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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药物滥用的影响因素，为药物滥用的戒治工作提供客观依据。

方法：采用自编的药物滥用行为调查问卷对贵州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1059 名女性强戒人员进行个人信息、

社会情况及药物滥用情况等相关问卷调查。结果：药物滥用分别与青少年期不良行为（P ＜ 0.001）、戒断

反应（P ＜ 0.001）、家庭功能（P ＜ 0.001）、强戒次数（P ＜ 0.001），以及教养方式（P ＜ 0.01）之间的

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青少年期不良行为、强戒次数和戒断反应对药物滥用情况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P

＜ 0.01）。结论：女性强戒人员的青少年不良行为、强戒次数和戒断反应可以较好预测其药物滥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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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vide an objective basis for drug abuse 
behaviors among female compulsory isolation drug addicts. Methods: Using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related to drug abuse behaviors to survey their personal and social information, and drug abuse behavior 
among 1059 female compulsory isolation drug addicts in Guizhou province. Results: Teenagers’ bad 
conducts（P ＜ 0.001）, times of receiving compulsory isolation abstinence（P ＜ 0.001）, withdrawal 
reactions（P ＜ 0.001） and family function to drug abuse situation（P ＜ 0.001）had significant predict 
effect on drug abuse behaviors (P < 0.01). Conclusion: The juvenile delinquency, the times of receiving 
compulsory isolation abstinence and the withdrawal reactions can predict the drug abuse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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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毒品问题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毒品形势依

然严峻复杂，毒品滥用问题持续蔓延，毒品社会危害更

加严重。截至 2016 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 250.5 万

名（不含戒断 3 年未发现复吸人数、死亡人数和离境人

数），其中，全国依法强制隔离戒毒 35.7 万人次 [1]。

女性药物滥用者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其吸毒行为危

害着社会和家庭，并容易被社会边缘化，因此对她们开

展有效的教育矫治工作尤为重要 [2]。目前，对女性药物

滥用的生理、心理、社会相关因素的研究较少，为了解

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药物滥用的影响因素，特于

2017 年 2 月底对某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女性强戒人

员进行了药物滥用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

1. 调查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来自某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入所的药物成瘾者，发放问卷 1150 份，剔除填

答不完整和错误回答的问卷 91 份，回收有效问卷 1059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2.1%。使用统一指导语，进行

现场面对面调查。受调查者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调查

得到了遵义医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1.2 调查工具

采用自编的《女性强戒人员药物滥用情况调查表》

进行调查，主要内容有个人相关信息调查、社会情况调

查、药物滥用情况调查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个人相关信息的调查，包括年龄、家

庭所在地、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身高体

重及疾病情况；根据身高和体重计算体重指数，体重指

数（BMI）= 体重 (kg) / 身高 (m) 的平方。

第二部分是社会情况调查，包括成年前的生活状

况、青少年期不良行为、家庭功能等情况。①成年前的

生活状况包括 18 岁前与谁一起生活及家庭管教方式两

个题目；②青少年期不良行为是指 18 岁前是否做过一

些不良行为，如经常说谎、经常发脾气、常心存报复、

长期拒绝或不服从成人的要求或规矩、小学时期经常逃

学、擅自离家出走、故意损坏他人财产、反复欺负他人

等，共 23 个题项，发生过这些行为的选项计 1 分，没

发生过的计 0 分，各题得分相加得到总分，分值越高，

表示青少年期不良行为越多。③家庭功能包括与父亲、

母亲、兄弟姐妹、爱人（或伴侣 / 恋人）的关系，以及

父母之间的关系等 5 个题目，使用 1~3 的三级评分，分

别表示较差、一般和较好。将 5 个题目得分相加得到家

庭功能总分，总分越高，表示家庭功能越好。

第三部分是关于药物滥用情况的调查，包括药物

滥用的相关行为情况、药物滥用对身心精神造成的损害

情况等。①“药物滥用情况”指曾经滥用过的药物种类、

滥用毒品的方式，均为多选，回答“是”的选项计 1 分，

回答“否”的选项则计 0 分，将所有题项得分相加，作

为药物滥用情况总分，判断药物滥用的严重程度，分值

越高，表示药物滥用情况越严重。②“戒断反应”主要

包括药物滥用所造成的生理和精神损害程度，均为多选，

回答“是”的选项计 1 分，回答“否”的选项则计 0 分，

将所有题项得分相加，作为药物滥用情况总分，分值越

高，戒断程度越严重。

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包录入数据并进行统计分

析，主要采用频数分析、均数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

分析等统计方法。

2 结果

2.1 个人相关信息调查结果

调查中女性强戒人员年龄最大为 61 岁，最小 16 岁，

平均年龄为（38.65±8.63）岁；身高（158.11±4.81）

cm，体重（52.75±6.85）kg，平均 BMI 为（21.08±2.48）；

194 人有妇科疾病（18.4%），143 人有严重生理疾病

（13.6%）；主要居住地在城市，有 542 人（51.2%），

其次是县城 188 人（17.8%）和农村 181 人（17.1%），

来自其他地方的有 148 人（14.0%）；民族以汉族为主，

有 916 人（86.5%）， 少 数 民 族 143 人（13.5%）。 女

性强戒人员的文化程度以初中为主，有 474（44.8%），

其次为小学 240 人（22.7%）和高中 175 人（16.5%），

再次为文盲 128 人（12.1%）。入所前的婚姻状况以已

婚有小孩的居多，有 400 人（38.2%），随后依次为分

居 / 离婚 / 丧偶的 259 人（24.8%）、未婚 208 人（19.6%），

其 他 192 人（18.1%）； 职 业 方 面： 无 业 的 有 567 人

（53.5%），有工作的有 341 人（32.2%），以个体商

贩和服务行业居多，工作情况不明的有 151 人（14.3%）。

2.2 社会相关信息调查结果

家庭关系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61.6% 的学员报

告从小和父母一起生活，14.8% 和母亲或父亲一方生活

的占 7.2%。教养方式依次为民主型（30.2%）、放任型

（25.5%）、溺爱型（24.9%）和专制型（14.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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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报告自己与家人关系较好的依次为母亲（67.3%）、

父亲（50.5%）、爱人（44.6%）和兄弟姐妹（44.3%），

并 52.8% 的人认为父母亲之间的关系较好。

女性强戒人员青少年期不良行为表现由多到少依

次为：经常暴怒好发脾气 471 人（44.5%）、擅自离家

出走或逃跑至少 2 次（不包括为避免责打或性虐待而出

走）393 人（37.1%）、有过自伤自残自杀行为 344 人

（32.5%）、常与成人争吵 / 常与父母或老师对抗 313

人（29.6%）、反复欺负他人（包括采用打骂、折磨、

骚扰及长期威胁等手段）301 人（28.4%）、常拒绝或

不理睬成人的要求或规定，长期严重的不服从 294 人

（27.8%）、经常说谎（不是为了逃避惩罚）270 人（25.5%）、

不顾父母的禁令，常在外过夜（开始于 13 岁前）159

人（15.0%）等。

2.3 药物滥用行为情况调查结果

女 性 强 戒 人 员 的 吸 毒 年 限 为（10.89±8.44）

年，第一次吸毒年龄为（26.02±8.75）岁，每周毒资

（1913.92±2081.63）元，单次海洛因剂量（0.44±0.36）

g；强戒次数为（1.62±1.01）次。使用的药物主要是

海 洛 因 1044 人（98.6%）， 其 他 依 次 为 吗 啡 322 人

（30.4%）、冰毒 265 人（25.0%）、曲马多（24.4%）、

地西泮（20.9%）、去痛片（20.1%）、头痛粉（17.4%）、

美沙酮（13.9%）等。入所前主要使用的药物依次为

海洛因（91.8%）、冰毒（13.7%）、美沙酮（13.7%）等。

初吸原因主要有出于好奇 629 人（59.4%）、家人朋友

的影响 298 人（28.1%），负面生活影响 162 人（14.6）、

精神压力大 143 人（13.5%）、追求刺激感 127 人（12.0%）、

逆反心理 121 人（11.4%）等。

女性强戒人员药物滥用的戒断反应以焦躁不安 654

人（62.2%）、 恶 心 呕 吐 535 人（50.9%）、 失 眠 526

人（50.1%）为主，其他依次为肌肉疼痛或抽筋 456 人

（43.4%）、易怒 326 人（31.0%）、头晕头痛 282 人（26.8%）、

注意力不集中 206 人（19.6%）、心律不齐 189 人（18.0%）、

胸闷 162 人（15.4%）、便秘 147 人（14.0）、疲劳 129

人（12.3%）等。

女性强戒人员认为药物滥用主要的身体损害为出

汗发热（61.0%）、肠胃不适（48.2%）、肝功能损伤

（28.6%）、肌肉痉挛（20.9%）等；药物滥用所造成

的精神损害主要包括精神亢奋 572 人（54.0%）、焦躁

焦 虑 342 人（32.3%）、 偏 执 暴 躁 281 人（26.5%）、

恐慌害怕 259 人（24.5%）、出现幻觉 197 人（18.6%）等。

2.4 女性强戒人员药物滥用行为的相关分析结果

对药物滥用与青少年期不良行为、戒断反应、家

庭功能、教养方式和强戒次数等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

果发现青少年期不良行为（P ＜ 0.001）、戒断反应（P

＜ 0.001）、家庭功能（P ＜ 0.001）、强戒次数（P ＜ 0.001），

以及教养方式（P ＜ 0.01）与药物滥用之间的相关具有

统计学意义。见表 1。

2.5 女性强戒人员药物滥用预测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为进一步了解女性强戒人员药物滥用的预测因素，

表 1 女性强戒人员药物滥用行为相关分析结果（r）

变量 1 2 3 4 5 6

1 药物滥用 1

2 青少年期不良行为 0.319** 1

3 戒断反应 0.415** 0.273** 1

4 家庭功能 -0.103** -0.161** -0.076* 1

5 教养方式 0.016* 0.126** 0.072* -0.147** 1

6 强戒次数 0.149** -0.002 94** 0.120** -0.029 0.091 1

*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表 2 女性强戒人员药物滥用预测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非标准回归系数
（B）

B的标准误差
显示水平
（P）

B的 95% 置信
区间下限

B的 95% 置信
区间上限

标准回归系数
（Beta）

常数 1．410 0.476 0.003 0.477 2.344

不良行为 0.158 0.026 0.000 0.108 0.209 0.196

强戒次数 0.165 0.064 0.010 0.040 0.290 0.079

戒断反应 0.302 0.028 0.000 0.247 0.357 0.339

教养方式 0.016 0.052 0.756 -0.085 0.117 0.010

家庭功能 -0.042 0.033 0.205 -0.106 0.023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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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药物滥用情况为因变量，将青少年期不良行为、强戒

次数、戒断反应、教养方式和家庭功能作为预测变量，

采用进入法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青少年期不

良行为、强戒次数和戒断反应对药物滥用情况具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P ＜ 0.01），而教养方式和家庭功能未进

入回归方程（P ＞ 0.05）。

3 讨论

本研究对女性强戒人员的药物滥用情况及其影响

因素进行了调查。个人相关信息的调查结果发现，女性

强戒人员多为中年，主要居住在城市，以汉族居多，中

小学文化水平为主，已婚有小孩的居多，分居 / 离婚 /

丧偶的次之。职业多为无业，个体商贩、服务行业次之。

调查结果与已有研究相似 [3]。

社会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女性强戒人员自我报

告从小多是和父母一起生活，多数人认为与母亲、父

亲的关系较好，并有一半学员认为父母亲之间关系较

好。与男性相比，女性对家庭更加依恋，对与父母关

系的主观感受多作出正向的描述，这有利于调查对象

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以及正常回归社会。调查结果

还显示，家庭的管教方式以民主型和放任型居多。有

资料显示与父母监管充足的青少年相比，父母监管缺失

的青少年更可能发生不良行为 [4]。完全忽略型（对子女

漠不关心）、自由放任型（对子女过多溺爱，却不理解）、

轻视型（父亲专横武断，母亲过分干涉）是吸毒人员的

父母对待子女的不良教养方式的主要类型 [5]。有研究认

为，青少年正是由于在家庭教养方式上没有太多受到家

长的严厉惩罚，导致自我要求的标准较低，从而有可能

最终会染上毒瘾 [6]。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不良

行为与教养方式和家庭功能存在相关性，如不良家庭教

养方式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多的不良行为 , 更表现出较

多的家庭问题，如家庭结构不完整、养育者存在偏差行

为、家庭管教方式偏常等。当与父母关系不和睦或与父

母缺乏交流时，青少年常常会通过使用药物来逃避或

缓解家庭环境所造成的压力，促使青少年药物滥用率

增加 [7]。这也证明了不良的交通教育方式和家庭功能

失调促使青少年表现出了包括药物滥用在内的各种不

良行为。

药物滥用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女性强戒人员初

次吸食毒品的原因主要是出于好奇、家人朋友的影响、

负面生活影响、精神压力大、追求刺激感、逆反心理等，

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似 [8，9]；同时也显示，调查对象在 18

岁前最常表现出经常暴怒好发脾气、擅自离家出走、有

过自伤自残自杀行为、常与成人争吵 / 常与父母或老师

对抗、反复欺负他人、长期严重的不服从、经常说谎等

不良行为。进入青少年阶段，随着家庭影响力的减弱，

同伴群体的影响力逐渐增加，选择与具有不良行为的同

伴群体成员交往成为青少年药物滥用的主要原因。青少

年极易受到同伴影响，药物滥用行为一旦在同伴中出现，

就会迅速扩散 [10]。

女性强戒人员使用的药物以海洛因、吗啡等阿片

类药物为主，同时具有合并使用新型毒品的趋势（占四

分之一）。近年来，新型毒品较传统毒品在沿海经济发

达地区的流行趋势明显超过内陆地区 [11]。贵州省地处

我国西南内陆，地处重要的海洛因制贩通道，加之经济

条件较为滞后，因此女性强戒人员主要使用药物仍以海

洛因为主。强戒人员表现出相应的生理和精神戒断症状，

比如以焦躁不安、恶心呕吐、失眠等为主的戒断反应，

表现为出汗发热、肠胃不适、肝功能损伤等症状的身体

损害，以及精神亢奋、焦躁焦虑、偏执暴躁等症状的精

神损害。

本调查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女性

强戒人员的药物滥用行为分别与青少年期不良行为、戒

断反应、家庭功能、强戒次数，以及教养方式等因素之

间存在相关，其中，青少年期不良行为、强戒次数、戒

断反应和家庭功能可以较好预测药物滥用情况。女性强

戒人员的青少年期不良行为越多、家庭功能越差、强戒

次数越多、家庭方式不良，其表现出来的药物滥用情况

越严重。有研究认为，青少年问题行为受到父母监控与

不良同伴交往的影响，随着父母监控的提高，不良同伴

交往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减小。低水平的父母监控

则与违法违纪、物质滥用等不良问题行为增加有关 [12]。

很多具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会表现出物质滥用等危险行

为 [13]，而青少年的药物滥用行为会受到同伴群体的重要

影响 [14]。而药物滥用者的原生家庭往往缺乏凝聚力，现

有的家庭成员之间沟通缺乏、关系疏远，亲属关系满意

和亲密度低 [15]。药物成瘾者戒断反应是在无药状态下体

验到的身心痛苦反应，这种戒断反应越严重，越可能驱

使成瘾者再次使用药物。强戒次数可以间接反映药物滥用

者的成瘾严重水平，强戒次数越多，强戒人员也越可能表

现出更多的药物使用行为。正是由于以上因素的复杂变

化，才促使药物滥用者的药物滥用行为程度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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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改善，用药期间不良反应轻微且发生率低，安全可

靠，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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