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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男性劳教戒毒初期吸毒者与财产型劳教人员的心理健康状况、个性特点及其相

关关系。方法 利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 ( SCL 90)和卡特尔 16种人格因素量表,对 240名劳教戒毒者和财

产型劳教人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劳教戒毒者在心理症状总分及躯体化、敌对、恐怖和偏执等维度上显

著高于财产型劳教人员 [前者的 SCL 90总分: ( 196. 05 ! 68. 01)分;后者的 SCL 90总分: ( 172. 04 ! 61. 53)

分; 差异有显著性 P < 0. 01];劳教戒毒者在聪慧性、有恒性两维度上显著低于财产型劳教人员, 在恃强性、

怀疑性和幻想性三维度上显著高于财产性劳教人员 [前者的聪慧性: ( 6. 25 ! 3. 20)分; 后者的聪慧性:

( 7. 49 ! 2. 50)分; 差异有显著性 P< 0. 01; 前者的恃强性: ( 13. 43 ! 3. 82)分;后者的恃强性: ( 11. 56 ! 4. 02)

分; 差异有显著性 ( P< 0. 01) ] ;劳教戒毒者作为一个群体所表现出的个性特征与其心理症状具有显著的

相关。结论 劳教戒毒初期的吸毒者心理健康水平低下, 并且其心理健康水平与吸毒者的个性特征具有

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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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 ine the drug add ic ts∀ m en tal hea lth condition, persona lity and relation

sh ip between them dur ing the early period of fo rced detox ification. M ethods 240 m a le drug addicts and econom

ical cr im inals under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w ere chosen to comp le te SCL 90 and 16 PF. Resu lts Compared

w ith econom ical cr im inals, the drug addicts w ere sign ifican tly higher on SCL 90 to tal sca le, som atization, hostili

ty, phob ic anx iety and parano id idea tion ( for exam ple, the drug addicts∀ SCL 90 tota l scale: 196. 0 ! 5 68; the e

conom ica l cr im ina ls∀ SCL 90 to tal sca le: 172. 04 ! 61. 53; P< 0. 01). The drug add icts we re sign ifican tly lower on

intelligence and consc ientiousness but sign ificantly h igher on asse rtiveness, v ig ilance and abstractedness than the

econom ica l c rim inals ( for ex amp le, the drug addicts∀ inte lligence: 6. 25 ! 3. 20; the econom ical cr im ina ls∀ in tel

ligence: 7. 49 ! 2. 50; P < 0. 01; the drug addicts∀ assertiveness: 13. 43 ! 3. 82; the econom ica l cr im inals∀ asser

tiveness: 11. 56 ! 4. 02; P < 0. 01). The pe rsonality tra its o f drug addicts we re sign ifican tly co rre lated w ith the ir

m ental hea lth cond itions. Conc lu sion Dur ing the early pe riod o f fo rced de tox ification, the drug addicts∀ m ental

health condition was very bad and it was sign ificantly correlated w ith the specia l persona lity traits of drug add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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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关于吸毒者与正常人的对比研究发现, 无论

在强制戒毒期间,还是在自愿戒毒期间,吸毒者的心理

健康状况均发生严重恶化
[ 1, 2]
。众所周知, 我国现行

法律规定吸毒属违法行为, 吸毒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可

能不仅与吸毒与戒毒等行为因素有关, 而且吸毒者的

犯罪意识以及受到强制措施本身也可能会对他们的心

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有关犯罪的研究表明
[ 3, 4]

,

犯罪人员容易出现不良情绪和人格偏离。因此, 为了

控制犯罪意识和强制措施本身对吸毒者心理健康的影

响,本研究试图通过将正在接受劳动教养的财产型劳

教人员 (如偷窃、诈骗等 )和劳教戒毒期间的吸毒者进

行对比,从而来探察吸毒者这一特殊群体在劳教戒毒

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个性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并为劳

教戒毒期间的吸毒人员的心理帮助提供理论基础。

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1. 吸毒组: 随机抽取 2005年 3~ 5月在北京市劳

动教养工作管理局某劳教所接受劳教戒毒的男性吸毒

者 120人, 他们因为注射或吸食毒品 (主要为海洛因

类毒品 )而被送进劳教所进行劳教戒毒。被试选取条

件为: 1)进入劳教所进行劳教戒毒 1~ 2个月; 2)年龄

范围在 22~ 40岁; 3)无精神疾病和严重躯体疾病, 能

够并愿意阅读和回答问卷。最后得到有效数据 93份,

被试平均年龄 32. 5岁。

2 对照组:抽取在同一时间进入同一劳教所的相

近年龄的财产型劳教人员 120人与劳教戒毒者进行匹

配,他们因为偷窃或诈骗等经财产型犯罪而被劳教所

强制收容并接受教育改造。被试选取的条件与吸毒组

相同: 1)进入劳教所进行劳动改造 1~ 2个月; 2)年龄

范围在 22~ 40岁; 3)无精神疾病和严重躯体疾病,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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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并愿意阅读和回答问卷。最后得到有效数据 81份,

被试平均年龄 31岁,对照组的年龄与吸毒组没有显著

差异 ( t= 1. 92, P> 0. 05)。

二、方法

1 测评工具: ( 1)心理健康状况测评:采用心理症

状自评量表 ( SCL 90) , 该量表共 90个项目, 测量 10

种精神症状,量表的总分可以作为总体心理健康状况

的一个综合指标
[ 5]
。该量表上个世纪 80年代经王征

宇的修订,在我国随即得到广泛使用,信度和效度得到

普遍验证。 ( 2)人格测评: 采用卡特尔 16种人格因素

量表 ( 16PF) ,此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 Raymond B. C at

tell编制。该量表包括 16个人格分量表,能够较为全

面地反映一个人的人格特征。该量表经过国内戴忠恒

等人的修订,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 7]
, 是目前国内

使用比较广泛的一个有效的人格测量工具。

2 调查方法: 在被试回答问卷前, 调查者首先强

调该调查的科研目的和意义, 减少吸毒组和对照组被

试对调查目的的猜疑,然后由被试独立地匿名填写回

答问卷。

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1. 0软件对调查结果

进行方差分析和 Pearson相关分析。

结 果

一、劳教戒毒者和财产型劳教人员的心理健康状

况比较

劳教戒毒的吸毒者的 SCL 90总分以及在躯体化、

敌对、恐怖和偏执四个分量表上的得分显著高于财产

型劳教人员 ( P< 0. 05或 < 0. 01) ,在其他分量表上两

类劳教人员的差异无显著性 ( P> 0. 05)。见表 1。

表 1 劳教戒毒者与财产型劳教人员的 SCL 90评分

比较 ( n= 120,分, x ! s )

组别 总分 躯体化 强迫症状 人际关系敏感

劳教戒毒者 196. 05 ! 68. 01 29. 53 ! 11. 68 23. 35 ! 8. 17 18. 25 ! 7. 52

财产型劳教人员 172. 04 ! 61. 53 21. 86 ! 10. 00 21. 52 ! 7. 32 17. 05 ! 6. 67

t值 2. 42 4. 61 1. 55 1. 10

P值 < 0. 05 < 0. 01 > 0. 05 > 0. 01

组别 抑郁 焦虑 敌对 恐怖

劳教戒毒者 29. 11 ! 11. 20 21. 18 ! 8. 21 13. 74 ! 5. 41 12. 52 ! 5. 71

财产型劳教人员 27. 14 ! 11. 18 19. 21 ! 8. 54 10. 65 ! 5. 20 10. 22 ! 4. 15

t值 1. 15 1. 55 3. 82 2. 99

P值 > 0. 05 > 0. 05 < 0. 01 < 0. 01

组别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劳教戒毒者 12. 60 ! 5. 17 19. 30 ! 7. 95 16. 47 ! 6. 70

财产型劳教人员 10. 22 ! 4. 15 18. 31 ! 7. 51 15. 23 ! 5. 67

t值 2. 33 0. 84 1. 30

P值 < 0. 05 > 0. 05 < 0. 01

二、劳教戒毒者和财产型劳教人员的个性特征比

较

吸毒者 16PF评分在聪慧性和有恒性两维度上非

常显著地低于财产型劳教人员,在恃强性、怀疑性和幻

想性三个分量表上显著地高于财产型劳教人员。在其

他个性特征分量表得分上, 2类劳教人员差异无显著

性。见表 2。

表 2 劳教戒毒者与财产型劳教人员的 16PF评分

比较 ( n= 120,分, x ! s )

组别 乐群性 聪慧性 稳定性 恃强性

劳教戒毒者 10. 42 ! 2. 56 6. 25 ! 3. 20 13. 76 ! 3. 49 13. 43 ! 3. 82

财产型劳教人员 10. 83 ! 3. 24 7. 49 ! 2. 50 13. 06 ! 4. 31 11. 56 ! 4. 02

t值 0. 92 3. 42 1. 18 3. 14

P值 > 0. 05 < 0. 01 > 0. 05 < 0. 01

组别 兴奋性 有恒性 敢为性 敏感性

劳教戒毒者 13. 25 ! 4. 30 10. 90 ! 2. 84 11. 67 ! 3. 62 9. 91 ! 2. 58

财产型劳教人员 13. 15 ! 4. 10 12. 15 ! 3. 59 11. 37 ! 4. 14 9. 74 ! 3. 02

t值 0. 15 2. 55 0. 50 0. 40

P值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组别 怀疑性 幻想性 世故性 忧虑性

劳教戒毒者 10. 41 ! 2. 96 12. 75 ! 3. 38 10. 45 ! 2. 75 10. 87 ! 3. 18

财产型劳教人员 9. 46 ! 3. 20 11. 67 ! 2. 89 9. 89 ! 2. 68 11. 25 ! 4. 15

t值 2. 03 2. 25 1. 36 0. 67

P值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个性特征 实验性 独立性 自律性 紧张性

劳教戒毒者 10. 33 ! 2. 78 10. 27 ! 2. 87 10. 84 ! 2. 90 13. 14 ! 3. 54

财产型劳教人员 10. 37 ! 2. 77 10. 90 ! 3. 43 10. 88 ! 3. 04 12. 58 ! 4. 23

t值 0. 08 1. 32 0. 08 0. 95

P值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三、劳教戒毒者和财产型劳教人员的个性与心理

健康状况的相关

Person相关分析表明, 在劳教戒毒和劳动改造初

期,吸毒者和财产型劳教人员表现出差异的个性特点

与两者表现出差异的心理症状具有显著的相关。聪慧

性与躯体化、敌对、恐怖和总体心理健康水平都呈现显

著的负相关;恃强性与躯体化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个

性中的有恒性与敌对、恐怖、偏执及总分都表现出显著

或非常显著的负相关;个性中的怀疑性则与所有呈现

差别的心理症状及总分均表现出显著或非常显著的正

相关;最后, 个性中的幻想性与心理症状中的偏执性具

有显著的相关。见表 3。

表 3 劳教戒毒者与财产型劳教人员个性与心理

健康状况的相关 ( r值 )

SCL90总分 躯体化 敌对 恐怖 偏执

聪慧性 - 0. 149* - 0. 166* - 0. 24* * - 0. 201* * - 0. 145

恃强性 0. 051 0. 162* 0. 132 - 0. 02 0. 067

有恒性 - 0. 197* * - 0. 138 - 0. 223* * - 0. 17* - 0. 168*

怀疑性 0. 196* 0. 162* 0. 176* 0. 158* 0. 221* *

幻想性 0. 11 0. 124 0. 141 0. 042 0. 163* *

注: * P < 0. 05, * * P < 0. 01

讨 论

本研究通过对劳教戒毒早期的吸毒者和劳动教养

早期的财产型劳教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对比研究发

现,前者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损害程度显著地高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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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SCL 90的评分标准,总分超过 160分, 就可能预

示者存在着一定的心理问题, 吸毒者和财产型劳教人

员总体的平均分都超过了 160分, 这表明这 2个群体

的心理健康程度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是,劳教戒毒

的吸毒者的总分高达 194. 4, 显著地高于财产型劳教

人员。同时,在躯体化、敌对、恐怖和偏执方面,吸毒者

也显著高于后者,这表明吸毒者更容易出现下列问题:

感到身体不适、头疼、背痛 (躯体化 ) ;恼怒、发脾气、冲

动 (敌对 );对孤独和公共场合感到惧怕 (恐怖 ) ; 对他

人不满、无中生有 (偏执 )。曲如杰等
[ 7 ]
利用自尊、抑

郁和焦虑程度作为心理健康的指标, 通过对劳教戒毒

的吸毒者和其他种类的劳教人员的对比研究发现, 前

者的心理健康程度更为低下。本研究以更能全面地反

映心理健康状况的 SCL 90作为指标, 验证并丰富了曲

如杰等人的研究结论。

通过对劳教戒毒期间的吸毒者和财产型劳教人员

个性特征的对比发现,两类人群存在显著的个性差异。

与财产型劳教人员相比,吸毒者表现出如下特点:思想

迟钝、缺乏常识、抽象思维能力弱 (聪慧性低 ) ;自以为

是、好强固执 (恃强性高 ); 苟且敷衍,缺乏责任感 (有

恒性低 ) ;疑心重,不信任别人 (怀疑性高 )以及狂放任

性、近乎冲动 (幻想性高 )。W eed等
[ 8]
通过对大量吸

毒者、正常人和精神病人的对比研究发现,吸毒者表现

出了认知功能的衰退、爱冒险等典型的 ∃吸毒者人
格 %;许爱红与程亮

[ 9]
研究发现, 强制戒毒的海洛因依

赖者的主要个性表现为外露、虚伪、判断能力差、冲动、

无拘无束、不稳定。本研究的结果与前人的这些研究

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性。但是, 吸毒者的这种特殊的

心理、性格特点是因还是果, 或者说, 是由于他们具有

了这样的个性特点才使他们更容易吸毒,还是由于他

们长期吸毒导致性格发生了改变,还是兼而有之,需要

进一步追踪实验的研究。

通过对两类人群中有差异的个性特征与两者不同

的心理症状表现及总体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分析发

现,个性特征与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相关: 有恒

性、聪慧性高的个体, 总体心理健康状况更好, 心理症

状更轻;怀疑性高的个体, 总体心理健康状况更差, 心

理症状更严重。这个结果为劳教戒毒期间的心理辅导

和教育帮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即,提高吸毒者的学

习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合作能力,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以及人际之间的信任感,可能是提高劳教戒毒人员心

理健康水平的一条可以尝试的途径。

总之,本研究通过接受劳教戒毒和劳动教养的两

类不同人员的对比,发现在劳教戒毒的初期,吸毒者的

心理健康状况显著受损,并且吸毒者作为一个群体,表

现出了一些典型的人格特点,如思维迟钝、好强固执、

缺乏责任感、疑心重、幻想性高等特点,同时,这些个性

特点与吸毒者严重受损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的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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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心理学家 & & & L.费斯汀格

L.费斯汀格 ( 1919~ 1989),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人的期望、抱负和决策, 并用实验方法研究偏见、

社会影响等社会心理学问题。他提出的认知失调理论有很大影响。 1959年获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杰出科学贡

献奖, 1972年当选为国家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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