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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獉獉

: 研究海洛因、甲基苯丙胺滥用者性格特征并探究海洛因滥用者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在性格特征方面

的差异。方法
獉獉

: 采用卡特尔十六项个性因素问卷对 1700 名滥用者进行调查。结果
獉獉

: 海洛因及甲基苯丙胺滥用者人

格特征与中国常模在多个维度差异显著，海洛因滥用者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人格特征多个维度差异显著，男性滥

用者与女性滥用者人格特征有一定的差异。结论
獉獉

: 海洛因滥用者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均有其特殊的人格特征; 海

洛因滥用者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的人格特征有明显差异; 戒毒康复工作者应当在物质滥用者入所筛查、戒治、社会

适应等方面工作结合物质滥用者的性格特点开展相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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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heroin abusers and methamphetamine abusers

and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heroin abusers and methamphetamine
abusers．


Methods: All of 1700 abuser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Cattell 16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

Ｒesults: Heroin and methamphetamine abuser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hinese

norm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ultiple dimensions，heroin abusers and methamphetamine abusers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multiple dimensions，male abusers and
female abuser’s personality traits have certain differences．


Conclusion: Both heroin abusers and

methamphetamine abusers showed speci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heroin abusers and methamphetamine abuser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Drug rehabilitation workers
should carry out corresponding work in the aspects of screening，treatment，social adaptation and other
aspects of substance abuse．

Keywords methamphetamine abuse; heroin abuse; Cattell 16 Personality Factor Questionnaire;

personality traits

目前，毒品滥用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灾难性

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禁毒形势。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传统毒品屡禁不止的形势下，

以甲基苯丙胺为首的合成毒品又在全球范围内迅速

蔓延。联合 国 毒 品 和 犯 罪 办 公 室 (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UNODC) 的报告显示苯丙

胺类兴奋剂是世界范围内排名第二的广泛使用的非

法药品，2014 年世界人口的 0. 3% － 1. 3% 使用苯丙

胺类兴奋剂［1 － 2］。在我国传统和合成毒品滥用的问

题同样严重，2016 年全国禁毒部门查获有吸毒行为

人员 100. 6 万人，其中登记新发现吸毒人员 44. 5 万

人，依法强制隔离戒毒 35. 7 万人，责令社区戒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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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5 万人，社区康复 5. 9 万人。截至 2016 年底，全

国现有吸毒人员 250. 5 万人，这一数字是 2005 年的

2. 16 倍［3 － 4］。合成 毒 品 滥 用 人 员 占 比 仍 居 高 位，

2016 年，全国新发现吸毒人员 44. 5 万人，其中滥用合

成毒品人员占 81%，滥用海洛因等阿片类毒品人员

占 15. 8%，滥用大麻、可卡因等毒品人员占 3. 2%［3］。
在吸毒人员日渐增多的情况下，对该类人群的

人格特征研究却并不多，前人的研究基本支持了海

洛因滥用者和甲基苯丙胺滥用者在人格特征方面与

正常群体有一定的差异［6 － 7］。本研究旨在进一步研

究海洛因、甲基苯丙胺滥用者的性格特征、探究海洛

因滥用者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的性格特征差异，并

尝试讨论戒毒康复工作者如何结合物质滥用人员的

性格特征开展相应工作。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及北京市天堂河

女子戒毒所 2015 年 10 月 － 2017 年 7 月收治的海洛

因及甲基苯丙胺滥用者填写问卷。本研究采用卡特

尔 16 项个性因素问卷对入所的海洛因及甲基苯丙

胺滥用者进行人格测定，共发放问卷 1700 份，删除

未作完全及无效答卷 73 份，实际进入统计分析的样

本 1627 例。
1. 2 研究方法和工具

采用北京市戒毒管理局自行编制的入所基本信

息调查表，调查内容为一般人口学资料。采用 1970
年经刘永和、梅吉瑞修订的卡特尔 16 项人格因素问

卷( 16PF) ［4］的中文修订本为评定工具，并用统一指

导语，调查人员以中性的，不带任何暗示的话语对调

查项目进程解释，避免任何诱导或暗示语言，由被测

试者独立填写完成量表，并当场收回。
1. 3 统计方法

调查资料采用平行双录入，完成数据录入后进

行两遍核查和逻辑核查，确保数据无误。与常模对

比采用单样本 t 检验，两组比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统计分析采用 SPSS for Windows 20. 0 软件。

2 结果

2． 1 人口学特征

1627 例滥用者中男性 1422 例( 80. 92% ) ，女性

205 例 ( 19. 08% ) ，年龄 19 － 62 岁，海洛因滥用者

277 例( 17. 03% ) ，滥用甲基苯丙胺滥用者 1350 例

( 82. 97% ) 最具体见表 1。

表 1 全部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n =1627)

例数( n) 构成比( % )

性别

男 1422 80. 92

女 205 19. 08

年龄 / a

≤20 16 0. 98

21 － 30 347 21. 33

31 － 40 624 38. 35

41 － 50 472 29. 01

51 － 60 161 9. 90

≥60 7 0. 43

文化程度

大专以上 109 6. 70

高中或中专 424 26. 06

初中 842 51. 75

小学及以下 252 15. 49

婚姻状况

未婚 465 28. 58

已婚 750 46. 10

离异 404 24. 83

丧偶 7 0. 24

再婚 1 0. 06

使用毒品种类

海洛因 277 17. 03

甲基苯丙胺 1350 82. 97

2. 2 人格特征

2. 2. 1 全部滥用者 16PF 评定结果 1627 例滥用者

16PF 评定结果显示，全部滥用人员在乐群性、稳定

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世故性和自律

性等方面都显著高于中国常模［8］，而聪慧性、敏感

性、怀疑性、实验性和独立性则显著低于常模，幻想

性、忧虑性与紧张性与中国常模差异不显著，见表 2。
2. 2. 2 海洛因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 16PF 评定结果

的比较 海洛因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 16PF 评定结

果显示，海洛因滥用者在独立性和紧张性方面显著

高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而乐群性、稳定性、恃强性、
兴奋性、有恒性和敢为性则显著低于甲基苯丙胺滥

用者。聪慧性、敏感性、怀疑性、幻想性、世故性、忧
虑性、实验性和自律性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差异不

显著，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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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部滥用者人格特征与常模比较

所有滥用人员

( n = 1627)
中国常模总体 t

A( 乐群性) 11. 64 ± 3. 20 10. 42 15. 616＊＊

B( 聪慧性) 7. 74 ± 2. 21 8. 76 － 18. 932＊＊

C( 稳定性) 15. 73 ± 4. 17 14. 43 12. 802＊＊

E( 恃强性) 12. 52 ± 3. 76 12. 29 2. 501*

F( 兴奋性) 15. 22 ± 5. 03 12. 57 21. 643＊＊

G( 有恒性) 13. 26 ± 3. 36 12. 55 8. 631＊＊

H( 敢为性) 13. 08 ± 4. 73 11. 14 16. 784＊＊

I( 敏感性) 9. 95 ± 2. 82 10. 11 － 2. 263*

L( 怀疑性) 8. 85 ± 3. 11 10. 62 － 23. 263＊＊

M( 幻想性) 11. 61 ± 3. 20 11. 49 1. 553

N( 世故性) 9. 93 ± 2. 43 9. 79 2. 352*

O( 忧虑性) 9. 30 ± 4. 22 9. 19 1. 098

Q1( 实验性) 10. 19 ± 2. 90 11. 36 － 16. 534＊＊

Q2( 独立性) 9. 59 ± 3. 22 12. 36 － 35. 25＊＊

Q3( 自律性) 12. 97 ± 3. 10 12. 19 10. 238＊＊

Q4( 紧张性) 11. 20 ± 4. 65 11. 22 － 0. 134

注: * P ＜ 0. 05，＊＊P ＜ 0. 01

表 3 海洛因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的人格特征比较

海洛因滥用者

( n = 277)

甲基苯丙胺滥用者

( n = 1350)
t

A( 乐群性) 11. 12 ± 3. 15 11. 76 ± 3. 20 － 3. 04＊＊

B( 聪慧性) 7. 70 ± 2. 26 7. 76 ± 2. 21 － 0. 406

C( 稳定性) 15. 16 ± 4. 24 15. 87 ± 4. 14 － 2. 565*

E( 恃强性) 11. 67 ± 3. 50 12. 70 ± 3. 57 － 4. 379＊＊

F( 兴奋性) 13. 97 ± 4. 84 15. 52 ± 5. 02 － 4. 694＊＊

G( 有恒性) 12. 82 ± 3. 18 13. 36 ± 3. 38 － 2. 402*

H( 敢为性) 11. 78 ± 4. 76 13. 36 ± 4. 70 － 5. 114＊＊

I( 敏感性) 9. 79 ± 2. 82 9. 96 ± 2. 83 － 0. 92

L( 怀疑性) 9. 12 ± 3. 08 8. 80 ± 3. 12 1. 579

M( 幻想性) 11. 26 ± 3. 10 11. 63 ± 3. 19 － 1. 806

N( 世故性) 9. 92 ± 2. 23 9. 94 ± 2. 47 － 0. 17

O( 忧虑性) 9. 72 ± 4. 09 9. 21 ± 4. 24 1. 832

Q1( 实验性) 9. 64 ± 2. 53 9. 81 ± 2. 66 － 0. 971

Q2( 独立性) 10. 17 ± 3. 09 9. 46 ± 3. 24 3. 333＊＊

Q3( 自律性) 12. 81 ± 3. 15 13. 01 ± 3. 10 － 0. 994

Q4( 紧张性) 11. 75 ± 4. 56 11. 07 ± 4. 66 2. 224*

注: * P ＜ 0. 05，＊＊P ＜ 0. 01

2. 2. 3 男性与女性滥用者 16PF 评定结果的比较

男性与女性滥用者滥用者 16PF 评定结果显示，男

性滥用者在独立性方面显著高于女性滥用者，而乐

群性、敏感性、幻想性和世故性则显著低于女性滥用

者。聪慧性、稳定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

性、怀疑性、忧虑性、实验性、自律性和紧张性与女性

滥用者差异不显著，见表 4。

表 4 男性与女性滥用者的人格特征比较

男性滥用者

( n = 1422)

女性滥用者

( n = 205)
t

A( 乐群性) 11. 48 ± 3. 12 12. 88 ± 3. 40 － 5. 927＊＊

B( 聪慧性) 7. 70 ± 2. 22 8. 02 ± 2. 21 － 1. 932

C( 稳定性) 15. 80 ± 4. 14 15. 42 ± 4. 31 1. 215

E( 恃强性) 12. 48 ± 3. 52 12. 80 ± 3. 99 － 1. 203

F( 兴奋性) 15. 17 ± 4. 87 15. 88 ± 5. 94 － 1. 904

G( 有恒性) 13. 29 ± 3. 34 13. 17 ± 3. 37 0. 512

H( 敢为性) 13. 12 ± 4. 68 12. 94 ± 5. 15 0. 485

I( 敏感性) 9. 76 ± 2. 78 11. 08 ± 2. 94 － 6. 288＊＊

L( 怀疑性) 8. 87 ± 3. 11 8. 75 ± 3. 13 0. 493

M( 幻想性) 11. 35 ± 3. 12 13. 07 ± 3. 17 － 7. 377＊＊

N( 世故性) 9. 88 ± 2. 38 10. 38 ± 2. 69 － 2. 548*

O( 忧虑性) 9. 22 ± 4. 14 9. 76 ± 4. 68 － 1. 545

Q1( 实验性) 9. 74 ± 2. 62 10. 06 ± 2. 78 － 1. 629

Q2( 独立性) 9. 66 ± 3. 20 9. 04 ± 3. 37 2. 553*

Q3( 自律性) 12. 99 ± 3. 10 12. 89 ± 3. 19 0. 438

Q4( 紧张性) 11. 23 ± 4. 57 10. 94 ± 5. 22 0. 758

注: * P ＜ 0. 05，＊＊P ＜ 0. 01

3 讨论

3. 1 人口学特征

从调查结果来看，滥用海洛因和甲基苯丙胺的

人群以 20 － 50 岁的中青年、初中及以下学历人群为

主，这部分人过早进入社会，缺乏对毒品危害的认

识，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可以给吸毒提供经济支持。
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比例占 46. 1%，由于长期

吸食毒品，较难维持稳定的婚姻。这与前人的研究

相符［7 － 8］。另外，20 － 30 岁占 21. 33%，相较于前人

的研究有所下降。
3. 2 人格特征

从人格特征来看，所有滥用人员在乐群性，稳定

性，恃强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世故性和自律

性等方面都显著高于中国常模，而聪慧性，敏感性，

怀疑性，实验性和独立性则显著低于常模。此结果

·712·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Chin J Drug Depend) 2018，27( 3) : 215 － 218



说明该群体人员相较于中国常模在多个维度均有较

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外向居多、乐于社会交往、争强

好胜、容易冲动、冒险敢为、处事圆滑、学识浅薄、抽
象思考能力差、处事容易感情用事、不善拒绝、易轻

信他人、独立性差、容易听信身边的权威。
3. 3 人格特征比较

从不同成瘾物质滥用人员的人格特征比较情况

来看，海洛因滥用者在独立性和紧张性方面显著高

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而乐群性、稳定性、恃强性、兴
奋性、有恒性和敢为性则显著低于甲基苯丙胺滥用

者。这说明海洛因滥用者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在性

格上有一定差异，具体表现在海洛因滥用者相较于

甲基苯丙胺滥用者更为独立、更为敏感紧张、相对不

喜欢社交活动、不喜欢争强好胜、情绪相对较为稳

定、做事的坚持性较差、做事更不果断。
3. 4 指导意义

从滥用者的人格特征对戒毒康复工作者现实工

作的指导意义上来看，戒毒机构通过在入所时进行

人格量表的筛查可以确定一部分关键问题，进而开

展针对性的训练。如对情绪稳定性较差的人员可以

采用正念等相关训练加以改善，以预防由情绪问题

所导致的伤人、自伤、复吸等问题出现。
毒品滥用人员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这导致戒毒

康复工作者在毒品滥用人员滥用毒品的前期很难进

行干预，等到发现成瘾的问题时，滥用人员的成瘾程

度往往已经很深。而如果能在前期通过量表筛查锁

定出毒品滥用的易感人群或是潜在的毒品滥用者，

并进行预防性的干预，可能会收到较好的效果。此

外，对于毒品滥用人员的人格数据积累会帮助我们更

好地了解该类人群，通过数据的积累，未来建立相应

的数据库，积累不同性格特点的毒品滥用人员的戒治

经验，有助于促进科学戒治的规范化发展，也符合我

国司法体制改革大数据化的发展形势［10］，并且会对

形成毒品滥用人员的心理画像有一定的帮助［11］。
3. 5 与吸毒人员相处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戒毒机构的戒毒康复工作者在与吸毒人员相处

时，应当结合吸毒人员的人格特点开展工作，吸毒人

员独立性不强，愿意相信身边的的权威，这点提示了

戒毒康复工作者应当先建立与吸毒者的信任关系，

而后再开展相应的戒治工作。吸毒人员不善于拒绝

他人，这点提示了拒毒技能练习的必要性。此外，应

当注意不同毒品类型、不同性别的吸毒人员之间的

不同。如甲基苯丙胺毒品的滥用者情绪更不稳定，

应当以正面引导为主，避免过多的说教和指责，并应

当开设相关的情绪调节课程，传授他们应对负面情

绪的方法，先解决情绪问题，再解决其他问题。而海

洛因滥用者情绪相对稳定，相对较为独立，但做事情

坚持性较差，对课后练习的适当督促可以促进此类

人群积极习惯的养成。男女吸毒者的差异相对较

小，这提示了对男女吸毒人员进行教育时可以采用

类似模式，但在具体的细节上应有所调整，如女性吸

毒人员更为敏感，需要更多的关心。
3. 6 后续帮扶

对于离开戒毒场所的物质滥用人员，如何进行

后续的帮扶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一方面需要相

关的工作人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家人的关

心和支持，通过将滥用人员的性格特点等相关信息

和他们的家人沟通，并提供建议，让家人更好的了解

他们，学会用更适合的、容易被接受的方式与他们沟

通，从而降低复吸的风险性。
3. 7 应注意的问题

从量表本身的特点来看，16PF 条目过多，施测

时间过长，而毒品滥用人员的注意力受损，很难长时

间保持专注，如能采用大五人格等简单可操作，并且

同样科学的测量工具，一方面更符合毒品滥用人员

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能节省时间成本。此外，由于戒

毒康复工作者中很大一部分并非心理学专业出身，

对量表结果的解释和应用相对有些困难，因此应对

测验的结果应有专业的解释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

戒治建议。
综上所述，一方面，本研究论证了海洛因滥用者

与甲基苯丙胺滥用者人格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另一

方面，结合物质滥用者的性格特点开展相应的戒毒

工作会对戒毒康复工作者在筛查、戒治、社会适应等

方面工作的顺利开展更有帮助，也会对滥用者的成

功戒断起更好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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