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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獉獉

: 探讨强制戒毒人员的感觉寻求、经验性回避和负性情绪的关系。方法
獉獉

: 运用感觉寻求问卷中文精简

版、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和抑郁 － 焦虑 － 应激量表中文精简版，对福建省某强制戒毒所共 600 名戒毒人员进行

调查。结果
獉獉

: 感觉寻求、经验性回避与焦虑、抑郁、应激反应呈正相关，高感觉寻求者表现出更多的经验性回避，同

时产生更强烈的负性情绪，经验性回避在感觉寻求对焦虑、抑郁、应激反应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獉獉

: 感觉

寻求特质既可以直接影响强制戒毒人员的负性情绪，又可以通过经验性回避间接影响他们的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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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sensation seeking，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negative emotions of compulsory drug addicts．

Methods: A total of 600 detoxification drug addicts in a

Compulsory isolated detoxification center in Fujian Province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 Brief Sensation Seeking
Scale for Chinese( BSSS －C) ，Experiential Avoidance Questionnaire ( AAQ －Ⅱ) and Chinese Short Version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 DASS － C21) ．


Ｒesults: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Sensation seeking，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anxiety，depression and stress were detected. High sensation seekers show more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d more negative emotions at the same time. Experiential avoidance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sensation seeking on anxiety，depression and stress.


Conclusion: S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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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ing can affect the negative emotions directly in compulsory drug addicts，and also can affect the negative
emotions indirectly through experiential avoidance．

Keywords sensation seeking; experiential avoidance; anxiety; depression; stress

负性情绪在毒品戒断后普遍存在［1］，毒品成瘾

者在戒毒期间表现出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2 － 4］，强

度明显高于普通人群［2，5］，也高于其他劳教人员［6］。
长期的负性情绪既影响戒毒人员的身心康复，又不

利于戒毒所的日常管理，更重要的是负性情绪与复

吸行为密切相关。根据负强化情绪加工模型，对负

性情绪的逃避是维持成瘾行为的优势性动机，负性

情绪对 于 诱 发 药 物 寻 求 和 复 吸 行 为 具 有 关 键 作

用［7］。因此，关注和调整戒毒者的负性情绪，对于

提高戒毒工作的有效性、降低居高不下的“复吸率”
至关重要。

人格与情绪关系密切［8］。感觉寻求是药物依

赖的易感性人格特质，也是其中最突出的人格特质

之一［9 － 11］，是指寻求新颖、多样、具有很强刺激性体

验的倾向，并为了实现这种刺激体验而愿意承担风

险［12］。现有研究大多数是基于人格特质理论模型，

对戒毒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进行分析，较少针对感觉

寻求特质与负性情绪关系的研究，只有个别研究涉

及感觉寻求与负性情绪的相关性［13］。
对异卵双生子的研究表明: 感觉寻求特质主要

依赖遗传的作用，环境因素仅起次要作用［11］。因

此，需要找到感觉寻求人格特质与负性情绪之间的

认知过程，才能对感觉寻求与负性情绪的关系进行

干预调整。
经 验 性 回 避 ( Experiential Avoidance，EA ) 是

1996 年 由 接 纳 承 诺 疗 法 ( 简 称 ACT ) 的 创 始 人

Steven. C. Hayes 提出的概念。经验性回避指的是

人们试图改变自身内在经验 ( 如想法、情绪、记忆、
躯体感觉、行为倾向) 在脑海中出现的形式、频率，

或对情境的敏感性［14］，即使这样做会导致与个人价

值或目标不一致的行动［15］。国外大量研究表明，经

验性回避在物质滥用、焦虑、抑郁、应激反应等发展

中起到重要作用［16］。ACT 认为很多吸毒人员最初

是通过使用毒品来消除、回避、摆脱或者控制不想要

的想法或感受［17］，结果导致更多的痛苦，形成恶性

循环。
本研究旨在研究负性情绪与感觉寻求、经验性

回避的关系，从人格、认知层面探索戒毒人员负性情

绪的成因，寻求调节其负性情绪的关键点，为提升戒

毒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和降低复吸率，提供新的思路。

1 对象和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整群抽样福建某强制隔离戒毒所全体戒毒人

员，全部为男性。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问卷 583
份，剔除空白过多 ( 20% 漏答) 和反应倾向过于明

显( 例如，连续 15 题同一答案) 的问卷 33 份，有效

问卷共 550 份。平均年龄 34. 21 岁，首次吸毒的

平均年龄 25. 48 岁，平均吸毒年限 8. 70 年，初中

及以下学历者占 84. 7% ，已婚者占 34. 8%。筛选

的参与 者 均 能 识 字，无 精 神 疾 病，无 严 重 身 体 疾

病，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

过伦理委员会批准。
1. 2 研究方法

1. 2. 1 研究工具

1. 2. 1. 1 感觉寻求问卷中文精简版 ( Brief Sensation
Seeking Scale for Chinese，BSSS － C) ［18］由 Xinguang
Chen 等人改编，并在中国武汉对 249 人进行了样本

分析，问卷的信效度良好，Cronbachα 系数为 0. 90，

与原始 简 明 感 觉 寻 求 量 表 相 关 ( r = 0. 85，p ＜
0. 01) 。验证性因素分析( CFA) 结果表明 BSSS － C
数据很好地符合四个构造模型 ( GFI = 0. 97 ) 。量

表包含四个基本维度，即体验寻求、无聊易感性、刺
激与冒险寻求和去抑制，共 8 个条目，采用 5 点评

分，从 1( 完全不符合) 到 5 ( 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

代表感觉寻求水平越高。
1. 2. 1. 2 接纳与行动问卷第二版 ( AAQ －Ⅱ) : 由曹

静等人在获得原量表作者 Bond 的许可授权后，采用

“双翻”程序，形成汉化版，与原量表保持一致，只有

一个维度，即经验性回避，共 7 个条目，采用 1 ( 从

未) ～ 7( 总是) 7 点计分，将 7 个条目得分相加，分数

越高，经 验 性 回 避 程 度 越 高［19］。经 实 证，该 量 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 886，重测信度为 0. 883，量表

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 2. 1. 3 抑 郁 － 焦 虑 － 应 激 量 表 中 文 精 简 版

( Chinese Short Version of Depression Anxiety and
Stress Scale，DASS － C21 ) ［20］: 由 抑 郁、焦 虑 和 应

激反应三个子量表组成，共 21 个条目，每个分量

表各含 7 个条 目，从 0 ( 不 符 合 ) 到 3 ( 最 符 合 ) 。
评估个 体 在 过 去 一 周 的 负 性 情 绪 水 平，得 分 越

高，代表负 性 情 绪 水 平 越 严 重。在 大 学 生 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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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DASS － C21 的抑郁、焦虑和应激反应分 量 表

以 及 总 量 表 的 Cronbachα 系 数 分 别 为 0. 83、
0. 80、0. 82、0. 92。
1. 2. 2 研究程序 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方法，使用统

一的感觉寻求问卷中文精简版( BSSS － C) 、接纳与

行动问卷第二版 ( AAQ －Ⅱ) 和抑郁 － 焦虑 － 应激

量表中文精简版( DASS － C21) ，由戒毒所内一名心

理学专业的警官担任施测人员，对全所戒毒人员分

批施测，并指导他们匿名填写问卷，所有问卷独立填

写，当场回收。
1. 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2. 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对研

究参与者的人口学资料采用描述性统计进行描述，对

整体数据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诊断共同方法偏差

效应，对感觉寻求、经验性回避和焦虑、抑郁、应激反

应等变量数据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进行相关性分

析，最后运用 SPSS Process 程序对经验性回避在感觉

寻求和焦虑、抑郁、应激反应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

2 研究结果

2. 1 共同方法偏差效应检验

由于本研究均是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

能会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效应［21］。因此采用了程序

方法进行控制: ( 1) 采用匿名调查; ( 2) 采用的量表

或问卷具有较高信效度; ( 3 ) 问卷中的部分项目使

用反向计分。此外，数据收集完成后，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诊断，结果发现未

旋转情况下共有 20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并且第

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4. 95%，小于 40% 的临

界标准。因此可以确定本研究中共同方法偏差效应

不显著。
2. 2 感觉寻求、经验性回避和负性情绪的相关分析

感觉寻求得分与经验性回避得分显著正相关( r
= 0. 240，P ＜ 0. 01) ，与焦虑、抑郁、应激反应得分显

著正相关( r = 0. 277、0. 221、0. 330，P ＜ 0. 01 ) ; 经验

性回避得分与焦虑、抑郁、应激反应得分显著正相关

( r = 0. 437、0. 438、0. 447，P ＜ 0. 01) 。

表 1 感觉寻求、经验性回避、焦虑抑郁应激反应的相关分析

珋x ± s 1 2 3 4 5

1 感觉寻求

2 经验性回避

3 焦虑

4 抑郁

5 应激反应

23. 314 ± 6. 147

25. 286 ± 7. 966

4. 769 ± 4. 248

4. 416 ± 4. 424

6. 554 ± 4. 455

—

0. 240＊＊

0. 277＊＊

0. 221＊＊

0. 330＊＊

—

0. 437＊＊

0. 438＊＊

0. 447＊＊

—

0. 688＊＊

0. 720＊＊
—

0. 700＊＊ —

注: 参与者年龄范围: 18 岁 － 56 岁，n = 550。＊＊P ＜ 0. 01

2. 3 经验性回避在感觉寻求与负性情绪间的中介作

用检验

以感觉寻求为自变量，经验性回避作为中介变

量，焦虑、抑郁、应激反应分别作为因变量，采用非参

数百分位 Bootstrap 自抽样法，利用 SPSS Process 中

的模型 4 来检验中介效应，选择抽样次数为 5000，

置信区间为 95%。结果见表 2，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因此，经验性回避的中介作用显著。此外，控制了

中介变量经验性回避后，自变量感觉寻求分别对因

变量焦虑、抑郁、应激反应的影响也显著。因此，经

验性回避在感觉寻求对焦虑、抑郁、应激反应影响中

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为了表明感觉寻求、经验性

回避、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特绘制中介作用结构模

型图，见图 1、图 2、图 3。

表 2 经验性回避在感觉寻求与焦虑、抑郁、应激反应间的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 n =550)

因变量 效应值( effect) SE
Bootstrap

( 95% CI)
Ｒ2 中介效应量

焦虑 0. 065 0. 014 0. 040 ～ 0. 095 22. 26% 34. 03%

抑郁 0. 070 0. 014 0. 044 ～ 0. 101 20. 60% 44. 30%

应激反应 0. 073 0. 014 0. 047 ～ 0. 104 27. 36% 30.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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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经验性回避在感觉寻求和焦虑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构模

型图

图 2 经验性回避在感觉寻求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构模

型图

图 3 经验性回避在感觉寻求和应激反应之间的中介作用结

构模型图

3 讨论及结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高感觉寻求的强制戒毒人员

表现出更高的经验性回避和负性情绪，同时经验性

回避与负性情绪之间也呈正相关。经验性回避在感

觉寻求和负性情绪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感觉寻求

特质既可以直接影响强制戒毒人员的负性情绪，又

可以通过经验性回避影响他们的负性情绪。
首先，感觉寻求特质与经验性回避显著正相关，

这是以往没有研究过的新发现。高感觉寻求的人，

希望能时刻保持较高水平的唤醒状态，并为此寻求

不断变换的新异体验［13］，其实也是回避低刺激情境

下的不愉快感受，因此，高感觉寻求很可能伴随着高

经验性回避。其次，目前对不同人群感觉寻求与心

理健康关系的研究结果各不相同: 戒毒人员的感觉

寻求与 SCL － 90 得分( 包括焦虑、抑郁等) 显著正相

关［22］; 大学生感觉寻求与心理健康无显著相关［23］。
本研究验证了在戒毒者中感觉寻求与负性情绪的显

著正相关。在不同人群中的结果不同，很可能因为

寻求刺激的途径不同［24］，大学生更倾向于社会所赞

许的刺激活动，吸毒者则通过社会不赞许的刺激获

得满足，违背社会标准带来的压力更易导致负性情

绪。最后，经验性回避与负性情绪呈显著正相关，与

国内外的多数研究相一致［25 － 27］，越是故意回避不想

要的想法、情绪、记忆等，这些内心事件出现的频率反

而越高，形式也越多，进而带来更多的负面情绪［16］。
根据本研究结果，针对强制戒毒人员的心理干

预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为戒毒者提供不同刺激强度

的有益活动，满足他们不同的感觉寻求需要，从而降

低因刺激过低或过高导致的负性情绪; 其次，通过心

理辅导，帮助戒毒者“放下”经验性回避，坦然地“面

对”强制戒毒所内的生活，接纳没有毒品刺激、自由

受限、生活单调的现状，“品味”由此带来的内心反

应，为不如意事件重新“赋义”，才能减少负性情绪，

以更加积极平和的心态顺利度过强制戒毒期。

4 局限和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研究对象仅限于男性

戒毒人员，无法探究性别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

于感觉寻求、经验性回避和负性情绪的关系采用横

断面研究，不能说明这些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后续

可以针对男性和女性戒毒人员共同进行研究，还可

以进行干预性的随机对照研究，如通过 ACT 团体心

理辅导、正念练习等心理干预，控制更为严格的实验

设计，来探究其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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