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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成瘾机理

为什么毒品能使人成瘾�在这个问题上
，

生理学家们作出了明确的解释
，

提出了
“

补偿理论
” 。

一致认

为是因为毒品作为外源性物质进人人体而补充或取代了正常人体中大脑分泌的
、

能参与和维持正常人

体奖赏中枢功能的部分神经递质�内啡吠�所致
。

因为这种外源性物质的量的补充
，

致使人的情绪
、

精神

等发生了超常的感受和发挥
，

这就是吸毒者描述的那种
“

想什么就有什么
、

简直是销魂蚀骨
、

不可言状
”

的欣快感
。
同时

，

人体由于不断地得到这种外源性物质的补充
，

一方面自身的正常分泌功能受到了抑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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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

由于补充的数量往往是大大超过了正

常人脑分泌量
，

使人体对这种超量得以适应�也称

耐受性或适应性�
，

因此
，

当一旦出现外源短缺时
，

人体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精神
、

情绪乃至全身心的

反应
，

由轻而渐重
，

最终出现毒品成瘾者描述的那

种
“
难以忍受

、

比死还痛苦
、

骨头里似有群蚁乱咬
”

的痛楚
。

而一旦得到毒品的补充
，

这种痛苦就马上

得以消失而代之的是前述的那种欣快了
。

因此
，

吸

毒者们出于生理的需要以及对欣快的渴求和对痛

苦的恐惧
，

而不断地重复吸毒
，

终致成瘾
。

这也就是有的学者说的适应性平衡假说了
，

“
戒断综合征的出现就是因为一种平衡状态被打

破后所导致的
。

而对海洛因的依赖则是机体对海

洛因与正常生理建立起了适应性平衡
，

称之为海

洛因平衡
。 ”

吸毒复吸机理探索

一
、

心理依赖是建立在生理依赖基础上的

长久以来
，

人们就毒品成瘾者对毒品的心理

依赖的严重程度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

甚至把它视

为不能彻底戒除毒瘾的唯一原因
，

认为
“
通常情况

下
，

稍有意志的戒毒者都能够承受毒品的戒断反

应
，

但是
，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

却无法忘怀毒品带

给他们的美妙感觉和异常欣快感
，

他们对毒品心

理上的欲望往往超过生理上所能承受的痛苦
。

为

此
，

很多人戒断毒品后又重新摄人毒品以满足他

们的对毒品的饥饿感
” 。

而苏亚玲
、

陈汉华等提出

适应性平衡假说则认为
�“
因为长期使用海洛因

后
，

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了细胞及分子水平上的适

应
，

包括神经化学物质
、

神经电生理以及突触形态

亚结构方面的变化……而在脱瘾后
，

恢复重建自

然状态却需要至少几个月
。 ”
这个提法虽然提出了

生理损害是其主要原因
，

但仍认为是可以依赖自

然而重建或恢复自然状态
，

只不过所需时 日稍长

而已
。

然而笔者却认为
，

彻底戒除毒瘾之所以难
，

除了毒品成瘾者对毒品确实存在严重的心理依赖

外
，

其生理依赖更为严重 �正因为有了吸毒后那种

难以名状的欣快感和断毒后那种
“

万蚁嗜骨
”
的痛

苦感
，

才有了对欣快的渴求和对痛苦的恐惧心理
，

也就是说
，

心理依赖是建立在生理依赖基础上的
。

因此
，

毒品成瘾者仅靠自然的力量和意志是不可

能彻底戒断或完全恢复的
。

大量的病例已经证实
，

吸毒者在已经成瘾后
，

虽仍在吸毒
，

仍在心理上有着对欣快感的强烈渴

求
，

但那种欣快感却不再具有
。

初时
，

通过不断地

加大吸食剂量尚能稍有感觉
，

然而
，

随着毒瘾的越

来越大
，

那种欣快也就完全消失了
。

究其原因
，

是

因为毒品作为外源性的神经递质
，

大大超量地使

用于人体后
，

实际上已经使人体调节情绪
、

精神的

正常功能麻痹而丧失了其正常的作用
。

所以不管

成瘾者如何不断地加大吸食的剂量
，

也不管他们

在心理上对那种欣快有着多么强烈的渴求
，

而最

终不能得到了�因为
』

合理的渴望是不能取代生理

的本质的
。

此时吸食毒品的唯一 目的
，

仅仅只是为

了解除发瘾时那种难忍的痛苦而已
。

然而
，

经过一

定时间戒毒治疗的成瘾者
，

当其再次复吸毒品时
，

那种欣快感又会回到他们的身上
，

只是绝没有过

去感受到的那么强烈
。

这一现象实际上是因为人

体在经过一定时间的完全断绝外源性物质的情况

下
，
已经麻痹或丧失的功能又开始逐渐地恢复到

正常或接近正常水平的结果
。

当外源物质再一次

大量地作用于人体时
，

就又出现了这一功能的亢

进
，

但由于耐受性的关系
，

这再次得到的感受就始

终不如最初的那么强烈了
。

这和心理的渴求也无

关系
。

二
、

生理依赖是造成复吸的根本原因

那么为什么大量的成瘾人员在经过了一段时

间�有的甚至是长达数年之久�戒毒后仍然不能最

终戒除毒瘾而沧为复吸者呢�对这个问题传统的

解释通常认为是因为吸毒人员对那种铭心刻骨的

欣快感的留念和追求在起唯一的作用
。

他们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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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定时间的戒毒

，

其生理依赖已经戒断
，

那种

不可忍耐的痛苦已经不会再在吸毒者身上出现
，

但留在吸毒者记忆中的那种匪夷所思的欣快感却

使他们终身难忘
，

他们对那种欣快感的追求可以

令他们忘掉一切
，

从而导致他们重新吸毒
。

而事实

上
，

造成复吸的原因首先是生理上的反应
，

引起心

理上的作用
，

生理依赖才是造成复吸的根本原因
。

笔者通过对本单位近年来收治的上千例吸毒

成瘾病例系统分析证实
，

几乎所有的吸毒成瘾人

员在进行了�个月至�年的戒毒治疗后
，

其心理
、

情感和人格方面并没有 良好的改变
，

如表一所

示
�

性性性 情情 责任心心 道德观观 情感感 案例例

吸吸毒前前 活泼
、

热热 有事业自
、、

具有正常常 重亲情
、、

������

爱爱爱生活活 责任感感 道德观观 重友谊谊谊

吸吸毒后后 孤独
、

充充 丧失事业业 无羞耻感
、、

情 感 淡淡 ������

满满满憎恨恨 心责任感感 对社会不不 漠
、

自私私私

信信信信信任任任任

统计

应该说
，

在心理上他们是憎恨毒品的
。

但是
，

当他们再一次看到毒品时
，

特别是亲眼看到有人

有他们面前吸
、

扎毒品时
，

就终于还是熬不住生理

上的那种强烈反应 �主要表现为中枢搞赏神经系

统�和需求
，

以及心理上对那种欣快感的渴望而再

次沦为复吸者
。

笔者在实验中发现
，

经过�个月至�年的戒毒

后
，

所有的戒毒者在听到海洛因三个字时
，

几乎都

没有明显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反应
，

但当递给一个

空的小纸包
，

并暗示其中有毒品时
，

���以上的戒

毒者立刻表现出亢奋
、

双 目放光
、

情绪激动
、

心跳

加快
、

血压上升等现象
，

当他们亲眼见到海洛因或

外表酷似海洛因的粉笔灰时
，

���的戒毒者都出

现想立刻占有并马上吸食的欲望
，

���的还会出

现轻度的似用过毒后的那种欣快感受
。

如表三所

示
�

�表一�对����名吸毒人员前后心理
、

人格
、

情感统计

该统计说明他们已经有了实质性的
、

生理性

的改变
，

而 ����的吸毒者在 没有断毒反应 时

�俗称
“
点瘾

”
�均对 自己的吸毒行为是痛恨的

，

对点瘾时的那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是非常恐惧的
，

对吸毒带来的危害是清楚明白的
，

而且全部都从

内心表示
，

非常愿意戒除毒瘾
。

有相当一部分人

即使在刚刚使用毒品缓解了点瘾的痛苦时
，

也有

明确的上述表示
。

而有的为了达到能彻底戒除毒

瘾的目的
，

自觉采用了许多常人不能为的手段和

方法
，

甚至为此还进行自伤
、

自残
，

或到远离人

群的边远山
一

区
。

如表二所示 �

表表情亢奋奋 面部发红红 双眼放光光 血压上升升 脉搏加快快

������� 石���� ����� ����� �����

立立刻想吸吸 有轻度快感感 因未得吸食而而 未吸食而而 案例例
觉觉觉觉身体轻度不不 无反应应应
适适适适

、

烦躁躁躁躁

������� ����� ����� ����� �����

痛痛恨 自自 自伤伤 远走走 自愿愿 自愿申请请 认为涌 付章章 认为通过意意 沦为为

己己吸毒毒 自残残 他乡乡 戒毒毒 劳动教养养养养养养养养 志不能戒掉掉 复吸者者志志志志志志志能戒掉掉掉掉

�������� ����� ����� ����� ���� ����� ����� ������

表二对����名吸毒人员未发瘾时对 自己戒毒决心的

表三用粉笔灰当海洛因向戒毒�一��个月的戒毒人员

出示的反应统计

这一现象说明
，

这些人对奋实际上已经产生

了一种条件反射
，

而且在生理上已经对之产生了

不可抗拒的依赖
。

这就好象有些对青霉素有重度

过敏症的人
，

当看到青霉素时
，

全身就出现了一系

列的生理反应�如休克�
。

只不过有这种过敏症的

人
，

在生理上是不能使用过敏原
，

而毒品成瘾者
，

在生理上则是渴求这种亲和物罢了
。

因此
，

我们有理由认为
，

吸毒成瘾者对毒品的

强烈需求决非只是限于心理的因素
，

实质上更多

的原因是出于吸毒成瘾者生理上的病理性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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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行为
，

被告人一般不能对此提出异议 �如

果诉讼指挥权的不当行使可能对被告人的诉讼权

利和实体权利造成重大影响
，

在这种情况下
，

法律

才应允许启动诉讼指挥权的救济机制
。

另外
，

如果

被告人明知法官行为存在瑕疵而不提出异议或故

意放弃其异议提出权
，

则法官的诉讼指挥权即使

存在瑕疵也应当因被告人怠于行使异议权而获得

治愈
。

因为此时如果仍然承认被告人有权对这种

不当行为表示异议
，

则势必会影响到程序的安定
，

当事关全局的程序安定性受到影响时
，

其理应成

为我们优先考虑的价值 目标
。

总之
，

诉讼指挥权的

救济机制是其规则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
，

也是衡

量诉讼指挥权制度是否完备的主要标志
。

因此
，

在

今后的刑事诉讼立法中
，

我们应当对此予以逐步

弥补和完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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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毒品对正常的人脑稿赏中枢已经造成了严重

的生理性损害
，

或者说毒品在人脑中重新建立一

个更为强烈的病理性稿赏中枢
，

它部分或大部分

取代了人脑正常的搞赏中枢的作用
，

从而导致了

吸毒者对稿赏强度的病理性要求
，

也正是由此而

导致了他们的心理变态
、

人格畸型和情感障碍
。

目

前最新提出的
，

以手术来破坏和摧毁吸毒形成的

稿赏性神经中枢
，

以求从生理上解除这个根本的

问题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当然
，

关于此手术的适

用性和实际效果
，

特别是长期效果
，

尚有待进一步

探索
，

以后可作专题探讨�
。

正确的认识这点
，

可以

为彻底地戒断毒瘾
、

完全地恢复机体的正常功能

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考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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