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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獉獉

: 揭示苯丙胺类兴奋剂( ATS) 依赖者心理渴求与身心健康的关系。方法
獉獉

: 使用《苯丙胺类依赖者调查问

卷》( 自制) 、《苯丙胺渴求量表》( DSQ) 、《贝克抑郁自评量表》( BDI － 13) 、《状态—特质焦虑量表》( STAI) 、《健康状

况调查简表》( SF － 36) 、《体育活动等级量表》( PAＲS － 3 ) ，对上海强制隔离戒毒所 ATS 依赖者 227 人( 男 105，女

122) 进行调查 和 简 单 体 质 测 量。数 据 全 部 导 入 SPSS20. 0 软 件，进 行 描 述 性 统 计、多 元 逐 步 回 归 分 析，通 过

AMOS21. 0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獉獉

: 影响 ATS 依赖者心理渴求的各因素，标准化直接效应值精神健康

总评为 － 0. 336( 负向关系) ，强制戒毒次数为 0. 300，抑郁为 0. 220; 标准化间接效应值躯体健康总评为 － 0. 148( 负

向关系) ，依赖年限为 0. 189，状态焦虑为 0. 088，特质焦虑为 0. 081。结论
獉獉

: 不良情绪、精神状态、躯体健康与 ATS 依

赖者药物心理渴求存在关联，改善依赖者不良情绪、精神状态、躯体健康可能减轻 ATS 依赖者心理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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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craving and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addicts of amphetamine type stimulants ( ATS) .

Methods: Using Amphetamine

Dependence Questionnaire ( homemade ) ，Desire for Speed Questionnaire ( DSQ ) ，Beck Self Ｒating
Depression Scale ( BDI － 13) ，State Trait Anxiety Scale ( STAI)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 ( SF － 36) ，

Sports Activity Ｒating Scale( PAＲS － 3) ，227 persons ( male 105，female 122) who were ATS dependent
persons in Shanghai compulsory isolation detoxification center were surveyed and simple physical
measurement was performed． All data were imported into SPSS20． 0 software，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carried out． Path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AMOS21． 0．


Ｒesults: As for various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psychological craving of

ATS dependents，the standard value of mental health assessment as the direct effect was － 0. 336
( negative relationship) ，value of the number of compulsory detoxification was 0. 300，value of depression was
0. 220; the standard value of indirect effects of physical health assessment was － 0. 148 (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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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0. 189 for depending on the life，state anxiety was 0. 088，trait anxiety was 0. 081．

Conclusion:

Bad mood，mental state and physical health are related to drug craving of ATS addicts. Improving addicts’
bad mood，mental state and physical health may alleviate ATS dependence’s drug craving．

Keywords amphetamine; mental craving; relationship;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苯丙胺类兴奋剂( amphetamine － type stimulants) ，

简称 ATS，是联合国《精神药物公约》管制被滥用的

最主要合成毒品之一，是世界上使用排名第二的非

法药物，仅次于大麻［1］。ATS 具有中枢神经兴奋作

用，其中苯丙胺( 安非他明) 、甲基苯丙胺( 冰毒) 等

这类化合物以中枢神经系统兴奋为主，亚甲二氧基

甲基苯丙胺( 摇头丸) 等这类化合物兼有兴奋和致

幻作用; 它们对人大脑的奖赏系统施加影响，产生依

赖和滥用。现在以冰毒流行最快、滥用最广。据

《2017 中国禁毒报告》，2016 年全国新发现吸毒人

员 44. 5 万名，滥用合成毒品人员占 81. 1%，全国查

获复吸人员已由以滥用阿片类毒品人员为主逐步转

变为以滥用合成毒品人员为主，ATS 等合成毒品可

能代替海洛因等传统毒品成为 21 世纪中国的主流

毒品。ATS 滥用不但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给

滥用者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损害。研究发现 ATS、
K 粉及其混合滥用会导致精神障碍［2］，与阿片类物

质相比，ATS 依赖精神戒断症状主要表现为强烈的

用药渴求，情绪波动大，易焦虑、失眠，严重时可伴有

自杀意向; 至今尚无有效的治疗药物［3］。同时，精

神、心理问题也是滥用毒品的重要原因。调查发现，

吸食冰毒者对毒品危害的认识远低于吸食海洛因等

传统毒品者，他们错误地认为吸食冰毒精力旺盛，可

摆脱烦恼、忧郁等［4］。心理渴求是药物滥用者强迫

性使用药物的关键因素［5 － 7］。而 ATS 依赖者情绪、
精神健康等与心理渴求的关系如何，尚需更多证明，

这种关系可能在开展药物依赖者科学康复和“精准

戒毒”时有实践意义。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2017 年 3 月 22 － 4 月 13 日，在上海市崧泽强制

隔离戒毒所和上海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大队

整群抽样。纳入标准: ATS 依赖者; 根据《戒毒条

例》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决定的人员; 符合

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布的《苯丙胺类药

物依赖诊断治疗指导原则》和《中国精神障碍分类

与诊断标准》( CCMD － 3 ) 中的成瘾综合症评价标

准; 剩余隔离期限超过 12 个月。排除以下情况: 毒

品误报，有精神病史，阅读能力或健康状况 ( 老花

眼) 不能有效完成调查。共 227 人( 男 105，女 122 )

纳入研究，发放问卷 227 份( 套) ，回收 227 份，回收

率 100% ; 有效问卷 155 ( 男 76，女 79 ) 份，有效率

68. 28%。该研究通过了上海体育学院科学研究伦

理委员会的批准，编号: ［上体］伦审字 ( 2017024 )

号。所有受试者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工具

《苯丙胺类依赖者调查问卷》: 包括年龄、职业、
学历，主要吸食方式、主要获得途径、依赖年限、强制

戒毒次数等。
《苯 丙 胺 渴 求 量 表》［8］ ( Desire for Speed

Questionnaire，DSQ) 由刘恩益等 2016 年翻译成中文

版，在苯丙胺成瘾者中使用的信度和效度显示良

好［9］。量表基本为自评量表，40 个条目，每个条目

均为 7 级评分( 1 ～ 7) ，分值范围 40 ～ 280 分。条目

描述均非常清楚，没有歧义和重叠，使用者较易理解

和掌握，有很好的可操作性，分数越高渴求度越高。
克隆巴赫 α 系数 0. 944。
《贝 克 抑 郁 自 评 量 表》［10］ (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 － 13) 进行抑郁症状评价，在药瘾患者

中检测出抑郁症状，以 BDI 最为敏感［11］。量表共 13
个与抑郁相关的问题，题目根据症状表现的严重程度

分为 4 个选项，分别计 0 ～ 3 分。根据评分，量表总分

0 ～4 分为无抑郁，5 ～7 分为轻度抑郁，8 ～15 分为中度

抑郁，16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克隆巴赫 α系数 0. 790。
焦虑的测量采用 Spielberger 修编的《状态 － 特

质焦虑量表》［12］( State Trait Anxiety Scale，STAI) 中

文版，STAI 采用四点 1 ～ 4 记分法，描述反应正负性

情绪的程度，分数越高焦虑程度越高。分为两个分

量表，状态焦虑分量表( S － AI) 主要用于评定即刻

或最近某一特定时间的或情境的恐惧、紧张、忧虑和

神经质的体验或感受，克隆巴赫 α 系数 0. 895; 特质

焦虑( T － AI) 分量表用于评定人们较稳定的焦虑、
紧张性人格特质，克隆巴赫 α 系数 0. 869。
《健 康 状 况 调 查 简 表》(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 － 36 ) ，是目前国际上最为常用的生命质

量标准化测量工具，主要着重于慢性躯体疾病和精

神疾病方面，分为 8 个分量表，归类为躯体健康总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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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S) 和精神健康总评( MCS) ，按照各条目权重，计

算粗积分［13］，分数越高生命质量越好。躯体健康总

评( PCS ) 克隆巴赫 α 系 数 0. 840，精 神 健 康 总 评

( MCS) 克隆巴赫 α 系数 0. 761。
《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General Self － Efficacy

Scale，GSES) 是测量个体应对挑战或面对新事物的

总体自信心，在国际上广泛使用。采用李克特四点

1 ～ 4 记分法，分数越高效能越高［14］。克隆巴赫 α
系数 0. 914。
《体育 活 动 等 级 量 表》( Sports Activity Ｒating

Scale，PAＲS － 3) ，由桥本公雄制定，武汉体育学院梁

德清等人修订［15］，从参加体育锻炼的强度、时间、频
率 3 个方面来考察运动量。运动量 = 强度 × 时间 ×
频率，强度、频率 1 ～ 5 等级分别记 1 ～ 5 分，时间

1 ～ 5 等级分别记 0 － 4 分，总分最低分为 0 分，最高

分为 100 分; 运动量等级: ≤19 分为小运动量; 20 －
42 分为中等运动量;≥43 分为大运动量。克隆巴赫

α 系数 0. 348，因为题目只有 4 项，信度可以接受。
1. 3 方法

从文献和访谈确定可能影响 ATS 依赖者心理

渴求的因素，通过横断面调查和测量，分析心理渴求

和各因素以及各因素间的关系。做调查前向参与对

象解释研究的科学目的，保障信息隐私。调查员先

当场发放问卷并回收，然后对调查对象进行简单体

质测试。
1. 4 统计分析

数据全部导入 SPSS20. 0 软件，依赖者定量资料

采用均数和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分类资料采用构

成比或率进行描述; 心理渴求与各因素关系，采用多

元逐步回归分析; 通过 AMOS21. 0 画出结构方程模

型路径图，匹配 SPSS20. 0 中数据，进行路径分析。
统计符号均数加减标准差表示!x ± S，P ＜ 0. 05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一般人口学及临床资料情况

ATS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年龄 20 － 60 岁; 首次使

用药物年龄 16 － 56 岁; 依赖年限最低 1 年，最高 27
年; 月使用频次最低 1 次或不足 1 次，最高 210 次。
主要人口学及临床资料情况统计表，见表 1。
2. 2 心理渴求与各变量的相关与回归关系

为进一步了解变量间的内在关系，ATS 渴求与

躯体健康总分、精神健康总分、强制戒毒次数、依赖

年限、抑郁、状态焦虑、特质焦虑、自我效能等变量采

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ATS 渴求与各变量的相关系

数一览表，见表 2。

表 1 ATS 依赖者一般人口学及临床资料情况( 珋x ± s，
n =155)

名称 数据 /频次 百分比%

年龄 /岁 37. 60 ± 9. 16

BMI 24. 03 ± 2. 52

依赖年限 /年 8. 75 ± 6. 64

强制戒毒次数 /次 1. 65 ± 1. 18

月频次 /次 18. 60 ± 30. 42

学历

初中及以下 103 66. 5

高中 /中专 38 24. 5

大专 10 6. 5

本科 3 1. 9

研究生 1 0. 6

主要获得途径( 多选)

朋友赠送 43 27. 7

购买 112 72. 3

其他途径 16 10. 3

用药方式( 多选)

烫吸 143 92. 3

注射 8 5. 2

烟吸 5 3. 2

混合 5 3. 2

鼻吸 2 1. 3

口服 2 1. 3

其他 4 2. 6

近三年没有主要工作 63 40. 6

抽烟 138 89. 0

高血压 27 17. 4

龋齿 77 49. 7

抑郁

重度 16 10. 3

中度 68 43. 9

轻度 45 29. 0

无抑郁 26 16. 8

强制隔离戒毒前体育锻炼

大运动量 9 5. 8

中等 17 11. 0

小运动量 129 8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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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TS 渴求与各变量的相关系数一览表

月频次 BMI 依赖年限 自我效能 状态焦虑 特质焦虑 抑郁
精神健康

总评

躯体健康

总评

强制戒毒

次数

心理渴求 0. 07 0. 02 0. 21＊＊ － 0. 16* 0. 28＊＊ 0. 28＊＊ 0. 35＊＊ － 0. 38＊＊ － 0. 23＊＊ 0. 33＊＊

注: * P ＜ 0. 05，＊＊P ＜ 0. 01

以心理渴求为因变量，月使用频次、BMI、依赖

年限、自我效能、状态焦虑、特质焦虑、抑郁、精神健

康总评、躯体健康总评、强制戒毒次数为自变量进行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依次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

是精神健康总评、强制戒毒次数、抑郁，构成回归效

应有显著性，精神健康总评、强制戒毒次数、抑郁对

心理渴求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摘要表，见表 3。3 个自

变量与心理渴求的多元相关系数为( Ｒ) 0. 53，决定

系数为( Ｒ2 ) 0. 28，最后回归模型整体性检验的 F 值

为 19. 84，p ＜ 0. 001，因此 3 个自变量共可解释心理

渴求 28. 3%的变异量。从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回

归模型中 3 个自变量的 Beta 值分别为 － 0. 288，

0. 295，0. 220，负数表示对心理渴求的影响为负向，

正数表示对心理渴求的影响为正向。标准化回归方

程: 心理渴求 = － 0. 288 "精神健康总评 + 0. 295 "强
制戒毒次数 + 0. 220 "抑郁。

表 3 精神健康总评、强制戒毒次数、抑郁对心理渴求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摘要表

顺序 Ｒ Ｒ2 △Ｒ2 F 值 △F B Beta t

截距 105. 234

1. MCS 0. 38 0. 14 0. 14 25. 59＊＊＊ 25. 59＊＊＊ － 0. 157 － 0. 288 － 3. 89＊＊＊

2. times 0. 49 0. 24 0. 10 24. 16＊＊＊ 19. 62＊＊＊ 8. 315 0. 295 4. 27＊＊＊

3. BDI 0. 53 0. 28 0. 04 19. 84＊＊＊ 8. 74* 1. 438 0. 220 2. 96*

注: 精神健康总评( MCS) ，强制戒毒次数( times) ，抑郁( BDI) ，* P ＜ 0. 05，＊＊＊P ＜ 0. 001

分别计算精神健康总评、强制戒毒次数、抑郁与

其它因素的回归关系。以精神健康总评为因变量，

强制戒毒次数、抑郁、月使用频次、BMI、依赖年限、
自我效能、状态焦虑、特质焦虑、躯体健康总评为自

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最终进入方程的

变量有躯体健康总评、特质焦虑，躯体健康总评、特
质焦虑对精神健康总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摘要表，

见表 4。以强制戒毒次数为因变量，精神健康总评、
抑郁、月使用频次、BMI、依赖年限、自我效能、状态

焦虑、特质焦虑、躯体健康总评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

步回归分析，结果最终进入方程的变量是依赖年限，

依赖年限对强制戒毒次数回归分析摘要表，见表 5。
以抑郁为因变量，精神健康总评、强制戒毒次数、月
使用频次、BMI、依赖年限、自我效能、状态焦虑、特

质焦虑、躯体健康总评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

分析，结果最终进入方程的变量有状态焦虑、精神健

康总评，状态焦虑、精神健康总评对抑郁多元逐步回

归分析摘要表，见表 6。

表 4 躯体健康总评、特质焦虑对精神健康总评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摘要表

顺序 Ｒ Ｒ2 △Ｒ2 F △F B Beta t

截距 185. 923

1. PCS 0. 59 0. 35 0. 35 80. 61＊＊＊ 80. 61＊＊＊ 0. 510 0. 513 7. 99＊＊＊

2. T － AI 0. 65 0. 42 0. 07 54. 51＊＊＊ 18. 95＊＊＊ － 1. 825 － 0. 280 － 4. 35＊＊＊

注: 躯体健康总评( PCS) ，特质焦虑( T － AI) ，* P ＜ 0. 05，＊＊＊P ＜ 0. 001

表 5 依赖年限对强制戒毒次数回归分析摘要表

顺序 Ｒ Ｒ2 F B Beta t

截距 0. 681

years 0. 63 0. 39 98. 40＊＊＊ 0. 111 0. 626 9. 92＊＊＊

注: 依赖年限( years) ，＊＊＊P ＜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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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状态焦虑、精神健康总评对抑郁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摘要表

顺序 Ｒ Ｒ2 △Ｒ2 F △F B Beta t

截距 4. 824

1. S － AI 0. 48 0. 23 0. 23 45. 86＊＊＊ 45. 86＊＊＊ 0. 204 0. 339 5. 31＊＊＊

2. MCS 0. 52 0. 27 0. 04 27. 94＊＊＊ 7. 93* － 0. 018 － 0. 212 － 2. 82*

注: 状态焦虑( S － AI) ，精神健康总评( MCS) ，* P ＜ 0. 05，＊＊＊P ＜ 0. 001

2. 3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

2. 3. 1 构建模型 由变量间的回归关系可知，ATS
依赖者的精神健康、抑郁、强制戒毒次数与心理渴求

有直接联系，躯体健康、焦虑、依赖年限通过中介变

量精神健康、抑郁、强制戒毒次数有间接联系。在

Amos21. 0 中建立路径分析假设模型图，残差变量的

回归系数设定为 1。模型图单箭头表示因果关系，

箭头指向变量表示因变量，尾部表示自变量; 自变量

间用双箭头表示相关关系，计算估计值，删除不具显

著性的相关关系，调整路径图，最后得到标准化估计

值的路径图，见图 1。因变量旁边的值为多元相关

系数的平方 ( Ｒ2 ) ，是自变量联合对因变量的变异

量; 单箭头方向路径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Beta) ，

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直接效果值，路径系数显著性检

验均 P ＜ 0. 05，具有显著性。Beta 为正数，表示影响

为正向，为负号，则相反，符号和回归模型符号相同。
躯体健康总评、状态焦虑、特质焦虑、依赖年限对心

理渴求为间接效果，标准化间接效果值为各自路径

系数值相乘，躯体健康总评值 = 0. 51 × ( － 0. 29 ) =
－ 0. 148，特质焦虑值 = － 0. 28 × ( － 0. 29) = 0. 081，

状态焦虑值 = 0. 40 × ( 0. 22 ) = 0. 088，依赖年限值

=0. 63 × 0. 30 = 0. 189; 精神健康总评的效果值为直

接效果值和间接效果值之和，精神健康总评值 =
－ 0. 29 + ( － 0. 21) × 0. 22 = － 0. 336。

图 1 路径分析模型图

2. 3. 2 拟合评价 图 1 各变量关系路径模型图卡方

值的 P = 0. 551 ＞ 0. 05，说明模型与实际测量数据相

匹配; GFI、AGFI 均大于 0. 90 的标准，参数合 理;

ＲMSEA ＜0. 05，表示该结构方程趋近完全拟合。综

合各项拟合度指标来看，结构方程模型是合理的、成
立的。模型拟合结果解释了 ATS 依赖者心理渴求

与各变量的直接和间接关系。

3 讨论

研究发现 ATS 依赖者普遍具有抑郁等不良心

理症状，抑郁症状与其他同类调查相比更严重。如

2009 －2011 年四川华西医院收治的 ATS( 或 ATS + K)

患者调查显示，28%的受试者有情绪障碍，39. 7% 有

焦虑症［16］。这可能与被试是强制隔离或毒龄较长

有关。也有研究证实一次或多次使用冰毒会导致极

端的偏执、焦虑、抑郁［17］，ATS 依赖者普遍具有抑郁

症状［18］。戒毒次数、依赖年限、抑郁、焦虑、精神健

康、躯体健康和药物渴求存在不同程度的直接或间

接联系，毒龄越长、强戒次数越多越难戒毒，符合常

识; 而心理障碍可能促使吸食毒品，这和其它研究结

果相似。山东省 2013 － 2015 年滥用冰毒调查显示

无配偶、无业人员比例有逐年升高和向更高年龄层

扩散趋势，主要原因是为追求欣快、刺激［19］，药物依

赖者使用毒品有时是为了逃避负性情绪［20］，冰毒心

理依赖较海洛因更严重［21］。因此，不良心理健康和

ATS 依赖易形成恶性循环。
抑郁、焦虑情绪和精神健康、躯体健康都是可以

改变的因素，通过影响这些中介变量可能降低 ATS
依赖者心理渴求。ATS 依赖者隔离戒毒前体育运动

量普遍不足，“运动即药物”的理念最早由美国医学

会和美国运动医学会所倡导［22］，适量运动本身对躯

体健康有益，可能间接作用于 ATS 依赖者的心理渴

求，锻炼可能是药物成瘾潜在预防和治疗的一种选

择［23］。许多研究发现，参加愉快的、非竞争性的体

育锻炼会产生显著的短期情绪效应，从而形成良好

的情绪状态［24］。运动介入 ATS 依赖者，同样可引起

愉快的情绪体验［25 － 26］。而有实验对比中等强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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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干预对冰毒依赖者抑郁症康复以及预防复吸的贡

献，运动组得分高于健康教育组［27］。有研究显示女

性海洛因戒毒者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运

动习惯”这一因素的调节而实现［28］。形成运动习惯

可能有助于减轻药物滥用障碍，改变滥用药物的奖

赏效应，并有利于成功应对压力［29］。有证据显示急

性快走运动可以影响尼古丁戒断渴求，随着运动量

的增加渴求度成下降趋势［30］。有通过太极康复操

对 ATS 依赖者身心康复效果的 6 个月追踪，结果显

示太极康复操好于常规康复操［31］。因此，可选择太

极拳类等愉快的、非竞争性的中小强度有氧运动，设

计运动康复处方。

4 结论

ATS 依赖者的精神健康、抑郁、强制戒毒次数对

心理渴求有直接联系，躯体健康、焦虑、依赖年限分

别通过精神健康、抑郁、强制戒毒次数对心理渴求有

间接联系。不良情绪、精神状态、躯体健康可能是影

响 ATS 依赖者滥用药物的因素。建议采用运动介

入方式，通过愉快的、非竞争性的体育锻炼促进身心

健康，影响心理渴求，可能辅助 ATS 依赖者戒毒有

实践意义。
研究结果来源于对 ATS 依赖者的问卷调查，心

理渴求的判断以受试者主观回答为主，尚需较为客

观的指标进一步证实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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