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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个体
“
心理成瘾

”
省思论

高 锋
�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 湖北 武汉 ������

内容摘要 时下认为
“
心理脱毒难

”
一说欠科学

，

会导致一种忽略生理
，

偏重心理
，

戒毒疗效低缓的

结局
。
笔者初步发现

�
吸毒心理成瘫守恒的内在原 因是其体内摄毒机制潜在微动的结果

，

系浸润弥漫性

依毒生理残存的一种反应
，

亦为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念的必然状态
。
因此

，

探明吸毒个体心瘫附着的内

在规律
，

描定其身心复合感知模型
，

对于特效医拉吸毒行为
，

并大幅度突破
“
表层戒毒

，

短优长劣
”
的

“
顽

症
”
有着极大的社会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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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吸食毒品现象渐变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
，

而在我国吸毒新生带发展更快
，

业已引起社会的

高度关注
，

戒毒机构纷纷出现
。
通过若干年的戒毒医疗实践

，

人们似乎看到一个规律性的周期
，

即吸毒

者的生理戒毒较容易
，

心理脱瘾却很难�注
�
其流行的口谣是

��次吸毒
，

�� 年戒毒
，

终生想毒�
，

复吸率高

达 ���至 ���似上
。
所以就无形中造成了无论是医治人员或者吸毒个体对戒毒意义的本身产生置疑

的社会心理消极后果
，

给社会性的抑制吸毒行为带来了意识障碍
。

根据笔者近些年的走访
、

追踪
、

查阅
，
比对多种吸毒个体的不同情形

，

认为
“
心理脱毒难

”
一说欠科

学
，

会导致一种忽略生理
，
偏重心理

，

戒毒疗效低缓的结局
。
笔者初步的发现

�吸毒心理成瘾守恒的内在

原因是其体内摄毒机制潜在徽动的结果
，

系浸润弥漫性依毒生理残存的一种反应
，

亦为客观存在决定主

观惫念的必然状态
。

故此
，

真切地探明吸毒个体心鹿附着的内在规律
，

描定其身心复合感知模型
，

对于

特效医控吸毒行为
，

并大幅突破
”
表层戒毒

，

短优长劣
”
的疑顽难关是有极大社会价值的

。

�一�

吸毒行为的原始心理动力起源于个体在实际生活的游离中
，

遇见到了某种诱引
、
困难

、

间题
，

如他人

的教唆而产生了对毒品的强烈好奇
，

人生的百无聊赖精神空虚欲毒品填补
，

平 日活动的紧张想让自己轻

松放逐贪得吸食毒品算一种现代感觉的时堪
，

机体病痛为了寻找生理的正常感觉他们便开始尝摄阿片

类
、

古柯类
、

大麻类
、

中枢兴奋剂
、

致幻剂五类中的毒品
，

期待获得一种理想上的感知追求
。
在用香烟每

次抽吸粉状海洛因 �分的 �次
，

注射毒品 �，�次后 ，

就会出现一种从未有过的
、

淋漓尽致的身心快感
，

此时
，

吸毒个体体内的生理自然平衡系统被毒品取代
，

因机体代谢的紊乱而产生极强的精神和生理依赖

—上瘫
。
由于这种刻骨铭心的感觉

，

使吸毒个体不顾一切的
，

自为的去重复吸毒行为
，

从身心上去千

呼万唤地寻觅
、

凝固
，

扩大吸毒快感
。
然而此种舒愉的感觉仅在维持较短时间就很快消失了

，

这就与个

体主观的企盼构成一种鲜明的反差
，
为了再度找回迷失的快感

，

个体便强化了吸食的剂�和缩短注射的

间隔
。
也正是此种持继超频大剂�的摄毒给其体内积淀了过�的毒物

，

给尔后的戒毒布设了重重生理

障碍
。
当个体这种吸毒循环发展到经济状况的绝境

、

生理病变
、

家庭秩序紊乱
、

恶性犯罪频出的程度时
，

他们就会因外界的压力而进人到自愿或强制的戒毒阶段
。
在停针

，

停吸的第 �到 �� 小时
，

个体出现哈

欠连连
，

流涕咳嗽
，

出冷汗
，

浑身颇抖
，

有焦虑
，

恐惧感 �到第 ��至 �� 小时达到高潮
，

抽风
、

腹泻
、

全身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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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峰
�
吸毒个体

“
心理成瘫

”
省思论

软
，

神志不清
。

���的吸毒个体战胜不了诸类反应
，

他们会为了缓解痛苦和死亡的恐惧而再度吸毒
。

这

一特定的现象
，

就被称之为吸毒心理惯性
。

如果对吸毒心理惯性的沿演过程作一个细腻的追踪考察
，

透观寓人个中的构筑缘由
，

梳理出派生
“
定势状态

”
的本质

，

便能发现该种心态绝对化
、

模式化
、

自动化的特征是以摄进体内的麻醉
、

致幻
、

超强

兴奋的生化毒物药品为物质前提的
，

唯有这些液
、

固体物样成分才使得正常的精神状态异化成了
“
毒品

机械思维
” ，

而脱离了生物多样性
、

进化性
、

控制性的心理属性
，

蜕变为一种吸积毒品的肉体容器
。

最初

由热松软舒欢幻合构出的快感是以毒药对机体的神经系统
、

内分泌腺
、

循环系统
、

心脏部分突发刺激所

形成的舒张与收缩
，

抑制与兴奋瞬间达到极致的产物
，

也是生理畅慰和痛楚集加变态的感知结果
。

这一

典型浓烈的刺激后
，

留存残淀的毒品依然在体内的原始落位�注
�
指毒品最先进人的器官部位�中发挥着

微弱又持续的效用
，

因而才有了吸毒心理的惯性—心瘾
。
心瘾的注意集中使曾经吸毒快感鲜活地复

现于幻感之中
，

并隐约地牵动了生理的刺激反应
，

加速了个体急切期待下一次吸毒活动的到来 �也就是

说
，

吸毒心理惯性的存在均以消耗体内毒素能量为基础的
。

从过程论的观点看
，

吸毒心理只是摄毒生理

亢进的一种直射
，

若没有毒品在个体器官里的代谢
，

其吸毒心瘾不可能独立持久地存在
。

�二�

吸毒个体在经过了生离死别与异常痛苦的 �一�� 天治疗后
，

可实现生理戒断的目标
。

按一般的逻

辑发展
，

吸毒个体应坚定不移地返回到正常人的生活中来
，

与吸毒行为决裂
。

然而客观事实并非如此
�

��� 以上的吸毒者在艰难地戒掉毒瘾后的不长时间内又重新复吸毒品
，

使先前付出高昂代价的戒毒局

部成果附之东流
。

戒毒失败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现今通常性的设释为
�“
心理脱瘾难

” ，

个体要充

分调动主观的意志力才能彻底达到最终戒毒的目的
。

这一说法的言下之意是吸毒个体一旦借助医药治

疗实现了生理酥断以后
，

接着就要完全依靠主观的精神力量去巩固与维持
，

那些重复吸毒的人员皆系意

志薄弱者
，

当然属于无可救药的对象
。
客观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尽然 �

首先
，

从理论上看
，

一个人的心理是依赖于生理活动而存在的
。

尽管当心理生活积累到一定阶段

时
，

它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

可单纯地进行本我化的精神活动
，

但心理活动无法取代甚至超越某种生理

反应
。

相反特殊的生理不适反应会制约心理活动的方向和层次
。

所以
，

将巩固戒毒的效果仅以心理产

生的人格力量来维系是靠不住的
，

更是行不通的
。
国内外多年医治吸毒的生动病例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

其次
，

从毒品对个体刺激的深度上看
，

其生理受毒化的烙印在相当一个时间范畴内不易退化
。

自最

一般的摄毒上瘾与消除反应的规律而论
，

吸毒个体染毒的程度大体分两个阶段
。
一为快感期

。

个体染

毒上瘾后的 �� 天以内称快感期
。
为了保持这种

“
美妙

”
的感觉

，

个体必须在 �室 �� 小时之间复针或复

吸
。
我们就将 ��天换算成 ���小时

，

再用最保守的 �� 小时�注
�
复吸毒品最长的间隔时数�计算

，

吸毒

个体戎�� 天之内需重复摄毒 �� 次以上才能重现一种快感
。
不难想像一个吸毒者在如此极不平凡的

�� 次吸毒中
，

要注人 自已体内多少毒品
，

而此类毒物药品无疑会常附体内
，

绝非 �� 天左右的生理戒断

所能一劳永逸的
。
二为消痛期

。

笔者在前述已经提到
，

吸毒个体在快感出现 �� 天内就会消失
，

继之是

剧烈的生理不适反应和惊恐症状的发生
。

为能消除痛苦维持生命的平和
，

个体就孤注一掷地加大吸毒

的剂童来缓解生理的重压
，

直至局部恢复正常生理状态
。

个体在这一消痛期里所使用的毒品剂童与次

数是快感期的 �� 多倍
，

甚至几十倍
。

若把两个吸毒阶段的摄毒总量取一个平均数
，

可能是一个惊人的

数据
。
因此说

，

这么大幅的毒品潜人脏器
，

溶于血液
，

粘附内膜
、

滞留神经组织
，

它能不长期而隐缓地对

吸毒戒断个体的深层次感觉发挥着诱导复吸作用吗�
’

再次
，

从吸毒戒断后重萌复吸的情形上看
，

依毒生理的反弹是引发复吸动机的重要物质根据
。

个体

一旦实现了吸毒生理戒断
，

特别是解除了强制措施后
，

其身心出现一种短时的轻松感
。

然而随着轻松感

的消退
，

空乏感
、

困惑感的呈露时
，

机体曾有过的那种吸毒快感情节涌袭脑际
�
神经兴奋

，

欢乐无比
，

一股

暗流从下腹部向全身扩散
，

皮肤伴有的痒感
，

搔抓特别舒服
，

周体松绵
，

并渐渐出现似睡非睡的松弛状

态
。

残存的毒品物质在不被个体察觉的水平上悠缓地发生器官效应
，

引起了神经传异
、

内分泌
、

心跳
、

腹

腔肌的整体微动
，

一种身心合化的虚幻快感又若明若暗的出现了
。

这时吸毒的心瘾便成了一个精神状

态
，

一种复吸意向的加速机制
。

由于心理复吸动机的着落又推动了生理求毒的发展
。

当机体的萎靡不

振与心理兴奋的反差达到顶点时
，

就拉动了复吸行为的崛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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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星
�
对降低毒品复吸率的几点思考

今后的人生之路
。
如果社会不歧视

、

排斥他们
，

而是关心
、

帮助他们
，

妥善安置就业
，

继续给予教育
，

就可

排除使他们可能复吸的不利因素
，

巩固戒毒成果
，

使他们真正脱离毒品
。

四
、

严厉打击贩毒活动
，
依法及时处理复吸者

贩毒不止
，

吸毒不绝
。
对于贩毒分子

，

特别是与吸毒和复吸有密切关系的零星贩毒以及教唆
、

引诱
、

欺骗和强迫吸毒或复吸有关的犯罪活动
，

一定要加大打击力度
，

从重
、

从严惩处
。
对复吸人员

，

应根据国

家有关的法律
、

法规
，

依法给予强制戒毒
、

收容劳动教养等处罚
，

这样做一方面可防止这些人由于复吸而

走向犯罪
，

另一方面可防止吸毒人数的不断增加
，

这是防止戒毒者复吸的必要措施
。

在实践中要坚持教

育
、

感化
、

挽救的方针
，

既要改造人
，

又要造就人
。
对因复吸而犯罪的戒毒者

，

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

通

过法定程序对其定罪判刑
，

用劳动改造和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法
，

使他们深刻认识毒品的危害
，

认

识到毒品是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的罪魁祸首
，

从而主动认罪服法
，

去恶从善
，

重新做人
。

五
、

净化社会环境
，

营造戒毒氛围

预防复吸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
，

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完成
。
因此

，

要充分利用政治
、

经济
、

科学技术和教育
、

文化
、
思想等力量

，

尽力杜绝戒毒者复吸的环境
，

具体地说
，

就是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

力
，

不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

大力推进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
，

搞好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

落实社会治安承包责任制
，

加强对戒毒者的社会干预
，

探索建立有效
、

严密的防止

复吸的预防体系等
，

这是彻底根治复吸现象的根本措施
，

是治本的战略
。

虽然降低复吸率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

但只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

下
，

全社会齐心协力
，

各部门齐抓共管
，

对戒毒者做到处处有人抓
，

层层有人管
，

件件有落实
，

就一定会取

得显著的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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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述的两个部分
，

以及对
“
心理成瘾说

”
的系统反思

，

笔者可概括出如下一些具体结论性的认

识
，

供广大的戒毒医务工作者
，
司法公职人员

，

学人参考
，

而但愿形成一类新的思路
。

第一
，

心理成瘾现象说到底乃是一个生理脱毒难的实质间题
。
一个健康人多次吸食了毒品后

，

才会

产生对毒品的强烈依赖 �连续摄毒
，

才会获得快感 �依毒生理的激剧波动
，

打乱了个体的全部生活秩序
，

才会出现缓解身体痛苦的愿望与惧怕丧失生命的反应 �一旦实现毒鹿戒断
，

体内又有严重的不适感
，

个

体才会又自觉地复吸毒品
，
以致比先前的吸毒经历发展更快

。

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是依附毒品的生理对

成瘾心理的复杂影响的结果
。

倘若离开了浸毒生理的系列反应
，

那么任何意义上的心理成瘾现象皆不

可发生更谈不上相对独立的存在
。

当然
，

成瘾心理对依毒生理也有一定的反作用
。
这里强调的是

�
躯体

依赖与心理依赖二者不能截然分开
，

通常因心理依赖程度而加重身体依赖
，

躯体依赖产生的戒断症状又

加深了心理依赖的欲望和感觉
。

第二
，
正是基于

“
心理成瘾

”
难克解的偏颇观点

，

故而在医治吸毒患者的地过程与续后管理中
，

重心

理轻生理
，

只在 �一�� 天实现生理戒断
，

后稍加用药巩固了事
，

缺乏对不同个体具体摄毒量的测定与中

长戒毒疗效的设计
，

更无将出院�所�后生理依赖的可能性考虑进预前用药的范畴
，

因此
，

它是戒毒复吸

率居高的客观医理原因之一
。

要克解
“
头重脚轻

”
难支撑的

“
短效状态

” ，

首先应转变生理戒毒易与心理

脱毒难的差误观念
，

再去深人研究远期戒毒
“
不复吸

”
的理想目标

，

譬如可否在戒毒者体内培植一种医学

性的厌毒基因而从生理上把戒毒的效果固定下来
。
社会应将控制吸毒心瘾的责任从个体身上收集到有

关机构的长期救助任务中
，

让复吸者彻底获得人间的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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