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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旨在合成毒品犯 SCL-90 心理健康的常模，了解我国毒品犯心理健康水平的总体

情况，为毒品犯心理健康评估及循证矫治提供依据。研究利用中文搜索引擎万方、维普、

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资源检索有关用 SCL-90对毒品犯心理健康状况评估的实证研究，

共收集了文章 115篇，有效样本 142 个，被试 15788 人，文献进行性别差异比较的包含男

性被试 10138 人，女性被试 3422 人，进行 SCL-90 各因子常模合成及元分析。结果发现： 

（1）14645 名毒品犯 SCL-90 各因子常模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

等 9个因子上均高于 1986 年中国常模。 

（2）2114 名男性毒品犯、1010 名女性毒品犯 SCL-90 各因子常模结果显示，女性在躯体

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因子上高于男性，男性和女性在 9个因子

上均高于 1986年中国常模。 

（3）1986年中国常模对 276例女性毒品犯的检出率远高于总常模，尤其在躯体化、抑郁、

焦虑、精神病性因子上更突出；在躯体化、人际关系、敌对、恐怖因子上无需合成性别常

模；女性常模检出率在偏执、精神病性因子上明显高于总常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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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吸毒成瘾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弊病，它不仅会对吸毒者的身体造成危害，

而且在吸毒者的个体心理、社会行为以及家庭关系上也带来了严重危害。在个体

生理上，长期使用毒品不仅会造成机体的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生

殖系统及泌尿系统等出现严重损害(Davis, Liddiard, & McMiian, 2002; Min, et 

al, 2011)，而且会使得个体体能和体质的适应性改变，一旦吸毒者停止吸毒，

就会造成对个体不适的生理反映。在心理上，吸毒者个体往往会有心理疾病、消

极心理特征或异常行为(陈茂余，2009)。高申荣、杨顺才和舒兵(2008)发现了，

吸毒者的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

虑、敌对等 9个因子的得分上显著的高于正常人常模，这个结果与国内许多调查

一致。此外，吸毒者与正常人在行为上存在较大差异，也与社会行为规范存在显

著差异，他们大多存在反社会行为(刘玉霞，吴冬梅，2006)。Stroker 和 Swadi

（1990）的研究表明，吸毒者往往以疏远冷淡的方式对待家庭，并且家人之间缺

乏信任感及沟通交流。除此之外，吸毒者容易对毒品产生难以控制的强烈渴望，

使得吸毒者不顾一切的购买毒品，这导致了严重的家庭经济负担，甚至家破人亡。

由于毒品滥用现象越来越严峻，对社会、经济以及公共卫生等造成严重危害

(Shand, Degenhardt, Slade, & Nelson, 2011)。因此，急需对毒品犯的心理健

康状况进行评估和矫治。我国目前尚未有毒品犯心理健康常模，经查阅了相关文

献，发现其采用全国正常人常模评估毒品犯的心理健康，而针对这一问题筛选了

全国对该类研究的文献，合成了毒品犯 SCL-90 心理健康常模，同时对该常模进

行了应用研究。 

1.1 毒品犯的界定 

在我国 1997 年出版的《刑法》分则第 6 章第七节中，其虽规定了走私、贩

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但对毒品犯罪的定义依然未提及。目前，关于毒品犯罪

定义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指违反精神药品、麻醉药品

管理法规，非法走私、运输、贩卖、使用、制造毒品以及与上述直接相关的一些

破坏国家禁毒活动的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可称之为一种跨国性的犯

罪，其定义主张援用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中第 3条规定，在中国的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关于毒品的管制法规，并且从事

与毒品有关的危害公民身心健康和社会秩序的活动，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

为。第三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指违反毒品管理法规，非法走私、贩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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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毒品，种植毒品原植物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破坏国家禁毒活动、危害公民身

心健康和社会治安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第四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

是指以毒品或者与毒品犯罪有关的人和财物为犯罪对象，走私、运输、制造毒品，

非法提供毒品，非法持有毒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和包庇毒品犯罪分子，容留

他人注射、吸食毒品并出售毒品，窝藏毒品，教唆、引诱、欺骗、强迫他人吸食、

注射毒品，窝藏毒品犯罪所得财物以及走私用于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等物品

的行为。第五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禁毒法规，走私、运输、贩卖、

制造毒品以及从事与上述直接相关的或者与毒品有关的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

为。第六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指违反毒品、毒品原植物和易制毒化学品及其

它禁毒管理法规，破坏禁毒管制活动，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周建华，2005；

尹力，2013；杨明华，2006；李静，2013；王洪英，2010；谢曦，2013；候亚月，

2013；曾彦，2010；李桂权，2010；栾驭，2002；加孜拉·热哈得力，2009；李

兆芸，2014；郝冬婕，2012；马璐，2016)。第七种观点认为，毒品犯罪是指触

犯《关于禁毒的决定》，妨碍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活动，危害公民身心健康，甚

至危害生命，破坏社会秩序，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第八种观点认为，毒品

犯罪是指违反禁毒法规，破坏禁毒管制活动，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徐伟俊，2003；

曾彦，2010；杨明华，2006；王洪英，2010；郝冬婕，2012；李桂权，2010；李

兆芸，2014；李静，2013；加孜拉·热哈得力，2009；尹力，2013；侯亚月，2013；

谢曦，2013；马璐，2016)。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毒品犯的概念可表述为：毒品犯是指违反国家毒品管制

法规，非法走私、贩卖、制造、使用毒品，依法应受刑罚处罚执行的罪犯。(文

玉春，2009)。本研究所使用的毒品犯样本定义如上。 

1.2 毒品犯心理健康评估的工具 

毒品犯心理健康测量是使用一些评估工具将心理特点量化，并用科学标准化

的方法来衡量毒品犯心理及心理差异的水平(毕超，2014)。 

一般较多使用由 Derogatis 等在 1973 年编制的症状自评量表（SCL-90）

(Derogatis, Lipman, & Covi, 1973)，用其作为对毒品犯心理健康的评估工具。

SCL-90 量表共有 90 道题，包含 10 个因子，分别是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

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因子。其统计指标主要有两种，

即总分和因子分，总分表示的是心理健康的总水平，因子分表示的是各因子相应

症状分布的心理健康状况(刘玉平 等，2015)。 

一些文献中还使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定毒品犯

心理健康状况。SAS 量表共 20 个项目，较多适用于有焦虑症状的成年人，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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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反映有焦虑倾向求助者的主观感受，其主要统计指标为总分。SDS 量表包含

20 个项目，易于使用，其较多使用于评定成年人的抑郁水平，并且能够直观反

映求助者的主观感受(毕超，2014)。 

少数文献中使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来

评估毒品犯的心理健康(赵艳明 等，2014)。此外，评估毒品犯心理健康的量表

还有康奈尔医学指数（CPI）和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毕超，2014)。以

上量表在此就不一一详述。 

大量关于毒品犯心理健康研究选择 SCL-90 量表作为毒品犯心理健康的评估

工具，因为它相对于 SAS、SDS 等量表来说，涉及有广泛的精神症状学内容，

也包括焦虑和抑郁，并且适用于适应障碍、成人神经症及其他非精神病性的心理

障碍(孙克莎，刘根凤，董萍，徐萍，2005)，适用范围较广。因此使用 SCL-90

量表评估毒品犯心理健康最为合适。 

1.3 毒品犯心理健康及相关研究 

通过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毒品犯由于吸毒时间及程度的不同，造成其身心

受到严重的损害，心理健康水平与正常人相比较低。 

研究人员采用 SCL-90 量表，对毒品犯的心理健康进行评估，并将结果与全

国常模进行比较分析后证实，毒品犯的 SCL-90 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均高于中国正

常人常模，并且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由此说明毒品犯的心理健康水平较

差(王品卿，曾天德，2014；邱瑜霞，陈良，朱建林，桑优芬，汪志良，2013；

谭剑辉，卢秀琼，段金林，刘开成，于晓强，2005；刘长宁，王西建，王新瑞，

石丽，2003；李秀，2014)。 

另外，有些研究与上述研究结果有差别，例如朱卫红(2010)研究吸毒人员

SCL-90 结果分析中显示，除人际关系因子以外，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

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均明显高于全国常模。梁铁成(2000)对吸毒人员

心理卫生状况调查研究中发现，躯体化、强迫、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精神

病性七个因子得分与全国常模有显著性差异，但在人际关系、敌对、其他因子上

无显著差异。通过与全国常模对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结果，其中一部分原因

很可能在于取样时间的不一致(刘长宁 等，2003)。 

研究男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心理卫生状况调查结果显示，SCL-90 总分及

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其在躯体化、焦虑及精神病性因子上得分最高

(任重，李晰，俞凤，2013；丛伟东 等，2013；傅素芬，王义强，赵卫韩，1999)。

耿敬敬、朱东和徐定(2016)对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心理健康评定研究结果中发

现，强迫、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四个因子与全国常模无显著差异，其余因子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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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除此之外，还有研究显示女性毒品犯 SCL-90 总分及

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常模，具有统计学意义，并且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

抑郁、焦虑、敌对因子上较为突出(庄淑梅，2013；刘晖，2012)。 

评估男女毒品犯心理健康状况之间是否有显著差异，可从我国学者王品卿和

曾天德(2014)的研究结果中发现，男女毒品犯在躯体化、人际关系、焦虑、恐怖

因子上的得分具有显著差异，这个与邱瑜霞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一致。不同的

是，有研究结果显示男女之间在 9 个因子上的对比无显著性差异(刘长宁 等，

2003)。管唯、张钦廷和季建林(2004)对男、女戒毒劳教人员精神卫生状况进行

对照研究，结果发现男、女总分及各因子分与中国常模对比有显著性差异，并且

女性在躯体化、抑郁、强迫、焦虑因子上的分值明显高于男性。因此，对女性毒

品犯的心理卫生状况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1.4 心理健康常模在毒品犯罪评估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修订的 SCL-90 常模版本为王征宇的翻译本，金华、吴文源和张明

园(1986)发表了该量表样本量为 1388 人的中国常模、781 人的全国青年组常模

和男女青年组常模。此后，唐秋萍、程灶火、袁爱华和邓云龙(1999)根据

1984-1997 历年的文献资料进行总结再分析，提供了一个样本量为 47354 人的合

并常模。如下表 1-1 所示。目前，研究者评估毒品犯心理健康主要使用 1986 年

金华等人编制的中国常模。 

表 1-1 

1986 年 SCL-90 中国常模、全国青年组常模、男女青年组常模、合并常模 

项目 
中国常模

（n=1388） 

全国青年组常

模（n=781） 

男性青年常模

（n=724） 

女性青年常模

（n=664） 

合并常模

（n=47354） 

总分 129.96±38.76 / / / / 

躯体化 1.37±0.48 1.34±0.45 1.38±0.49 1.37±0.47 1.48±0.54 

强迫 1.62±0.58 1.69±0.61 1.66±0.61 1.59±0.54 1.83±0.64 

人际关系 1.65±0.51 1.76±0.67 1.66±0.64 1.61±0.58 1.79±0.65 

抑郁 1.50±0.59 1.57±0.61 1.51±0.60 1.49±0.56 1.70±0.65 

焦虑 1.39±0.43 1.42±0.43 1.41±0.44 1.37±0.42 1.55±0.55 

敌对 1.48±0.56 1.50±0.57 1.48±0.56 1.45±0.52 1.64±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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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 1.23±0.41 1.33±0.47 1.23±0.37 1.30±0.47 1.40±0.50 

偏执 1.43±0.57 1.52±0.60 1.46±0.59 1.41±0.54 1.69±0.62 

精神病性 1.29±0.42 1.36±0.47 1.32±0.44 1.26±0.39 1.53±0.56 

以往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健康常模评估毒品犯心理卫生状况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在用中国正常人常模评估毒品犯心理健康状况中，会发现不同研究中毒品

犯与全国常模进行差异比较的结果不一致。第二，从心理理论上来看，使用全国

正常人常模评估毒品犯心理健康会产生很大的误差。第三，大部分研究中都没有

将区分性别的毒品犯 SCL-90 测量结果与全国男女组常模进行对比，仅将男女之

间各因子均分进行对比。从相关研究中发现当前没有毒品犯心理健康常模以及性

别常模，因此，合成毒品犯心理健康常模及性别常模是必要的，且在应用中有很

大的意义及价值。 

1.5 研究意义 

  1.5.1 理论意义 

    本研究以现有的理论成果为基础，整合出了我国毒品犯 SCL-90 心理健康常

模，进一步探究常模对毒品犯心理健康评估的效果，同时对毒品犯的心理健康矫

治工作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日后在对毒品犯心理健康的相关研究中，研究者可

以使用该常模作为评估标准。 

   1.5.2 实践意义 

通过研究并整合而成的我国毒品犯 SCL-90 心理健康常模，我们可以了解到

我国毒品犯心理健康状况的总体水平，并将其作为进一步缓解当前研究中缺乏适

合毒品犯心理健康的评估标准，探索出对毒品犯心理健康问题的矫治方法，为戒

毒所更好的开展吸毒人员心理康复工作提供相应支持(毕超，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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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 

2.1 文献选取 

本研究检索文献至 2017 年 3 月 7 日，使用中文搜索引擎，包括中国知网

（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期刊网以及中国知网下的优秀硕博士论文数据库，

以 SCL-90 为检索词并含“吸毒”、“毒品”、“劳教”对以往研究的文献进行全面

搜索。搜索到的文献发表时间从 1993 年至 2016 年，共命中文献 570 篇。 

文献选取标准：（1）调查对象为毒品犯，且说明了样本来源以及相关情况。

（2）研究必须使用同一测量工具即 SCL-90，并且报告了总分或总均分或者 9 个

因子的平均数和标准差。对于只报告了测量 SCL-90 性别间差异的数据予以留用。 

文献排除标准：（1）样本为因吸毒而患有某种疾病，不包括HIV感染的研究。

（2）样本来自社区的研究。（3）只有吸毒者治疗后的SCL-90测试数据的研究。

（4）基本数据存在明显错误并无法修正的研究。（5）相同作者，同一批数据研

究两个不同方向的，删除SCL-90数据较不完整一篇。（6）两篇相同文献，出现

发表于不同刊物的情况, 删除其中发表时间晚的一篇。（7）为避免文献的重复, 排

除采用元分析法计算常模的研究(辛自强，张梅，何琳，2012)。 

按照上述标准，对最初检索阶段所得文献作进一步筛选，最终选取符合标准

的 1995 年至 2016 年历时 22 年的文献共 115 篇（每年的文献篇数依次为 1,1，

0,3,3,5,2,1,3,6,7,11,8,6,4,11,5,6,10,10,5,6），包含 15788 名毒品犯。 

2.2 文献编码 

对纳入研究的 115 篇文献进行如下编码：（1）文献信息（作者+发表年份）；

（2）被试来源；（3）被试平均年龄；（4）总样本量；（5）毒犯类型；（详见表

2-1）。 

表 2-1  

元分析中纳入的原始研究 

作者（发表年份） 被试来源 平均年龄       总样本量 毒犯类型 

孙本良等, 2012 北京市 NA 40 新型毒品滥用者 

刘丽敏等, 2012 黑龙江省 M 32 8 HIV 感染者 

梁丽红等, 2013 广西省 F NA 22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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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1 

作者（发表年份） 被试来源 平均年龄       总样本量 毒犯类型 

任攀等, 2007 湖北省 F NA 25 海洛因依赖者 

任攀等, 2007 北京市 M 35 28 劳教戒毒者 

孙祺章等, 2001 广东省 MF 26.90±7.20 40 海洛因依赖者 

刘晓滨等, 2003 广东省 MF 27.30±4.50 45 吸毒者 

郭秀丽等, 2010 山西省 F 31.02±7.43 87 吸毒人员 

姜春玲, 2009 辽宁省 MF 30.50±4.30 96 吸毒人员 

陈文, 2014 重庆市 MF 32±4.50 100 吸毒成瘾人员 

高申荣等, 2008 湖北省 MF 30.50±4.30 108 吸毒人员 

王玲等, 1996 广东省 MF 25.41±5.07 127 戒毒病人 

姜国学等, 2010 NA NA 130 HIV 携带者的戒毒人员 

燕殿学等, 1998 秦、豫 MF 26.76±5.49 136 阿片类药物依赖者 

任重等, 2013 海南省 M NA 191 强制戒毒人员 

何佩佩等, 2013 安徽省 MF 29.01±6.36 213 单纯新型毒品依赖者 

刘培培等 a, 2014 

刘培培等 b, 2014 

安徽省 MF 

安徽省 MF 

NA 

NA 

223 

393 

毒品依赖者 

毒品依赖者 

刘志民等, 1999 云、黑 MF 28.36±5.71 187 阿片成瘾者 

曾红等, 2009 广东省 M 31±6.12 30 海洛因成瘾者 

李遵清等 a, 2007 

李遵清等 b, 2007 

山东省 

山东省 

23.18±11.23 

23.18±11.23 

30 

30 

毒品成瘾者 

毒品成瘾者 

姚斌等, 2005 NA 31.60±5.46 143 毒品依赖者 

唐海燕, 2010 湖南省 MF 24.60±5.10 36 海洛因依赖者 

陈朋月等, 1998 河南省 MF 26.13±3.37 60 海洛因成瘾者 

刘晓滨等 a, 2007 

刘晓滨等 b, 2007 

广东省 MF 

广东省 MF 

29.10±5.70 

29.10±5.70 

60 

17 

海洛因依赖者 

海洛因依赖者 

李峰等, 2006 广西省 M NA 50 戒毒人员 

黄飞, 2008 云南省 MF NA 81 海洛因依赖患者 

丛伟东等, 2013 福建省 MF NA 1000 强制戒毒人员 

张皓等 a, 2011 四川省 M NA 164 感染 HIV 吸毒劳教者 

张皓等 b, 2011 四川省 M NA 441 感染 HIV 吸毒劳教者 

张刃等 a, 2014 北京市 MF 32.30 19 新型毒品成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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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刃等 b, 2014 北京市 MF 33.60 19 新型毒品成瘾者 

张琳等, 2009 贵州省 MF 35.72 80 阿片类物质成瘾者 

续表 2-1 

作者（发表年份） 被试来源 平均年龄       总样本量 毒犯类型 

曾红, 2005 广东省 M 26±3 131 戒毒人员 

韩少娟, 2007 广东省 MF 28.76 39 海洛因依赖病人 

刘金华 a, 2008 

刘金华 b, 2008 

江苏省 MF 

江苏省 MF 

29.31±6.72 

32.41±7.12 

44 

76 

戒毒病人 

戒毒病人 

张文跃等, 1998 江苏省 29.50±2.64 30 海洛因依赖者 

杨国栋等 a, 2000 

杨国栋等 b, 2000 

杨国栋等 c, 2000 

浙江省 MF 

浙江省 MF 

浙江省 MF 

30±5 

30±5 

30±5 

49 

20 

15 

海洛因依赖者 

海洛因依赖者 

海洛因依赖者 

邓奇坚等, 2011 NA 36 139 海洛因依赖患者 

乔聚耀, 2006 四川省 MF 31.44±5.86 100 吸毒人员 

马小琴, 2002 浙江省 MF 25.73±4.42 309 强制戒毒人员 

孙克莎等, 2005 上海市 MF 29.50±7.17 186 海洛因依赖患者 

刘晓滨等, 2006 广东省 NA 116 海洛因依赖者 

李新平等, 2003 新疆省 MF 25.65±37 80 海洛因依赖者 

林信洁 a, 2016 

林信洁 b, 2016 

浙江省 M 

浙江省 M 

32.65 

32.65 

20 

20 

新型毒品戒毒人员 

新型毒品戒毒人员 

林劲松等, 2011 广东省 MF 30 81 使用氯胺酮人员 

曾红等, 2008 广东省 M 31.50±5.32 60 海洛因成瘾者 

臧镭镭, 2007 

赵艳明等, 2014 

广西省 M 

NA 

30.50±5.32 

29.02±5.19 

50 

96 

戒毒人员 

甲基苯丙胺依赖者 

陈茂余, 2009 广东省 MF 33.10±6.40 200 戒毒人员 

王飞 a, 2013 

王飞 b, 2013 

董开莎, 2014 

王品卿等, 2014 

海南省 

海南省 

陕西省 M 

福建省 MF 

NA 

NA 

38 

NA 

343 

60 

253 

83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强制戒毒人员 

戒毒人员 

王佳, 2006 广西省 MF NA 246 静脉吸毒感染 HIV 患者 

曾艳芬 a, 2016 

曾艳芬 b, 2016 

广东省 

广东省 

NA 

NA 

39 

37 

物质滥用者 

物质滥用者 

李峰等, 2006 广西省 MF 32.30±7.09 100 海洛因依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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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勇等, 2004 重庆市 M 29.76±6.76 38 劳动教养戒毒人员 

吴鹤鸣, 2010 陕西省 MF 35.99±7.09 143 阿片类药物依赖者 

梅峰, 2012 江苏省 NA 14 毒品犯 

续表 2-1 

作者（发表年份） 被试来源 平均年龄       总样本量 毒犯类型 

代兴荣, 2016 贵州省 MF 32.80±3.60 80 海洛因成瘾者 

童周, 2011 湖南省 MF 40.38±6.30 212 海洛因成瘾者 

冯献湘等, 2006 贵州省 NA 197 海洛因成瘾者 

管唯等, 2004 NA NA 508 戒毒劳教人员 

刘新民等, 2012 安徽省 MF NA 843 强制隔离戒毒者 

王文忠等, 2006 北京市 M NA 120 劳教戒毒者 

师永庆, 2014 

傅素芬等, 1999 

龙国春等, 2012 

甘肃省 M 

浙江省 M 

江西省 

36.84±8.41 

25.27±4.17 

NA 

347 

164 

48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吸毒劳教人员 

毒品依赖者 

隋毓秀等, 2000 江苏省 F 24.10±4.62 105 海洛因成瘾者 

朱亚利, 2011 河南省 F 38.01±7.38 103 戒毒人员 

孙宝华, 2013 青海省 F NA 100 强戒人员 

曲洪芳等, 2005 江苏省 F 30.41±5.42 110 吸毒人员 

邱瑜霞等, 2013 浙江省 MF 30.70±6.09 194 海洛因成瘾戒毒者 

李云会等, 2014 贵州省 MF 32.40±6.70 200 强制戒毒人员 

张继平等, 2010 青海省 M 29.60 40 吸毒人员 

朱卫红, 2010 云南省 M 33.80 313 吸毒劳教人员 

宋克侠等, 2006 山东省 MF NA 30 戒毒人员 

许洁颖, 2016 NA 25.93±4.14 35 吸毒者 

刘丽玲 a, 2015 

刘丽玲 b, 2015 

湖南省 

湖南省 

29.45±6.24 

29.18±6.56 

40 

40 

戒毒科患者 

戒毒科患者 

李遵清等 a, 2006 

李遵清等 b, 2006 

山东省 MF 

山东省 MF 

24.86±13.71 

22.48±9.69 

30 

30 

吸毒者 

吸毒者 

谭剑辉等, 2005 福建省 MF 30 86 吸毒人员 

侯峰等, 2012 山东省 MF 28.60±12.70 80 吸毒者 

刘玉平等, 2015 广东省 M 30.61±7.20 118 新型毒品滥用者 

庄淑梅, 2015 天津市 MF 22.03±2.56 122 青少年吸毒者 

张本, 2007 四川市 31.49±5.90 160 阿片类药物依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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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敬敬等, 2016 上海市 F NA 57 合成毒品强戒人员 

耿敬敬, 2016 上海市 F 36 80 合成毒品强戒人员 

王飞, 2015 上海市 M NA 58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廖飞, 2010 湖南省 M NA 286 强制隔离戒毒者 

续表 2-1 

作者（发表年份） 被试来源 平均年龄       总样本量 毒犯类型 

熊红星等 a, 2005 江西省 F NA 157 吸毒劳教人员 

熊红星等 b, 2005 江西省 M NA 164 吸毒劳教人员 

刘君康等, 2004 陕西省 M 36.04±9.21 78 劳教的男性吸毒者 

缪丽珺等, 2010 青海省 M 29.20 40 吸毒人员 

张河川等, 1995 云南省 MF 24.50 60 吸毒青年 

张建芳等, 2010 陕西省 MF NA 35 阿片依赖者 

黄德斌等, 2001 

李晓霞等, 2006 

梁铁成, 2000 

成翠贞, 2005 

刘长宁等, 2003 

湖北省 

河南省 

河北省 MF 

北京市 

陕西省 MF 

NA 

NA 

28.60 

NA 

31.23±5.40 

123 

60 

23 

50 

52 

毒品依赖者 

吸毒者 

吸毒人员 

吸毒劳教人员 

吸毒者 

冯怡等, 2000 

尹远明等, 1999 

浙江省 MF 

新疆省 MF 

NA 

26.18±4.58 

50 

50 

海洛因依赖者 

吸毒者 

田亚莉等, 2004 NA 29.86±7.32 30 吸毒者 

李鹏等, 2004 贵州省 MF 27.50 300 吸毒者 

徐砺, 2000 四川省 MF 24.30 52 戒毒人员 

曹检化等 a, 2010 

曹检化等 b, 2010 

湖南省 MF 

湖南省 MF 

25.23±7.23 

24.98±8.69 

105 

108 

海洛因依赖者 

海洛因依赖者 

范文勇等, 2013 北京市 NA 15 新型毒品成瘾者 

王冬明 a, 2013 

王冬明 b, 2013 

王冬明 c, 2013 

王冬明 d, 2013 

湖北省 

湖北省 

湖北省 MF 

湖北省 MF 

32.25±8.85 

32.25±8.85 

33.20±9.40 

33.20±9.40 

241 

29 

40 

40 

新型毒品滥用者 

新型毒品滥用者 

新型毒品滥用者 

新型毒品滥用者 

石爱军等 a, 2014 

石爱军等 b, 2014 

北京市 MF 

北京市 MF 

NA 

NA 

52 

33 

海洛因依赖者 

吸食新型毒品者 

王文忠等, 2006 北京市 32.21±5.34 219 吸毒人员 

任攀 a, 2007 北京湖北 F NA 25 戒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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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攀 b, 2007 

任攀 c, 2007 

北京湖北 M 

北京湖北 M 

35 

36 

28 

34 

劳教戒毒者 

劳教戒毒者 

朱晓东 a, 2010 

朱晓东 b, 2010 

广西省 

广西省 

30.52 

30.62 

50 

50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毕超 a, 2014 安徽省 MF NA 21 戒毒人员 

续表 2-1 

作者（发表年份） 被试来源 平均年龄       总样本量 毒犯类型 

毕超 b, 2014 安徽省 MF NA 33 戒毒人员 

毕超 c, 2014 安徽省 MF NA 23 戒毒人员 

毕超 d, 2014 安徽省 MF NA 18 戒毒人员 

庄淑梅, 2013 天津市 F 27.72±5.60 98 海洛因戒毒者 

李琼等, 2012 湖南省 MF 40.38±6.30 212 海洛因成瘾者 

曹敏 a, 2008 

曹敏 b, 2008 

江苏省 

江苏省 

31.74±7.67 

32.70±8.39 

40 

50 

戒毒人员 

戒毒人员 

梁剑芳, 2004 广东省 MF NA 100 海洛因依赖者 

陈磊, 2015 NA NA 8 阿片类药物依赖者 

齐瑞玲 a, 2008 湖北省 NA 90 吸毒者 

齐瑞玲 b, 2008 湖北省 NA 90 吸毒者 

注:(1)NA 表示未提供资料。(2)M 表示样本均为男性,F 表示样本均为女性,MF 表示样本既有男性也有女

性,未标注的说明文献中没提及性别。(3)同一研究中含多个样本的以作者后加 a、b、c、d 区分。 

2.3 统计方法 

2.3.1 比较标准的选择 

前一阶段选取符合标准的文献中含常模的共有 49 条数据，其中有 4 条数据

与样本量为 781 的全国青年组常模比较，45 条数据与 1986 年中国常模比较，但

其出现两种常模表，仅在人际关系和敌对因子上有差别，综合考虑选取 1986 年

金华等人编制的 SCL-90 中国常模表。 

2.3.2 计算过程                                                                                                                                                                     

常模合成步骤：筛选出含有 SCL-90 数据的文献，建立数据库，共得到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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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

s

n

SE
i

i 

条数据（含平均数和标准差），其中含总分的数据有 83 条，含因子分的数据有

136 条，9 个因子中，躯体化、恐怖、偏执各缺少 1、2、1 条数据。男性及女性

含总分的数据有 8 条，含因子分的数据有 16 条，在偏执因子上，男女各缺少 2

条数据。 

合成毒品犯心理健康常模，即使用张厚粲、徐建平(2009)提出的计算公式

( TX ， TS ， in ， ix ， is ，分别代表：合成后的平均数和标准差，某子研究的样

本量、平均数和标准差)对上述 142 条数据进行加权合成，如下公式①②： 

                       

                                                   ①                                                                                                                       

 

                                              

                                         ② 

 

异质性检验：为了明确研究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就需要使用异质性检验方法。

由于元分析中常用的方法为 Q 检验，因此，本研究中选择使用 Q 检验作为元分

析的异质性检验方法。统计量 Q 服从自由度为 k-1 的卡方分布，若 Q 值越大，

则其对应的 p 值越小(王丹 等，2009)。如果 Q 小于临界值，则研究间的异质性

较小，应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冯正直，戴琴，2008；

黄义权，陈大国，原园，2015；曲成毅，2008)。使用 Q 检验，其计算公式如③④⑤

（ i 为权重， iES 为效应值）： 

  

                                 ③                            

                                                                                 

                                ④  

                           

                             ⑤                          

     

    合并效应及 95%可信区间的计算：元分析的核心内容即为效应值 d 的计算，

Glass 提出应以效应值作为各子研究结果的综合分析指标（王首道，吕川，2015）。

本研究以样本量进行加权，将 ES 作为效应值 d 的最优估计值，每项子研究可获

得在 9 个因子上所得 ES 共 9 个效应值。将 115 篇文献中 14645 名毒品犯、1010

名女性毒品犯和 2114 名男性毒品犯的 SCL-90 得分进行效应值计算。效应值及

95%可信区间的计算公式为（ i 为权重，ES 为合并效应值，SE 为标准误， LES

为可信区间上限， UES 为可信区间下限）。具体见公式③④⑥⑦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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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⑦                            

                                                     

                                 ⑧                                                                              

                                                      

    发表偏倚分析：由于在收集文献的过程中，研究者只收集了已经出版的文献，

而遗漏了那些未出版的或者出版时间在收集文献截止日期之后的文献，这样就会

使得元分析的效应值高于真实值(丁凤琴，陆朝晖，2016)。本研究中由于无法使

用 Review Manager 4.0 软件制作漏斗图，则选择箱图和茎叶图来估量发表偏倚。 

除此之外，本研究使用 Microsoft Excel 2010 进行数据整理与数据库的建立，

SPSS 16.0 进行常模合成、效应值计算以及箱图和茎叶图制作，所有结果均保留

两位小数。 




i

ES
SE



1

ESL SEΕSΕS  96.1

ESU SEΕSΕS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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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结果 

3.1 异质性检验 

科恩提出评估效应值大小的标准：ES≤0.20 即为小效应，ES=0.50 即为中等

效应，ES≥0.80 即为大效应(刘军，吴春莺，2008)。根据表 3-1 结果显示，合并

效应值均为正值，并且均为中等效应，其波动范围在 0.32-0.77。除此之外，95%

置信区间不包含 0，说明各研究与金华等人的 1986 年中国常模对比结果具有统

计学意义。 

从表 3-1 可知，Q 值均大于临界值，均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说明本元

分析更适合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来合并效应值。 

表 3-1  14645 名毒品犯 SCL-90 与 1986 年常模对比的效应值和异质性检验结果 

因子 ES  95%CI Q p 

躯体化 0.72 0.71,0.73 9982.03 <0.001 

强迫 0.44 0.43,0.45 5073.80 <0.001 

人际关系 0.32 0.31,0.33 6355.00 <0.001 

抑郁 0.51 0.51,0.52 8633.97 <0.001 

焦虑 0.77 0.76,0.78 10216.23 <0.001 

敌对 0.52 0.51,0.53 6937.37 <0.001 

恐怖 0.36 0.35,0.37 8679.33 <0.001 

偏执 0.44 0.43,0.45 6695.16 <0.001 

精神病性 0.44 0.43,0.44 7569.62 <0.001 

对男、女效应值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表 3-2 结果显示，在 SCL-90 各因子

上均未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表 3-2 毒品犯 SCL-90 各因子效应值性别差异分析 

因子 
男 女 

t p 
ES  SE  ES  SE  

躯体化 0.49 0.02 0.67 0.02 -0.90 0.373 

强迫 0.38 0.02 0.49 0.02 -1.15 0.258 

人际关系 0.21 0.02 0.27 0.02 -0.58 0.565 

抑郁 0.39 0.02 0.49 0.02 -1.27 0.214 

焦虑 0.42 0.02 0.53 0.02 -1.09 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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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 0.38 0.02 0.44 0.03 -0.27 0.79 

恐怖 0.30 0.01 0.38 0.02 -0.97 0.34 

偏执 0.31 0.02 0.32 0.02 -0.05 0.961 

精神病性 0.42 0.01 0.39 0.02 -0.17 0.867 

3.2 发表偏倚检验 

由合并效应值箱图和茎叶图可知，存在两个特殊值≥0.72，躯体化因子的合

并效应值为异常值，焦虑因子的合并效应值为极值，其余因子均处在箱内，与表

3-1 显示结果一致，表明元分析出现发表偏差的可能性较小。具体结果见图 3-1、

图 3-2。 

 

 

 

 

 

图 3-1 合并效应值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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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合并效应值茎叶图 

由子研究中各因子的效应值箱图及正态性非参数检验结果可知，各因子中异

常值与极值较少，说明本研究存在发表偏差的可能性较小。各因子均为正态分布，

且达到了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0.05）。具体结果见图 3-3 至图 3-11、表 3-3。 

 

 

 

 

 

 

 

图 3-3 14645 名毒品犯 SCL-90 躯体化因子效应值箱图 

 

 

 

 

 

 

 

 

 

 

 

 



 19 

 

图 3-4 14645 名毒品犯 SCL-90 强迫因子效应值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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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14645 名毒品犯 SCL-90 人际关系因子效应值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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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14645 名毒品犯 SCL-90 抑郁因子效应值箱图 

 

 

 

 

 

 

 

 

 

 

 

 

 

 

 



 22 

 

图 3-7 14645 名毒品犯 SCL-90 焦虑因子效应值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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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14645 名毒品犯 SCL-90 敌对因子效应值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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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14645 名毒品犯 SCL-90 恐怖因子效应值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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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14645 名毒品犯 SCL-90 偏执因子效应值箱图 

 

 

 

 

 

 

 

 

 

 

 

 

 

 

 

图 3-11 14645 名毒品犯 SCL-90 精神病性因子效应值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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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SCL-90 各因子效应值正态性非参数检验结果 

因子 偏度 峰度 M±SD p 

躯体化 1.15 4.91 0.70±0.60 0.000 

强迫 -0.29 0.84 0.41±0.44 0.016 

人际关系 0.29 1.80 0.31±0.49 0.000 

抑郁 -0.19 0.68 0.59±0.48 0.013 

焦虑 0.59 1.81 0.61±0.55 0.000 

敌对 0.33 2.15 0.48±0.51 0.000 

恐怖 1.27 5.51 0.41±0.56 0.000 

偏执 0.98 3.97 0.44±0.54 0.000 

精神病性 1.19 4.91 0.49±0.53 0.000 

3.3 毒品犯 SCL-90 心理健康总体常模 

    共使用 14645 名毒品犯（含总分的有 9023 名，含因子分的有 14645 名，其

中躯体化缺少 60 名、恐怖缺少 280 名、偏执缺少 52 名）合成的总分及各因子常

模结果见表 3-4。 

 

 

表 3-4 毒品犯 SCL-90 心理健康总分及因子分常模 

项目 样本量（n） 平均数(M) 标准差(SD) 

总分 9023 177.23 63.03 

躯体化 14585 2.08 0.85 

强迫 14645 2.07 0.77 

人际关系 14645 1.99 0.78 

抑郁 14645 2.12 0.84 

焦虑 14645 2.01 0.84 

敌对 14645 1.98 0.86 

恐怖 14365 1.61 0.80 

偏执 14593 1.89 0.82 

精神病性 14645 1.80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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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毒品犯 SCL-90 心理健康性别常模 

从合成的毒品犯性别常模来看，女性常模均分除了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以外，

其它均大于男性常模。并且男性在强迫因子分上大于 2，女性在躯体化、强迫、

抑郁三个因子分上大于 2，具体结果见表 3-5。 

表 3-5 性别总分常模及各因子分常模 

项目 
    样本量    M±SD 

男 女   男   女 

总体 1588 780 172.3±62.91 177.79±58.17 

躯体化 2114 1010 1.99±0.82 2.16±0.85 

强迫 2114 1010 2.02±0.75 2.15±0.76 

人际关系 2114 1010 1.89±0.77 1.95±0.72 

抑郁 2114 1010 1.94±0.81 2.06±0.83 

焦虑 2114 1010 1.87±0.79 1.99±0.79 

敌对 2114 1010 1.92±0.88 1.97±0.88 

恐怖 2114 1010 1.59±0.70 1.64±0.73 

偏执 1967 944 1.66±0.87 1.64±0.83 

精神病性 2114 1010 1.75±0.73 1.72±0.64 

3.5 毒品犯 SCL-90 心理健康合成常模对 276 例女性毒品犯

心理健康的检出率分析应用 

研究参照童辉杰（2010）发表的常模检出方法，即使用均分加上一个标准差

作为临界值。使用以上研究合成的 14645 名毒品犯总常模、1010 名女性常模以

及 1986 年中国常模分别加上一个标准差作为临界值对 276 例女性毒品犯心理健

康进行检出率分析，分析结果见下表 3-6: 

表 3-6 三种常模对 276 例女性毒品犯心理健康 SCL-90 调查结果的检出率对比 

项目 总常模检出（n,%） 女性常模检出(n,%) 1986 年中国常模检出(n,%) 

总分 8,2.90% 13,4.71% 63,22.83% 

躯体化 6,2.17% 6,2.17% 63,22.83% 

强迫 21,7.61% 16,5.80% 58,21.01% 

人际关系 17,6.16% 17,6.16% 49,17.75% 

抑郁 19,6.89% 21,7.61% 66,2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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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 16,5.80% 18,6.52% 65,23.55% 

敌对 12,4.35% 12,4.35% 39,14.13% 

恐怖 12,4.35% 12,4.35% 49,17.75% 

偏执 6,2.17% 12,4.35% 32,11.59% 

精神病性 9,3.26% 17,6.16% 65,2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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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毒品犯 SCL-90 心理健康总体水平及常模特点 

通过对比分析了中国正常人 SCL-90 心理健康常模和合成出的毒品犯

SCL-90 心理健康常模发现：毒品犯常模整体得分较正常人水平高，并且在躯体

化、强迫、抑郁、焦虑这四个因子分上大于 2，达到筛选阳性。毒品犯在躯体化

因子得分上较高，很可能是由于长期吸毒对身体造成的伤害，以及早期个体用毒

品解决一些躯体不适的问题(梁丽红，卢春梅，陆伟玲，陆坚，唐茂珠，2013)。

强迫因子得分较高很可能是由于毒品犯情感脆弱、自我控制能力较差等出现强迫

性思维及吸毒后对神经系统损害程度较高而出现的强迫性行为(梁丽红，卢春梅，

陆伟玲，陆坚，唐茂珠，2013)。而毒品犯容易感到自卑、自信心严重缺乏和情

绪上容易受到伤害(梁丽红，卢春梅，陆伟玲，陆坚，唐茂珠，2013)，因此，他

们在抑郁因子上的得分相对正常人来说有显著的差异。焦虑得分较高可能与肾上

腺素过量释放有关，这是由于中枢阿片受体“空载状态”所致，除此之外，还与

杏仁核及下丘脑等“情感中枢”有关，也有学者认为是由于过度的内心冲突对自

我造成威胁所致(邱瑜霞，陈良，朱建林，桑优芬，汪志良，2013)。 

从毒品犯 SCL-90 性别差异比较中发现，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

焦虑、敌对、恐怖因子上，女性高于男性，提示女性毒品犯在这些心理问题上较

男性严重。女性在躯体化、强迫、抑郁因子上大于 2，除了与总体毒品犯在躯体

化、强迫、抑郁上因子分较高的原因外，还有的原因在于女性性格懦弱、敏感、

对周围环境变化容易察觉，但心理承受能力较差，遇到困难容易退缩，并且由于

自身能力有限，无法实现个人愿望以及追求美好生活，相比较男性更容易产生心

理障碍，因此，对女性毒品犯的心理卫生状况应予以足够的重视(梁丽红，卢春

梅，陆伟玲，陆坚，唐茂珠，2013；王玲，黄晓兰，邝培桂，祁维，1996；孙宝

华，2013)。  

4.2 毒品犯 SCL-90 心理健康常模对 276 名女性毒品犯

SCL-90 调查结果检出的应用对比 

分别采用本研究的合成常模（包含总常模和女性常模）、1986 年中国常模对

276 例女性毒品犯 SCL-90 调查结果的检出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常

模对 276 例女性毒品犯的检出率远高于总常模。因此，使用中国常模评估毒品犯

SCL-90 测量结果会导致误判，造成一些无心理问题的毒品犯被诊断为有心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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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出现“假阳性”。尤其是在躯体化、抑郁、焦虑和精神病性四个因子上更容

易产生误判现象，而毒品犯心理健康相关研究表明在躯体化、抑郁、焦虑和精神

病性四个因子上的得分最高。因此，今后进行毒品犯心理健康评估不可使用中国

常模。 

将女性合成常模检出与总合成常模检出结果对比发现：躯体化、人际关系、

敌对、恐怖四个因子的检出率与总常模一致。因此，合成躯体化、人际关系、敌

对、恐怖因子的性别常模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在依据总分、因子分，尤其是偏执

和精神病性因子上，女性常模的检出率明显高于总常模。由此可知，对女性毒品

犯 SCL-90 常模的合成有其特殊意义，并且在今后对女性毒品犯心理健康评估中

应更加关注偏执和精神病性因子。 

综上所述，评估毒品犯心理健康不能使用中国常模，可使用毒品犯心理健康

常模，但在躯体化、抑郁、焦虑、精神病性四个因子上应多加分析。在评估女性

毒品犯心理健康状况上，可使用合成的总分、强迫、抑郁、焦虑、偏执和精神病

性因子常模，但在偏执、精神病性因子上应多加考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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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 

（1）使用“吸毒”、“毒品”、“劳教”三个检索词检索文献，有可能导致遗漏一

些有关用 SCL-90 研究毒品犯心理健康的文献。 

（2）一般元分析文献中较多使用漏斗图来评估发表偏倚，但本研究由于 Reviews 

Manager 4.0 软件无法使用，因此，选择箱图和茎叶图来评估发表偏差。 

（3）本研究仅仅检验了 1986 年中国正常人常模，今后可考虑对其他常模进行检

验。 

    希望本研究合成的毒品犯心理健康常模能为日后有关毒品犯心理健康研究

提供一个评估标准，进一步对毒品犯心理健康进行矫治，并且为戒毒所开展心理

治疗工作提供相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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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毒品犯存在明显的心理健康障碍，且毒品犯常模均分皆高于 1986 年中国常

模。 

（2）女性常模均分在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恐怖等因

子上比男性高，且男女常模均分都高于 1986 年中国常模。 

（3）评估毒品犯心理健康使用 1986年中国正常人常模对毒品犯心理健康SCL-90

进行测评存在较大理论误差。 

（4）正常人常模对女性检出率容易造成假阳性，未来对毒品犯心理健康 SCL-90

评估应使用毒品犯群体合成常模可能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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