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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甲基苯丙胺对男性滥用者人格的影响) 方法:#A* 例男性甲基苯丙胺滥用者和 #"' 例健康男性$健康对照

组%填写艾森克人格问卷$/_g%进行比较) 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甲基苯丙胺滥用者的内外向性$/%(神经质$H%(精神

质$_%及说谎$E%分数均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Dp"="(%) 结论:甲基苯丙胺可导致滥用者出现明显的人格缺陷'治

疗时应加强人格干预'重建健康的人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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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苯丙胺是较传统毒品$鸦片(海洛因(大麻(

可卡因%而言的'主要是由人工化学合成的兴奋剂(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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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和致幻剂毒品'它能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

统'使人产生兴奋(抑制或致幻'长时间吸食能使人产

生依赖性'是国际禁毒公约和我国法律法规所规定管

制的精神药品) 甲基苯丙胺由于刺激效果显著(合成

方法便捷'滥用情况日趋显著'吸食后容易成瘾'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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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除'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和公共安全问题)

有研究发现'长期滥用毒品会对人格(心理及身体

等产生严重的影响*#0!+

'目前甲基苯丙胺滥用对人

格特征的研究较少'并且研究结果不甚一致'存在

较大的争议) 本研究通过艾森克人格问卷$/_g%

对 #A* 例甲基苯丙胺滥用者展开调查'发现对其人

格特征产生较大的影响'现对其报道如下)

9:资料与方法

9=9:一般资料:收集 !"#* 年 ( 月-!"#( 年 ) 月间

被云南省公安机关决定执行强制隔离戒毒的甲基苯

丙胺滥用者作为观察组'共 #A* 例'其中吸食一种以

上毒品者 #(# 例'均为男性'年龄 !" j** 岁'平均年

龄$'#=*# s(=#(%岁'未婚 A# 例'已婚 )A 例'离异 #+

例) 对照组为无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史及精神疾病史

的健康男性'共 #"' 例'平均年龄$'"=!! s(=''%岁'

未婚 ('例'已婚 *@例'离异 #例'两组在年龄上无明

显差异$DY"="(%'具有可比性)

9=;:纳入标准:$#%有明确的资料证实其所使用

的精神活性物质是甲基苯丙胺兴奋剂&$!%所有对

象均获得书面知情同意书&$'%所有对象均为男性)

9=<:排除标准:$#%不符合甲基苯丙胺滥用者$排

除传统毒品吸食者%&$!%年龄在 #) 岁以下或 A( 岁

以上&$'%严重器质性疾病者&$*%严重精神障碍者)

9=>:研究方法:观察组和对照组均采用/_g进行

测验'/_g由四个分量表构成'分别测试受试者的

精神质$_%(内外向性$/%(神经质$H%三个维度上

的人格特征'说谎量表$E%则用于识别受试者在回

答问题时的诚实度) 该问卷由调查员采用统一指

导语'要求受试者本人按实际情况填写问卷'受试

者独立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

9=L:评价指标:统计/_g四个分量表$_(/(H(E%

的原始分'记录受测者的分数*'0*+

)

9=M:统计学方法:采用 V_VV #+=" 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以
"

r"="( 为检验标准'采用独

立样本3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

/_g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在

_(/(H(E四个量表的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Dp"="(%'结果见表 #) 甲基苯丙胺

滥用组再按吸毒时间长短分为 Y" j

%

A 个月$!(

例%(YA个月j

%

#年$'"例%(Y# j

%

! 年$'# 例%(

!年以上$+)例%四组'四组间_(/(H(E各量表得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Y"="(%'即 _(/(H(E各量表

得分与吸毒时间长短无明显关系'结果见表 !)

表 9:甲基苯丙胺滥用组与对照组GAd评分比较
B$分'Os2%

组别 例数 /_g0_ /_g0/ /_g0H /_g0E

对照组 #"' #=)* s#=*) A=@+ s'=#" '=(# s'=!A *=*+ s!=("

观察组 #A* '=)" s!='* )=!( s!=*# A="@ s'=!( (=)" s!=@"

3值 +=(+* #=A)# A='"A '=)*@

D值 p"=""# "="'+ p"=""# p"=""#

<:讨论

本研究发现'甲基苯丙胺滥用者中 @"Z以上曾

使用过一种以上的精神类药品'这给滥用者的身心

健康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严重的

影响) 根据/_g可以得出'长期吸食甲基苯丙胺后

对身心带来的影响包括脑神经衰弱症状(躯体不

适(性格改变以及精神活动等) 国外研究结果表

明'吸食传统毒品滥用者的人格得分会显著低于正

常人*(0++

'同样'国内有些学者的研究也发现毒品滥

用者存在多方面的个性问题'如情绪不稳定'焦虑(

紧张(易怒'往往又有抑郁(情绪倾向失控'做事欠

踏实(冒险和个性外向等*)0@+

) 另外甲基苯丙胺对

于人体的危害十分严重'例如它可导致大脑和神经

系统的损害'而且这种损害是不可逆的&一次或几

次过量使用甲基苯丙胺可导致急性精神障碍'长期

使用会诱发"苯丙胺性精神病#'形成难以逆转的病

变&另外还可导致心脑血管意外(胃肠道不适(体质

量减轻和抵抗力下降等并发症*#"0#!+

) 本研究结果

显示'甲基苯丙胺滥用者在_(/(H(E四个分量表的

得分明显高于正常对照人群'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_量表得分明显高于正常对照人群'表明新型

毒品滥用者具有不关心人'倾向于独身'较难适应

表 ;:不同吸毒时间长短组GAd评分比较
B$分'Os2%

吸毒时间 例数 /_g0_ /_g0/ /_g0H /_g0E

Y" j

%

A 月 !( *=") s!=#) )='! s!=#* A=A" s'=!# (=)) s!='(

YA 月j

%

# 年 '" '=A" s!=*" +=*' s!=)( A=)+ s!=A( A=@+ s!=((

Y# 年j

%

! 年 '# '=+* s!=#" )="' s!=AA (=#A s'=## (=*) s!=@*

! 年以上 +) !=+A s!="( )=(@ s!=!( A=!* s'=(" (='+ s'=#'

F值 "=#)) #=+!# #=A## !='#@

D值 "=@"*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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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喜欢寻衅'缺乏同情心'感觉迟钝'固执(

倔强等特点) /量表得分明显高于正常人群'表明

新型毒品滥用者较正常人群更渴望兴奋'喜欢刺

激(冒险'人格外向'爱社交'情绪容易失控'做事欠

踏实) H量表得分明显高于正常人群'表明新型毒品

滥用者普遍情绪不稳定'焦虑(紧张(易怒'往往又有

抑郁'情绪过分'对各种刺激的反应都过于强烈'动情

后难以平复'如与外向结合时'这种人容易愤怒'喜欢

进攻'可能出现不理智的行为) E量表得分明显高于

正常人群'表明有掩饰倾向) 甲基苯丙胺滥用者人格

发生明显改变'可能与甲基苯丙胺直接作用于中枢神

经系统'导致多种神经递质释放有关'从而导致滥用

者产生诸如焦虑(情绪不稳'甚至出现幻觉和妄想等

严重精神症状和许多躯体症状*#'0#*+

)

本研究还发现'吸毒时间长短与甲基苯丙胺滥用

者_(/(H(E四个量表无明显关系'即吸毒时间Y" j

%

A个月(YA 个月j

%

# 年( Y# 年j

%

! 年(! 年以

上在_(/(H(E四个量表间无明显差异'其可能的原

因为甲基苯丙胺直接作用于人的中枢神经系统*#'+

'

即使短时间的吸食也会造成很明显的性格改变'如孤

独(残忍'喜欢刺激(情感易外露'精神紧张等)

人性格特征的形成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先天遗

传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的

影响'经过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和积极主动性才逐

渐形成的'其中'后天因素在人格的形成中起主要

作用*#(0#++

) 甲基苯丙胺滥用者存在明显的人格缺

陷'具有反常的人格特征及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

景) 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对这一群体进行心理健康

状况评估'以便对出现了心理健康问题的病人做到

早发现(早干预'治疗时应注意加强人格干预'重建

健康的人格结构'帮助他们远离以前的社会文化背

景'重建其新的社会关系) 同时'对于甲基苯丙胺

滥用者'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能够给滥用者提供一个

维持较高心理健康状态的外部社会条件'因此'他

人给予内心情感上的支持以及提升自身对社会支

持的利用能力可能会减少滥用甲基苯丙胺的风险'

除了对甲基苯丙胺滥用者进行认知(态度方面的教

育外'帮助他们树立对未来积极的看法'使得他们

对于今后重新步入社会有足够的信心是至关重要

的'针对甲基苯丙胺滥用者而言'可能是戒断后防

复吸的重要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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