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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洛因成瘾者对
吸毒线索图片认知偏向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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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要:采用学习-再认的实验范式及 Rugg等实验中的新/旧再认实验任务,考察海洛因成瘾者和正常被试对

吸毒相关图片(毒品实物、吸毒场景、吸毒工具)的认知偏向。结果发现:(1)判断任务中,实验组对毒品实物、吸毒

场景和吸毒工具图片的判断正确率显著高于中性图片,实验组对毒品实物图片和吸毒场景图片的反应时均显著长

于对照组,且实验组对毒品实物图片、吸毒场景图片和吸毒工具图片判断的反应时都显著长于中性图片;(2)再认

任务中,实验组对所有新/旧的毒品实物图片、吸毒场景图片和吸毒工具图片的再认正确率都显著高于中性图片,

实验组对新/旧的毒品实物图片和旧的吸毒场景图片正确再认的反应时均显著长于对照组,且实验组对新/旧的毒

品实物图片、吸毒场景图片和吸毒工具图片正确再认的反应时都显著长于中性图片,表明海洛因成瘾者对吸毒相

关线索存在认知偏向。在戒毒工作中可以结合替代类药品的使用,对毒品成瘾者进行神经生理与心理相结合的干

预,调节其注意功能和认知加工机制,可能有助于降低复吸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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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一暋引言

目前,对吸毒依赖的成瘾和戒断机理的研究一

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在复吸相关因素的研究

中,毒品的生理成瘾和心理依赖是两个不容忽视的

方面[1]。在心理方面,已有研究者发现,戒毒者复吸

的因素是一个由多成分组成的结构,包括认知、人
格、情感、社会、家庭和朋辈多个维度[2]。但是,以往

研究较多地从影响复吸的因素,如人格障碍与家庭

环境[3]81-83、社会支持和情感寄托[4]245-247,以及影响

戒毒的因素,如年龄、性别、吸毒时间、吸毒方式、艾
滋病知识[5]859-860[6]783-784等方面进行研究,而毒品心

理依赖的内在机制仍未阐明,特别是从海洛因成瘾

者的认知特点上探讨复吸原因的研究还不多见。
近年,研究者开始探索海洛因成瘾者对吸毒信

息的认知加工机制,业已证明海洛因成瘾者对吸毒

信息存在注意偏向。如研究者采用分离的 Stroop
范式探讨了海洛因戒除者在双线索竞争条件下的前

注意选择特性,发现海洛因戒除者在早期注意加工

阶 段 对 海 洛 因 相 关 线 索 表 现 出 优 先 选 择 的 倾

向[7]1047-1051。同样,也有研究利用情绪Stroop任务

测量发现,海洛因依赖者存在对吸毒相关线索图片

的注意偏向[8]677-670[9]251-257,并且这种注意偏向不受

文化影响[10]539-545。还有研究者采用 Dot灢probe实

验范式,发现海洛因戒断者对吸毒线索的注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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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11]220-225;或者利用ERP技术,发现其注意偏向存

在特定的脑电模式[12]202-204,这为海洛因戒断者复

吸提供了神经生理上的证据。
然而,这些研究多是采用如 Stroop范式、Dot

probe任务以及 Go/No灢go任务等,它们只能说明药

物依赖者在信息加工的解释阶段对相关线索存在注

意偏向,但不能说明其编码阶段是否对相关线索存

在注意偏向[7]1047-1051。从认知结构上看,吸毒信息

的认知加工存在编码、储存和提取等部分。因此,有
研究者认为注意偏向应该从三个方面促成了成瘾行

为:成瘾个体主动地对吸毒信息选择性加工,导致其

对毒品线索更易察觉;对毒品的相关认知加工过程

得到了增强,包括记忆偏向、强迫性思考等;注意资

源分配失调而导致对其他线索的忽视[13]563-579。海

洛因成瘾者的体验储存于记忆中,一经成为长时记

忆即发挥其选择性功能,决定是否注意信息、信息的

重要程度如何、怎样构建以及如何处理信息。并且,
以往对酒精等成瘾行为的研究也表明,成瘾者对成

瘾物 表 现 出 包 括 注 意 和 记 忆 在 内 的 认 知 偏

向[14]291-296。在此项研究中,笔者采用经典的学习

-再认实验范式,以及 Rugg,Mark和 Walla实验

中的新/旧再认实验任务[15]595-598,通过三类与吸毒

密切相关的线索图片:海洛因毒品实物图片、吸毒场

景图片、吸毒工具图片,以及相匹配的一般物体、场
景、用具为代表的中性图片,测查海洛因成瘾者对吸

毒相关线索图片判断(编码)和再认过程中认知加工

的特点。通过对劳教所戒毒人员的访谈发现,吸毒

成瘾者对海洛因毒品实物图片、吸毒场景图片、吸毒

工具图片最为熟悉。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三类吸毒

线索相关的图片作为刺激图片,中性图片作为基线

条件,考察海洛因成瘾者对二者认知加工(判断和再

认)的过程中正确率和反应时的差异。本研究的假

设为:海洛因成瘾者对吸毒相关信息存在编码和记

忆偏向,即海洛因成瘾者比正常被试对吸毒相关线

索判断和再认的正确率更高,反应时更长;海洛因成

瘾者对吸毒线索图片的正确率高于中性图片,反应

时长于中性图片。期望研究结果能够为进一步探寻

复吸的认知机制以及毒品戒断提供参考依据。
二暋研究方法

(一)对象

实验组:从四川省某劳教所中选取60名强制戒

毒人员,均为男性。戒毒时间为31-84天,年龄19

-39岁,受教育年限6-12年,吸毒(海洛因)时间3
-5年。被试无神经精神疾病史,符合 CCMD-3
药物依赖的诊断标准,除海洛因外无其他精神活性

物质依赖。
对照组:采用招募的方式自愿入组,采取非同源

性匹配进行配对(匹配标准为年龄相差不超过3岁,
受教育年限没有统计学差异,无精神病史,身体无疾

病,无药物依赖,无过往吸毒史),年龄19-37岁;受
教育年限7-12年,60名男性作为对照组。

所有被试视力正常(矫正视力为4.8暲0.2)。
所有入选者均采取自愿原则并在实验前签署知情同

意书。
(二)方法

1.实验图片

实验前,先从网络搜集海洛因毒品实物图片、吸
毒场景图片、吸毒工具图片和中性图片1604张,对
图片进行标准化评定。首先由两名心理学专家进行

图片类别的初次评定,选取评价一致性较高的图片

1499张。再分别由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图片类型

(是、否、不清楚),唤醒度(1-9级评分),优势度(1
-9级评分),效价(积极、消极、中性)的评定。根据

评定结果进行统计,剔除类别评价模糊的图片,平衡

图片的唤醒度和效价,最后选取毒品实物图片、吸毒

场景图片、吸毒工具图片和中性图片各200张。见

表1。图片使用Photoshop进行处理,尺寸为15cm
暳15cm,425暳425像素,统一亮度、对比度、色彩等

物理属性。
表1.图片材料的标准化评定(x暲s)

类别 图片类型
实验组
(n=60)

对照组
(n=60) t值 p值

唤

醒

度

毒品实物图片6灡42暲0灡726灡43暲0灡70-0灡1230灡902

吸毒场景图片6灡46暲0灡706灡43暲0灡93 0灡311 0灡756

吸毒工具图片6灡25暲0灡886灡28暲0灡92-0灡2590灡796

中性图片 6灡37暲0灡766灡19暲1灡29 1灡164 0灡246

优

势

度

毒品实物图片4灡71暲0灡464灡71暲0灡45-0灡0380灡970

吸毒场景图片4灡65暲0灡494灡70暲0灡48-0灡6200灡536

吸毒工具图片4灡77暲0灡374灡74暲0灡38 0灡425 0灡671

中性图片 4灡61暲0灡484灡57暲0灡54 0灡520 0灡603

效

价

毒品实物图片 2 2 <0灡001

吸毒场景图片 2 2 <0灡001

吸毒工具图片 2 2 <0灡001

中性图片 2 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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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2.实验设计

在判断任务阶段,采用2(组别:实验组、对照

组)暳4(图片类别:毒品实物、吸毒场景、吸毒工具、
中性图片)的混合实验设计。在再认任务中,采用2
(组别:实验组、对照组)暳4(图片类别:毒品实物、吸
毒场景、吸毒工具、中性图片)暳2(新、旧图片)的混

合实验设计。

3.实验程序

在完成了实验图片的评定后,间隔两周进行正

式实验,以避免实验当中出现练习效应。被试被安

排坐在安静室内的固定位置上,要求注意计算机屏

幕中央。实验用显示器背景为白色,亮度、对比度等

均按照要求统一设置,并采用 E灢Prime软件呈现实

验材料。被试距离显示器约为80cm 左右。实验包

括判断任务和再认任务,两个实验间隔休息5min。
实验一:判断任务。先通过实验指导语让被试

了解实验任务,经过10张图片的练习后进入正式实

验。被试的任务是判断所呈现的图片是否是以下四

类图片:毒品实物图片、吸毒场景图片、吸毒工具图

片、中性图片,是按Z键,否按 N 键。实验中,首先

在屏幕正中央呈现注视点500ms,随后是300ms的

空屏,再呈现刺激图片1000ms,随后是1500ms的

空屏。共有2个blocks,每个block包含三类线索

图片和中性图片各50张,每个block结束后被试休

息2min,记录时间约26min。图片呈现顺序随机安

排,左、右手按键在被试间进行平衡。
实验二:再认任务。采用 Rugg,Mark和 Walla

(1998)实验中的新/旧再认测验范式,实验中要求被

试判断目标图片是否在前一阶段见过,是按 Z键,
否按 N键。正式实验中,除了呈现判断阶段看过的

三类线索图片和中性图片各100张外,还呈现没有

看过的三类线索图片和中性图片各100张,图片呈

现顺序随机安排。左、右手按键在被试间进行平衡。
判断与再认任务采用了同样的实验流程,记录时间

大约45min。

4.数据处理

本研究的所有数据均使用统计分析软件包

SPSS17.0进行处理。
三暋结果

(一)判断任务中正确率和反应时的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

在这一阶段,对正确率和正确反应的反应时分

别进行2(组别:实验组和对照组)暳4(图片类别:毒
品实物、吸毒场景、吸毒工具、中性图片)的重复测量

方差分析。在正确率上,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

显著,F(1,118)=12灡21,P=0灡001,实验组的正确

率高 于 对 照 组;图 片 类 别 存 在 主 效 应,F(1灡99,

234灡87)=3灡68,P=0灡027;组别、图片类别的交互

作用显著,F(1灡99,234灡87)=3灡56,P=0灡030;简单

效应分析发现,实验组对毒品实物、吸毒场景和吸毒

工具图片的判断正确率都显著高于中性图片(P<
0灡05)。在反应时上,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F(1,118)=19灡88,P<0灡001;图片类型存在

主效应,F(2灡82,332灡43)=7灡17,P<0灡001;组别、
图片类别交互作用显著,F(2灡82,332灡43)=18灡03,

P<0灡0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实验组对毒品实物

图片和吸毒场景图片的反应时均显著长于对照组

(P<0灡05),且实验组对毒品实物图片、吸毒场景图

片和吸毒工具图片判断的反应时都显著长于中性图

片(P<0灡05)。见表2。
表2.实验组、对照组对线索图片

和中性图片判断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组 图片类别
正确率 反应时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实验组

毒品实物 0.87 0.03 754.93 23.41

吸毒场景 0.92 0.02 742.80 24.49

吸毒工具 0.93 0.02 646.77 24.49

中性图片 0.83 0.01 612.78 20.90

对照组

毒品实物 0.83 0.03 678.96 23.41

吸毒场景 0.90 0.02 720.89 20.91

吸毒工具 0.87 0.02 785.78 20.91

中性图片 0.81 0.03 695.18 20.16

暋暋(二)再认任务中正确率和反应时的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

再认任务中,对正确率和正确反应的反应时分

别进行2(组别:实验组、对照组)暳4(图片类别:毒
品实物、吸毒场景、吸毒工具、中性图片)暳2(新、旧
图片)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在正确率上,实验组和

对照组之间无显著差异;图片类别存在主效应,

F(2灡90,341灡99)=20灡84,P<0灡001;图片类别和新

旧图片交互作用显著,F(2灡63,310灡01)=4灡23,

P=0灡008;图片类别、组别和新旧图片交互作用显

著,F(1灡73,203灡68)=14灡61,P<0灡001;简 单 效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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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实验组对所有新/旧的毒品实物图片、吸
毒场景图片和吸毒工具图片的再认正确率都显著高

于中性图片(P<0灡05)。在反应时上,实验组和对

照组 之 间 存 在 显 著 差 异,F(1,118)=7灡31,

P=0灡008; 图 片 类 别 存 在 主 效 应,

F(2灡88,339灡86)=15灡95,P<0灡001;新旧图片和组

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118)=5灡53,P=0灡020;图
片 类 别、新 旧 图 片 和 组 别 的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F(1,118)=20灡65,P<0灡001。简单效应分析发现,
实验组对新/旧的毒品实物图片和旧的吸毒场景图

片 正 确 再 认 的 反 应 时 均 显 著 长 于 对 照 组

(P<0灡05),且实验组对新/旧的毒品实物图片、吸
毒场景图片和吸毒工具图片正确再认的反应时都显

著长于中性图片(P<0灡05)。见表3。
表3.实验组、对照组对线索图片

和中性图片再认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组别 新旧 图片类别
正确率 反应时

平均数 标准差 平均数 标准差

实

验

组

旧图

新图

毒品实物 0.90 0.03 639.29 12.58

吸毒场景 0.84 0.03 620.28 14.49

吸毒工具 0.84 0.03 579.22 14.30

中性图片 0.28 0.03 543.22 17.54

毒品实物 0.73 0.04 583.96 21.90

吸毒场景 0.91 0.03 605.06 20.84

吸毒工具 0.84 0.02 497.47 20.96

中性图片 0.27 0.03 481.46 13.24

对

照

组

旧图

新图

毒品实物 0.90 0.03 623.49 12.58

吸毒场景 0.81 0.03 610.04 14.49

吸毒工具 0.79 0.03 579.19 14.30

中性图片 0.34 0.04 574.71 16.76

毒品实物 0.78 0.04 528.86 21.90

吸毒场景 0.90 0.03 644.32 20.84

吸毒工具 0.84 0.02 606.85 20.96

中性图片 0.47 0.01 628.73 12.17

暋暋四暋讨论

研究结果发现,在判断任务中,实验组对毒品实

物图片和吸毒场景图片的反应时均显著长于对照

组;在再认任务中,实验组对新/旧的毒品实物图片、
旧的吸毒场景、旧的吸毒工具图片正确再认的反应

时均显著长于对照组,表明实验组对吸毒相关线索

的辨别和再认投入的认知资源更多,可能存在注意

的维持时间更长或者注意脱离困难[16]531-556。类似

地,Decker和 Gay采用 Go/No灢go实验任务发现,
魔兽世界的玩家对游戏相关的词语存在认知偏

向[17]798-810。还有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吸食毒品造

成了成瘾者注意功能的缺陷。以往研究者通过实验

对海洛因戒除者的前注意偏向特性的研究表明,长
期滥用海洛因对戒除者的抗干扰能力具有一定程度

的损伤[7]1047-1051。因此,戒除者对海洛因相关线索

进行判断和再认的过程中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以
及投入更多的认知资源来排除无关变量的干扰,从
而导致海洛因依赖者对毒品相关的信息具有明显的

注意偏向[8]677-670[12]202-204[18]784-792。还有对非临床

被试酒精的注意偏向研究也表明,大学生“问题饮酒

者暠的 注 意 偏 向 得 分 是 “非 问 题 饮 酒 者暠的 两

倍[19]94-100;并且海洛因戒除者对相关线索的注意偏

向随康复期的延长无显著改善[20]297-302。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同时显示,不论在判断任务

还是再认任务中,实验组对吸毒相关图片的正确率

均高于中性图片,反应时均长于中性图片。这一结

果同样提示吸毒组对吸毒相关信息存在认知偏好。
在编码阶段(判断任务中)的注意偏向表明,海洛因

成瘾者对吸毒相关的图片存在着较高的期待水平和

注意偏向,而注意偏向与成瘾者对成瘾物的需求有

关[21]1-20。戒毒者对于毒品的心理依赖是由生理需

求引发的,而这种生理的需求长期存在进而影响到

其对与毒品的认知与判断。可见,生理和心理依赖

是相互影响的。再认记忆中的注意偏向提示,有毒

品使用史的海洛因成瘾者对于吸毒相关的线索的注

意维持时间更长,或者存在注意脱离困难,并且成瘾

者对毒品相关的信息记忆更加清楚。因为这些吸毒

实物、吸毒场景和吸毒工具都是成瘾者熟悉的,它们

带给吸毒者的生理和心理的刺激比中性图片更加强

烈,甚至这些吸毒线索在一定程度上对吸毒者而言

可能就是快感本身,因此,他们对高情绪值刺激的认

知任务投入了更多的注意资源[22]46-49。有研究发

现,长期使用成瘾性药物会改变部分脑结构的功能,
使其逐渐对药物以及与药物相关的刺激变得非常敏

感,从而导致强迫性的药物寻求、药物摄入和复吸行

为[23]25-53。因此,毒品戒断后复吸率非常之高,成为

毒瘾难断的根本问题。
由此可见,长时间吸食毒品会使得对吸毒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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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注意定向和维持时间更长,戒毒后可能还会对

毒品有强烈的期待,表现出对毒品和吸毒相关信息

的认知偏向。因而在戒毒工作中可以结合替代类药

品的使用,对海洛因成瘾者进行神经生理和心理相

结合的干预,如生物反馈、认知治疗和行为强化训练

相结合,通过改变海洛因成瘾者的认知加工机制,调

节其注意资源的分配能力。即在减少其对吸毒线索

注意偏向或记忆偏向的过程中,改善其注意功能,从
而达到认知结构的重组。这可能可以弥补当前戒毒

手段多以劳动教育为主的不足,降低复吸率居高不

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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