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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甲基苯丙胺男性使用者的三维人格特征，为进一步研究其行为特征与特定神经递质的相关性提供
线索，并为心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以四川省成都市某强制戒毒机构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收治的 １２７ 例男性甲基苯
丙胺使用者为研究组，选取同期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的 １２７ 名在职男性医护人员为对照组，收集两组的一般资料并采用三维
人格问卷（ＴＰＱ）进行调查。结果　 ＴＰＱ评分结果显示，研究组猎奇性（ＮＳ）维度的 ＮＳ２、ＮＳ３、ＮＳ４ 因子评分及 ＮＳ 总评分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躲避伤害性（ＨＡ）维度中，研究组的 ＨＡ４ 因子及 ＨＡ 总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 ０． ０１）。结论　 甲基苯丙胺男性使用者具有猎奇和躲避伤害的人格特征，表现为冲动、放纵
任性、不受约束、易疲倦和虚弱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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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以甲基苯丙胺（冰毒）为主的新型毒品
逐渐替代海洛因成为主要毒品。冰毒滥用已成为一

种严重危害个人、家庭和社会的行为。吸毒者多反

复吸食，唐艳等［１］研究结果显示，反复吸食有心理

因素方面的原因，也与生物、社会、环境因素有关。

姜德国等［２ － ５］研究显示，物质依赖者有独特的人格

特征，如自我控制力差、反传统、好奇心重、有冒险

性、好冲动等。国内对药物依赖者人格特点的研究

多采 用 明 尼 苏 达 多 项 人 格 测 验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Ｍｕｌｔｉｐｈａｓ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ＭＭＰＩ）［６］、艾森克
人 格 问 卷 （Ｅｙｓｅｎｃｋ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ＥＰＱ）［３］及卡特尔 １６ 项人格因素问卷（Ｃａｔｔｅｌｌ’ｓ １６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１６ＰＦ）［５］等。
三维人格问卷（Ｔｒ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ＴＰＱ）是 Ｃｌｏｎｉｎｇｅｒ 基于人格的生物社会理
论提出的一种人格测量工具，常用于对物质依赖等

特殊人群的人格特征研究［７ － １０］。三维人格理论从

心理和行为层面描述人格特征，将不同的人格特征

与神经递质联系起来，并进一步与特定的遗传易感

基因相联系。应用 ＴＰＱ 研究甲基苯丙胺使用者的
人格特征，不但可以了解其心理行为特征，还可探索

其神经递质和遗传易感基因的变化。ＴＰＱ在酒精依
赖人群中的研究结果支持三维人格的理论假设，即

猎奇性（Ｎｏｖｅｌｔｙ － Ｓｅｅｋｉｎｇ，ＮＳ）评分高且躲避伤害性
（Ｈａｒｍ －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ＨＡ）和奖赏依赖性（Ｒｅｗａｒ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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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ＲＤ）评分低的个体更容易产生成瘾行
为［２］。对海洛因依赖人群的研究显示，海洛因依赖

者有放纵任性、不受约束、易对其他人产生依赖等人

格特征［１１ － １２］。苯丙胺类物质是当下主要的毒

品［１３ － １４］，目前国内外针对苯丙胺类物质滥用者进行

三维人格特征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利用 ＴＰＱ 探索
苯丙胺类使用者的三维人格特征，为进一步研究其

生物学机制提供线索，并为进一步的心理行为治疗

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成都市强制戒毒
所收治的甲基苯丙胺使用者为研究组。纳入标准：

①男性；②汉族；③年龄 １８ ～ ６０ 岁；④符合《精神障
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 ４ 版）》（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ＤＳＭ － ＩＶ）甲基丙苯胺滥用诊断标准；⑤中学以上受
教育程度；⑥无戒断症状。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病史
者；②脑器质性疾病患者；③有其他严重躯体疾病史
者。符合纳入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１３４ 例，其
中 ７ 例问卷回答不全者予以排除，回收有效问卷
１２７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９５％。１２７ 例患者甲基
苯丙胺使用年限（５． １５ ± ４． ３１）年；平均年龄（３２． ０７
± ７． ８３）岁。同期选取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医护
人员为对照组。纳入标准：①男性；②汉族；③年龄
１８ ～ ６０ 岁；④中学以上受教育程度。排除标准：
①有精神病史者；②脑器质性疾病患者；③有其他严
重躯体疾病史者。符合纳入标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

共 １７９ 名，随机选取 １２７ 名作为对照组，平均年龄
（３２． ５４ ± ９． ４３）岁。两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ｔ ＝ ０． ４４，Ｐ ＝ ０． ６６）。所有参加研究者均知情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获得成都市第四人民

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 ２　 调查工具

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收集研究对象的一般

资料，包括姓名、性别、甲基苯丙胺使用年限等。采

用 ＴＰＱ测评两组三维人格特征。ＴＰＱ 由 Ｃｌｏｎｉｎｇｅｒ
编制，包括 ３ 个相互独立的维度，即猎奇性（ＮＳ）、躲
避伤害性（ＨＡ）和奖赏依赖性（ＲＤ）；３ 个维度分别
与相应的神经递质多巴胺（ＤＡ）、５ － 羟色胺
（５ － ＨＴ）和去甲肾上腺素（ＮＡ）相关。ＮＳ 评分高的
个体具有冲动、好奇、易兴奋、情绪变化无常、不循规

蹈矩的特征，与 ＤＡ 能神经递质有关；ＨＡ 评分高的
个体具有谨慎小心、悲观、常紧张害怕、害羞、易疲劳

的特征，与 ５ － ＨＴ能神经递质有关；ＲＤ 评分高的个
体具有喜欢帮助他人、感情上有依赖性、富有同情

心、感情脆弱、敏感的特征，与 ＮＡ 神经递质系统有
关。研究显示 ＴＰＱ 中文版有较好的信度和效
度［１５ － １６］。ＴＰＱ共 １００ 道题，以“是”或“否”作答，包
括 ３ 个维度，各维度均含 ４ 个因子，见表 １。

表 １　 ＴＰＱ的 ３ 个维度和 １２ 个因子

维　 度 因　 子 内　 容

猎奇性

Ｎｏｖｅｌｔｙ －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ＮＳ）

ＮＳ１ 寻求刺激 ／刻板僵化

ＮＳ２ 冲动 ／沉静

ＮＳ３ 放荡不羁 ／言行保守

ＮＳ４ 不守规矩 ／循规蹈矩

躲避伤害性

Ｈａｒｍ －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ＨＡ）

ＨＡ１ 预期忧虑和悲观主义 ／不受拘束的乐观主义

ＨＡ２ 害怕不确定 ／喜欢不确定

ＨＡ３ 怕见陌生人 ／害羞 ／不怕

ＨＡ４ 易疲劳 ／虚弱无力 ／有精神力

奖赏依赖性

Ｒｅｗａｒｄ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Ｄ）

ＲＤ１ 多愁善感

ＲＤ２ 持之以恒

ＲＤ３ 依恋

ＲＤ４ 依赖

１． ３　 调查方法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精神科医生进行调查，对每

次新入的强制戒毒人员在收治后第 ３ 天进行调查。
在戒毒所会议室对同批次强制戒毒人员讲解调查目

的及问卷填写方法，现场发放问卷，解答疑问，但不

能替代被试作答或给出指示性回答。现场回收问

卷，评定耗时约 １５ ～ ２０ ｍｉｎ。

１． ４　 统计方法

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管理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 ０ 进
行统计分析。正态计量资料采用（ｘ— ± ｓ）描述，组间
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检验。检验水准 α ＝ ０． ０５，双
侧检验。

２　 结　 　 果

ＮＳ维度中，研究组 ＮＳ２、ＮＳ３、ＮＳ４因子评分及 ＮＳ
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
或 ０． ０１）；ＨＡ维度中，研究组 ＨＡ４因子评分及 ＨＡ总评
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均 ＜０． ０１）。
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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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两组 ＴＰＱ评分比较（ｘ— ± ｓ，分）

组　 　 别
ＮＳ

ＮＳ１ ＮＳ２ ＮＳ３ ＮＳ４ 总评分

对照组（ｎ ＝ １２７） ３． ８６ ± １． ６４ ２． ９１ ± １． ８９ ３． ７２ ± １． ９２ ３． ３７ ± １． ９１ １３． ８７ ± ４． ７２

研究组（ｎ ＝ １２７） ３． ６３ ± １． ４６ ３． ４７ ± １． ７１ ４． ３９ ± １． ７０ ３． ８６ ± １． ８２ １５． ３５ ± ３． ４７

ｔ １． １７ － ２． ４７ － ２． ９１ － ２． ０９ － ２． ８５

Ｐ ０． ２４ ０． ０１ ＜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０． ０１

组　 　 别
ＨＡ

ＨＡ１ ＨＡ２ ＨＡ３ ＨＡ４ 总评分

对照组（ｎ ＝ １２７） ３． ５０ ± １． ８６ ３． ２０ ± １． ６６ ２． ７７ ± １． ７９ ３． ４５ ± ２． ２０ １２． ９１ ± ５． ３０

研究组（ｎ ＝ １２７） ３． ７６ ± １． ８５ ３． ３８ ± １． ４９ ２． ９５ ± １． ４５ ４． ７６ ± ２． ０５ １４． ８５ ± ４． ４４

ｔ － １． １５ － ０． ９２ － ０． ８９ － ４． ９０ － ３． １６

Ｐ ０． ２５ ０． ３６ ０． ３８ ＜ ０． ０１ ＜ ０． ０１

组　 　 别
ＲＤ

ＲＤ１ ＲＤ２ ＲＤ３ ＲＤ４ 总评分

对照组（ｎ ＝ １２７） ３． ７０ ± １． １４ ４． ５３ ± １． ５９ ６． ８４ ± ２． ２０ ２． ６９ ± １． ３６ １７． ７６ ± ３． １６

研究组（ｎ ＝ １２７） ３． ８７ ± １． １１ ４． ７７ ± １． ４０ ６． ５６ ± １． ９３ ２． ９０ ± １． ３５ １８． ０９ ± ３． １４

ｔ － １． １７ － １． ３０ １． ０９ － １． ２５ － ０． ８６

Ｐ ０． ２４ ０． ２０ ０． ２８ ０． ２１ ０． ３９

注：ＮＳ，猎奇性；ＨＡ，躲避伤害性；ＲＤ，奖赏依赖性

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 ＮＳ 总评分高于对照
组，提示甲基苯丙胺使用者有猎奇的人格特征，与其

他物质依赖者有类似表现，且与其他量表评定结果

相似［１７］。同时甲基苯丙胺使用者的 ＮＳ２、ＮＳ３ 和
ＮＳ４ 因子评分高于对照组，说明该类人群具有冲动、
放纵任性、不受约束的人格特征。提示临床上接触

这类人员时应随时注意其可能的冲动行为，在治疗

过程中对患者言语、行为等要有明确的界限，如不得

有攻击性言语、不得有身体接触，并可有针对性地采

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ＨＡ 维度
中，研究组 ＨＡ总评分和 ＨＡ４ 因子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说明甲基苯丙胺使用者有躲避伤害性、易疲劳和

虚弱无力的人格特征。这一格特征提示，在日常接

触中应给予甲基苯丙胺使用者更多的保证并减少其

不确定感，增加其安全感，使其尽量不会有可能被伤

害的感觉并有信心完成既定目标。本研究中，两组

Ｒ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甲基苯
丙胺使用者没有明显的奖赏依赖人格特征。

甲基苯丙胺使用者的两个维度存在异常，提示

其大脑多个神经递质系统受损。这是否由于吸食甲

基苯丙胺对大脑产生了影响，尚待进一步研究。结

合 Ｃｌｏｎｉｎｇｅｒ的理论，患者除了相应的神经递质系统
受累，还可能存在对应的基因易感性。本研究结果

显示，猎奇性、躲避伤害性维度存在异常，提示 ＤＡ
和 ５ － ＨＴ神经递质及其相关的基因可能存在异常，
可结合脑功能影像和基因检测，从宏观到微观互相

印证，可能更易于探索甲基苯丙胺使用者的大脑神

经递质异常与外显行为的相关性［１０］。

综上所述，甲基苯丙胺使用者具有猎奇和躲避

伤害的人格特征，主要表现为冲动、放纵任性、不受

约束、易于疲劳和虚弱无力。临床工作中可对甲基

苯丙胺使用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行为干预，并可

对具有猎奇和躲避伤害的人格特征的人群进行物质

滥用风险预防。但本研究仅选取了男性甲基苯丙胺

使用者，且均为强制戒毒者，样本的代表性受限，对

于结果的推广应用需谨慎。建议今后研究进一步扩

大研究对象的范围，结合神经递质、脑功能影像和基

因的研究来验证该研究结论［１８］。另外，本研究对照

组选取的是精神病专科医院工作人员，可能代表性

也欠佳，需要在后续研究中抽取更有代表性的对照

样本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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