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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海南省中学生对新型毒品的认知、态度、滥用倾向及影响因素，探究青少年

毒品预防教育开展效果。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海南省

36 所中学的各年级学生进行匿名调查。估计样本量为 1 680 人。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个人社会人口学

特征、新型毒品相关态度、滥用倾向和预防教育接受情况等。采用 EpiData 3.1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整

理，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调查对象共 45 919 人，人均认知新型毒品 2.87 种。

中学生对传统毒品的认知程度高于新型毒品。身边有人使用过新型毒品、新型毒品种类认知少是新型

毒品滥用倾向的危险因素。接受毒品预防教育的比例为 90.33%（41 480/45 919），人均参与过不同形式

的预防教育活动 3.36 种。中学生获取禁毒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禁毒题材讲座（80.00%，33 186/41 480）。

结论　海南省中学生对新型毒品的认知程度较低，毒品预防教育能有效改善物质滥用倾向情况，应进

一步提高教育活动的阶段性、多元性和适时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毒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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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gnition, attitude, abuse tendency for new type 
drug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Hainan Province, and evaluate the effect 
of health education about drug use prevention in teenagers.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design and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ere used to select 36 middle schools in 
Hainan to conduct an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survey in students of all grades. The estimated 
sample size was 1 680.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by the questionnaire included students' basic 
information, attitude to new drugs, abuse tendency and acceptance of prevention education. 
EpiData 3.1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a entry and sorting, and SPSS 22.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45 919 students were surveyed, averagely, they k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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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kinds of new type drugs. The students' 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drug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ew type drugs. Friends or close friends using new type drugs, the low cognition level of new drug 
types were the risk factor for new type drug abuse. The acceptance rate of health education against 
drug use was 90.33% (41 480/45 919), and averagely, th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3.36 kinds of 
health education activities against drug abuse. The main channel for the students to acquire 
anti-drug knowledge was anti-drug lectures (80.00%, 33 186/41 480). Conclusions　Middle school 
students have low cognition level of new type drugs in Hainan. Health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curb 
the tendency of substance abuse in Hainan Provinc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prove the health 
education activities in aspects of stage, form and timeliness to help more students to recognize the 
harm of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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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青少年新型毒品滥用问题受到高

度关注。新型毒品包装形态不断变化，有的甚至伪

装成食品饮料，极具伪装性、隐蔽性、诱惑性［1］。新

型毒品在学生群体中逐渐流行，对公共卫生和社会

公共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本研究分析中学生对

新型毒品的认知、态度、滥用倾向情况及影响因素，

探究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开展效果，为学校新型毒

品预防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为普通中学初一至高三

的在校学生；剔除标准为班级人数<60 人或调查阶

段未在学校的学生。本研究通过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侦查学院学术委员会的伦理审查（批准文号：

202301）。

2. 研究方法：采用横断面设计调查，2021 年

10 月 采 用 分 层 整 群 随 机 抽 样 方 法 ，选 取 海 南 省

36 所中学，按照年级类别将调查对象分为初中生

和高中生 2 层，按照海南省普通高中与普通初中在

校人数的实际比例 1∶2 从各层中独立抽取［2］，即

12 所普通高中学校、24 所普通初中学校。在每所

学校的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10 个班级（人数≥60 人），

每个班级抽取 45 人。

3. 样本量估算：样本量估算公式为 n=tα
2×pq/d2，

结合预调查结果，新型毒品认知率为 30.0%，α=
0.05，容许误差 d=0.1p，n=933。整群抽样设计效应

取 1.5，样本量为 1 400 人，考虑 20.0% 的未应答率，

估计样本量为 1 680 人。

4. 研究内容：根据文献和专家意见自行设计调

查问卷并进行预调查修订［3-5］。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个人基本特征、新型毒品的认知、滥用倾向、相关态

度和预防教育接受情况。滥用倾向列出了莫达非

尼（聪明药）、含氯胺酮等物质的混合型毒品（毒奶

茶）、一氧化二氮（笑气）、芬特明（减肥药）、合成大

麻素（上头电子烟）、LSD（邮票）、含可待因的止咳

糖浆以及大麻制品（在非管制国家和地区）等新型

毒品的常见使用场景，调查对象采用 7 级量表表示

其使用意愿，总分越高，说明调查对象对新型毒品

的滥用倾向越高。经检验，调查问卷滥用倾向部分

的 Cronbach′s α 为 0.936、相 关 态 度 部 分 的

Cronbach′s α 为 0.729。

5. 统计学分析：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对数据进

行双录入及逻辑核查。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x±s 描述，计数资料采用

构成比或率（%）描述。统计学分析方法采用非参

数检验、χ 2 检验、logistic 回归，使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

进行多因素分析时，因有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

的 平 行 线 假 设 无 法 成 立 ，因 而 进 行 无 序 多 分 类

logistic 分析。为了提高统计数据的合理性，减少数

据多重共线性对结果的影响，采用逐步回归法筛选

自变量进行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双侧检

验，检验标准 α=0.05。

结 果

1. 人口学特征：调查对象共 45 919 人，年龄

（14.28±1.72）岁，年龄范围 9~24 岁；男性和女性分

别占 51.97%（23 864 人）和 48.03%（22 055 人）；公

办学校、民办、公办和民办合作办学分别占 63.37%
（29 100人）、28.42%（13 048人）和 8.21%（3 771人）；

初一、初二、初三、高一、高二和高三分别占 24.34%
（11 177 人）、23.67%（10 871 人）、19.01%（8 730 人）、

9.31%（4 274 人）、16.65%（7 643 人）和 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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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24 人）；无留学经历者占 95.34%（43 780 人）。

2. 中学生对新型毒品的认知情况及影响因素

分析：

（1）中学生对新型毒品的认知情况：对 9 种新型

毒品种类的人均认知为 2.87 种，认知率由高到低依

次 为“ 神 仙 水 ”（58.37%，26 803 人）、“ 开 心 水 ”

（56.25%，25 830 人）、莫达非尼（36.75%，16 877 人）、

氟硝西泮（30.85%，14 168 人）、甲卡西酮（27.04%，

12 415 人）、合成大麻素（24.10%，11 066 人）、卡哇

潮饮（20.92%，9 605人）、氟胺酮（17.87%，8 207人）、

恰 特 草（15.15%，6 956 人），低 于 冰 毒（86.69%，

39 806 人）等主要滥用毒品。在毒品危害认知方

面，69.65%（31 981 人）的中学生认为新型毒品危害

大于主要滥用毒品，53.42% （24 528 人）认为新型

毒品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对 5 种麻精药品成瘾的

认 知 率 ，由 高 到 低 依 次 为 含 可 待 因 的 止 咳 水

（40.60%，18 641 人）、泰勒宁（22.63%，10 392 人）、

安 定（22.50%，10 330 人）、复 方 甘 草 片（22.09%，

10 142 人）、盐酸曲马多（18.09%，8 306 人）。

（2）中学生新型毒品种类认知的影响因素单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新型毒品种类认知在年级、身边

有人使用过新型毒品、是否接受过预防教育、初次

受教育时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见表 1。

（3）中学生新型毒品种类认知的影响因素无序

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新型毒品种类

认知 3~6 种与 0~2 种相比，年级越低的中学生新型

毒品种类认知更倾向于 0~2 种，接受预防教育的中

学生新型毒品种类认知更倾向于 3~6 种。新型毒

品种类认知 7~9 种与 0~2 种相比，初一和高一的中

学生新型毒品种类认知更倾向于 0~2 种，接受预防

教育、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的中学生新型毒品种

类认知更倾向于 7~9 种。见表 2。

3. 中学生对新型毒品的态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1）中学生对新型毒品的态度：新型毒品态度

平均得分为 1.34。5 道题平均得分最高的是“我认

为 毒 品 只 能 在 短 时 间 内 影 响 我 的 精 神 状 态 ”

（1.67 分），其余由高到低依次为“使用毒品是我的

个人选择”（1.27 分）、“我可能会在我的好朋友的影

响下使用毒品”（1.17 分）、“偶尔使用毒品，对我来

说没有伤害”（1.13 分）、“无聊时，我会想要尝试使

用毒品”（1.10 分）。

（2）中学生对新型毒品态度的影响因素单因素

分析：关于新型毒品的态度情况在性别、年级、新型

表 1 海南省中学生对新型毒品种类认知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变    量
性别

男

女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

是

否

接受预防教育

是

否

初次受教育时间

小学

初中

高中

新型毒品种类的认知（种）

0~

13 107（54.92）
11 703（53.06）

6 900（61.73）
5 862（53.92）
4 607（52.77）
2 237（52.34）
3 748（49.03）
1 456（45.16）

1 060（51.28）
23 750（54.16）

21 027（50.69）
3 783（85.22）

16 808（47.87）
3 904（67.08）

315（57.17）

3~

7 114（29.81）
7 479（33.91）

2 935（26.26）
3 408（31.35）
2 803（32.11）
1 430（33.46）
2 716（35.54）
1 301（40.35）

599（28.98）
13 994（31.91）

14 086（33.96）
507（11.42）

12 431（35.41）
1 508（25.91）

147（26.68）

7~9

3 643（15.27）
2 873（13.03）

1 342（12.01）
1 601（14.73）
1 320（15.12）

607（14.20）
1 179（15.43）

467（14.49）

408（19.74）
6 108（13.93）

6 367（15.35）
149（3.36）

5 870（16.72）
408（7.01）

89（16.15）

χ2值

1.37

390.72

19.38

1 840.27

807.33

P 值

0.200

<0.001

<0.001

<0.001

<0.001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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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种类认知、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

品、接受预防教育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01）。见表 3。

（3）中学生新型毒品态度的影响因

素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新型毒

品态度得分 10~20 分与 0~9 分相比，接

受过预防教育的中学生新型毒品态度

得分更倾向于 0~9 分，男性、初中、新型

毒品种类认知较少、身边有人使用过新

型毒品的中学生新型毒品态度得分更

倾向于 10~20 分。新型毒品态度得分

21~30 分与 0~9 分相比，初一、接受过预

防教育的中学生新型毒品态度得分更

倾向于 0~9 分，男性、新型毒品种类认

知较少、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的中学

生 新 型 毒 品 态 度 得 分 更 倾 向 于 21~
30 分。见表 4。

4. 中学生对新型毒品的滥用倾向

及影响因素分析：

（1）中学生对新型毒品的滥用倾

向 ：新 型 毒 品 滥 用 倾 向 平 均 得 分 为

1.46。滥用倾向最高的是“含可待因的止咳糖浆”，

其次为莫达非尼、含氯胺酮等物质的混合型毒品、

一 氧 化 二 氮 、芬 特 明 、合 成 大 麻 素 、LSD 和 大 麻

制品。

（2）影响中学生对新型毒品滥用倾向的单因素

分析：分别以性别、年级、新型毒品种类认知、身边

有人使用新型毒品、接受预防教育、新型毒品的态

度作为分组变量，对调查对象的滥用倾向情况进行

比较。结果显示，滥用倾向在性别、年级、新型毒品

种类认知、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接受预防教育、

新 型 毒 品 的 态 度 间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均 P<
0.001）。见表 5。

（3）中学生新型毒品滥用倾向的影响因素无序

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接受过预防教

育的中学生新型毒品滥用倾向得分更倾向于 0~
9 分，男性、新型毒品种类认知少、身边有人使用新

型 毒 品 是 新 型 毒 品 滥 用 倾 向 得 分 的 危 险 因 素 。

见表 6。

5. 预防教育开展情况及参与态度：调查对象中

有 90.33%（41 480/45 919）接受过预防教育。获取

禁毒知识的渠道有禁毒题材讲座（80.00%，33 186/
41 480）、禁毒主题班会（76.15%，31 588/41 480）、

使用网络禁毒知识学习平台（56.79%，23 556/41 480）、

表 3 海南省中学生对新型毒品态度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变    量
性别

男

女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新型毒品种类的认知（种）

0~
3~
7~9

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

是

否

接受预防教育

是

否

对新型毒品的态度得分（分）

0~

22 938（96.12）
21 432（97.17）

10 653（95.31）
10 493（96.52）

8 423（96.48）
4 197（98.20）
7 450（97.47）
3 154（97.83）

23 749（95.72）
14 256（97.69）

6 365（97.68）

1 746（84.47）
42 624（97.20）

40 360（97.30）
4 010（90.34）

10~

790（3.31）
566（2.57）

476（4.26）
327（3.01）
266（3.05）

66（1.54）
168（2.20）

53（1.64）

913（3.68）
312（2.14）
131（2.01）

237（11.47）
1 119（2.55）

998（2.41）
358（8.06）

21~30

136（0.57）
57（0.26）

48（0.43）
51（0.47）
41（0.47）
11（0.26）
25（0.33）
17（0.53）

148（0.60）
25（0.17）
20（0.31）

84（4.06）
109（0.25）

122（0.29）
71（1.60）

χ2值

39.63

123.01

135.69

992.77

599.10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2 海南省中学生对新型毒品种类认知影响因素的

多因素分析

变    量
3~6 种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接受预防教育

是

否

7~9 种

年级

初一

高一

高三

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

是

否

接受预防教育

是

否

调查人数

2 935
3 408
2 803
1 430
2 716
1 301

14 086
507

1 342
607
467

408
6 108

6 367
149

aOR 值（95%CI）

0.54（0.49~0.59）
0.69（0.63~0.75）
0.70（0.64~0.77）
0.70（0.64~0.78）
0.80（0.73~0.88）
1.00

4.69（4.27~5.17）
1.00

0.68（0.61~0.77）
0.83（0.72~0.95）
1.00

1.70（1.51~1.92）
1.00

7.48（6.33~8.84）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8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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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禁毒知识竞赛（48.87%，20 271/41 480）、参与

拍摄禁毒内容的音视频作品（23.48%，9 740/41 480）、

参加禁毒辩论赛（22.70%，9 417/41 480）、参观禁毒

教育基地（20.75%，8 606/41 480）、参加国际禁毒日

活动（19.50%，8 089/41 480）、参观戒毒所（12.63%，

5 240/41 480）、参观科技禁毒体验馆（9.98%，4 139/
41 480）。人均参与过不同形式的预防教育活动

3.36 种。84.64%（35 109/41 480）的从小学起就开

始接受毒品预防教育，初中和高中开始接受预防教

育 的 分 别 占 14.03%（5 820/41 480）和 1.33%（551/
41 480）。对参与毒品预防教育活动呈积极态度和

消 极 态 度 的 分 别 占 93.72%（43 034/45 919）和

6.28%（2 885/45 919）。

讨 论

中学生对新型毒品的认知、态度及滥用倾向是

评估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效果的重要依据。本研

究发现，90.33% 的海南省受访中学生接受过毒品

预防教育，整体普及率处于较高水平。研究结果显

示，海南省在小学阶段的毒品预防教育普及率高于

其他地区，在接受过预防教育的学生中，有 84.64%
的学生从小学起就开始接受毒品预防教育，显著高

于广州市大学生的调查结果［6］，研究表明初次接受

禁毒教育时间为小学及以前者占 65.2%、中学占

32.9%。同时，海南省中学生人均参与毒品预防教

育活动的种类为 3.36 种，王雪等［7-8］研究发现，北京

市和上海市的大学生人均参与毒品预防教育活动

的种类分别为 3.06 和 3.86 种。

本 研 究 发 现 ，含 γ - 羟 丁 酸 的“ 神 仙 水 ”

（58.37%）、含氯胺酮等物质的“开心水”（56.25%）

的知晓率相对较高，这与上海市大学生对“神仙水”

的知晓率（63.26%）高于其他新型毒品的调查结果

相 似［8］ 。 相 比 之 下 ，含 甲 卡 西 酮 的“ 浴 盐 ”

（27.04%）、含 某 种 合 成 大 麻 素 的“ 小 树 枝 ”

（24.10%）、含 γ-羟丁酸的卡哇潮饮（20.92%）等新

型毒品的认知率相对较低。这与国内同类研究结

果类似，许书萍［9］研究发现上海市大学生对“浴盐”

的知晓率低于 40%，朱晓莉等［10］研究发现在校大学

生对新型毒品的知晓率普遍低于 40.0%，最低为

5.3%。禁毒部门与教育部门应根据新型毒品认识

水平的差异性调整毒品预防教育内容的侧重点。

本研究发现，对新型毒品的认知和态度情况会

影响其滥用倾向，与龚洁等［11］对武汉市青少年的调

查结果相似。另外，是否接受过预防教育是中学生

新型毒品滥用倾向的影响因素，科学的预防教育理

念具有关键作用。现阶段毒品预防教育的重点在

于抵御新型毒品的侵害，应围绕提升新型毒品认知

水平和树立科学的拒毒防毒观念继续完善预防教

育活动的内容与形式。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虽然本研究抽取学校较

多，样本量较大，但是只以普通中学生作为调查对

象，未开展职业中学的调查。

综上所述，海南省中学生对新型毒品的认知程

度较低，毒品预防教育能有效改善物质滥用倾向情

表4 海南省中学生对新型毒品态度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变    量
10~20 分 a

性别

男

女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三

新型毒品种类的认知（种）b

0~2
7~9

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

是

否

接受预防教育

是

否

21~30 分 a

性别

男

女

年级

初一

高三

新型毒品种类的认知（种）b

0~2
7~9

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

是

否

接受预防教育

是

否

调查
人数

790
566

476
327
266

53

913
131

237
1 119

998
358

136
57

48
17

148
20

84
109

122
71

多因素分析

aOR 值（95%CI）

1.19（1.06~1.32）
1.00

1.99（1.49~2.66）
1.59（1.18~2.13）
1.68（1.24~2.26）
1.00

1.61（1.33~1.95）
1.00

4.79（4.12~5.57）
1.00

0.36（0.32~0.41）
1.00

1.83（1.33~2.50）
1.00

0.45（0.26~0.80）
1.00

1.91（1.18~3.09）
1.00

17.50（13.02~23.51）
1.00

0.24（0.17~0.33）
1.00

P 值

0.003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7

0.009

<0.001

<0.001

注：a 与 0~9 分相比；b 3~6 种未纳入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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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海南省中学生对新型毒品滥用倾向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变    量
10~19 分 a

年级
初一
初二
高三

新型毒品种类的认知（种）
0~
3~
7~9

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
是
否

接受预防教育
是
否

20~29 分 a

性别
男
女

新型毒品种类的认知（种）b

0~2
7~9

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
是
否

接受预防教育
是
否

调查
人数

405
358

66
899
297

91
162

1 125
959
328

242
128
273

25
90

280
225
145

多因素分析
aOR 值（95%CI）

1.36（1.05~1.78）
1.42（1.08~1.85）
1.00
2.32（1.86~2.90）
1.53（1.21~1.94）
1.00
3.44（2.89~4.10）
1.00
0.37（0.32~0.42）
1.00

1.56（1.26~1.94）
1.00
2.36（1.55~3.60）
1.00
7.46（5.82~9.57）
1.00
0.19（0.16~0.24）
1.00

P 值

0.023
0.01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变    量
30~39 分 a

性别
男
女

新型毒品种类的认知（种）b

0~2
7~9

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
是
否

接受预防教育
是
否

40~48 分 a

性别
男
女

年级
初一
初二
高一
高三

新型毒品种类的认知（种）b

0~2
7~9

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
是
否

接受预防教育
是
否

调查
人数

66
39
87

5
39
66
53
52

102
23
32
27

6
12
96
15
60
65
85
40

多因素分析
aOR 值（95%CI）

1.31（0.88~1.96）
1.00         
3.67（1.46~9.19）
1.00         

13.93（9.27~20.93）
1.00         
0.15（0.10~0.22）
1.00         

3.42（2.17~5.40）
1.00         
0.42（0.21~0.83）
0.47（0.23~0.93）
0.38（0.14~1.02）
1.00         
1.94（1.10~3.40）
1.00         

21.31（14.85~30.60）
1.00         
0.28（0.19~0.42）
1.00         

P 值

0.187

0.006

<0.001

<0.001

<0.001

0.013
0.031
0.055

0.021

<0.001

<0.001

注：a 与 0~9 分相比；b 3~6 种未纳入多因素分析

表 5 海南省中学生对新型毒品滥用倾向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变    量
性别

男
女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新型毒品种类的认知（种）
0~
3~
7~9

身边有人使用新型毒品
是
否

接受预防教育
是
否

新型毒品的态度得分（分）
0~
10~
21~30

新型毒品的滥用倾向得分（分）
0~

22 731（95.25）
21 301（96.58）
10 596（94.80）
10 364（95.34）

8 355（95.70）
4 169（97.54）
7 428（97.19）
3 120（96.77）

23 455（94.54）
14 197（97.28）

6 380（97.91）
1 716（83.02）

42 316（96.50）
40 158（96.81）

3 874（87.27）
43 305（97.60）

712（52.52）
15（7.77）

10~
723（3.03）
564（2.56）
405（3.62）
358（3.29）
246（2.82）

65（1.52）
147（1.92）

66（2.05）
899（3.62）
297（2.04）

91（1.40）
162（7.84）

1 125（2.57）
959（2.31）
328（7.39）
892（2.01）
383（28.24）

12（6.22）

20~
242（1.01）
128（0.58）
110（0.98）

94（0.86）
78（0.89）
29（0.68）
40（0.52）
19（0.59）

273（1.10）
72（0.49）
25（0.38）
90（4.35）

280（0.64）
225（0.54）
145（3.27）
139（0.31）
211（15.56）

20（10.36）

30~
66（0.28）
39（0.18）
34（0.31）
28（0.26）
24（0.27）

5（0.12）
7（0.09）
7（0.22）

87（0.35）
13（0.09）

5（0.08）
39（1.89）
66（0.15）
53（0.13）
52（1.17）
26（0.06）
38（2.80）
41（21.24）

40~48
102（0.43）

23（0.10）
32（0.29）
27（0.25）
27（0.31）

6（0.14）
21（0.27）
12（0.37）
96（0.39）
14（0.10）
15（0.23）
60（2.90）
65（0.15）
85（0.20）
40（0.90）

8（0.02）
12（0.88）

105（54.41）

χ2值

52.88

110.78

256.30

934.16

937.21

10 904.49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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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应进一步提高教育活动的阶段性、多元性和适

时性，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毒品观。本研究对于掌

握中学生群体涉毒风险、及时调整新型毒品预防教

育策略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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