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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中学生药物滥用
倾向的相关因素

郭蕊邓树嵩 粱建成严皿琼蒙仕江

·123·

·现场调查·

【攘妥】 目的?舞青少年药物滥雳馔翘翅关邃豢之闻薛关系。方法采麓囊裁戆应对笈裴量

表及抵御炳酒意识、阍伴压力抵御技能和药物滥用倾向闻卷对603名初中生进行问卷调查，构建各潜

在变量间的关系模型。结果应对技能和同伴压力抵御技能对药物滥用倾向有直接效应(标准化估计

值分贯I必0．202、O。092)，抵御烟溪意识是药物澄躅倾囱鳇阅接影响缀索。模型整体叛舍效纂良好，

GFI=0．981，AGFI=0。972，RMSEA=0．014。缩论掌握懿好的应对技熊和同律疆力抵御技能燕减少

青少年药物滥用倾向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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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structure equation modeI of tendency Oll drug abuse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GUO Rui4。DENG Shu-song，LIANG Jian—cheng．YAN Ya·qiong，MENG Shi-jiang．

"Department ofPrevention Medicine，Youjiang Nationality．Medical College，Baise 533000。China

【Abstract】0弼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endency OR drug abuse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Methods A total of 603 students were assessed witIl

self-made copying styie scale，consciousness to resistance of smoking，drinking and resistance ability

through a questionnaire。A relationship model Was set黼by 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Results

Copying st)7le and resistance ability had significantly direct influence on tendency of drug abuse(with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were 0．202 and 0．092 respectively)．Consciousness to resistance of smoking and

drinking had significantly indirect influence on tendency of drug abuse．The goodness of fit for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as satisfactory。w{氇GFl，AGFl，RMSEA as 0。鳃l，0．972 and 0。014

respectively．Condusion It was meaningful to grasp some copying skills and resistance ability协lower

the tendency ofdrug abuse in middle sehool students．

【Key words]Drug abuse；Structure equation modeling；Middle school students

我圈的药物滥用形势不容乐观，且低龄化、多元

化豹闻题逐渐突戡，登记在麓的吸毒入群孛，35岁

以下的青少年占70％左右n1。初始吸毒年龄越早，发

生药物依赖的风险越高[2．31。我国青少年初次尝试毒

品的关键因素孛包括心理因素程行为技髓映乏等。

心理学家发现”-51．许多人格特征(无自我调节能力、

焦虑等)都与药物滥用行为高度相关。此外，中小学

生的意恚力水平发震得还不够成熟，常常不麓坚定

地排除诱因干扰的影响。他们中有些人明知一些问

题行为(吸烟、饮酒、吸毒等)，但在从众心理和试阌

张扬个性的心态下开始尝试，最终成瘾。本项研究

着重在于探讨多种影响因素与青少年药物滥用倾向

的关系及作用机制，为构建青少年药物滥用预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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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按教学质量将百色市初级中学分

势良好、一般耨个等级，在每个等级皆随枧捶墩2所

学校，以该学校的一、二年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以

班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共抽取14个班级。部分

学生氐拒绝或个别事务瓣泰能参加调查。发放闻卷

648份，最终收回有效问卷603份，有效率为

93。06％。学生年龄11一16岁(13．244岁±0．896

岁)。勇生326入(54。06％)，女生277人(45，舛％)。

2．调查方法：调查内容主要包括：①人口学特征

(性别、年龄、民族、父母文化、职业等)；②自制应对

技簏，露调查学生对生活攀件、压力镣的应对方式或

应对策略；该问卷共包括6个条目，采用Liker5级评

分制(完全符会=5，比较符合=4，不清楚=3，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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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2，完全不符合=1)；该问卷信度为0．855，

因子分析显示该问卷只有一个维度，共解释总变异

的58．11％；③抵御烟酒意识；④抵御技能项目选自

Elder和Sallis№1的研究，被试者在感知到同伴诱惑吸

毒的压力时，要求在“直接而简单的拒绝；说明不尝

试的理由；转移话题，避而不谈尝试毒品的事；以攻

击性行为反驳”4种方法中选择(可多选)；⑤非法药

物滥用倾向。以上3种条目均采用“是”(0分)和

“否”(1分)的问答方式。

采用无记名方式自填问卷。完成整个问卷填写

过程约需时20～25 rain。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讲解

问卷注意事项，发放问卷，学生独立完成问卷，并当

场回收问卷。为保证问卷填写的真实性，学校老师

和班主任不参与现场调查。

3．量表赋值：见表1。

表1变量的赋值

药物滥用倾向(F4)

Yl对朋友或家人的吸毒行为予以支持

Y2接受朋友或同伴吸毒诱惑

应对技能(F1)

xl当面对某种困难时，能够想起面

对同样困难Jf克服

X2情绪好时，知道如何把这种好情

绪维持下去

X3会去找一些感到开心的活动

X4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

X5学习时会想象自己即将取得好

成绩．激励自己
X6心境好时。能看到新希望

抵御烟酒意识(F2)

Gl抵制香烟有助于抵制毒品

G2抵制饮酒有助于抵制毒品

l=否，0=是

l=否．O=是

l=彳＆不符合。2毒妒F讨目硷，3=

衬寿楚，4=较符合．5=彳艮符合
l=彳艮小符合，2=车妒同q含，3=
羽奇楚，4毫肆}合，5=彳艮符合
l=彳展不符合，2=辜妒甬％硷，3=
不清楚，4=车棼符合。5=彳艮符合
14艮不符合，2=较不符合，3=

不}青楚，4：较符合，5=彳艮符合
l=彳艮不符合，2弓如i符合．3=
不清楚．4j交{午合，5=彳厦符合
l=彳艮不符合，2=较不符合，3=

不清楚，4；彰听q舍，5=彳艮符合

1-不是．2=可能不是。3=

可能是，4=是
l-不是，2=可能不是．3=

可能是。4=是

同伴压力抵御技能(F3)

Jl对朋友的劝诱会盲接而简单的拒绝 l=是，O=否

J2舜用肋珀q劝诱会寸隧并说月哆琴翔．匈的理由l=是，0=否
J4对朋友的劝诱会转移话题．避而不谈 l=是，O=否

J5)l堋友的劝诱以攻击性行为反驳 1=是，0=否

4．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

库，进行数据的录入和核对。采用Amos 7．0软件进

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结 果

1．各变量的构成比见表2。

2．结构方程模型的建立：对603份问卷做药物

滥用倾向、抵御技能、抵御烟酒意识和压力应对技

能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的总体评价指标为f=

表2 各变量的构成比

Xl Yl

很不符合37 6．14 是 8 1．33

较不符合 18 2．99 否 595 98．67

不清楚 74 12．27 Y2

较符合 197 32．67 是 7 1．16

很符合 277 45．94 否 596 98．84

X2 Gl

很不符合 28 4．64 不是 69 11．44

较不符合 28 4．“ 可能不是 62 10．28

不清楚 70 11．61 可能是 48 7．96

较符合 151 25．04 是424 70．32

很符合 326 54．06 G2

X3 不是 95 15．75

很不符合 34 5．“ 可能不是 71 11．77

较不符合26 4．3l 可能是 63 10．45

不清楚 62 lO．28 是 374 62．02

较符合 106 17．58 Jl

很符合 375 62．19 足 289 47．93

X4 否 314 52．07

很不符合 30 4．98 J2

较不符合 38 6．30 是 325 53．90

不清楚 85 14．10 否 278 46．10

较符合 159 26．37 J4

很符合 291 48．26 是 299 49．59

X5 否 304 50．41

很不符合 37 6．14 J5

较不符合 43 7．13 是496 82．26

不清楚 74 12．27 否 107 17．74

较符合 144 23．88

很符合 305 50．58

X6

很不符合 33 5．47

较不符合 26 4．3l

不清楚 84 13．93

较符合 138 22．89

很符合 322 53．40

79．428(P=0．231)，GFI=0．98l，AGFI=0．972，

RMR=O．022，NFI=0．959，IFI=0．995，RFI=0．948，

RMSEA=0．014，RMSEA 90％的上限值=0．028。

GFI和AGFI接近1，NFI和IFI也接近l。RMSEA

值在0．05以下，RMSEA 90％的上限值在o．08以下，

综合以上指数并结合主观评价进行判断，该模型拟

合程度很好，拟合的方程和确定系数见表3。

表3建构模型的参数和确定系数

Xl_0．686 Fl 0．471 Gl=0．995 F2 0．99l

X2=0．766 F1 0．587 G2=0．633 F2 0．400

X3=0．720 F1 0．518 Jl=0．427 F3 O．182

X4=0．733 Fl 0．538 J2=0．624 F3 0．389

X5=0．712 Fl O．506 J4=0．424 F3 0．180

X6=0．610 Fl 0．372 JS=0．266 F3 0．071

Yl-0．293 F4 0．086 F2=0．190 Fl 0．037

Y2=0．88l F4 0．776 F3=0．174 FI+o．133 F2 0．057

从图1可以看出：应对技能和抵御技能可以对

青少年药物滥用倾向产生直接效应，同时抵御烟酒

意识也可以通过抵御技能对药物滥用倾向产生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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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以应对技能的效应最大。

图1应对技能、抵御烟酒意识、抵御技能和药物滥用倾向

缕构模型(标准化系数)

讨 论

随着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模式转向生物一心

理一社会医学模式，除了要研究毽素阚豹直接关系

外，还要研究导致行为改变的多因素作用。而这些

因素中除部分是可以直接测量的，也有部分因索是

无法直接测藿，郄“潜在”的。。0理测璧学家将潜在

变量和观测变鼍有效地结合起来，提出了结构方程

模型。最然某些潜在变量无法直接观测，但可以有一

个或尼拿潜在变爨表征，因此羲ll透过观溺变量来分析

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通

过观测变量揭示影响青少年药物滥用倾向的潜往变

量，分轿各影晌阂索的’毫安效应稻阈接效应。本研究

结果显示：应对技能和同伴雁力抵御技能可以对青少

年药物滥用倾向产生直接效应，同时抵御烟酒意识也

可以透过抵御技悠对药物溢撩倾向产生闻接效应。说

明青少年药物滥用倾向受到应对技能和同伴压力抵御

技能的影响，较高的应对技能和同伴惩力抵御技能能

够有效地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倾向的产生。

一些青少年Elj于父母离异、家庭关系紧张、学习

压力大、师生关系不好等引起精神苦闷，个体在崇时

的情境下容易产垒某种行为冲动(吸爝、饮酒，甚至

吸毒等)，试图以此种行为麻痹自己。同时，青少年

时期是自我意识萌芽和发艘的时期，强烈的独立意

识，容易使他们产生叛逆心理。叛逆心理常常以非

正常的方式——如吸毒表现出来。这时个体就需要

按照～定的规则采取一定的策略(应对策略)对这些

不良情绪以及心理状态进行调整，从而使个体行为

和情绪表达与外界环境相适应。

青少年开始尝试毒品的另一个主臻原因是缺乏

自信或技能去抵御那些导致他们尝试毒品行为的社

会影响。中学生与同伴之间相互接纳和认可的程度越

高，他们之闻的撼互影噙越大。不良的同伴关系往往

导致青少年情绪及社会亿问题的主要诱因。不良同

伴会影响个体产生种种行为问题，如吸烟、饮酒、行

为不良等，在大量影响因素孛，屈伴关系与上述对健

康构成风险的行为密切相关[71。纵向研究表明，同

伴特别是同性同伴对青少年吸烟、饮酒、吸大麻以及

饯行为有显蓉影响，他们很可能是这些离危行势的

真雉起因tSl。在同伴团体中，随着他们对伙伴关系

的依赖程度的加强，倾向于使自融的行为朝着与团

体～致的方懿发展。傻肖于青少年个体思终酶片瑟

性和表面性依然存在．对一些问题行为缺乏正确翔

断，这就容易使他们在问伴压力下朝着偏离社会常

规的方向发展。

最后，吸烟、饮酒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发展。在国

外，除了反对违法的药物如鸦片、大麻、海洛因，同oCtg

避免合法的药物如酒耩秘香烟等，认为健锯是危险药

物并会给身体带来伤害。事实上有很多研究数据表明

酒精和香烟是使用其他违法有害毒品的前奏

(gateway)≯·崩。

综上所述，在青少年药物滥用预防干预研究中要

从多个方面减少青少年药物滥用发生的可能性。为降

低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发生，帮勤学生掌握一定的应对

薰略，缓解压力，舒缓心情，以及与同伴交往所必需的

知识和技能，与其同伴进行积极有效的交往，对自己和

他入的社会行为做出恰鼍的评价释预测，有效的应对

是青少年远离药物滥用的保护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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