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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獉獉

: 研究团体心理治疗对新型毒品依赖者成瘾行为严重程度和复吸率的影响。方法
獉獉

: 采用前瞻性随访研

究，共纳入自愿住院戒毒的受试者 81 例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80 例。研究组接受基于认知行为治疗理论设计的团体

心理治疗 8 次。半年后进行随访，使用成瘾行为严重度指数( ASI) 评估基线和随访时的成瘾行为严重度。结果
獉獉

: 半

年的随访结果提示团体心理治疗可以显著改善研究组的成瘾行为严重程度，表现为 ASI 量表的社会支持、物质滥

用、违法犯罪、家庭社会关系和精神健康等因子的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 05) 。研究组的复吸率也有显著的

下降( 33. 76% ) ，与对照组相比( 51. 61%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 499 ，P = 0. 034) 。结论
獉獉

: 团体心理治疗可有

效降低新型毒品依赖者的成瘾行为严重度和复吸率，有助于其心身健康和社会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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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group psychotherapy on addictive behavior and

relapse in synthetic drugs addicts．

Methods: A group psychotherapy program which was designed base on

the cognitive － behavioral therapy theory was employed to 81 synthetic drugs addicts，with 80 synthetic
drugs addicts who only received the general treatment as controls．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measured with
the Addiction Severity Index ( ASI) before the treatment and after six － month discharge．


Ｒesults: The 6

months follow － up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lapse rates ( 33． 76% ) in researc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 51． 61%% ) in controls ( P ＜0． 05) ．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research group
had more improvement in the factor scores of employment，drug abuse，legal，family / social and psychiatric
composite ( P ＜ 0． 05 ) ．


Conclusion: Group psychotherapy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severity of addictive

behavior and decreased the relapse rate，which will benefit for the recover of health and social function．
Keywords group psychotherapy; synthetic drugs; addictive behavior; relapse

新型毒品是相对于海洛因、鸦片等传统毒品而言

的［1］，主要指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类毒品，

使用该类毒品可使人兴奋或抑制，连续使用易产生依

赖性［2］。毒品使用者常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如抑郁、
焦虑、人格障碍等［3］，严重危害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社会

安全，具有使用范围广、复吸率高［4］、危害严重的特点。
团体心理治疗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心理干预方

法［5］，可以有效的缓解毒品使用者的情绪［6 － 7］，修正
其性格缺陷，提高生活质量，但目前关于团体心理治
疗在新型毒品依赖者群体中的应用还较少，缺乏长
时间的随访来评估后期效果。本研究采用基于认知
行为治疗理论设计的团体心理治疗方案，以期能显
著改善新型毒品使用者的长期预后，降低复吸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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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收集 2014 年 1 月到 2016 年 6 月在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自愿接受戒毒的新型毒品依赖者。
入组标准: ①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
( CCMD －3)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

精神症状基本消失，治疗及测评合作; ②年龄 18 ～ 60
岁，小学以上文化程度;③排除现患或曾患除精神活性

物质所致精神障碍以外的重大精神疾患。共纳入受试

者 161 例，其中使用摇头丸、冰毒、K 粉、麻古人数分别

为 149、135、117、54 例次，每次使用剂量分别为: 0. 25 ～
0. 75 g、0. 2 ～ 1. 0 g、0. 1 ～ 0. 5 g、0. 1 ～ 0. 4 g。91. 1%的

患者合并使用两种或以上新型毒品。将所有受试者随

机分为研究组 81 例和对照组 80 例。本研究被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所有受试者均签署

书面知情同意书并同意参加本研究。
1. 2 方法
1. 2. 1 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 使用自制一般情况调

查表收集所有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经济状况、家族史、住院次数、使用毒品种类、剂
量、方式和频度等。
1. 2. 2 成瘾行为严重度评估 使用 Mclellan 等设计

的成瘾行为严重度指数( ASI) 对所有受试对象进行

评估，评估时间包括基线和团体治疗后 6 个月。该

量表包括躯体健康、就业与社会支持、物质滥用、法
律状况、家庭社会关系和精神健康六个维度，条目分

经换算成严重度指数分，其范围为 0 ～ 1 分，每 0. 1
分为一等级，共 11 个等级，得分越高表示成瘾行为

越严重。经检验，该量表信度效度良好［8 － 9］。
1. 2. 3 干预方法 所有受试者除接受一般的医疗处

理( 包括排毒、营养神经、处理精神症状) 外，研究组

还接受每周 1 次，每次 1. 5 h，共 8 次的团体心理治

疗。团体心理治疗每组 8 － 12 人，由经验丰富的心

理咨询师带领。治疗方案基于认知行为治疗理论并

参照徐小良［10］和赵敏［11］等研究结果设计。具体设

置为如下。第一次: 促进成员之间互相熟悉，明确团

体的性质、目标立团体规范; 介绍毒品及其身心危害;

第二次: 情绪识别与管理; 第三次: 压力管理; 第四次:

人际关系训练和家庭关系重建; 第五次: 自信心训练

和自我意识培养; 第六次: 人生规划大讨论; 第七次:

如何表达拒绝; 第八次: 总结反馈，团体结束。
1. 2. 4 随访 采用现场随访和电话随访结合的方式

进行，每月随访 1 次，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联络。
随访时，首先电话联系受试者，告知其现场随访，两

次及以上次数不能到现场者，视为自动退出本研究

并按照脱落处理。前 5 次随访仅为确定有无复吸，

并给予适当的健康指导。第 6 次随访内容包括成瘾

行为严重度指数评估并评估有无复吸。每次随访

时，对于口头承认有复吸行为的受试者，不再进行尿

检; 对于承诺自己未进行复吸的受试者，与受试者监

护人联系确认并进行尿检。所有受试者，一旦确认

有复吸行为，在继后的随访中不再重复进行尿检。
1. 2. 5 质量控制 团体心理治疗者和评估者保持

双盲，所有资料的录入由两名以上研究者完成。
1. 2. 6 统计方法 所有资料统计分析均采用 SPSS
20. 0 统计软件包完成，两组复吸率比较用卡方检

验，两组 ASI 维度分比较用成组设计 t 检验，两组

团体干预前后 ASI 维度分比较用配对设计 t 检验。

2 结果

2. 1 一般人口学资料对比

研究组男性 59 例，女性 22 例，年龄 18 ～ 47
岁，平均( 27. 33 ± 7. 82) 岁; 对照组 80 例，男 53 例，

女 27 例，年龄 18 ～ 51 岁，平均 ( 28. 01 ± 7. 69 ) 岁。
两组一般人口学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共 139 例( 86. 34% ) 受试者参与了随访并完成资

料收集。其中研究组 77 例( 95. 06% ) ，对照组 62 例
( 77. 50% ) 。失访原因包括未能完成团体心理治疗

者 4 例，拒绝继续参加本研究 10 例，联系方式及住

址变化 6 例，入狱 1 例，死亡 1 例。

表 1 研究组和对照组一般人口学资料对比

研究组

( n = 81)

对照组

( n = 80)
t 或 χ2值 P 值

性别
男 59 53 0. 825 0. 364
女 22 27

年龄 27. 33 ± 7. 82 28. 01 ± 7. 69 0. 897 0. 371
学历

初中及以下 9 13 0. 914 0. 633
高中 23 22
大专及以上 49 45

婚姻状况
已婚 31 29 0. 255 0. 88
未婚 40 39
离异或其它 10 12

工作类型
有固定工作 35 32 0. 171 0. 68
无固定工作 46 48

经济状况( 元 /月)
≤5000 11 9 0. 415 0. 813
5000 － 1 万 24 27
1 万及以上 46 44

家族精神病史
阳性 13 11 0. 196 0. 658
阴性 67 69

住院次数
1 次 45 43 0. 759 0. 684
2 次 22 19
3 次及以上 1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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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两组复吸率比较

研究组的复吸率为 33. 76% ( 26 例) ，对照组为

51. 61% ( 32 例) ，两组差异有显著性( χ2 = 4. 499 ，

P = 0. 034) ，提示团体心理治疗可以有效降低复吸

率。
2. 3 两组入组及随访时 ASI 各维度分的比较

6 个月后随访发现，研究组的 ASI 各维度得分

较基线均有显著的下降 ( P ＜ 0. 05 ) ; 对照组 ASI 的

躯体健康、物资滥用、违法犯罪和精神健康较入院时

有显著的下降( P ＜ 0. 05) ; 两组随访结果比较发现，

研究组在就业与社会支持、物质滥用、违法犯罪、家
庭社会关系和精神健康等维度的评分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 P ＜ 0. 05) 。两组在基线时 ASI 各维度分比较

无显著统计学差异( 见表 2) 。

表 2 两组入组及随访时 ASI 各维度分的比较

组别 例数 躯体健康 就业与社会支持 物质滥用 违法犯罪 家庭社会关系 精神健康

研究组入组 81 0. 24 ± 0. 13 0. 66 ± 0. 27 0. 77 ± 0. 16 0. 32 ± 0. 21 0. 42 ± 0. 19 0. 22 ± 0. 11

随访 77 0. 16 ± 0. 11a 0. 35 ± 0. 29a 0. 29 ± 0. 22a 0. 19 ± 0. 09a 0. 31 ± 0. 12a 0. 12 ± 0. 10a

对照组入组 80 0. 23 ± 0. 13 0. 67 ± 0. 28 0. 79 ± 0. 18 0. 33 ± 0. 14 0. 41 ± 0. 12 0. 22 ± 0. 10

随访 62 0. 16 ± 0. 13b 0. 60 ± 0. 31c 0. 45 ± 0. 22bc 0. 26 ± 0. 19bc 0. 38 ± 0. 10c 0. 16 ± 0. 12bc

注: 经 t 检验，a 研究组入组与随访时比较 P ＜ 0. 05; b 对照组入组与随访时比较，P ＜ 0. 05; c 研究组与对照组随访时比较，P ＜ 0. 05。

3 讨论

团体心理辅导具有节约人力、效果肯定、便于操

作等优点［12］，在物质依赖群体中早有使用并被认为

效果良好。李冠军等对强制戒毒患者的研究表明，

团体心理治疗可有效改善受试者的心理状况和社会

功能［13］。目前针对单一使用新型毒品这一群体尚

缺少关注，而新型毒品与传统毒品使用者在心理特

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14］，且存在着研究方法比较粗

略、样本量较少、研究样本多为强制戒毒所戒毒人员

等问题。
本研究采用了前瞻性病例 － 对照研究的方式，

运用团体心理治疗这一有效手段，对新型毒品依赖

患者进行干预，其目标是加强其对毒品危害的认识，

协助其学习情绪管理和人际沟通技巧，进而促进其

更好的适应社会，降低复吸风险。结果显示，接受

团体心理治疗的受试者较对照组成瘾行为的严重程

度有更明显的下降，复吸率下降，国外相关研究也有

类似发现［15］，说明团体心理治疗可以有效的改善新

型毒品依赖者心理状态和社会功能，是降低复吸风

险、促进其社会功能恢复的良好手段。另外，本研究

选择半年随访来评估干预效果，说明了干预效果可

以长期维持，这主要是因为团体心理治疗不仅降低

毒品依赖者对药物的渴求，更能改善其人格、认知和

情感动机等，从而促进其更好的融入社会。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包括未评估受试者

的精神症状、失访率偏高等，需要在下一步的研究中

进一步完善。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团体心理治疗可以显著改善新

型毒品依赖者的社会支持、物质滥用、违法犯罪、家
庭社会关系和精神健康等情况，可有效降低新型毒

品依赖者的成瘾行为严重度和复吸率，有助于其心

身健康和社会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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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的人群进行预防教育和矫治帮扶工作［8］。
4. 3 增强社会支持系统，完善戒毒成功人员就业机

制

家庭是应付应激和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要场所，

家庭氛围和完整性影响家庭支持的强度。一个家庭

有成员吸毒，必然对家庭中其他成员的身心健康产

生不良的影响。研究发现毒品依赖者一级亲属的躯

体化、抑郁、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得分显著高

于正常人。研究还发现毒品依赖者除了社会支持较

正常人少外，婚姻关系不稳定者所占比例较大，而婚

姻关系恰恰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配偶生活上

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安慰本身便是社

会支持的重要内容。因此增强毒品依赖者对吸毒的

婚姻、家庭和社会危害的认识，并有意识地去减少这

些危害，争取家庭和社会的信任与支持，建立相对完

整的社会性支持网络，可以大大降低复吸率。
强制戒毒本身就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戒毒

人员能否重新被社会接纳是一个重要课题。复吸人

员中很大程度是由于不具备被社会接纳的能力无法

就业，或由于“曾经吸毒”的经历遭受不公平待遇而

试图通过毒品寻求安慰。帮助吸毒人员社会化，建

立吸毒人员的就业机制迫在眉睫。在调研地，我们

发现其特有的管理模式: 由戒毒成功的人群来管理

戒毒人员。其优势在于: ( 1 ) 曾经是吸毒人员的他

们更能了解和体会吸毒人员心理状态，利于消除吸

毒人员和戒毒管理人员的隔阂，提高双方信息传达

的效率; ( 2) 近距离树立正面典型，让戒毒人员切实

地看到戒毒的希望，鼓舞其自信，坚定戒毒成功的信

念; ( 3) 通过戒毒成功人员对正在戒毒人员进行管

理和交流，从日常点滴向戒毒人员传授经验，分享戒

毒成功的心路历程，进行富有感染力的戒毒教育;

( 4) 作为戒毒人员的管理者，他们拥有责任感，这种

心理优势会帮助他们在面临毒品诱惑时鼓起勇气说
“不”; ( 5) 显示我国对于吸毒人员帮扶政策，对于已

经戒毒人员表达平等接纳的态度，也借此向社会宣

传毒品的危害以及戒毒工作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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