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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这个曾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的现象
,

在我国绝迹 30 多年之后
,

又在国际毒潮泛滥的

影响下
,

乘我国对外开放之讥
,

重新蔓延开来
。

一
、

吸毒的严重危害及吸毒者的群体特征

科学检测证明
,

毒品 (如海洛因 ) 严重损害人体脑
、

心
、

肺
、

肾和各种内分泌及 自身免

疫系统
。

吸毒成瘾后出现周身无力
、

反应迟钝
、

喜怒无常
、

咳嗽咯血
、

心悸
、

腹痛
、

尿少
、

性功能障碍等一系列症状
,

表现 出外型枯搞
、

脸色萎黄
、

精神颓废
、

双目呆滞等病态特征
。

吸

毒过量会引起急性死亡
,

不洁净注射还会传播肺炎
、

梅毒
、

爱滋病等疾病
。

吸毒对于人体特

别是对于青少年来说危害极为严重
,

由于青少年躯体尚未发育成熟
,

毒品对身体器官的摧残

尤为严重
,

因吸毒过量碎死和因吸毒导致心
、

肝
、

肺等重要器官衰竭而致死的现象
,

青少年

吸毒者所占的比例更高
。

吸毒成瘾后
,

吸毒者对毒品产生生理和心理双重依赖
。

生理依赖是指突然断毒而产生的

强烈生理反应
,

轻者头晕
、

耳鸣
、

呕吐
、

涕泪交流
、

两便失禁
、

浑身打颤 , 重者有如万蚁啮

骨
、

万刃裂肤
,

求生不得
、

求死不能
。

心理依赖则是指吸毒者持续或周期性出现的体验药物

的渴望
,

这种渴望可使人为了得到药物而不择手段
,

失去理智
、

丧失人性
、

心理变态
、

行为

越轨
,

毫无廉耻
、

人格可言
。

吸毒还诱发社会丑恶现象和犯罪行为的发生
,

严重危害社会安定
。

调查显示
,

巨额的毒

品消费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原因
。

据深圳市戒毒所的戒毒者自述
,

目前毒品市场上的 4 号海洛

因
,

一小包 (约 0
.

3克 ) 需人民币 1 00 元
,

刚刚成瘾者一天一包
,

毒瘾大的一天 3一 4包
,

在所

戒毒者中最大的吸入量为一天 12 一 15 包
。

巨额的开销逼使不少吸毒男女最终走上蒙骗偷抢
、

暗娟卖淫的犯罪道路
,

从而导致家庭破裂
、

夫妻分离
、

父子反 目
、

社会受害的悲剧
。

根据对深圳市戒毒所 5 64 例戒毒者资料的分析
,

吸毒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群体特征
。

( 1 ) 吸毒者多为青少年
。

30 岁 以下的占戒毒者总数的 8 3
.

6% (其中男女比 例分 别 为

5 9
.

8%和 10
.

2% )
,

年龄最小的仅 1 5岁
,

其中 1 5一 1 5岁为 9
.

6%
, 1 9一 2 5岁 为 5 5

.

2%
,

2 6一

30 岁为玲
.

8%
,

其余 16
.

4%为 31 岁 以上的吸毒者 ; ( 2 ) 吸毒者的文化素质普遍低下
,

据入

所登记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 8 4
.

1%
,

其中初中为 62
.

2%
,

小学为 2 1
.

9%
,

其实严格来说大部

分文化程度达不到小学四年级水平 ; ( 3 ) 吸毒者中多为个体户和无业
、

待业青年
,

两项占总

数的 7 8
.

8%
,

其中个体户为 2生
.

9%
,

无业待业青少年为 5 6
.

9% , ( 4 ) 吸毒起因多为好奇和被

诱惑
,

两项为总数的 7 9
.

1%
,

其中好奇为6 7%
,

被诱惑为招
.

1% (女性吸毒者大多是被诱惑

所至 )
,

另有 20
.

8%的吸毒者是因为寻求刺激而吸毒上瘾的 , ( 5 ) 吸毒均耗费了巨额的钱

财
,

不但使家庭深受其害
,

而且致使这批人在入所前都有不同程度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

除上述几个特征外
,

吸毒者在生理和个性
、

人格
、

行为上还有以下特点
:

( 1 ) 在生理

上
,

由于毒品对身体造成严重损害和躯体对毒品的严重依赖
,

吸毒者精神颓废
、

智力下降
、



性功能受损
,

而且必须定时吸毒
,

一旦断毒即出现戒断症状
,

涎水横流
、

涕泪俱下
、

剧烈疼

痛
,

为缓解痛苦
,

吸毒者用烟头自烫
、

用刀 自刺
、

用头撞墙
,

甚至出现自伤
、

自残
、

自杀现

象
,

根本无正常工作能力 , ( 2 ) 在个性
、

人格
、

行为上
,

用爱森克个性问卷等方式对 吸毒

者进行测试的结果显示
,

吸毒者的个性特征呈明显外向型
,

表现出好奇心强
、

渴望兴奋的事
、

喜欢冒险
、

自制能力差
、

行为冲动轻率
、

趋向攻击等个性特征
,
在人格

_

上则表现为自私
、

固

执
、

扯谎
、

诡辩
,
在行为上经常出现无明显原因的冲动

、

暴怒和焦虑
,

满 口粗言烂语
,

行为

越轨失控 ,’ 不顾后果
,

性行为轻率
,

并有较强烈的团伙义气意识和圈内认同心理
,

对社会
、

家庭
、

个人都严重缺乏责任心
。

二
、

吸毒现象获抵和发展的原因

据深圳市公安局的不完全统计
,

由公安机关查获的吸毒人员
, 1 9 89年为 3人

, 19 9 0年为 98

人
,

1 9 9 1年全市共查获
、

打掉贩毒团伙分子 268 人
,

吸毒团伙分子 6 27 人
, 1 9 92 年毒品泛滥问

题除仍呈蔓延之势外
,

还有向低龄化和政府基层机构渗透的趋 向
,

在毒品泛滥比较严重的地

方
,

发现有中学生甚至小学生吸毒
,

甚至还发现工商
、

税务甚至公安的基层单位的人员有吸

毒现象
。

造成吸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儿个方面
。

1
.

毒品重新蔓延
,

使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地下吸毒环境
,

是造成吸毒的客观因素
。

我国

实行对外开放之后
,

国际贩毒集团趁机渗透
,

与国内的一些不法之徒坑淦一气
,

开辟了从毒

品产地
“
金三角

” ,

经云南
、

广西
、

广东
、

深圳至香港的所谓贩毒
“
第四通道

” 。

毒品在通

过的同时
,

吸毒活动向周围蔓延
,

已初步形成了地下毒品市场
,

造成了一定的吸毒环境
,

成

为毒品间题死灰复燃的主要根源
。

叁 贩毒皇团及基分圣利用昼种手矍
, 透感坠迫他人特别是查少笙吸毒

鱼

是吸毒现象发

展迅猛的重要原因
。

3
.

吸毒具有团伙性
、

隐蔽性
,

为吸毒现象交叉感染
、

隐蔽发展提供了条件
。

4
.

吸毒者本身文化水平低
、

道德素质差
,

对社会
、

家庭
、

个人缺乏责任感
,

是他们堕

入毒网的个体原因
。

5
.

西方不良文化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乘虚而入
,

使一些人的消费观
、

价值观
、

人生观发生偏离的消极作用不能低估
。

6
,

禁毒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

社会各界对毒 品问题的严重性
、

紧迫性
、

危害性尚未

达成共识
,

没有形成强大的禁毒舆论
,

,

因而也缺乏对贩毒
、

吸毒活动真正彻底
、

有力的打击
。

三
、

戒毒服务的指导思想

戒毒是禁毒治本的重要一环
,

是从根本上取得禁毒斗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

作为禁毒斗争

的一个重要手段
,

戒毒具有其特殊性
,

笔者认为应从 以下儿个方面做好这项艰巨而又复杂的

工作
。

1
.

全社会应对禁毒斗争
、

戒毒服务的重要性
、

紧迫性达成共识
,
为戒毒服务创造良好

的社会大环境
。

2
.

必须坚持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治疗原则
。

3
. _ _

必须贯彻教育感化和行为规范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



西
、

在预防吸毒和复吸问题上
,

坚持
“
社会

、

家魔
、

个人 ” 三者相结合的原则

根据政府赋予的职责
,

戒毒工作还包括预防吸毒和对康复出所的戒毒人员进行为期一年

的跟踪
,

`

通过监测了解他们是否重新吸毒
,

能否较好地融入社会
,

走上新生
。

为做到这一点
,

必须坚持
“
社会

、

家庭
、

个人
” 三结合的原则

,

并建立起完整的宣传跟踪网络
。

但鉴于吸毒

者一旦上瘾后
,

在大脑皮层留下的
“
快感

”
痕迹可能终生存在

,

因此在吸毒者群体中有
“ 一

朝道友
、

终生道友
” 之说

,

再加上 目前社会上的吸毒环境尚未清除
,

吸毒者的人生观
、

价值

观和不良习气也绝非一朝一 日可能改变
,

因此
,

他们康复出所后
,

如又返回原来的生活圈
,

,

极易重新吸毒
,

这正是戒毒工作的难点所在
,

也是困扰全球禁毒
、

戒毒工作者的难题 (国外

复吸率高达 90 % )
。

如何降低复吸率和预防健康人特别是青少年吸毒
,

是禁毒斗争成败的关

键之一
。

只有全社会和禁毒
、

戒毒工作者共同努力
,

才能从根本上真正解决困扰人类的毒品

间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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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青少年犯罪旅因研究的困难性与盆杂性

从系统论的观点去看
,

犯罪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
,

这种现象同人与社会之间形成

了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
,

其罪因总体交杂着由社会
、

生物
、

心理三大系统组成的形形色色的

诸多因素
。

它们包括以下两大类
。

1
.

犯罪心理形成因素

l( ) 主体因素
。

这其中包括
:

①生理因素
,

如性别
、

年龄
、

神经类型等 , ② 心 理 因

素
,

例如不良的个性倾向性
、

自我控制系统缺陷等
, ③行为因素

,

例如不 良的行为习惯和方

式
、

模仿和学习不 良模式等
。

( 2 ) 主体外因素
。

其中包括
:

①社会环境因素
,

如政治
、

经济
、

文化环境以及家庭
、

学

校
、

工作
、

居住环境等 ; ②自然环境因素
,

例如地域
、

季节
、

时间等
, ③情景因素

,

如侵害

对象
、

现场其他人等
。

2
.

犯罪行为发生因素

( 1 ) 犯罪行为人因素
,

如罪犯心理结构的形式
、

身体条件具备
、

具有作案 知 识 和 技

能
、

作案方式和时机已定等
。

( 2 ) 犯罪行为情景因素
,

如侵害对象
、

有利的现场条件和气氛或不存在第三者的威胁

等等
。

由此可见
,

个体犯罪原因系统是由诸多不同的因素构成
,

罪因因素的排列
、

组合是一种

动态协同的有序结构
,

而不是处于简单
、

机械
、

静止的堆积状态
,

一个犯罪个体之所以走向

溥法犯罪道路
,

正是这诸多因素所构成的主客观罪因系统擎体效应的交互 作 用 的结果
。

就

落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