有着紧密的联系。渴求度是治疗后复吸率一个重要

的预测因素［4］。影响药物渴求的因素很多，如社会

因素、环境因素、个人因素等。成瘾者自身的负面情

绪，如焦虑、抑郁等，常常成为药物渴求的刺激因

素［5］。
心理弹性是指个体从消极环境中恢复并能够灵

活多变地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6］。心理弹性水平

高的个体，能够更好地面对挫折，拥有更高的幸福

感，较少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7］。有研究显示，

心理弹性水平高的个体在不良环境中更不易染上毒

品［8］。本研究试图探查戒毒人员心理弹性、焦虑水

平和药物渴求的关系，为戒毒人员的心理戒断提供

更多的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经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本研究 120 名男性戒

毒人员均来自湖南某男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入选标

准: 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CCMD
－3) 有关“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阿片类药

物依赖”诊断标准; 无严重的精神疾病; 教育程度

为小学以上。83 名普通人群均来自某快递公司和

外卖公司，均为男性。所有问卷均取得受试对象书

面同意。
1. 2 方法

心 理 弹 性 量 表 ( Connor － Davidson Ｒesilience
Scale，CD － ＲISC) ，由 Conner 和 Davidson 于 2003 年

编制［9］。本研究采用于肖楠等［10］修订的中文版，量

表共 25 个题目，包括坚韧、自强、乐观 3 个维度。中

文版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为 0. 91。
焦虑自评量表( Self － Ｒating Anxiety Scale) ，由

Zung 编制。评分不受年龄、性别、经济状况等因素

的影响。
药物渴求量表 ( Drug Craving Scale) ，由西南师

范大学罗勇［11］于 2004 年编写。采用问卷第 2 部

分。共 34 个项目，采用 7 级评分，强度由弱到强分

别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有点不符合，不确定，

有点符合，比较符合与完全符合。以 1 － 7 分进行计

分。得分越高，表明对药物渴求度越高。该量表各

项目对应五个维度，从奖赏性药物渴求、消除性药物

渴求、反射性药物渴求、社会性药物渴求和消极性药

物渴求五个方面描述药物渴求。消除性药物渴求主

要描述了个体为了祛除身体的痛快和心理的不快而

吸毒; 奖赏性药物渴求描述了吸毒者长期反复吸毒

所产生的欣快感留下的正性主观体验; 社会性药物

渴求描述了社会上的一些不利因素对戒毒者的不良

影响; 消极性药物渴求涉及的是家庭的不良因素和

个体的消极情绪对戒毒者的不良影响; 反射性药物

渴求涉及的是戒毒者记忆中的条件反射所引起的主

观感受。
1. 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0. 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对戒

毒人员和普通人群的心理弹性、焦虑水平比较，高分

组和低分组的比较均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心理弹

性、焦虑水平和吸毒渴求采用 Pearson 相关检验。

2 结果

2. 1 人口学资料

戒毒 人 员 第 一 次 吸 毒 时 间 平 均 为 ( 24. 91 ±
5. 169) 岁，吸毒时间长达 ( 4. 55 ± 1. 346 ) 年。戒毒

人员平均年龄为( 32. 10 ± 6. 344 ) 岁，正常人群平均

年龄为( 30. 69 ± 5. 309) 岁，戒毒人群和正常人群年

龄无显著差异 ( t = 1. 574，P = 0. 117 ) 。结果详见

表 1。
2. 2 戒毒人员与普通人群心理弹性和焦虑水平比较

对戒毒人员和普通人群心理弹性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戒毒人员心理弹性水平显著低于普通人群

( t = － 2. 305，P = 0. 022 ) 。将焦虑总分粗分乘以

1. 25，取整数部分得标准分，标准分 50 为界限值。
焦虑水平阳性组达 71 人，阴性组 49 人，阳性率为

59%。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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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试对象人口学特征

变量 戒毒人员 普通人群

年龄 32. 10( 6. 344) 30. 69( 5. 309)

第一次吸毒年龄 24. 91( 5. 169)

吸毒时长 4. 55( 1. 346)

工作

有

不稳定

无

缺失

18( 15. 0% )

39( 32. 5% )

49( 40. 8% )

14( 11. 7% )

75( 90. 4% )

8( 9. 6% )

0

0

教育程度

初中以下

高中

大专大学

缺失

68( 56. 7% )

27( 22. 5% )

11( 9. 2% )

14( 11. 7% )

32( 38. 6% )

39( 47. 0% )

7( 8. 4% )

5( 6. 0% )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离婚

缺失

47( 39. 2% )

35( 29. 2% )

24( 20. 0% )

14( 11. 7% )

41( 49. 4% )

27( 32. 5% )

9( 10. 8% )

6( 7. 2% )

表 2 戒毒人员和普通人群心理弹性比较

戒毒人群

M SD

普通人群

M SD
t P

心理弹性 55. 336 12. 526 59. 542 13. 149 － 2. 305 0. 022

2. 3 高分组与低分组渴求度的比较

按心理弹性水平将戒毒人员分为高分组 ( 前

27% ) 和低分组( 后 27% ) 。对两组焦虑水平和渴求

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高分组焦虑水平和渴求度显

著低于低分组 ( t = 4. 242，P = 0. 000; t = 2. 224，P =
0. 030)。按焦虑水平将戒毒人员分为阳性组( 标准分

≥50) 和阴性组( 标准分 ＜50) ，对两组心理弹性和渴求

度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阳性组心理弹性显著低于阴

性组( t =2. 622，P =0. 010) ，阳性组渴求度显著高于阴

性组( t = －6. 396，P =0. 000)。结果见表 3 和表 4。

表 3 心理弹性高分组和低分组的焦虑水平、渴求

度比较

心理弹性
低分组

M SD

高分组

M SD
t P

焦虑总分 47. 250 10. 872 37. 226 8. 127 4. 242 0. 000

渴求总分 123. 197 42. 931 100. 829 38. 667 2. 224 0. 030

表 4 焦虑水平阴性组和阳性组心理弹性、渴求度

比较

焦虑总分
阴性组

M SD

阳性组

M SD
t P

心理弹性 58. 859 12. 047 52. 905 12. 351 2. 622 0. 010

渴求总分 91. 939 38. 303 132. 435 30. 869 － 6. 396 0. 000

2. 4 心理弹性、焦虑水平和渴求总分及各维度的相关

对心理弹性、焦虑水平和渴求总分及各维度进

行 Pearson 相关检验。心理弹性与焦虑水平，渴求总

分及奖赏性渴求、社会性渴求、消极性渴求存在显著

负相关。焦虑水平与渴求总分和各维度存在显著相

关。结果见表 5。

表 5 心理弹性、焦虑水平和渴求度的相关

心理弹性 焦虑 渴求总分 消除性 奖赏性 社会性 消极性 反射性

心理弹性 1. 000 － 0. 233* － 0. 213* － 0. 178 － 0. 184* － 0. 228* － 0. 245＊＊ － 0. 155

焦虑 － 0. 233* 1. 000 0. 566＊＊ 0. 588＊＊ 0. 507＊＊ 0. 489＊＊ 0. 443＊＊ 0. 548＊＊

渴求总分 － 0. 213* 0. 566＊＊ 1. 000 0. 944＊＊ 0. 943＊＊ 0. 922＊＊ 0. 870＊＊ 0. 904＊＊

消除性 － 0. 178 0. 588＊＊ 0. 944＊＊ 1. 000 0. 842＊＊ 0. 823＊＊ 0. 770＊＊ 0. 849＊＊

奖赏性 － 0. 184* 0. 507＊＊ 0. 943＊＊ 0. 842＊＊ 1. 000 0. 844＊＊ 0. 794＊＊ 0. 835＊＊

社会性 － 0. 228* 0. 489＊＊ 0. 922＊＊ 0. 823＊＊ 0. 844＊＊ 1. 000 0. 776＊＊ 0. 779＊＊

消极性 － 0. 245＊＊ 0. 443＊＊ 0. 870＊＊ 0. 770＊＊ 0. 794＊＊ 0. 776＊＊ 1. 000 0. 717＊＊

反射性 － 0. 155 0. 548＊＊ 0. 904＊＊ 0. 849＊＊ 0. 835＊＊ 0. 779＊＊ 0. 717＊＊ 1. 000

3 讨论

3. 1 戒毒人员与普通人群心理弹性的差异

心理弹性是一个动态的、综合的过程，表现为个

体面对挫折和逆境仍能适应良好。童年遭遇重大创

伤，生活在高压和冲突的个体往往是吸毒的高危人

群。但仍有一部分人能摆脱不良环境的影响，走上

积极发展的道路［12］。心理弹性作为一种保护性因

素，具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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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发现男性戒毒人员在心理弹性水

平上 显 著 低 于 普 通 人 群，焦 虑 水 平 阳 性 率 达 到
59%。戒毒人群更易于表现出神经质、焦虑、易冲

动、情绪不稳定等特征［13］。他们往往耐挫能力更

差，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易于求助毒品逃避现实。
吸毒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真相的“避风港”。心理弹

性水平低的个体在面对诱惑时更易于走上错误的道

路。戒毒人员在接触毒品后，由于毒品的生理作用

和毒品带来的不良社会后果，难以重新建立正常的

社会生活，焦虑情绪更为严重。
3. 2 高分组与低分组、阳性组和阴性组得分存在显

著差异

将男性戒毒人员按心理弹性水平得分分为高分

组( 前 27% ) 和低分组( 后 27% ) ，发现心理弹性水平

高分组的焦虑水平、吸毒渴求显著低于低分组。心理

弹性水平高的个体拥有更多的能力、更大的信心面对

生活中的挑战，在面对挫折时更善于利用内外的资

源，从正面积极地解决问题，较少可能沉迷于吸毒后

的幻想之中。因此心理弹性水平高的戒毒人员渴求

度更低。心理弹性水平低的戒毒人员由于没有足够

的能力面对现实生活，更加依赖吸毒的替代作用。
将戒毒人员焦虑水平标准分分为阳性组( ≥50

分) 和阴性组( ＜ 50 分) ，阳性组心理弹性显著低于

阴性组，渴求度显著高于阴性组。这与以往的研究

一致。不良情绪常常成为吸毒的诱因，在不良情绪

刺激下，吸毒人员会有更高的渴求度以期利用毒品

消除不良情绪。
3. 3 心理弹性、焦虑水平与吸毒渴求的相关

本研究发现，戒毒人员的心理弹性水平与焦虑

水平、吸毒渴求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焦虑水平

和吸毒渴求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男性戒毒人

员心理弹性水平越高，焦虑水平越低，吸毒渴求越

低。反之亦然。心理弹性水平作为保护性因子，能

够帮助戒毒人员更好地适应社会、面对挫折，减少不

良情绪，降低复吸的风险。戒毒人员要面对吸毒带

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如丢失工作，家庭破裂，难以

重新回到社会等。心理弹性水平低的个体若不能很

好地面对，难免产生负面情绪，从而再次复吸。久而

久之形成焦虑等负面情绪与吸毒渴求的条件反射，

在面对压力时一出现不良情绪立刻想到吸毒，因此

更加难以面对现实，造成恶性循环［2］。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对戒毒人员进行干预时，应

注意从多方面提高戒毒人员的心理弹性水平，提高戒

毒人员的应对能力，减少不良情绪，减少复吸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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