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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獉獉

: 甲基苯丙胺的使用可以导致以幻觉妄想为主要表现的精神病性症状，通过探索影响甲基苯丙胺使用

者出现幻觉妄想的相关危险因素，为预测、干预甲基苯丙胺所致精神障碍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獉獉

: 对 2015 年至 2016

年强制隔离戒毒所内收治的 335 名男性戒毒学员，根据受试者是否曾在使用物质期间出现精神病性症状而分为两

组，评估其人口学情况、甲基苯丙胺使用情况等，并用 Barratt 冲动性人格量表( BIS － 11) 评估其冲动性。结果
獉獉

: 单因

素分析发现使用者年龄较小、未婚与精神病性症状相关; 曾出现症状组的首次吸毒年龄( t = 4. 32，P ＜ 0. 01) 较小;

曾出现症状组 BIS － 11 总分及 3 个分量表得分都较高( P ＜ 0. 01) ，脱毒前 30 天平均每天用量较无症状组高( P ＜
0. 01)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未婚［OＲ = 3. 94，95% 可信区间( CI) 2. 12 ～ 7. 30］、脱毒前 30 天平均吸食天数较高者

( OＲ = 1. 02，95% CI 1. 00 ～ 1. 04) 及 BIS － 11 量表总分较高( OＲ = 2. 08，95% CI 1. 30 ～ 3. 33) ，为精神病性症状的危

险因素。结论
獉獉

: 使用者年龄小、未婚、首次吸毒年龄小、吸食量大、BIS － 11 量表得分较高是精神病性症状的相关因

素，在临床上对未婚、吸食毒品频繁且 BIS － 11 量表得分高的甲基苯丙胺使用者应注意评估精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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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Methamphetamine use can lead to psychotic symptoms，which are mainly

manifested by hallucinations and delusions． We aim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predic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methamphetamine － induced mental disorder by exploring the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methamphetamine users appear hallucinations and delusions．


Methods: We divided 335 male

methamphetamine users who were doing detoxification in compulsory isolated detoxification facilities from
2015 to 2016 into two groups，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subjects had psychotic symptoms during the
course of methamphetamine use or not． Then we assess the demographics，the use of methamphetamine，

and assess their impulsivity by the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 BIS － 11) ．

Ｒesults: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younger，unmarried users are associated with psychotic symptoms; the age of initial drug
use in symptoms group ( t = 4． 32，P ＜ 0． 01 ) was younger，and BIS － 11 total score and 3 sub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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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s were also higher ( P ＜ 0． 01) ，average daily drug consumption of 30 days before detoxification was
higher than asymptomatic group ( P ＜ 0． 01) ．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unmarried ［OＲ =
3． 94，95% confidence interval ( CI) 2． 12 ～ 7． 30］，higher average days of drug use in 30 days before
detoxification ( OＲ = 1． 02，95% CI 1． 00 ～ 1． 04) and BIS － 11 scores ( OＲ = 2． 08，95% CI 1． 30 ～ 3．
33) are risk factors of psychotic symptoms．


Conclusion: Young methamphetamine user unmarried，the

younger age of initial drug use，taking large quantity of methamphetamine，the higher BIS － 11 scores
were risk factors of psychotic symptoms．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ssessing the mental status of the
methamphetamine user who is unmarried，drug consumption frequently and high BIS score in clinical．

Keywords methamphetamine; impulsive personality; psychotic symptom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冰毒( 又名甲基苯丙胺) 和麻古，都属于苯丙胺

类兴奋剂 ( amphetamine － type stimulants，ATS) ，麻

古实际上是缅甸产的“冰毒片”，其主要成份亦是甲

基苯丙胺 ( methamphetamine，MA) 。它们主要作用

于儿茶酚胺神经细胞的突触前膜，通过促进突触前

膜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和 5 － 羟色胺( serotonin，5
－ hydroxytryptamine，5 － HT) 等单胺类递质的释放、

阻止其再摄取、抑制单胺氧化酶的活性而发挥药理

作用，而其毒性作用在可基本认为是它们药理学作

用的加剧，可引起使用者出现一过性精神病性症状

如幻听和妄想［1］。
目前学术界尚无一个公认的“精神病”概念，而

精神病 性 症 状 通 常 指 的 是 幻 觉 和 妄 想 等 临 床 表

现［2 － 3］。国外一些研究发现，甲基苯丙胺依赖的患

者出现精神障碍的发病率最低的也有 13% 左右［4］，

有的研究结果报告为 48%［5］; 日本 20 世纪末的一

项研究报道甲基苯丙胺滥用者中出现精神症状者更

是高达 76%［6］。许多研究表明，首次使用精神活性

物质的年龄早、使用者家庭环境不好、既往有精神障

碍以及家族精神疾病史，都是 ATS 引起精神病性症

状的危险因素［7 － 8］。国内的研究主要为临床上治疗

甲基苯丙胺所致精神障碍的研究，收入样本多是已

经确诊了患有精神障碍的病人，对精神障碍的症状

表现及治疗相关的研究较多［9 － 10］，但缺少使用甲基

苯丙胺后出现精神病性症状与未出现过精神病性症

状两类人群的相互比较。故本次的研究结果可以为

国内已有的相关研究填补一些空白。
本研究试 图 寻 找 甲 基 苯 丙 胺 所 用 者 的 人 格

冲动性、人口学因素、物质滥用情况与其由于使

用甲基苯丙胺所引起的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

状的相关性，探讨针对甲基苯丙胺使用者所应实

施的矫治。

1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 1 被试

本研究小组取得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同意下，于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本

研究小组分别在湖南省新开铺强制隔离戒毒所和青

岛市强制戒毒所进行方便取样，各为男性戒毒人员

103 人和 273 人。本次调查采用匿名方式，以保护

研究对象的个人隐私，并明确向其说明，征得其允许

后自愿参与本次调查研究。
入组标准: ①18 － 60 岁; ②既往无严重躯体疾

病，并未受过严重颅脑外伤; ③既往无精神病患病

史，没有并发其他心身疾病; ④患者完全知情同意。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剔除未做完全或不真实等无效答

卷，以及主要吸食海洛因、氯胺酮的戒毒人员问卷共

41 份，实际进入统计分析的样本容量为 335 人。
1. 2 测量工具

自编调查表:①个人一般情况，性别、年龄、文化

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等:②甲基苯丙胺的使用情况:

包括甲基苯丙胺使用剂量、首次使用时间等;③使用

甲基苯丙胺后所出现的精神病性症状，包括妄想

( 关系妄想、被害妄想、夸大妄想、躯体妄想、嫉妒妄

想、被控制感、思维被广播及怪异妄想) 和幻觉 ( 听

幻觉、视幻觉、触幻觉、其他幻觉) 。
Barratt 冲动性量表: 自 Barratt 1959 年制定冲动

性量表以来，其量表被先后修订过 11 版。本研究采

用由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李献云、费立鹏

等人修 订 过 的 中 文 版 Barratt 冲 动 量 表 ( Barratt
Impulsiveness Seale － 1l，BIS － 11) ［11］，用于评估被试

的冲动和攻击人格特质。Barratt 冲动性量表包含 3
个分量表，即无计划 ( No － plan Impulsiveness) 、行

动冲动性 ( Motor Impulsiveness) 和认知冲动性分量

表 ( Cognitive Impulsive，又 被 称 作 注 意 冲 动 性，

Attention Impulsiveness) ，无计划和认知分量表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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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均为反相条目，总分为“各个分量表得分之和 /
3”，得分越高，冲动性越大。每个分量表包含 10 个

条目，采用 Likerts 级评分，分别为“不是、极少、有

时、经常和总是”，每个条目的得分范围是 1 ～ 5 分，

正相条目答案相应得分分别为 1 ～ 5，反相条目对应

得分分别为 5 ～ 1，量表信、效度良好。
1. 3 评定方法

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进行调查，测试中采用统

一的指导语，并且向患者说明本研究采用匿名调查

的方式，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负面影响。一般情况

及 BIS － 11 问卷以团体测试方式，主试采用统一的

指导语，对不能理解测验的戒毒者进行单独调查; 物

质使用情况及精神病性症状的评估，由专业精神科

医生面对面访谈调查完成。为消除被试的防御心

理，无记名填写答卷，所有问卷即填即收，确保被试

在理解题意的基础上回答。
1. 4 数据处理

所有资料进行统一归类、整理后输入计算机，运

用 SPSS 21. 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由于文化程度

中，“文盲组”与“本科或以上组”样本量太小，故将

文盲组与小学组合并为“小学及以下组”，将大专组

与本科或以上组合并为“大专及以上组”。本次研

究样本中不含小于 20 岁或大于 60 岁的个体; 根据

受试者的婚姻状况，划为“离婚和丧偶组”，“已婚、
未婚同居和再婚组”以及“未婚组”。根据 BIS － 11
三个分量表分及总分以样本平均分为界，划分高分

组、低分组，对其进行比较。所有受试者数据按照是

否曾经在使用甲基苯丙胺后出现精神病性症状进行

分组，比较两组的人口学特征、BIS － 11 量表总分及

各分量表分，以及甲基苯丙胺的使用剂量。
使用 SPSS 21. 0 分析处理数据，独立样本的 t 检

验用于两组正态连续资料的比较，卡方检验用于两

组分类资料的比较，并计算 OＲ 值及其 95% 置信区

间。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进行危险因素的筛选，

进入标准定为 0. 05，剔除标准定为 0. 10。

2 结果

本次研究对象中性别都为男性，平均年龄 34. 0
± 7. 7( 20 ～ 56 ) 岁，从事商业、服务业的人员占到

43. 0%，文 化 程 度 初 中 占 52. 5%，高 中 /中 专 占

28. 7%，婚姻状况中，已婚占到 43. 3%。物质使用

情况方面，受试者平均首次吸毒年龄为 26. 7 ± 8. 1
岁，平均使用毒品年限为 7. 3 ± 4. 7 a，脱毒前 30 d
平均吸食天数为 15. 3 ± 11. 9 d，脱毒前 30 d 平均每

天用量为 0. 44 ± 0. 48 g。本次研究样本 BIS － 11 量

表总分均值为 26. 6 ± 6. 0，行动冲动性分量表均值

为 24. 7 ± 7. 2，认知冲动性分量表均值为 26. 4 ±
6. 6，无计划冲动性分量表均值为 28. 7 ± 7. 9。

本次研究中，关系妄想和被害妄想是受试者们

最常出现的妄想，分别有 33. 4%和 21. 8% 的被试曾

体验过这两类妄想症状; 而听幻觉和视幻觉是甲基

苯丙 胺 使 用 者 最 常 体 验 到 的 幻 觉 症 状，分 别 有

40. 6%和 9. 9% 的受试者承认曾体验过这两类症

状; 余各类幻觉及妄想的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甲基苯丙胺所致各精神病性症状情况

精神病性症状 样本数( n) 构成比( % )

妄想

关系妄想 112 33. 4

被害妄想 73 21. 8

夸大妄想 15 4. 5

躯体妄想 4 1. 2

嫉妒妄想 35 10. 4

被控制 /影响妄想 5 1. 5

思维扩散 /被广播 40 11. 9

罪恶妄想 1 0. 3

其他怪异妄想 0 0

幻觉

听幻觉 136 40. 6

视幻觉 33 9. 9

触幻觉 13 3. 9

其他幻觉 5 1. 5

根据受试者在使用甲基苯丙胺期间是否出现过

幻觉、妄想症状进行了分组，分为“曾出现精神病性

症状组”( N = 194，57. 9% ) 和“从无精神病性症状

组”( N =141，42. 1% ) ，后对两组受试者的各个特征

进行了比较。如表 2 所示，曾出现精神病性症状组

的受试者平均年龄及首次吸毒年龄 ( 32. 8 ± 7. 1;

25. 1 ± 7. 3) 均较从无精神病性症状组受试者更小一

些( 35. 6 ± 8. 3; 28. 9 ± 8. 7 ) ，差异显著( P ＜ 0. 01 ) ;

且曾出现精神病性症状组的受试者在进入强戒所或

公安机关的前 30 天内的平均每日使用的甲基苯丙

胺剂量，较无精神病性症状组更大，以上差异均有显

著意义( P ＜ 0. 01 ) 。经卡方检验发现，两组甲基苯

丙胺滥用者的职业类别、文化程度的差异没有显著

意义( P ＞ 0. 05) ; 婚姻状况的差异有显著意义( P ＜
0. 01) 。两组的 BIS － 11 量表总分 ( P ＜ 0. 01 ) 和 3
个分量表得分上有显著差异( P ＜ 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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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335 例 ATS 使用者不同因素对是否曾出现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

分组
总体情况

( N =335)

从无精神病

性症状

( N =141)

曾出现精神病

性症状

( N =194)

t /χ2值 P 值 OＲ( 95% CI)

年龄，M ± SD 34. 0 ± 7. 7 35. 6 ± 8. 3 32. 8 ± 7. 1 3. 193 0. 002

首次吸毒年龄，M ± SD 26. 7 ± 8. 1 28. 9 ± 8. 7 25. 1 ± 7. 3 4. 322 0. 000

脱毒前 30 d 平均吸食天数 15. 3 ± 11. 9 12. 8 ± 12. 5 17. 0 ± 11. 1 3. 187 0. 002

脱毒前 30 d 平均每天用量( g·d －1 ) ，n ( % ) 14. 886 0. 001

＜ 0. 1 68( 20. 3% ) 42( 29. 8% ) 26( 13. 4% ) 1

0. 1 ～ 0. 4 125( 37. 3% ) 51( 36. 2% ) 74( 38. 1% ) 2. 34( 1. 28 ～ 4. 29)

＞ 0. 4 142( 42. 4% ) 48( 34. 0% ) 94( 48. 5% ) 3. 16( 1. 74 ～ 5. 77)

职业类别，n ( % ) 4. 034 0. 401

无业 18( 5. 4% ) 10( 7. 1% ) 8( 4. 1% ) 1

机关 /单位人员及专业人员 25( 7. 5% ) 12( 8. 5% ) 13( 6. 7% ) 1. 35( 0. 40 ～ 4. 57)

商业、服务业人员 144( 43. 0% ) 63( 44. 7% ) 81( 41. 8% ) 1. 61( 0. 60 ～ 4. 31)

基层生产人员 79( 23. 6% ) 33( 23. 4% ) 46( 23. 7% ) 1. 74( 0. 62 ～ 4. 89)

其他职业类别 69( 20. 6% ) 23( 16. 3% ) 46( 23. 7% ) 2. 50( 0. 87 ～ 7. 19)

文化程度，n( % ) 2. 787 0. 426

小学及以下 41( 12. 2% ) 22( 15. 6% ) 19( 9. 8% ) 1

初中 176( 52. 5% ) 73( 52. 8% ) 103( 53. 1% ) 1. 63( 0. 83 ～ 3. 24)

高中 /中专 96( 28. 7% ) 37( 26. 2% ) 59( 30. 4% ) 1. 85( 0. 88 ～ 3. 87)

大专及以上 22( 6. 6% ) 9( 6. 4% ) 13( 6. 7% ) 1. 67( 0. 59 ～ 4. 77)

婚姻状况，n( % ) 26. 928 0. 000

同居或已婚、再婚 182( 54. 3% ) 89( 63. 1% ) 93( 47. 9% ) 1

离婚或丧偶 64( 19. 1% ) 35( 24. 8% ) 29( 14. 9% ) 0. 79( 0. 45 ～ 1. 40)

未婚 89( 26. 6% ) 17( 12. 1% ) 72( 37. 1% ) 4. 05( 2. 22 ～ 7. 41)

BIS － 11 总分，n( % ) 13. 299 0. 000

低分组 164( 49. 0% ) 86( 61. 0% ) 78( 40. 2% ) 1

高分组 171( 51. 0% ) 55( 39. 0% ) 116( 59. 8% ) 2. 33( 1. 49 ～ 3. 62)

行动分量表，n ( % ) 9. 619 0. 002

低分组 151( 45. 1% ) 78( 55. 3% ) 73( 37. 6% ) 1

高分组 184( 54. 9% ) 63( 44. 7% ) 121( 62. 4% ) 2. 05( 1. 32 ～ 3. 19)

认知分量表，n( % ) 4. 015 0. 045

低分组 165( 49. 3% ) 79( 56. 0% ) 86( 44. 3% ) 1

高分组 170( 50. 7% ) 62( 44. 0% ) 108( 55. 7% ) 1. 60( 1. 03 ～ 2. 48)

无计划分量表，n( % ) 10. 653 0. 001

低分组 161( 48. 1% ) 83( 58. 9% ) 78( 40. 2% ) 1

高分组 174( 51. 9% ) 58( 41. 1% ) 116( 59. 8% ) 2. 13( 1. 37 ～ 3. 31)

注: 在计算 OＲ 值时，一般情况中的各项目为自变量，是否曾出现精神病性症状为因变量，粗体字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5% CI 表示 OＲ 值的

95% 可信区间( confidence interval) 。

之后我们将表 2 的所有影响因素标使用向前逐

步选择方法进行了二元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

现脱毒前 30 天平均吸食天数多( OＲ = 1. 02，95% CI
1. 00 ～ 1. 04 ) 、未 婚 ( OＲ = 3. 94，95% CI 2. 12 ～

7. 30) 以及 BIS － 11 量表总分高( OＲ = 2. 08，95% CI
1. 30 ～ 3. 33) 是甲基苯丙胺所致精神病性症状的危

险因素，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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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甲基苯丙胺使用者出现精神病性症状的危险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值 P 值 OＲ( 95% CI)

婚姻状况

同居或已婚、再婚 1

离婚或丧偶 － 0. 223 0. 303 0. 541 0. 462 0. 80( 0. 44 ～ 1. 45)

未婚 1. 371 0. 315 18. 979 0. 000 3. 94( 2. 13 ～ 7. 30)

脱毒前 30 d 平均吸食天数 0. 024 0. 010 5. 554 0. 018 1. 02( 1. 00 ～ 1. 04)

BIS － 11 量表总分

低分组 1

高分组 0. 734 0. 239 9. 400 0. 002 2. 08( 1. 30 ～ 3. 33)

模型汇总的拟然比对数 χ2 = 406. 093，Cox ＆ Snell Ｒ2 = 0. 131，预测正确值 65. 0%。

3 讨论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在啮齿类动物和狒狒的动物实

验中，甲基苯丙胺都表现出了对多巴胺能及 5 － 羟

色胺能神经元的毒性作用。这些神经毒性作用导致

脑内多巴胺及 5 － HT 浓度降低，它们的转运蛋白减

少，并且还使多巴胺能神经元的 ATP 减少、线粒体

功能紊乱［12］。Sekine 等人的人体正电子发射断层

扫描(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 研究结果显

示，MA 使用者的多巴胺转运体密度有显著的下降，

并且这种下降还与 MA 使用者的精神运动性受损有

关; 且 MA 使用者多巴胺转运体密度的下降与使用

MA 时间的长短及其所致精神病性症状的程度呈负

相关［12］。MA 作为精神兴奋剂可通过作用于多巴胺

受体而增加突触间多巴胺浓度，反复暴露于 MA 可

使多巴胺释放和物质的犒赏特性等过程敏化［13］。
该敏化过程被认为与关键脑区的神经可塑性改变相

关，是物质成瘾的重要精神病理学机制; 同时也被认

为与 MA 所致精神障碍或 MA 诱发的精神分裂症相

关［14］。既往的研究提示长期或大剂量的使用 ATS
类物质可引起各类精神分裂症样的阳性或隐性症

状，包括 幻 觉、妄 想、情 感 淡 漠 和 意 志 活 动 减 退

等［15］。我国目前 ATS 流行较为严重，精神科临床上

ATS 所致精神障碍患者并不少见［16］; 本次研究结果

显示 57. 9%的受试者都经历过吸食 ATS 而引起至

少一种幻觉或妄想的精神病性症状，故临床上对此

要引起重视。
冲动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影响着人类思维和

行为控制，在多种精神疾病和病态行为中都起着重

要作用［17］。Barratt 认为可以从行动冲动性( 缺乏思

考的行为) 、认知冲动性( 轻率随意的决策) 和无计

划冲动性( 缺乏对未来的考量) 这 3 个维度去考察

和测量冲动性［18］。既往的研究中发现，适应不良的

应对策略和决策能力受损，都是冲动性的标志特征，

常和物质滥用、自杀企图、双相情感障碍等多种精神

疾病相关联［19 － 20］。也有研究表明人格冲动性与兴

奋性物质使用障碍存在相关性，较高的冲动性提示

兴奋性物质使用障碍的易感性增高，且兴奋剂滥用

也会增高人格冲动性［21 － 22］。高冲动性提示兴奋剂

依赖者的治疗结果不良，并且治疗时可能需要加入

提高认知功能的药物，以帮助控制冲动性［23］，而 BIS
－ 11 量表可能对识别那些高冲动性的难戒断型兴

奋剂依赖者有帮助，可用于早期识别及预防［24］。一

些研究发现，无计划冲动性与兴奋性物质 ( 如苯丙

胺类和可卡因) 滥用者的戒毒失败有关［25］。本研究

中的行动冲动性与无计划冲动性与甲基苯丙胺引起

的精神病性症状有关联; 对于这样高冲动性的滥用

者，在临床治疗时可能需要结合更多的心理治疗，以

帮助他们实现人格成长。
研究结果显示出现过甲基苯丙胺所致精神病性

症状的受试者较年轻，平均首次吸毒年龄较小，且其

甲基苯丙胺使用剂量可能较未出现过精神病性症状

的使用者者更高; 他们的 BIS － 11 量表总分、3 个分

量表分可能更高( P ＜ 0. 05 ) ，生活中可能未婚( P ＜
0. 01) 。不过其中没有稳定伴侣的情况，可能是由

于受试者吸毒，因而引起的情感关系破裂、难以找到

可以一起生活的伴侣的缘故，因此这样的受试者可

能缺乏社会支持。较高的人格冲动性得分也提示他

们的性格中可能存在一些缺陷，这是我们在临床上

应注意的。Logistic 回归分析，脱毒前 30 d 平均吸

食天数多 ( OＲ = 1. 02，95% CI 1. 00 ～ 1. 04 ) 、未婚

( OＲ = 3. 94，95% CI 2. 12 ～ 7. 30 ) 以及 BIS － 11 量

表总分高( OＲ = 2. 08，95% CI 1. 30 ～ 3. 33 ) 是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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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丙胺所致精神病性症状的危险因素。脱毒前 30 d
平均吸食天数多，提示吸毒者吸毒频率高者其出现

精神病性症状的可能性高。当我们在临床上遇到这

样的 ATS 使用者时，应尤其注意对他们的精神状况

进行仔细检查，以防疏漏。在 logistic 回归分析首次

吸毒年龄等甲基苯丙胺使用时间的有关指标未进入

模型，但在 t 检验中二组的差异有显著性，这可能提

示甲基苯丙胺的使用量对其所致精神病性症状的影

响更大。我们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并为将

来关于苯丙胺所致精神障碍的治疗方面的研究提供

了方向。
由于不是直接评估苯丙胺所致精神障碍，所有

问卷答案都为受试者回忆而得，故其既往症状不能

构成诊断; 我们只能评估患者既往是否由于使用甲

基苯丙胺而出现一些精神病性症状，并且只包括各

类妄想、幻觉，未能询问对其症状的持续时间。即便

如此，甲基苯丙胺引起的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

仍然是其所致精神障碍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着密

切联系。我们的研究结果还显示苯丙胺类物质中最

主要的一种—甲基苯丙胺与年龄、物质使用情况及

人格冲动性之间的一些重要关联。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受试者都为男性，并没有

对女性甲基苯丙胺滥用者的相关情况进行考察，这

主要是目前女性强制戒毒学员较少，样本难以采集。
另一个局限性在于样本量仍不够大。并且在评估精

神病性症状时没能使用 90 项症状自评量表( SCL －
90) 或者 DSM －Ⅳ临床定式访谈( SCID) 等标准化的

工具。未来的研究中，应争取多收集女性物质使用

者的情况，并扩大样本量，多采用标准化的测量工具

进行调查。

声明: 本研究已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
致谢: 特别感谢湖南省长沙市新开铺强制隔离戒毒所和

山东省青岛市强制戒毒所的民警同志在本次研究中所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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