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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毒品问题现状主要表现为吸毒人员低龄

化#中小城市吸毒人员增多#复吸率居高不下$

<

%

& 以

辽宁省阜新市为例' 两级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未成年

人毒品犯罪的案件逐年增多' 未成年人的毒品犯罪

占全市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
9:=

$

9

%

&

9:<9

年美国物

质滥用与心理卫生服务部报告显示' 近
9 >::

百万

年龄
<9

岁以上的美国人有使用违禁物质的经历'其

中超过
>

百万美国人符合物质滥用!

?@AB AC5

"诊断

标准$

D

%

& 国内已有针对吸毒人群的人格特征研究'结

果显示吸毒人群大多表现为内向型#心理状态较差#

情绪稳定性较差$

>

%

&周祖木等$

7

%使用艾森克人格问卷

!

<EFG

" 对温州市强制戒毒所内的吸毒人员进行调

查'结果表明吸毒人群存在内向#对人淡漠的人格特

征(焦虑情绪较明显'易出现不理智行为(此外'存在

孤独倾向'对外部环境不关心#适应性差&

冲动性!

2HIA4C2J2KL

"用于表达个体不加考虑地

做出某种行为的倾向' 在面对内部或者外界的刺激

时会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 并且很少考虑到行为可

能带来的后果$

E

%

& 攻击性行为被认为与暴力#犯罪等

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我控制能力较差的个体一

般更容易做出攻击行为' 且攻击行为一般被视为攻击

性人格的外在表现&在人格特征与攻击行为关系研究中'

-3A@3

等$

;

%研究发现'某些人格特质
M

例如易激惹#冲

动性和敌意
N

与冲动性攻击行为有关& 林少惠等$

8

%对

广州
;7;

名吸毒服刑人员的研究发现' 男性吸毒劳

教人员的述情障碍在攻击行为与焦虑情绪之间起部

分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旨在探讨吸毒服刑人员的人格特征#冲

动性与攻击行为三者间的关系'分析物质滥用可能存

在的心理因素'为制定预防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安徽省戒毒康复中心吸毒服刑人员为研

究对象 '随机挑选
99:

名男性被试'年龄主要集中

于
9:O>:

岁' 进入戒毒康复中心前大部分吸食冰

毒'共发出问卷
99:

份'回收有效问卷
9:P

份'有效

问卷回收率
P7Q

&

!二"研究工具

巴瑞特冲动性量表!

R&*!<<

"'中文版问卷修订

后共有
D:

个条目'包括总量表和
D

个分量表&

D

个

分量表分别为无计划性#行为冲动性和认知冲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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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师范学院心理系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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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S

安徽省戒毒康复中心'安徽 合肥
9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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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 总量表与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

:=8?

#重测信度
:=@8>:=8?

#信效度良好#可应用于各

类研究与临床调查工作之中$

?

%

&

ABCC!D5EEF

攻击性量表!

AD!G

"#该量表由布斯

!

ABCC

" 和佩里 !

D5EEF

" 于
<??9

年对敌意评估问卷

!

ABCC!,BEH55 I0CJ242JF &6K56J0EF

#

A,I&

"进行改进修

订而成&且有多个中文译本#各版本改进后信效度良

好# 可以用于对中国人群的施测& 此次研究使用的

AD!G

包含
9?

道题目#

L

个维度# 分别是身体攻击

!

MNFC2134 3OOE5CC206

"'言语攻击!

K5EP34 3OOE5CC206

"#

愤怒!

36O5E

"'敌意!

N0CJ242JF

"& 该量表目前已经成为

测定个体攻击性最权威的测评工具之一& 量表的重

测信度可达到
:=?9

#内部一致性系数
!

为
:=8L

$

<:

%

&

大五人格问卷!

%(Q!RR&

"#大五人格模型在国际上

被人们广泛接受#包括外倾型'宜人性'严谨性'神经质与

开放性
7

个维度& 本研究所使用的简化版!

%(Q!RR&

"包

含
@:

个条目# 由
<?87

年
"0CJ3

和
+1"E35

编制的

%(Q!D&

的
<8<

个自陈项目简化而来#简化版被证实与完

整版的信度可以达到一致# 由于条目较少# 表述较为简

洁#被广泛应用于人格测量中$

<<

%

&

!三"数据收集与处理

对安徽省戒毒康复中心吸毒服刑人员进行集中

施测#统一回收问卷& 采用
*D** <;=: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
S!!:=: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人口学资料相关结果

?7=;T

吸毒人群年龄集中在
9<>L:

岁 #其中

9<>U:

岁被试占总人数的
@U=@T

# 呈现低龄化

的特点 & 该戒毒康复中心内吸毒服刑人员受教

育水平普遍较低# 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占总人数的

;:=8TV

表
<W

& 根据吸食毒品基本概况可知
S

有
<;;

人

V8L=;TW

第一次吸食毒品是从朋友处获得'有
<LL

人

V@8=?TW

认为导致自己吸毒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交友

圈&

;@=<T

的被试第一次接触的毒品为冰毒#

L@=?T

的被试表示接触毒品是出于自己的好奇心& 在对毒品

的选择上#

;;=7T

的被试倾向于兴奋类的毒品#

;:=8T

的被

试表示吸食毒品后的感觉十分兴奋!表
9

"&

!二"大五人格#冲动性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由表
U

可见#攻击行为问卷总分及其各维度#愤

怒'敌意'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均与神经质呈显著正

相关'与宜人性呈显著负相关#说明神经质越高#攻

击行为水平越高& 冲动性认知问卷总分和其中认知

冲动性'无计划冲动性两个维度均与外向性'开放性

表
!

被试人口学资料情况

人数 百分比
VTW

导致吸毒的主要原因

自身问题
L8 9U=:

家庭与学校教育缺失
7 9=L

网络与电视媒体
7 9=L

交友圈
<LL @8=?

其他
; U=U

第一次毒品来源

自主购买
97 <9=:

朋友处得来
<;; 8L=;

其他
; U=U

第一次接触毒品种类

摇头丸
98 <U=L

冰毒
<7? ;@=<

海洛因
U <=L

其他
<? ?=<

吸毒原因

好奇
?8 L@=?

精神压力过大
U@ <;=9

有面子
<: L=8

追求刺激
L; 99=7

其他
<8 8=@

毒品偏好

抑制类
<: L=8

兴奋类
<@9 ;;=7

致幻类
<8 8=@

其他
<? ?=<

吸毒后感受

非常兴奋
<L8 ;:=8

身体很不适应
; U=U

产生幻觉
<: L=8

其他
LL 9<=<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VTW

L <=?

<UU @U=@

@; U9=<

7 9=L

L

<=?

L< <?=@

?? L;=L

7< 9L=L

<: L=8

L <=?

年龄!岁"

!9:

9<>U:

U<>L:

L<>7:

文化程度

文盲'半文盲

变量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大学及以上

表
"

被试吸食毒品基本概况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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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 9 = > 7 ? ; 8 @ <: << <9 <= <>

神经质
<

宜人性
A:B<8;

CC

<

外向性
D:E=>?

CC

:E:8; <

开放性
:E:8> :E:7: :E<@9 <

严谨性
A:E<>:

C

:E<8>

CC

:E>?=

CC

:E9@:

CC

<

运动冲动性
:E<97 A:E99>

CC

:E<=: :E:=9 A:E:=< <

认知冲动性
:E:== A:E<:9 :E9@;

CC

:E9@;

CC

:E9;;

CC

:E=>@

CC

<

无计划冲动性
:E:>> A:E<=8

C

:E9;>

CC

:E97:

CC

:E<@:

CC

:E><@

CC

:E?89

CC

<

冲动性总分
:E:8= A:E<@9

CC

:E98;

CC

:E9=?

CC

:E<;7

C

:E;=:

CC

:E89<

CC

:E8;?

CC

<

身体攻击
:E<8@

CC

A:E9>@

CC

:E:7: :E::@ :E:7> :E9;?

CC

:E<88

CC

:E<;?

CC

:E9?=

CC

<

言语攻击
:E9=8

CC

A:E9=9

CC

:E<7:

C

:E<8@

CC

:E<<? :E<;9

C

:E=>;

CC

:E=:;

CC

:E==8

CC

:E>>8

CC

<

愤怒
:E==<

CC

A:E=<;

CC

A:E:87 A:E:;7 A:E:;> :E>:;

CC

:E<<? :E<=> :E9;<

CC

:E>8<

CC

:E=8>

CC

<

敌意
:E9@8

CC

A:E9;@

CC

A:E:8? :E:@; A:E:@8 :E==9

CC

:E9=9

CC

:E99:

CC

:E=99

CC

:E>:7

CC

:E>8@

CC

:E79;

CC

<

攻击性总分
:E==@

CC

A:E=?=

CC

A:E:<< :E:78 A:E:<8 :E><7

CC

:E9;7

CC

:E9?8

CC

:E=@>

CC

:E;?9

CC

:E;:?

CC

:E;@>

CC

:E;@8

CC

<

!

#

"F :E:7

$

!!

#

"F:E:<

%

表
!

大五人格!冲动性与攻击行为相关分析

呈显著正相关% 冲动性总分与攻击性总分及其各维

度愤怒&敌意&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之间呈显著正相

关$说明冲动性越高$攻击行为越高%

!三"人格特征与冲动性对攻击性行为的回归分析

以攻击行为作为因变量$ 以冲动性总分及其各

维度和大五人格各维度为自变量采取逐步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只有认知冲动性&运动冲动性&神经质&

宜人性四个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模型拟合度较好$

矫正后的
#

9 达到
:E=<8

%说明认知冲动性&运动冲动

性&神经质对攻击行为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宜人性能

显著负向预测攻击行为
G

表
>H

%

三!讨 论

!一"吸毒人群呈现低龄化低学历特征

本次研究显示$吸食冰毒的被试最多$占总人数

的
;?B<I

$ 这与当前我国新型毒品滥用比例不断增

加的现状相符'

<9

(

%冰毒属于一种苯丙胺类兴奋剂$其

主要作用是引起中枢神经兴奋$并极易成瘾$同时可

以解释在本次调查中$

;;E7I

的被试在毒品的选择

上会有意识地偏好兴奋类的毒品$ 且
;:E8I

的被试

表示在吸食毒品后感觉十分兴奋%此外$本次调查数

据显示$交友圈是毒品传播的重要途径%第一次接触

毒品的来源主要为身边朋友$

?8E@I

的被试认为导

致自己吸毒的主要原因为交友圈%何志雄等'

<=

(对
=9>

名吸毒者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吸毒者的人际交往对象

与其自身的吸毒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身吸毒会增加

身边其他人沾染毒品的概率$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吻合%

因此针对吸毒人员预防复吸的干预中$ 教会吸毒人

员学会拒绝$脱离之前的朋友圈$以及处理同伴压力

与消极同伴影响的社交训练尤为关键%

吸食毒品人群的低龄化是当下一个重要趋势$

崔连义'

<>

(对近十年国内新型毒品滥用人群进行了详

尽的调查$ 印证了这一趋势% 本次数据分析显示

@=E=I

的服刑人员受教育程度仅为高中及以下$其

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占
;:E8I

$这与王继余 '

9

(的

研究结果一致
J

吸毒人群呈现低龄化&低学历特征%

基于此$ 加强未成年人的毒品危害意识教育可能是

未来禁毒工作的重要方向%

!二"好奇心是吸食毒品的重要诱因

在对吸毒原因的调查中发现$

>?E@I

的被试表

示好奇心是吸食毒品的重要诱因%

,5 +21K542

'

<7

(的研

究发现年轻人在回答自己首次吸毒的原因时$ 满足

好奇心成为了最多人的选项$ 其他原因还包括受玩

伴的影响&追求快感等$这与本研究结果中有
99E7I

变量
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

值
"

值
#

9

#

9

3LM

%

值
"

值
N

值 标准误

运动冲动性
:E??@ :E<7: :E98: >E>77 F:E::< :E=9@ :E=<8 9>E@8@ F:E::<

神经质
:E?@> :E<?: :E977 >E=>; F:E::<

宜人性
O:E7@= :E<>8 A:E9=8 A=E@@9 F:E::<

认知冲动性
:E=8? :E<?= :E<>7 9E=7? F:E::<

表
"

人格特征和冲动性对攻击性行为的回归分析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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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试在主诉吸毒原因时选择追求刺激是一致# 此

外$ 大五人格中的外向性特质包含了追求刺激子维

度$开放性包括对事物好奇程度$外向性与开放性更

高的人群可能表现出更多对外探索的需要$ 对新异

刺激有更强烈的好奇心#

!三"运动冲动性#神经质和认知冲动性对攻击

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针对吸毒服刑人员人格特征的研究显示$ 被试

攻击行为与人格特征中的神经质呈现显著正相关$

与宜人性呈显著负相关$ 这表明神经质得分较高的

人群容易焦虑$更易表现出愤怒和敌意$而本次回归

分析也表明神经质能够正向预测被试的攻击行为#

宜人性得分较高的群体发生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性较

小$与毛燕静%

<=

&的研究一致# 宜人性得分较高的人

群$ 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与更高的情

绪智力%

<;

&

$本次回归分析证实$宜人性能够显著负向

预测被试的攻击行为#其次$吸毒服刑人员的冲动性

与外向性'开放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表明被试人格特

征中外向性和开放性得分越高越易表现出冲动性$ 从而

较少考虑后果而选择吸食毒品# 国内外现有的多项研究

均表明物质成瘾人群的冲动性明显%

<8><?

&

#

本研究中$ 攻击行为与冲动性表现出了较强的

正相关$ 说明冲动性水平较高的个体更有可能做出

攻击行为#控制能力较强的个体较少谋划攻击行为$

而较强控制能力意味着不易冲动行事#此外$逐步回

归分析也表明$ 认知冲动性和运动冲动性能够正向

预测被试攻击行为#

综上所述$此次针对吸毒服刑人员的研究表明$人格特

征中神经质与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并能正向预测被试

攻击行为( 宜人性与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并能负向预

测被试攻击行为(人格特征中外向性'开放性与冲动性呈显著

正相关# 冲动性与攻击行为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并能正向

预测攻击行为#基于此次人格特征'冲动性与攻击行为关

系的研究$针对吸毒服刑人员的干预$建议加强对吸毒服刑人员

的负性情绪管理$冲动'愤怒与攻击行为的认知行为干预#

参考文献

%

<

& 陈晨
@

吸毒人员受毒品诱惑程度影响因素探究 %

,

&

A

武汉
B

华中师范大学
C9:<7

%

9

& 王继余
A

未成年人毒品犯罪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

&

A

辽

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 9:<;C D7 E<FB ?9>?;

%

G

&

*HIJK3615!IHJ5 36L+56K34M534KN *5OP215J !LQ262JKO3K206

R*!+M*!S

%

)

&

@ 9:<G

%

D

& 车茂娟
@

基于艾森克问卷探析吸毒人群的人格特征%

.

&

@

统计研究
C 9::?C 9=

!

<

"

B<:GT<:;

%

7

& 周祖木
C

贾俐挺
C

章显传
C

等
A

温州地区吸毒人群的人

格特征调查 %

.

&

A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C 9::=C <7EDSB

G:?TG<<

%

=

& 邓林园
C

武永新
C

孔荣
C

等
A

冲动性人格' 亲子沟通对

青少年网络成瘾的交互作用分析 %

.

&

A

心理发展与教

育$

9:<D

$

G:

!

9

"

B<=?T<;=

%

;

&

M54UO2KV -(C *K36U0OL +*@ W5OJ06342KX 36LYJX1N0Y3KN040!

ZX 26 36 2QYH4 J2P5 3ZZO5JJ2P5 10445Z5 J3QY45

%

.

&

@

!ZZO5JJ [5N3PC 9:<:C G9 E<SB 98TG;

%

8

& 林少惠
C

陈俊
C

古孟祥
@

男性吸毒劳教人员攻击性人格

与焦虑情绪的关系
B

述情障碍的中介作用 %

.

&

@

中国特

殊教育
C 9:<9C <D8 E<:SB ;T<9

%

?

& 李献云
C

费立鹏
C

徐东
C

等
@ [3OO3KK

冲动性量表中文修

订版在社区和大学人群中应用的信效度%

.

&

@

中国心理

卫生杂志
C 9:<<C 97

!

8

"

B =<:T=<7

%

<:

& 李献云
C

费立鹏
C

张亚利
C

等
@ [HJJ

和
W5OOX

攻击问卷中

文版的修订和信效度 %

.

&

@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C

9:<<C G;

!

<:

"

B =:;T=<G

%

<<

& 姚若松
C

梁乐瑶
@

大五人格量表简化版
E%(\T]]&S

在大

学生人群的应用分析%

.

&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C 9:<:C

<8 EDSB D7;TD7?

%

<9

& 周立民
@

好奇心与青少年吸毒及预防好奇心吸毒的对

策%

.

&

@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
C 9:<=C 99 E7SB 7<T77

%

<G

& 何志雄
C

罗伟导
C

丘志文
C

等
@

对吸毒原因的调查与分析

%

.

&

@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
C 9::DC <: E<SB 9:T9G

%

<D

& 崔连义
@

近十年内我国新型毒品滥用问题的总体变化

趋势%

.

&

@

辽宁警专学报
C 9:<<E7SB D8T79

%

<7

&

,5 +21N542C ]0OQ2Z062 +-@ !O5 O53J06J U0O KN5 U2OJK HJ5 0U

LOHZJ 36L U3Q24X 12O1HQJK3615J YO5L21K0OJ 0U UHKHO5 HJ5

Y3KK5O6

%

.

&

@ !LL21K [5N3PC 9::9 E<SB8;T<::

%

<=

& 毛燕静
@

男性成年犯冲动性攻击行为的团体干预研究

%

,

&

@

上海
B

华东师范大学
C 9::;

%

<;

& 罗杰
C

戴晓阳
@

中文形容词大五人格量表的初步编制
!

)

理论框架与测验信度%

.

&

@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C 9:<7C

9G EGSB G8<TG87

%

<8

&

"30 ]C *H -C -2H #C 5K 34@ #N5 O543K206JN2Y I5K^556

2QYH4J2P2KX 36L &6K5O65K 3LL21K206 26 3 J3QY45 0U "N265J5

3L045J156KJ

%

.

&

A (HO WJX1N23KOXC 9::;C 99 R;SB D==>D;<

%

<?

& 岸本鹏子
C

林洁瀛
C

曹广健
C

等
A

服刑人员自我控制与预

谋
_

冲动攻击的相关研究%

.

&

A

中国临床心理学志
C 9:<9C

9: R7SB ;:9>;:DC;:;

G?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