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06/2015

1

戒毒輔導指引

無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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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毒輔導指引

• 視為連續體

• 承認個別化問題,治療也個別化

• 提升案主的自我效能感

• 提供多維度治療

• 選擇最少侵入性的治療

• 根據研究數據,對有效方法採開放態度

• 對不同案主的不同需要具敏感度

二分法

• 如果標籤了案主是吸毒者,是否等於知道了
如何治療他／她?

• 如果標籤了案主有功能障礙,是否等於知道
了如果作出適當的治療決策??

• 簡化的二分法蒙蔽了個人分別和延誤及早
介入

• 應考慮吸毒者的全面生活環境及生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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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連續體

• 吸毒者無論在使用藥物,身體狀況,吸毒形式,
吸毒後果,性格,社會環境,性別,文化等等各
方面都有所差異

• 沒有劃一的治療計劃,沒有劃一的標籤能適
合所有的吸毒者

連續體

有利的使用

隨便/沒有後
遺症的使用

後遺症的使用

藥物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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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連續體

• 從連續體的角度看,不代表吸毒者一直會惡
化

• 有些人會惡化,但有些不會

• 輔導人員在第一次接觸時便應有效地幫助
他們及

• 跟據案主現時的個別特質,困難及嚴重程度
設計合適治療方案

2. 個別化的目標及方案

• 沒有一個劃一的治療目標及治療計劃能適
合所有的吸毒者

• 輔導人員應與案主一起決定最合適的治療
計劃

• 輔導人員應該問”在甚麼處境下甚麼治療方
案最適合甚麼吸毒者?”

• 而非只有斷癮的單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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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別化的目標及方案

• 對大部份的初期吸毒者而言,治療目標是緩
和吸毒情況多於斷癮

• 案主的吸毒問題必需與其生活上的困難一
併處理,例如社交,心理,家庭,財政等等方面

• 治療計劃亦應包括短期及長期目標以便能
把吸毒問題及其他生活上的問題一併處理

2.個別化的目標及方案

達成目標的方法:

• 1. 自我控制行為訓練

• 2. 管理偶發處境

• 3. 鬆弛練習

• 4. 當機立斷訓練

• 5. 社交訓練

• 6. 婚姻及家庭治療

• 7. 職業培訓

• 8. 思維改變

• 9. 解難能力及決定技巧

• 10. 厭惡治療

• 11. 壓力管理

• 12. 小組治療

• 13. 生活模式及娛樂計劃

• 14. 藥物資訊

• 15. 轉介自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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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自我效能感

• 你認為吸毒者應該為自己的康復過程負多
大的責任?

• 當吸毒者被視為無可指責時,他們同時亦被
歸納為無能力者

• 如吸毒者相信自己對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掌
控力,他們往往可以從事一切對自己健康有
幫助的行為

3.提升自我效能感

• 定義：一個人對於他或她可以解決問題，
完成任務，或成功運作的信念 (Bandura)

• 自我效能感涉及一種能處理自己環境的能
力，能運用自己的認知,行為和技能以應付
具挑戰性的情況

• 缺乏自我效能感傾向於逃避挑戰，面臨困
難時迅速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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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自我效能感

• 案主能維持自我效能感時，往往傾向能成
功地處理任何緊迫的生活問題和維持行為
改變

• 自我效能感亦是防止復發的重要手段

• 治療應著眼於提高案主的自我效能感，特
別是運用預先計劃及預習應對行為

4.多維治療

• 斷癮是一種治療進展的先決條件，而不是
一個終點

• 不是所有的案主的問題會在斷癮或控制藥
物使用後自動消失

• 為什麼呢？

• 多維治療不能只著重使用藥物的行為，還
需顧及案主的背景，包括他們的心理，社
會和職業功能等等



19/06/2015

8

4.多維治療

• 從長遠來看，案主的康復不僅取決於其內
在條件，而且也取決於他們的社會環境和
他們對“真實世界”的應對技巧

• 例如:青少年吸毒者

• 因此，多維治療也意味著在職業，心理和
社會功能的康復

• 這些功能的健全程度對復發的可能性有強
烈的影響

4.多維治療

全面的治療包括:

• 1.就業輔導

• 2.婚姻輔導

• 3.重新融入社會和娛樂

• 4.問題－預防預習

• 5.早期預警系統

• 6.雙硫崙

• 7.小組輔導

• 8. 友伴支援系統

• 9. 訂定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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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選擇干擾最小的方案

• 在案主有任何特定的健康狀況，安全和支
持下，最小入侵性的治療方案是最有效的

• 如果案主有足夠的健康狀況，個人和社會
資源，選擇自助式的治療方案會比專業介
入好

• 如果需要治療，門診諮詢的治療方案會比
住院好

5.選擇干擾最小的方案

• 非醫藥的治療方案優於醫藥方式

• 短期的治療方案優於長期方式

• 門診輔導的治療方案是最能令案主保持有
效的社會關係；具有個別化，多維治療，
及能令案主為自己的恢復過程保留最好的
責任感

• 當他們學習掌握技能以應對他們的生活處
境，便可增強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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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選擇干擾最小的方案

• 侵擾程度愈少，標籤作用也愈少

• 若長期停留在醫院／院舍以達到斷癮的目的，
便可能在這個過程中失去一些個人的力量

• 當然，有些案主始終需要更密集的治療，特別
是當他們有身體及醫療上問題，又或在自己的
社區缺乏穩定的支援

• 任何關於介入強度的決定，都應考慮案主的個
人支援和資源，以及因斷癮而引起的緊急醫療
需求的可能性

6.對新方案採開放態度

• 現有的治療方法:

• 1.門診輔導服務

• 2.住院式照顧

• 3.急性醫療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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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對新方案採開放態度

• 即使案主傾向於毫無疑問地接受治療，每
一個治療方案都不會適合所有的案主

• 過去有研究結果支持的治療方法包括：厭
惡療法，行為的自我控制訓練，婚姻和家
庭治療，社交技能培訓，壓力管理和動機
訪談

6.對新方案採開放態度

• 治療方案，無論是自願和非自願性的，都
應該得到當前的研究結果支持

• 首次的介入應該是最小密集性和入侵性，
失敗後才引用更密集和入侵性更強的治療
方案

• 研究認為:應按照個別的治療果效而把恰當
的介入方案配對給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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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案主的多樣性

• 案主是高度多樣化的群體，例如民族，宗
教，男人，女人，老人，單親，離婚，殘
疾人，同性戀者，窮人，青少年等等

• 他們各自的治療目標，需求和面對社會壓
力的分別很大

• 輔導員應考慮案主的文化背景如何影響他
們在物質濫用問題的發展，並評估他們對
不同服務的接受程度，以及能保持長期康
復的能力

7.案主的多樣性

• 例如:女性

• 輔導員也需要了解自己的文化特質，價值
觀和偏見會如何影響他們與案主之間的互
動

• 輔導員如能對案主的社會文化差異有一定
的敏感度，便能更有效地與案主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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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的角色與服務環境：
社區環境

• 輔導員在社區環境工作，包括醫療保健，
社會服務，教育等等

• 輔導員的角色: 

• 1.提供簡要的戒藥服務資料

• 2.轉介

• 3.決定案主的主要治療需求是甚麼

• 4.有責任進行初步診斷，並幫助案主選擇最
合適的治療策略

輔導員的角色與服務環境: 
戒毒中心

• 戒毒中心是一個短期的治療，旨在監督案
主安全地斷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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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的角色與服務環境: 
戒毒中心

• 輔導員的角色: 

• 1.觀察案主在斷癮過程的進展，並在需要時轉
介醫療援助

• 2.提供個人／情感支持

• 3.化危為機，鼓勵案主利用這樣的危機戒毒

• 4.評估案主的需要及潛在的長遠治療需求

• 5.與案主一起設計適當的治療計劃

• 6. 把案主連接到適當的社區和機構資源

輔導員的角色與服務環境:
院舍復康服務

• 可能是醫院或非醫院的設施環境

• 提供戒毒和康復服務，但主要強調的是心
理多於生理因素，教育多於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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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的角色與服務環境:
院舍復康服務

• 輔導員的角色: 

• 1.幫助案主了解其自身問題，並讓他們做好
長期復康的準備

• 2.讓案主有機會發展個人的復康目標，為防
止復發而學習需要的技能

• 4.計劃和排練斷癮後的生活方式

輔導員的角色與服務環境:
復康社區

• 一個住宿中心庇護著戒毒者遠離外界的壓
力及毒品，並在那裡學習如何過一種沒有
藥物的新生活

• 不足之處：

• 1.與社會分離多年

• 2.有效性取決於是否合適個別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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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的角色與服務環境:
美沙酮計劃

• 它的目標是幫助吸毒者專注於復康，以及
維持生產力，而不是斷癮

• 注意事項：

• 1.需要將這種方法與輔導和其他康復治療計
劃一併進行

• 2.更須關注的問題是美沙酮治療是一個短期
的解決方案，抑或長期的靈丹妙藥

輔導員的角色與服務環境:
門診輔導機構

• 此服務允許高度的個別化治療

• 鼓勵計劃及發展短期和長期的治療目標

• 它給案主有機會在自己的生活環境中嘗試新的
行為

• 它被看作是一個更可取的治療形式，但不適合
所有案主

• 最適合那些能夠獨立運作，身體情況穩定，有
良好的社會支持，有能力，有動機戒毒直到建
立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的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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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員的角色與服務環境:
員工援助計劃

• 本身不是一種治療模式

• 它是一種方法，幫助公司的員工以有效和
人道方式解決問題以恢復生產效率

• 主要是處理可能會影響生產效率的各種各
樣的心理和身體健康的問題，而非只是處
理與吸毒有關的問題

輔導員的角色與服務環境:
員工援助計劃

• 員工援助計劃輔導員的角色:

• 1.輔導員的主要職責包括評估及轉介，而非
建立長期的輔導關係

• 2.提供短暫的支持和援助，使案主能夠獲得
或重拾自我責任

• 3.幫助案主獲得技能和調動資源，使他們能
夠管理問題的局面，在他們的環境中實現
最大程度的自主及掌控感

• 4.務實，解決問題為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