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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戒毒实验研究

王志超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 系 )

的心理依赖性
.

1 问题

2 研究方法

以往对毒品依赖者的临床治疗
,

偏重于躯体依赖

的药物戒治
,

实践表 明
,

克服戒断反应并不困难
。

然而
,

2
.

1 被试

戒断反应消除了
,

毒瘾却并没 戒除
,

表现是
:

复吸率非 深圳市宝安区戒毒所 内经强制戒毒后
,

与戒断反

常高— 达 98 %
。

应有关的躯体不适感 已消失的海洛因依赖患者 45 人
。

如此之高的复吸率引起我们的注意
:

反复吸毒到 被试的生理戒毒指标由尿液毒物检测 (采用酶标法
,

使

底是一个生理问题还是一个心理 间题 ? 吸毒者在反复 用仪器为美国产 S Y V A 酶标仪 )
、

纳酷酮诱发促瘾试验

吸毒过程中追求的是什么 ? 确定
,

全部为阴性
。

由此
,

导向另一个更深层 次的间题
: “
戒毒要戒掉 被试均为男性

。

18 岁以下 7 人
,

18 岁以上 38 人
,

什么 ? ”
最小 13 岁

。

文化程度
,
高小 4 人

,

初中毕业或未毕业 38

我们就此 间题进行了调查
,

调查对象包括广州
、

探 人
,

高中毕业或中专文化程度 3 人
。

未婚 41 人
,

已婚 4

圳等戒毒所收治的 1 5 。 名吸毒者
。

结果显示
:

人
。

无长期固定职业 41 人
。

曾有刑事记录者 3 人
。

(l )开始吸毒时有非常强烈的情绪体验
,

这种情绪 吸毒情况
:

第一次戒毒的 23 人
,

第二次或二次以

体验的强烈程度和愉快程度远远超过性交的体验
。

随 上戒毒的 22 人
。

属强制戒毒的 35 人
,

属 自首戒毒的 10

着吸毒时间的延长和吸毒量的加大
,

由毒品所引起的 人
.

吸毒时间最长的为两年
,

最短为一个星期
。

用毒品

愉快的体验的强度逐渐减弱 以至到无
.

这时之所以要 方式全部以抽吸为主 (迫龙 )
,

抽吸辅以注身的 4 人
。

不断吸毒
,

完全是为了消除戒断反应
。

2
.

2 治疗手段

( 2) 当毒品生理依赖性 (戒断反应 )消除后 (包括使 .2 2门 电击厌恶疗法

用化学的和物理的方法 )
,

对吸毒激起的情绪体验的记 以电击作为不愉快刺激
。

准备两组幻灯片
,

一组为

忆又重新在脑中呈现
,

一周后
,

达到前所没有的顶点并 风景内容
,

另一组为与毒品有关的图片
,

各组 20 张
,

随

被保持下来
。

它引起对毒品所激起的情绪体验的渴望
。

机排列
,

用幻灯片机呈现
.

第一阶段
,

随机呈现图片
,

当

我们将这种心理上对毒品体验的渴 望称为对毒品的生 呈现风景时
,

主试辅以放松的指导语
,

让依赖者体验轻

理依赖性
。

松 自由的感受
。

当出现与毒品有关的图片时
,

立即施 以

(3 )渴求感— 即
“
心瘾

”

一
一

驱使戒断反应 已消 电击
,

主试辅以紧张
、

害怕和令人不舒服的指导语
,

让

失的吸毒者
“

再享受一次
,

以后再也不吸了
” 。

这种感觉 依赖者一见与毒品有关的幻灯片
,

就处于一种紧张
、

害

只要体验一次
,

心理依赖性就更强烈
,

更不可摆脱
。

怕的情绪体验中
。

第二阶段
,

呈现风景图片时
,

程序不

可见
,

导致高复吸率的原因不是生理毒品依赖性
,

变
。

呈现毒品片时也施发电击
,

但允许依赖者在分辨出

也不仅仅是思想品德问题
,

而是吸毒者对毒品的心理 是毒品片后
,

克服一定困难
,

按住电钮切断电源避免电

依赖性 ! 击
。

所以
,

戒毒的关键必须是彻底消 除吸毒者对毒品 2
.

2
.

2 催眠下人格重塑

①与此文有关的交流谙与王志超 ( 5 1 0 6 3 1 广州华南师大心理学系 )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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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眠时做以下工作
:

实验组都进行电击后催眠放松的两步治疗
。

其中第一

( 1 )催眠下退行回忆幼年或儿童时期的往事
,

重新认识 组进行治疗次数为 25 次
;

第二组为 15 次
。

最后
,

两实验

自我
。 .

组与控制组均做皮电测试
。

采用 EM G l o O T 皮肤电测

( 2 )催眠下交谈
,

借用催眠的暗示作用
,

指出吸毒 仪 (G B R Z型 )记录在观看不同图片时皮肤电有或没有

者的人格缺陷
,

并输入一些正确的人生观
。

明显变化的次数
。

实验组和控制组均做卡特尔 16 P F 人

(3 )催眠错觉厌恶想象
。

利用催眠的错觉现象
,

形 格测试 (笔试
,

团体测验
,

华东师大
,

1 9 8 5

—
1 9 8 7 年修

成对毒品的厌恶体验
。

例如
,

在催眠状态下
,

指令想象 订 )
。

吸到的毒烟是臭的
、

吸毒后立刻呕吐
,

等等
。

2
.

3分组与测量工具 3 数据和结果

在本实验中
,

我们取 30 名男性海洛因心理依赖者

(躯体戒断反应已消失的海洛因依赖者 )分为两个实验 3
.

1 数据

组进行治疗
:

第一组 13 人
,

第二组 17 人
;
控制组 15 人

。

表 1 治疗组与控制组不负电击电极时看图片时皮肤电变化
、

T 检验

组别 人数 均值 ( M V ) 标准差 T P

实验 3 0 4
.

0 6 5 5 3
·

4 4 4

控制 1 5 1
.

8 3 8 2
.

8 6 3 7 0
.

8 1 2 1 < 0
.

0 1

表 2 不同治疗次数组不负电击电极时看幻灯片时皮肤电变化水平差异
、
T 检验

风 景 片 毒 品 片
均值 (M v , 标准差 T P

{
均值 (M v , 标准差 T

3
.

0 8 6 1
.

6 3 6 4
.

34 6 3
.

8 49
一 0

.

2 9 > 0
.

0 5 0
.

3 9

3
.

2 9 6 2
.

2 8 1 3
.

85 1 3
.

16 6

人数次数

2 5 13

1 5 1 7
) 0

.

0 5

表 3 不负电击电极时看幻灯片时皮电反应次教
、

卡方检验

+ 一 合计

实验组 5 6 2 3 8 6 0 0

控制组 1 6 2 8 4 3 0 0

合 计 5 7 8 5 1 2 9 0 0

X “ = 7 0 0 9 4 P < 0
.

0 0 1

表 4 不负电击电极时实验组看幻灯片时皮肤电变化次数
、

卡方检验

毒品片 风景片

实得次数

期望次数

合 计

4 0 0

3 0 0

7 0 0

2 0 0

3 0 0

5 0 0

P ( 0
.

0 1

合计

6 0 0

6 0 0

1 2 0 0

X
Z
= 7 0

表 5 海洛 因依赖者+ 六项人格特质的均值表 (人数 45 人 )

16种特质 A B C E F G H 1 L M N 0 QI q Z Q3 Q4

均值 5
.

67 3
.

67 5
.

27 5
.

。了 6
.

67 5
.

8 5
.

6 5
.

魂 4
.

6 6
.

27 5
.

8 5
.

9 4
.

87 3
.

沈 6 5
.

6了 6
.

66

标准差 1
.

40 1
.

92 1
.

47 2
.

41 2
.

41 1
.

62 2
.

0 1
.

81 1
.

了6 1
.

47 1
.

21 1
.

91 1
.

15 1
.

乏诬 1
.

24 1
`

35

T 值 。
.

21 一 3
.

73
`

一 0
.

13 一。
.

盯 0
.

83 0
.

45 0
.

0 02 一。
.

5 一 2
.

3
’

1
.

45 0
.

98

说明
:
T 值为海洛因依赖者与常模量表分比较值 ( T检验 )

。

其中带
,

号项 P < 。
.

01

1
.

14 一 1
.

56 一 4
.

1性
’

0
.

77 3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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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2治疗效果

至 1 9 9 5年 3 月
,

经过两年的迫踪调查 ( 已离所的戒

毒者每月向当地公安派出所报到
,

接受纳酪酮诱发检

验或酶标法尿液毒物检测 )
,

接受本次治疗 的 30 名吸

毒者中有 6 名复吸
,

占总人数的 20 %
。

控制组未接受心

理治疗的 15 名海洛因依赖者在半年之内都复吸毒品
,

均被抓获或被家人
“

自愿
”

送往戒毒所
。

随访和信访结

果表明
:

心理戒毒富有成效
。

本实验看
,

催眠疗法对于减少焦虑
、

使患者放松
,

以及

重新面对 自我
、

重塑自我这些方面是有效的
。

依赖者已

经重新开始思考 自己的过去
、

现在和将来
。

重新面对过

去的自我
、

现在的自我和将来的自我
,

面对现实生活
。

4
.

4 心理戒断— 戒毒的根本

重复吸毒是一种有意识
、

有目的的导向行为
,

必须

帮助心理依赖者矫正行为和重塑 自我
。

电击厌恶疗法

和催眠疗法可以很好地完成此项任务
。

4 讨论与分析 5 结论

4
.

1厌恶性情绪治疗

行为学派对毒品依赖的形成
、

发展
、

戒除的解释为

多数从接受
。

对吸毒者来说
,

毒品可视为吸毒行为的强

化因子
。

不断得到用药的快感
,

是正强化
;
戒断反应的

痛苦
,

是负强化
。

因此
,

治疗的焦点是改变这种不良诱

因的强化
.

本实验表明
:

使用电击厌恶疗法可以消除个

体对海洛因的愉快性的条件反射并建立对海洛因的恐

惧性和厌恶性条件反射
。

4
.

2 海洛因依赖者的人格的分析

本实验的 16 种人格测验揭示海洛因依赖者在 B
、

L
、

Q Z
、

Q 4 四种人格特质上与常模量表分比较差异是显

著的
。

我们的分析与西方的一些专业工作者的分析一

致
:

B 因素— 聪慧性的分数偏低
,

L 因素— 怀疑性

的分数偏低
,

Q Z 因素— 独立性的分数偏低
,

Q 4 因素

— 紧张性的分数偏高
。

人格变异的结果是
:

他们不再能真实地面对 自我
。

而是以一个非自我的人格生活在世界上
。

4
.

3催眠下人格重塑

催眠作为一种心理治疗工具具有强大的功能
。

从

5
.

1 吸毒者不能真实地面对 自我
,

他们以一个非自我

的病态人格生活
。

5
.

2 吸毒者重复吸毒的真正 动机是追求吸毒后

的体验
,

即毒品 的心理依赖性
。

这种体验的内驱力极

大
,

足以使人丧心病狂
。

仅戒除对毒品的生理依赖性是

表面和无效的
;
一但解除对吸毒者的监管

,

其复吸行为

立即发生
。

5
.

3 戒毒的最终 目的在于戒除吸毒者对毒品的心理

有赖性
,

以痛苦的体验取代对吸食毒品的愉快体验
,

降

低对吸毒体验的内驱力
,

形成对毒品的回避反射
,

并使

吸毒者在人格上发生根本的改变
。

5
.

4 一个完整的戒毒过程应包括生理戒毒
、

心理戒毒

和人格重塑
。

5
.

5 采用电击厌恶疗法和催眠下的人格重塑来戒治

海洛因依赖者是一种尝试
。

本实验研究结果表明
,

运用

电击厌恶疗法
,

训练海洛因依赖者以形成对毒品的带

有厌恶情绪的条件反射是可行的
、

有效的
。

运用催眠
,

降低依赖者的紧张性
、

焦虑性
、

促使依赖者重新面对自

我
、

重塑 自我等方面也是可行的
、

有效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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