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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成瘾是强迫性觅毒和服用毒品的行为模 

式，是一直困扰戒毒工作者的严重社会问题。大量 

研究表明，成瘾个体对物质相关刺激线索存在着注 

意偏 向(Attentional Bias)̈J。在毒品使用 的情境 

中，“注意偏向”是指毒品线索更倾向于获取有经验 

的毒品使用者的注意力，使得毒品使用者给予毒品 

相关线索优先的注意加工。毒品成瘾者对毒品相关 

线索的探测可能是自动化的，以及影响毒品寻求的 

行为可能也是在无意识的条件下进行的 J。以往 

的研究发现，对毒品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在成瘾的 

发生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传统毒品(海洛因)依赖者经过脱毒治疗后，复 

吸率仍然很高。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海洛因依赖者 

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研究 日渐增多，并取得 

了一系列成果。已有的研究帮助我们对海洛因依赖 

者注意偏向作用机制有更深的理解，而且为我们揭 

示海洛因依赖者的成瘾机制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 

也提示 ，心理治疗对于心理功能的恢复及彻底戒除 

对海洛因的心理依赖似乎存在极大的难度，有必要 

重新考虑心理治疗对于海洛因戒除者的作用和功能 

定位。但 目前尚缺乏对海洛因依赖者注意偏向神经 

机制的研究，而且注意偏向研究的应用价值还有待 

提升 J，以往研究更是极少见于对新型合成毒品 

(冰毒)成瘾者注意偏向的研究。对新型合成毒品 

成瘾者注意偏向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入了解诱发药物 

渴求感及复吸行为的心理机制，可以全面完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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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瘾的注意偏向模型。有些来 自注意偏向训练的研 

究表明，注意偏向训练对药物依赖者的注意偏向具 

有良好的干预效果，而注意偏向训练对毒品成瘾者 

的影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l毒品成瘾者注意偏向的实证研究 

注意偏向是指相对于中性刺激，个体对相应威 

胁或相关刺激表现出不同的注意分配 J。Cisler和 

Koster_5 提出，注意偏 向有三种成分，分别是 ：(1) 

注意增强(facilitated attention)，指注意力更容易或 

更快被某些信息吸引；(2)注意解除困难(difficulty 

in disengaging)，指当某些刺激吸引注意力后，注意 

力便难以从该类刺激转移到其他刺激；(3)注意回 

避(attentional avoidance)，指倾向于将注意力转向某 

种刺激相反或相对应的提示上，如同时呈现威胁刺 

激和中性刺激，个体倾向于将注意从威胁刺激转移 

而注意中性刺激。大量研究表明，毒品成瘾个体对 

毒品相关刺激线索存在注意偏向，对毒品相关线索 

的注意偏向在成瘾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对毒品成瘾者注意偏向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 

行为学研究、脑影像学研究和电生理研究三个方面。 

1．1行为学的研究 

目前 ，对成瘾行为中的注意偏向的研究常用的 

范式有成瘾 Stroop任务(addiction stroop task)、视 

觉探测任务(visual probe task)、“双任务”程序 

(dual—task procedures)、注意瞬脱任务(attentional 

blink task)。在行为学研究中，最常用的实验范式 

和任务是成瘾 stroop范式。 

成瘾 Stroop任务在成瘾行为的注意偏向研究中 

应用最为广泛。在该任务中，呈现两类词汇——毒 

品相关词汇和情感中性词汇。这些词汇被标以不同 

的颜色，要求被试在忽略词汇语义的情况下，快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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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对词汇的颜色进行反应。注意偏向的指标是 

个体对于毒品相关词汇和中性词汇平均颜色命名反 

应时之间的差异。成瘾 Stroop任务认为，对于毒品 

相关词汇较慢的颜色命名，表明了词汇的语义内容 

的自动化加工，削弱了颜色命名反应。这可能是因 

为尝试避免对物质相关词汇的注意加工，导致了对 

这些词汇更慢的颜色命名 J。另一种解释是成瘾 

Stroop任务中，毒品相关词汇诱导了成瘾个体的对 

于毒品的主观渴求。因此，呈现毒品相关词汇可能 

延迟其颜色命名 J。一项海洛因成瘾 Stroop的研 

究表明，海洛因戒除者对毒品相关线索存在着显著 

的注意偏向，随康复期的延长无显著改善 ]。由于 

行为学实验中实验任务、刺激呈现时问、刺激材料等 

因素均可影响实验结果，所以经常有研究者得出相 

反的结论。还有较常使用的范式是视觉探测任务， 

或称点探测任务(dot probe test)，在该任务中一般 

要求被试对呈现的配对刺激(目标词和中性词)之 

后随即出现的探测点的方位或属性进行判断，探测 

点会随机出现在先前某个词的位置。被试对探测点 

方位或属性做出反应时会受到探测点出现方位的影 

响，如果探测点出现在被试先前注意的区域时，反应 

时较短；反之，反应时较长【9】。但最近有研究者发 

现相比视觉探测任务，成瘾 Stroop任务的内部一致 

性信度更高，更适宜用来研究药物依赖者的注意偏 

向【】引。行为学研究将结果局限于特定环境下所产 

生的规律，只能就行为结果进行合理化解释，而借助 

高精细实验设备就可以对注意偏向的心理机制和脑 

机制进行更加深人的探讨。 

1．2脑影像学的研究 

已有研究表明条件性物质线索诱导了物质依赖 

者大脑区域一般神经网络反应，这些区域包括前扣 

带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前额皮质、腹侧纹状体 

以及上额叶和颞叶脑区-l川。物质滥用者的执行功 

能也往往受到损害，表现为较高的冲动性和较差的 

冲动抑制控制。 

有研究者采用脑影像学技术对毒品成瘾者的注 

意偏 向进行 了研究。Goldstein等  ̈采用成瘾 

Stroop范式和功能磁共振技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要求 14例可卡因使用者 

对词汇进行颜色命名反应。结果发现背尾前扣带皮 

层两侧激活，以及在面对腹前扣带皮层／内侧前额皮 

质有较低的激活。Goldstein等 另一项关于可卡 

因使用的研究，设置了健康对照组，同样使用 fMRI 

技术，发现在成瘾Stroop任务中，毒品相关词汇只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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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可卡因使用者的中脑系统。而且，只在可卡因 

使用者中，毒品相关的中脑反应的增加是和药物词 

汇的词语流畅性的增强有联系的。该结果第一次表 

明可卡因成瘾个体对于毒 品词汇的中脑 区域的 

蹦RI反应可能和多巴胺神经机制以及语言的条件 

性反应有关系。还有研究者采用基于“注意偏向” 

的 dot—probe刺激模式-1引，选取海洛因依赖者与正 

常对照组，在电针干预前后对正性情绪、负性情绪、 

海洛因相关三类注意线索执行认知任务时进行血氧 

水平依赖性 一功能性磁共振成像(BOLD—fMRI)技 

术扫描成像比较，得出电针能够有效抑制戒断者对 

毒品线索的注意偏向，同时具有改善海洛因患者戒 

断后情绪状态持续低迷的作用，具有降低复吸率的 

潜力。近期有研究者采用 fMRI的方法 引̈，针对长 

期戒断的海洛因依赖者进行毒品线索诱导渴求的研 

究，长期强制戒断可能有利于海洛因依赖者保持低 

的渴求水平，但海洛因依赖者对毒品相关线索的学 

习性反应可能长期存在。使用功能影像学的方法已 

经得出较一致的结论，即毒品线索可引起药物依赖 

者对毒品渴求的增加，同时可明显激活伏隔核、壳 

核、杏仁核、海马、前扣带回、眶额回、背侧前额叶、岛 

叶及丘脑等脑区。对脑影像学的研究多以对照组研 

究的形式，而缺少纵向研究，纵向研究可以考察戒断 

时间对海洛因依赖者在毒品线索条件下渴求及大脑 

反应的影响，这是今后可探索的方向。功能影像学 

的方法为成瘾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手段，在毒品成瘾 

研究领域中，利用影像学的方法，研究大脑功能结构 

损害程度以及相应行为学变化之间的关联性的研究 

还比较少，是研究毒品成瘾很有现实意义的新方向。 

1．3电生理的研究 

在电生理研究 中，最常用的是事件相关 电位 

(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技术。相对于基于 

反应时的实验研究，事件相关电位是一种相对直接 

的注意偏向测量的方法。 

Franken等 给 19例男性海洛因依赖组和 14 

例男性健康对照组呈现中性图片和海洛因相关图 

片。结果发现，海洛因依赖者在海洛因相关图片比 

起中性 图片，诱 发 了更 大的 ERPs慢正波 (slow 

positive wave，SPW)成分，而健康组在中性图片和海 

洛因图片之间诱发的 SPW 波则没有差异。在海洛 

因依赖患者中，海洛因图片诱发的SPW波与海洛因 

使用有关系。Franken等-1’ 在可卡因研究中，呈现 

中性、愉快、不愉快以及可卡因相关图片，结果发现 

可卡因依赖者对于可卡因图片，比起中性图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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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Ps中表 现 出扩大 的 SPW 波。但 是，Franken 

等 副在戒断的可卡因依赖组和健康对照组中，发现 

可卡因依赖组比起对照组，对晚期正成分时间窗口 

有增强的电生理反应。更重要的是，可卡因渴求和 

晚期正成分扩大存在着强烈的联系。Lubman等 9̈J 

检查了海洛因成瘾者和对照组被试对中性图片、情 

感图片和海洛因相关图片进行注意加工时的脑电情 

况。研究发现在海洛因成瘾者中，毒品相关刺激比 

起情感刺激和中性刺激，诱发了更加显著的 P30o 

波。由此可见，P30o和 SPW 以及晚期正成分是诊 

断成瘾者注意偏向的脑电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在 

药物依赖者线索诱发反应的研究中，P3oo提供了一 

种较为直接的检测刺激呈现时注意进程的方法。从 

时间进程来看，P300(300—800 ms)和 sP(>800 

ms)可能代表了注意加工的两个不同阶段。P3o0 

的诱发可能反映了具有突显性质的药物相关线索对 

海洛因依赖者早期注意力的攫取 引̈，而 sP的诱发 

则体现了海洛因依赖者对药物相关线索的持续性加 
-r-c 引

。 

而在国内近期一项甲基苯丙胺依赖者戒断后对 

吸毒相关汉字线索的注意偏向的ERPs研究中得 

出 J，甲基苯丙胺依赖组与对照组之间在反应时、 

正确率以及 ERPs指标中均无显著差异，提出成瘾 

Stroop范式无法测量甲基苯丙胺依赖者戒断后是否 

存在吸毒相关汉字线索的注意偏向。虽然这项研究 

存在测试时间短、样本量小、被试均为男性等不足， 

但值得我们思考不同毒品类型(合成毒品与传统毒 

品)成瘾者的注意偏向是否存在差异。以往研究者 

也没有考察毒品依赖者注意偏向的 ERPs指标与行 

为学测量的注意偏向之间的关系，因此无法说明这 

些电生理指标反映的加工过程与行为学测量的注意 

偏向之间的确切联系，也不能确定在实验中 P300 

的诱发究竟反映了注意的哪个方面 ̈ 。因此今后 

还需要采用行为学测量结合 ERP技术对海洛因依 

赖者的注意偏向进行深入研究，以探明其异常认知 

加工的内在机制。 

2注意偏向训练在成瘾行为中的应用 

在过去近2O年里，大量的成瘾研究证据表明， 

物质使用和滥用的特征是对成瘾性物质相关刺激的 

注意偏向 引。以往的研究一般在探究某种心理异 

常是否会出现注意偏向，将其看做是一些心理疾病 

的伴随现象。但是近年来，研究者一致认为注意偏 

向不仅仅是一些心理疾病所伴随的现象或症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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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心理疾病产生、维持和复发的原因 ]。对该命 

题的共识也意味着干预注意这一环节会改变心理疾 

病的症状，这让注意这一领域受到临床治疗的关注。 

因此，涌现 出大量关于注意偏向训练 (Attentional 

Bias Training，ABT)对各种心理疾病治疗的研究，并 

证明注意偏向训练有良好的临床效果。注意偏向训 

练不仅成为缓解或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新技术，也 

为了解心理异常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毒品线 

索的注意偏向被认为和持续的毒品使用和戒掉之后 

的重新使用有紧密的联系 J，而矫正注意偏向对治 

疗有积极作用 。 

研究人员通过对成瘾个体的注意偏向进行训 

练，以改变其成瘾行为。Macleod 和他的同事 是 

第一个用改版的点探测任务 (modified dot probe 

task)来改变被试的注意偏向。该任务首先在屏幕 

的左右出现两个刺激，这两个刺激分别是中性刺激 

和情绪刺激，然后随机在左右出现探测目标，让被试 

尽快报告探测 目标的方位。通过对任务程序的操 

作，探测目标总是在中性刺激方位上，即可训练被试 

将注意力从情绪刺激转移(注意解除)；探测目标总 

是出现在情绪刺激方位，即可训练对情绪刺激的注 

意增强。该研究与随后一些对临床病人 的研究 

结果证明，注意偏向训练能够有效操纵被试的注意 

偏向，进而改变其情绪反应与临床症状。这些研究 

不仅很好地证明了注意偏向与心理疾病因果关系的 

假设，而且，注意偏向训练被视为一种前景性的治疗 

方法，广泛运用于一些心理疾病的临床干预和治疗。 

之后有研究者将注意偏向训练运用于成瘾行为 

的矫治。Field等 在严重社会酒依赖患者中完成 

了一个注意训练程序，其中一半的被试直接训练他 

们的注意力远离酒精相关线索(“回避酒精组”)， 

另一半被试训练把他们的注意力指向酒精相关线索 

(“接近酒精组”)。结果在两组中发现注意训练程 

序在注意偏向产生了显著性的改变。而且，在“接 

近酒精组”中注意训练产生了一个增加的饮酒渴 

求；在随后的品尝测试中，“接近酒精组”消耗的啤 

酒量比“回避酒精组”要多。总之，对严重酒依赖患 

者的酒精注意偏向进行操作，可能对其酒精渴求和 

酒精消耗量产生影响。Field等 在上述实验的基 

础上增加了一个对照组。严重酒依赖患者被随机分 

配到“接近酒精组”、“回避酒精组”或对照组。其中 

对照组完成一个标准版的视觉探测任务，该任务包 

含酒精相关图片，但是未对其注意进行操控。“接 

近酒精组”对酒精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增加，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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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酒精组”则下降，以及对照组没有变化。主观 

渴求方面，接近酒精组在注意训练后对酒精的主观 

渴求增加，但是避免酒精组或对照组的主观渴求没 

有变化。 

Fadardi等 利 用酒 精 注 意控 制训 练项 目 

(AACTP)来帮助过量的饮酒者克服他们对酒精刺 

激的注意分心。该训练基于成瘾 Stroop任务，涉及 

目标的设置和即时反馈，以及被试通过不同水平训 

练难度来达到进步。在大部分的难度水平，被试看 

到多对的酒精和非酒精瓶子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 

每一对瓶子都包含一个狭长的颜色带。要求被试忽 

视酒精瓶子以及对非酒精瓶子颜色狭带尽可能快速 

而准确地作出反应。训练的目的是通过对非酒精瓶 

子上的颜色狭带作出越来越快的反应，从而帮助过 

量饮酒者克服对酒精瓶子的注意偏向。结果表明。 

该训练有效地减少了饮酒者的酒精注意偏向和酒精 

饮酒量，以及在 3个月后的随访中表现出良好的效 

果。注意偏向训练作为一种有效的成瘾行为干预手 

段，在国内的应用较少，有必要在国内开展成瘾注意 

偏向训练方面的研究，能够给成瘾治疗开辟新的研 

究领域 o 

3研究展望 

对成瘾个体进行物质相关线索的注意偏向训 

练，可以影响个体的主观渴求和行为。目前，除了酒 

精成瘾外，对成瘾行为的注意偏向训练已经扩展到 

了吸烟成瘾 J。注意偏向训练，可能是认知行为疗 

法之外，治疗成瘾行为的有效方法【32J。但是，已有 

的采用该类范式对依赖者注意偏向的研究大多针对 

酒精和尼古丁依赖者，而少见针对海洛因戒除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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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引。由于酒精成瘾、尼古丁成瘾和毒品成 

瘾都属于物质成瘾范畴，且几者之间有着相似的心 

理基础，因此，将注意偏向训练运用于毒品成瘾者， 

有助于深入了解诱发药物渴求感及复吸行为的心理 

机制，为远离毒品或戒毒奠定坚实基础。 

对毒品成瘾者注意偏向的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 

揭示毒品成瘾的形成机制。因此，无论是毒品成瘾 

者注意偏向的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其最终都会 

落脚到毒品成瘾者注意偏向干预上。概观注意偏向 

的干预 ，目前主要有药物干预和心理干预两种方式， 

药物干预主要通过杏仁核系统自下而上地影响早期 

注意偏向 J，心理干预则主要通过外侧前额皮质 自 

上而下地影响晚期注意偏向【35 J。具体到毒品成瘾 

者注意偏向，虽然 目前干预研究较少，但注意偏向改 

变程序如果能降低毒品成瘾者的注意偏向就属于心 

理干预。也可以尝试整合两种干预方式，以提高其 

有效性。 

另外，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海洛因等传统毒品， 

但近些年来新型合成毒品已成蔓延趋势。所谓新型 

合成毒品，是相对鸦片、海洛因这一类传统麻醉毒品 

而言，以化学合成为主的一类精神药品，它直接作用 

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如冰毒(甲基苯丙胺)、K粉 

(氯胺酮)、摇头丸等。有研究对短期 甲基苯丙胺滥 

用者的ERP研究发现多项指标的改变，但未发现代 

表注意偏向的 P30o异常 J。所以在未来研究新型 

合成毒品滥用者的注意偏向时一定要注意他们吸食 

毒品的时间，而注意偏向能否作为苯丙胺类等新型 

合成毒品滥用者心理成瘾的指标还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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