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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心智化疗法对甲基苯丙胺成瘾人员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及慢性药物渴求的干预效果%方法
!

以辽宁

省
)

个强制隔离戒毒所
)$1

例甲基苯丙胺成瘾人员为研究对象!分为试验组"心智化疗法$与对照组!每组各
'%)

例患者%采用贝

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和药物渴求量表评价两组戒毒人员的焦虑&抑郁及慢性渴求情况%结果
!

心智化疗法干预后试验组贝

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和药物渴求量表得分较干预前降低"

!

$

%&%2

$!试验组干预后贝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和药物渴

求量表得分下降趋势较对照组更加明显"

!

$

%&%2

$%结论
!

心智化疗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甲基苯丙胺成瘾人员的焦虑&抑

郁等负性情绪!并减轻其对毒品的慢性渴求状况%

"关键词#

!

甲基苯丙胺#焦虑#抑郁#心智化疗法#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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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具有兴奋和致幻作用的苯丙胺类兴奋剂滥用问题愈

发严重#对我国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

(

+研究表明#长期滥

用甲基苯丙胺的患者人格特征会发生明显改变'

1

(

#导致其焦

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高发#进而出现药物渴求及重新滥用毒品

倾向'

'

(

+心智化疗法是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治疗师通过建立一

个安全的人际关系环境支持患者的情感管理#提高其心智化水

平#进而减少其复吸行为的发生+在国外#心智化疗法被广泛

用于成瘾疾病的治疗+因此#本研究采用心智化疗法对甲基苯

丙胺成瘾者进行心理干预#探讨心智化疗法对于患者的焦虑,

抑郁等负性情绪及慢性用药渴求的干预效果#以期能够更好地

预防甲基苯丙胺成瘾者复吸行为的发生+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分层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考虑经

济和地域因素#于
1%$)

年
$U0

月#随机抽取辽宁省沈阳,鞍

山,本溪,丹东,营口,阜新
)

个地级市+将这
)

个城市的公安

及司法机关强制隔离戒毒所内所有甲基苯丙胺成瘾人员作为

研究对象#共收集患者
)$1

例#年龄
$)

!

0/

岁#平均$

1)&$2i

$&1(

&岁+纳入标准!$

$

&符合
Y3V.$%

和
V[5.

-

物质依赖诊断

标准%$

1

&年龄
$/

!

22

岁%$

'

&其文化程度能够完成问卷调查+

在被调查者本人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研究者将被调查者分为心

智化疗法干预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每组调查问卷由

被调查者独立完成#研究者当场收回问卷#并检查资料的完整

性和真实性+干预前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2

&+

?&@

!

方法

?&@&?

!

治疗方法
!

心智化疗法是一种具有心理动力学取向的

手册指导式心理治疗计划#该疗法的总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的

人际环境支持患者的情感管理#提高他们的心智化水平+本项

目将
'%)

例甲基苯丙胺成瘾人员分入试验组#其余
'%)

例分入

对照组+试验组进行心智化疗法干预和常规戒毒教育#对照组

)1)'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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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0)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d9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Q%%2

#

$-]<:1$2

&%辽宁省公益研究基金项

目$

1%$0%%0%1'

&%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1%$00)1

&%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P%$2

&%公安部公安理论与软科学计划项目

$

1%$)::dQeQed%2%

&%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指导计划项目$

1%$-%20%(/1

&%沈阳市科技规划项目$

9$0.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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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药物依赖流行病学方面研究+



表
$

!!

干预前后两组各量表得分比较%

Ii>

)分&

项目
干预前

对照组 试验组

干预后

对照组 试验组

贝克焦虑量表
2/&-'i(&)- 2/&/$i)&2( 2-&0)i-&0$ ')&'-i'&0/

GH

贝克抑郁量表
$0&-)i)&$( $'&-/i)&/% $'&)-i2&1% )&-%i0&'$

GH

药物渴求量表

!

消除性渴求
0&$-i$&') 0&$1i$&0) '&('i$&1- '&$1i$&1%

GH

!

奖赏性渴求
0&'/i$&0$ 0&1$i$&'- 0&$/i$&'' '&1'i$&$-

GH

!

社会性渴求
0&)%i$&1/ 0&2%i$&'2 0&01i$&'% '&0-i$&$1

GH

!

消极性渴求
0&01i$&01 0&02i$&0% 0&'1i$&') '&10i$&$2

GH

!

反射性渴求
'&-0i$&'2 '&)/i$&'$ '&)(i$&'' 1&)-i$&%/

GH

!!

G

!

!

$

%&%2

#与对照组比较%

H

!

!

$

%&%2

#与干预前比较

只进行常规戒毒教育+心智化疗法干预由专业心理医师采用

团体辅导的形式进行#干预分
'

个阶段进行%$

$

&第
$

阶段#建

立心智化疗法干预团队#对来访者的心智化能力进行测评和诊

断#以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并且了解患者的症状及治

疗目的%$

1

&第
1

阶段#让患者回忆各种生活事件#讨论生活事

件是否引起其挫败和$或&受到伤害#有人格障碍及人际关系紧

张等问题#使用心智化疗法提高其心智化的能力%$

'

&第
'

阶

段#教授患者识别和应对常见心智化问题的技巧#构建一个和

谐的士气高涨的心智化治疗联盟#循序渐进#逐步提高其情绪

调控的能力#增加他们社会生活的能力和信心#从而预防复吸

行为的发生+心智化疗法干预每周
$

次#每次进行
$&2

!

1&%

E

#

/

次干预后对比试验组和对照组干预效果+

?&@&@

!

评价工具
!

包括贝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和药物

渴求量表+$

$

&贝克焦虑量表'

0

(有
1$

个题目#采用
0

级计分

法#

$

分为无焦虑症状#

1

分为轻度焦虑#

'

分为中度焦虑#

0

分

为中度焦虑+最后把
1$

题的总分相加#按
(>%TS

$

$&()L

&

取整转换成标准分即可#总分大于或等于
02

分为焦虑阳性+

$

1

&贝克抑郁量表'

2

(有
1$

个自评项目#每项计分
%

!

0

分#最后

直接加和计总分#判断标准为
$

!

0

分为无抑郁情绪#

2

!

-

分

为轻度抑郁#

/

!

$2

分为中度抑郁#

&

$)

分为重度抑郁+$

'

&药

物慢性渴求量表采用罗勇'

)

(编制的药物渴求量表#量表共有

'0

个项目#每项计分
$

!

-

分#可以分为消除性渴求,奖赏性渴

求,社会性渴求,消极性渴求,反应性渴求
2

个维度+所有调查

问卷均采用无记名方式#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12&%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比较

作独立样本
9

检验或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V

法#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用
!

1 检验#以
!

$

%&%2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干预前后试验组与对照组量表得分比较
!

心智化疗法干

预前两组人群均有焦虑情绪#并处于中度抑郁状态+心智化疗

法干预后#试验组的贝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和药物渴求

量表得分均降低$

!

$

%&%2

&#且较对照组更低$

!

$

%&%2

&#见

表
$

+

@&@

!

不同干预时间及不同分组甲基苯丙胺成瘾者各量表得分

比较

@&@&?

!

贝克焦虑量表和贝克抑郁量表得分评价
!

两组贝克焦

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总分的分组因素和时间因素有交互作用

$

!

$

%&%2

&#试验组干预前后得分下降比对照组明显#试验组

干预效果优于对照组#见表
$

,

1

+

@&@&@

!

药物渴求量表得分评价
!

试验组和对照组在)消除性

渴求*)奖赏性渴求*)社会性渴求*)消极性渴求*和)反射性渴

求*

2

个因子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2

&#干预后得

分试验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干预后#试验组
2

个因子方面得

分较干预前降低$

!

$

%&%2

&+)奖赏性渴求*)社会性渴求*和

)消极性渴求*得分的分组因素和时间因素有交互作用$

!

$

%&%2

&+而)消除性渴求*)反射性渴求*得分的分组因素和时间

因素无交互作用$

!

%

%&%2

&#见表
$

,

1

+

表
1

!!

两组干预前后各量表得分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项目
分组因素

R !

时间因素

R !

交互因素

R !

贝克焦虑量表
1&2( %&$$- '1&2( %&%%% 11&)2 %&%%%

贝克抑郁量表
$&0) %&10) 2-&2/ %&%%% 1(&$) %&%%%

药物渴求量表

!

消除性渴求
$%&'1 %&%%% $/&12 %&%%% %&20 %&)2-

!

奖赏性渴求
'&)% %&%'- 1$&1/ %&%%% $1&'1 %&%%$

!

社会性渴求
$1&2( %&%%% 11&'- %&%%% 2&-/ %&%$-

!

消极性渴求
$)&$1 %&%%% 2-&)2 %&%%% $)&21 %&%%%

!

反射性渴求
$(&1) %&%%% '$&/$ %&%%% '&0- %&%)'

A

!

讨
!!

论

!!

相关研究证实心理干预是毒品成瘾矫治最常用的方

法'

-./

(

+心智化疗法是由英国著名心理学家
7?D?C9",G

MK

和他

的同事
]GD?JG,

创立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心理干预方法'

(

(

#该方

法最初是针对边缘性人格障碍而发展出的具有心理动力学取

向的心理治疗计划#随后该方法被应用于毒品成瘾心理治疗领

域#其主要目的在于提高戒毒人员的心智化能力#提升自控力#

减少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帮助其有效地应对毒品的心理渴

求#并培养其拒绝毒品的技能#从而减少复吸行为的发生+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心智化疗法干预实施前试验组和对照

组贝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得分均较高#这与其他研究结

果一致'

$%

(

#说明甲基苯丙胺成瘾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普遍存在

焦虑,抑郁情绪+可能戒毒者在强制隔离戒毒期间会因为毒品

成瘾的心理依赖产生一些焦虑,抑郁情绪#同时戒毒者还会回

想起自己因吸毒被强戒而感到失望,后悔,懊恼#以及担心出所

后在生活上无法得到家人朋友的理解,接纳#在社会上找不到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0)

卷第
1)

期



工作等#这些往往会加重他们的焦虑,抑郁的情绪+

4+DB?C

等'

$$

(的研究表明#心智化疗法可有效降低其毒品使用行为#改

善负性情绪#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等+本研究也发现#经心智化

疗法干预后#试验组贝克焦虑量表,贝克抑郁量表得分下降较

对照组明显#说明心智化疗法干预对甲基苯丙胺成瘾戒毒人员

焦虑,抑郁情绪的改善有明显效果+

药物渴求是毒品成瘾复吸事件链上重要的一环#是导致成

瘾者戒毒后复吸的主要因素+相关研究证实#吸毒会使个体对

吸毒情景和感受产生深刻记忆#进而不断地强化机体对毒品的

渴求#而渴求的主要中枢神经基础是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提

示有可能通过生物学,心理学手段对渴求进行干预'

$1

(

+本次

研究结果显示#心智化疗法干预后甲基苯丙胺成瘾试验组与干

预前相比#药物渴求量表各因子得分均有明显下降#且干预后

试验组较对照组得分低#这也与
4+DB?C

等'

$$

(的研究结果相似#

说明通过心智化疗法干预#可以使甲基苯丙胺成瘾者正确认识

渴求#有效提高其识别和应对渴求的技能#进而减少复吸行为

的发生+

总体来说#心智化疗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甲基苯丙胺

成瘾人员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并减轻其对毒品的慢性渴

求状况#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如样本量小#单盲得

不到保证#未评估不同类型成瘾人群的应用效果等#这值得本

课题组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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