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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计划 
 

报告摘要 
 

青少年药物使用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社工的案主可能容易受到药物使用问题的影响。

为了解导致这群青少年药物使用行为/意图的因素，我们进行了一项匿名调查。 问卷

设计以理论为基础。 并获得了参加者的口头知情同意。匿名问卷调查了精神药物使用

行为和意图的相关风险和保护因素（n=301）， 过去 30 天、过去六个月和一生中的精

神药物流行率分别为 7.6%、12.0% 和 20.9%。 未来 12 个月内的精神药物意图使用流行

率为 8.6%。 在参加者中，33.9%的人认为容易/非常容易获得精神药物； 47.0% 认识一

些精神药物使用者； 21.6% 的人曾经从朋辈中获得药物； 32.9% 和 10.0% 的人分别有 

1-5 个和多于 5 个使用药物的好朋友。 
 

三个药物使用行为结果变项是过去 30 天、过去六个月和一生中的精神药物使用情况。

在过去六个月和一生中，年龄较大和父亲或母亲已故与精神药物的使用有正向关系。

针对背景因素调整后的分析发现，与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三个因素（即正面态度、主观

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有关；对精神药物使用的负面态度仅与过去 30 天的精神药物使

用有显著关系。三个药物使用行为结果变项与社会认知理论 (SCT) 的变项相关，当中包

括 a) 正面和负面后果的预期，b) 环境因素（即知道某人是密集的精神药物使用者，有

使用精神药物的好朋友、获得精神药物的容易程度以及曾被朋辈提供精神药物）和 c) 
拒绝自我效能感。 总括来说，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和一生中的药物使用意向发现了类

似的因素。 
 

在此调查之后的一项随机对照实验研究中，由训练过的社工对一组独立的参加者进行

了干预，以减少精神药物的使用（过去 12 个月）、药物使用意向（未来的一生和接下

来的六个月） ，以及参加者使用精神药物的风险水平，和精神药物使用者的停止使用

药物意向。 同意参加项目的参加者被随机分配到对照组（纸本简要信息）和干预组， 
每组有 150 名参加者。 根据调查结果、文献回顾、行为健康理论和一些焦点小组讨 

论，专家小组设计并制作了一些干预视频。 这些视频使用叙事治疗手法及侧重于 SCT 
中提到的观察学习（角色建模）、拒绝技巧、自我效能以及情绪管理（包括认知变 



化）。 干预组的参加者在线观看影片，然后由社工进行解说。 此外，训练过的社工对

承认使用过药物或打算使用药物的参加者进行了 20-30 分钟的动机访谈。评估问卷分

别在基线、干预结束时和六个月后由参加者自行填写。 不同测量变项的基线水平在基

线调查中相约。 在所有参加者中，六个月后干预组的主观行为控制水平明显高于对照

组。 这是计划行为理论中提到的重要认知组成部分。然而在统计学上，干预组和对照

组之间所有其他结果均不显著。 一般来说，超过一半的参加者认为干预有用及大约四

份三的参加者会推荐给他们的朋辈。 
 

进一步讨论，曾经使用过精神药物的流行率颇高。 干预是必要的。 特别是那些年龄较
大且父亲或母亲已故的人。 参加者曾经暴露在高风险环境中，因为他们的许多朋辈都
是药物使用者； 许多参加者被邀请尝试药物和容易获得药物。 这些环境因素与药物使
用行为/意图有显著关系。 提高拒绝技巧和朋辈教育的干预措施是必要的。 在文献中
男性、低父母教育水平、低自尊感、低感恩和较差家庭关系等因素与青少年药物使用
有显著关系，但在本研究中则不然。 很可能这些案主已经存在这些风险因素； 他们可
能有着不一样的风险因素（例如，环境因素）。 

 

令人失望的是，干预虽然增加了行为控制，但却无法减少过去 30 天内的药物使用行为
和未来使用的意图。 这种干预似乎无法改变重要的环境因素，例如与药物使用者的联
系。 除此之外，这项研究亦不能确定新冠病毒以及社交隔离有多大程度上减少了药物
使用，因为药物使用的流行率低于预期。 无法减少正面结果和增加负面后果的预期也
可能是对药物使用行为和意图的干预效果不显著的原因。 该组群的一些参加者可能对使
用精神药物的好处有根深蒂固的误解，并低估了其危害。 精神药物的使用可能不是一个
独立的问题，而是一些相互关联问题的结合。 不同健康促进的方法虽然经过精心设计并
符合理论和实证研究，但可能不足以阻止这群人的精神药物使用问题。 在文献中，认知
行为治疗已被证实可有效减少药物使用（McHugh et al., 2010），但此类项目的强度大
且不容易获得，并且需要很高的动机。 总括而言，我们似乎需要在中学生中从治疗转
向早期预防，在他们形成与精神药物使用相关的意图和行为之前，为他们建立抗逆
力、减压和次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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