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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毒品一般是指使人形成瘾癖的药物。从流行时间来分，可将毒品分为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两大

类，其中传统毒品主要是指鸦片、海洛因等阿片类且流行较早的毒品，这些毒品基本都是罂粟的提取

物或合成物，主要的作用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具有镇静和放松作用。在此类毒品中，海洛因是最盛

行的一种，具有极强的成瘾性，距今已有一百年余历史。中国由于地理上与传统的罂粟产地接壤，故

一直是国际海洛因贩运的“黄金通道”。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也逐渐成为一个海洛因的消费大

国。新型毒品则是相对传统毒品而言出现较晚、且由实验室人工合成的毒品，主要指冰毒、摇头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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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丙胺类药物。此类毒品和传统抑制剂类毒品的功效相反，主要是致幻剂和兴奋剂，兴奋剂能刺激中

枢神经系统，使人产生持久的兴奋作用，而致幻剂则能使人产生幻觉，导致自我歪曲和思维分裂。在

新型毒品中，目前最流行的是冰毒。中国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在歌舞厅、酒吧等娱乐场所中开

始出现冰毒并

导 冰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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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和以冰毒为代表的新型毒品使用者群体之间的异同。也希望经此研究，使得今后在探讨面对女

性吸毒者的干预、矫治方法时，能够更加有针对性，从而达到较好的预防和矫治的目的。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一项关于中国女性吸毒者生活经历的研究。通过对我国东部地区一

所女子强制戒毒所（机构 J）中的46名女性吸毒者分别进行了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对其的吸毒历

史和生活经历有了详细而充分的了解，并据此形成了本篇论文的第一手资料。考虑到参与者身份的

特殊性以及研究道德的问题，所有参与者均为自愿参加；在数据分析和论文呈现中，研究者为每位参

与者均编注了代号，以确保其真实身份的保密性。

三、研究发现

1.Ξ ӏжֹו 本研究共涉及46位被访者，其中27位为冰毒使用者（有

6位偶尔使用其他毒品），19位为海洛因使用者（有8位偶尔使用其他毒品）。表1即为两类不同的毒

品使用者的人口学特征对比：

在人口学特征上，冰毒

的使用者大多表现为年轻、

单身、没有孩子，使用毒品年

限较短，且相对学历较低；而

海洛因使用者的年龄则略

长，有孩子的比例略高，但是

婚姻状况还是以单身为主，

她们使用毒品的时间也较

长，受教育水平相对来说也

略高。而两类人群的共同点

则是她们婚姻、家庭状况都

不是很理想。

2.

冰毒使用者普遍认为，和海

洛因相比，“冰毒其实不上

瘾”，更有认为“冰毒不是毒

品”，自己完全可以控制使用。这就是一种对冰毒持有的“无瘾说”、“无害说”和“可控说”的观点。

Ζ ỳ мσ ᾂ ︢ 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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Υ ỳ ΅שׂ ѡ ɟ ΅ ᴦ Μ ͫ ΅ﬞ

ɟ΅ḏ Υ ͫ ɟ ͫ ﬞ Ђ ɟMF17
还有人认为冰毒具有“药”的功能，能治病、止痛、提神、醒酒甚至是减肥的“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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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女性冰毒和海洛因使用者的基本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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אַ Ђ Ђ ђѨ ỳ Ἒ ɟ ϛ΅Җוֹͫ σ Ố

΅Җ σᴟ שׂ εЂἚ ѡ שׂ ЂɟMD02
和冰毒使用者的观点相类似，一些海洛因的使用者也表示，其最初开始使用海洛因就是源于“治

病”、“镇痛”或者“醒酒”的需要：

мσ ὲ εЂ ɟεЂ ϛ Ђ

ӂ ϛ мσ ͫΥ אַ Ђ

΅ Ђ Ђ אַ Ђ ɟMX28
ͫ ▐ OK ɟͫӉ ж Ὁͫ₿

Ζ ђ ΥΖ ѡ ɟ Ђ ͫ ѡ Ђ

ɟMD01
相比冰毒来说，海洛因的身体成瘾性更加明显，“犯瘾”的症状也更加强烈。因此，在“海洛因会上

瘾”这一问题上，无论是海洛因使用者还是冰毒使用者在认知上表现的极为一致。一位海洛因使用者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解释了这种“上瘾”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Ђ ͽ ӏͽ ΅Ӌ ϛ΅ ᴦϛ΅ ӂ

ӏͽ ΅Ӌ כּ ΅Ђ Ӝ ﬞ ЊӜ΅ ΅ כּ ɟMF12
而冰毒的使用者则常常表示由于海洛因的“犯瘾”问题，自己是不会去碰海洛因的：

ỳ ΅ḏ ḏ ͫ ΅ Ђ Ђɟ

MD09
不过，一些海洛因使用者却表示，尽管她们在吸毒之前就知道使用海洛因会“上瘾”，但是对其的

严重程度并没有很清楚的认识，对其的危害性了解也不充足，就像这位参与者所言：

ẹ φᾤ Җͽ ɟӂ ﬞЂ ҖҠ ӏ ɟ

Ђ ΅Җ ɟϛ΅Җ ЇɟMD01
而一旦开始使用海洛因，几乎很短时间就会成瘾，并且很难戒除，这一点也得到了大多数参与者

的认同。有一些参与者表示，在海洛因的吸毒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有第一口就没有最后一

口”，充分表现了海洛因的难以戒断性。正如以下两位海洛因使用者所言：

ж ᴦ ͫ Ђ ; Ốϛ΅Җ Ђ ӂ

ͫ Җ Җׂש ͽɟHF11
Ђ łͫ Ń ӂ ´ σ

΅ ϛ ´ ЂɟHL21
相对于海洛因“犯瘾”的痛苦和难以戒断性，冰毒的身体成瘾性症状较为轻微。并且一般中小剂

量的使用，可以提高人的心境，有能力增加、觉醒程度提高的感觉，表现出精神振奋、清醒、机敏、话多、

兴致勃勃、思维活跃、情绪高涨、注意力集中、工作能力（特别是技巧性工作能力）提高，而且长时间工

作或学习无疲劳感、无饥饿感。这使得使用者难以在短时间内发现它的危害性。不过，由于其是一种

中枢神经兴奋类药物，它对人的神经系统有极大的破坏性。高剂量或重复使用冰毒可产生中毒性精

神病，表现出有被害妄想、幻觉，多为幻视，也可能出现听幻觉和触幻觉。对于这一点，有部分冰毒使

用者表示确实她们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Ђ Җ ͫ ΅Җ ɟ εӜὯ ΅π ΅Җ ɟ Ӝ

Ђ ͫΥ ΅ мσ Ӝ Җ ɟͫ Ỹ ΅ мσ

ɟӂ ᾇ Ӝ ҖὉ ɟӜ ΅  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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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Ӝ Ӝ ΅ ΅ ɟMD10
而很多海洛因的使用者也借此来表明海洛因比冰毒更不好，因为用多了“脑子会坏掉”：

ỳ Ζ Ҡ Ђѡ ằằ ΅Җ Υ ɟHL19
总体看，很多人在开始使用毒品时都不是很了解毒品的危害性和成瘾性。不过，海洛因由于其较

强的身体性反应，其危害性和成瘾性会很快被使用者意识到，只是那时已经为时太晚、很难戒断；相对

而言，冰毒的身体依赖性反应没有那么强烈，因此很多使用者抱着不觉得自己使用冰毒有什么问题，

只有部分使用时间较长或使用量较多的人了解其损害神经系统进而导致幻听幻视的事实。

3. 在中国，吸毒被视作一个类似于犯罪的非常边缘化的行为。但是，在调查

中，研究者却从不少冰毒使用者口中听到了吸毒“这事儿很普遍”的说法，正如以下这两位所述：

Ї ỳ ︢ ᾇ ᾇ ┘ᾂ ɟML18
ͫ ж╦ ︢ Ӝ΅ Υ ж Ӝ ђ ﬞ ђϬ ђϛ

΅╦ Ӝ жч ɟ ḏ Ѩ ṿ ᾇЂ║ͫ ѡ ж

ᴦ΅ ﬞЂ Ђ ẫ ỳ Ặ Ђ ж ѡ

ε ΅ ΔЂ Ј ͽỐὉ ɟMF12
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认为“玩儿冰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周围很多人都在玩。使用冰毒在一部分

人群中的普及程度已经相当高，以致于已经变成一种“正常”的社交工具，如请客吃饭、敬烟敬酒一样：

ﬞͫᾇ אַ ђѨ Υ ỳ Ὁ Ђ ḏӜﬞᾂж ᵧ

ж Ӝᴟ ɞ ͫ Υỳ жɟMY36
还有些使用者则认为它是特定场合下的一种活动，就像去饭店就会吃饭，去KTV就要唱歌一样，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里使用冰毒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

Ѩ אַ Җ ︢ ᾇ φ Ѩ ͫ ɟ ḏᾇ ͫ

ͫ Ѩﬞͫ Җ ɟMD02
另外也有人觉得和朋友一起“玩儿”冰毒可以让朋友间的矛盾释放出来。

ỳ φᾤ ΅Җ Ὁ Ђ ҖҠ Ѩצφ ɟ

ӂ ΅ שׂ ɟכּ ᴦ ; ΥΖ Җẫ Ὁ Ђɟẹ

ϛ φאַ ͫ ɟMD08
相类似的，也有相当一部分海洛因使用者表示，毒品在其生活中被用作是一种社交的手段。

אַ ᾇ אַ ж ﬞж ɟ ᾇ ᴦ ђѨ

Υ Ὁ ɟ ḏᾇ Ӝ ͫ Ѩ Υ

ӜɟHD313405
她们也同样提到了海洛因在其生活圈子中的普遍性：

אַ Ὧ мσϛ΅ ϛ΅ мσΖ ︢

ł Ń Ặ ΅ ӂ ж Ẩ ЂɟHL21
可见，随着毒品的蔓延，一种以毒品使用为中心的行为模式成为毒品圈子中的主流，吸毒行为被

毒友圈中人赋予了社交的功能，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类群体对毒品的态度由社会大众惯常认

为的“犯罪取向”转变为“常态取向”。 ḓ

另外也有人觉得和朋友一起另外也有人觉得和朋友一起另外也有人觉得和朋友一起另外也有人觉得和朋友一起ֿכ Ϛ е 另外也有人觉得和朋友一起另外也有人觉得和朋友一起另外也有人觉得和朋友一起另外也有人觉得和朋友一起ϛͪשּׂ φאַ ͫϛ φאַ ͫϛ φאַ ͫϛ φאַ ͫϛ φ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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ЂЂ ϛ ӂ ṿ֚ ΅Җ σᴟ

ɟMD01
而另一位海洛因使用者则提到自己有着多年吸毒历史却从未被抓过的“侥幸”经历：

φᾤ ᾇ ║Ἥ ϛ ᾇ ɟ Ὁ ϛ Υך ᵧ

ɟ ϛ΅ ך ᵧ ᴦϛ ֚ ֚ ΅ ﬞЂɟHC42
再者，一些已经使用海洛因较长时间的参与者表示，在她们开始接触到海洛因时（通常是上个世

纪90年代），“玩儿”海洛因被认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为那是“只有有钱人才玩得起的东西”：

ϙἭ ᴦ ж Ζ ɟ Ѳϛ ΅ ɟ

ὲ אַ ϛҖ Ὁ Ѩͫאַ ɟMD02
这些参与者在叙述自己的吸毒往事时常常透露出一种“自豪感”，有人甚至表示，自己明知道海洛

因不是好东西，依然挡不住这种“身份”的诱惑：

ε אַ ͫ ΅ ɟж אַ

ᴦϛ ɟ ɟӂ ͫ ͫΥόᾂ мσĽĽ

ЗЇ ɟ Ӝ Ϭᾇ Ӝ ΅Җ ΅Җ ɟ Ѩ σ

ɟӜ Ӝ Ї Ђ Ӝ ΅Җ σ ɟHD04
如此可见，在对待毒品的态度上，海洛因使用者和冰毒使用者都有将毒品作为一种社交手段，毒

品在她们的社交圈子中也颇为常见；此外，虽然一些人已经了解到毒品的危害，但仍抱有侥幸心理。

由于海洛因的使用者大多使用毒品的年限较长（从二十世纪 90年代开始），那时毒品还是新鲜玩意

儿，价高而难得，因此被视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而此种现象冰毒的使用者却较少提及。

4. ♅Ά ♅ 依据前文的人口学特征所示，海洛因使用者和冰毒使用者群体

的差异很大。前者大多较为年长，且拥有较长时间的吸毒历史；而后者则大多很年轻，且吸毒历史较

短。不过，她们在生活经历和毒品使用历程方面却有着很多极其相似之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

她们普遍倾向于将毒品看做是“忘忧草”，是遇到各种生活问题时强而有力的“解决办法”；很多参与者

都表示，自己只要遭遇压力、烦恼、空虚时，就会想到使用毒品。就像如下这位海洛因使用者所述：

ͫӊ   Җ Υ ͽ ɟ ᾤ Υ ɟ ъ

ᴟ ΅ͫ ҖŅŅ ɟѡᾤ ΥΖ ѡ Ӝͫ

мσ ﬞ З ɟHC42
当然，很多毒品使用者也知道，即使毒品能够带来一时的愉悦，吸食毒品终究只是一种逃避现实

的表现，并不能真的解决现实问题：

אַ ╦ Ὧὗ ӊ Ỉ Ҡ ε

Ђ הּ ϛ ε ЂͫΥᴬֹו  ͽ Ỉ ὗ

Ђɟ Υ ᴦ ͫ Ђͼ Υ ᴦ ѡ

ӂ ΅ ᴦ ᾇỈ Ҡ ẹ ΅

︢ ﬞҠ ɟMX35
虽然我们的社会在不断的强调使用毒品的危害，我们也看到很多使用毒品后致死致残的例子，但

是，每年依然有很多人在使用毒品，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吸毒者的行列之中。这究竟是为什么

呢？依据访谈资料，有理由相信这源于一个非常简单理由：毒品可以忘却烦恼，带来快乐。

Ђ φ ж ᾇ ͽ ϛ ϛ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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ͽ ᾂж ѕ ɟHN37
这可能就是人们选择吸毒最简单最直接的原因，也是我们所最不愿意承认的原因，即吸毒可以带

来的快乐是不吸毒的人所无法想象和感受的。虽然毒品不能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但却可以带来暂时

的解脱。而这一暂时的放下生活的困扰却令这些女性着迷，将其当作应对困难的手段。

当然，使用毒品可以带来片刻的解脱，但它的危害终究还是很大的。有些参与者提及自己曾经尝

试要摆脱毒品，可是戒毒却并非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两类毒品使用者均表示，很多时候自己不是不

能够戒掉毒品，而是自己摆脱不了吸毒的朋友圈子：

Ѩ ɟ ӑỸ ͽ ᾇ ж

︣ ͫ ѡᾤ жɟ ͫЗ ḏ

ЮὙɟ ѨὉﬞ Ὁﬞ Ξ мσ שׂ Ђɟ

΅ ΅Ђ Υ ɟMF17
︢ Υ ỳ ҖỐ ɟMX35

可见，毒友圈对个人的影响非常大，吸毒者大多很难和不吸毒的人交朋友，故朋友圈子里几乎全

是吸毒的。这使戒毒变得很困难，而很多参与者都认为只有“摆脱圈子”才有戒断毒品的可能。

虽然两类吸毒群体都提到朋友圈在其吸毒历程中的重要性，然而相对来说，冰毒使用者群体会受

到比较大的群体压力，就如同以下这位参与者的经历：

; Ξͼ ђѨ ᾇђѨ ﬞ ﬞ ᴦ Ѩϛ Ζ ỳ

ЂͫҖ ж Ђ Ζ ɟ אַ ΅

ᾂж ж ΅ͫ פֿ ḏӜ ђѨ΅ ͫ

ɟ אַ אַ ЂɟMD06
从这我们可以看到，这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冰毒的特性所决定的，它属于神经兴奋类药物，通常

都是群体化使用；相对来说，海洛因由于其属于抑制类药物，使用通常是个人行为，较少出现群体共同

使用的状况，因此遇到这种群体压力的情况也不常见。

虽然参与者大都提到她们的朋友圈子以及这个圈子对其生活的重要性，却鲜见有人提及自己有

什么“知心朋友”，相反，无论是海洛因还是冰毒的使用者，均表示“吸毒的人不可信赖”：

Ѩ אַ ΅ ѡ Р ɟאַ ΞΥ ɟ Ѩ 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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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则对健康危害较大。具体来说，海洛因使用者认为冰毒是化学制品，会对精神状态有损伤，“把脑

子吸坏”；而海洛因则是植物提纯物，“绿色天然”，对身体的伤害没有冰毒大。冰毒使用者则认为吸食

海洛因的都是一群“粉呆子”，因为海洛因有强烈的“犯瘾”反应，犯起瘾来“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而冰

毒则被大多数使用者认为是没有“犯瘾”一说的，所以“吃相”好看很多。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毒品使

用者大都觉得和使用同样毒品的人“有共同语言”，而和使用不同种毒品的人则“说不到一块儿去”。

这也是和毒品本身的药理特征相关的，海洛因是抑制类药物，使用之后人是半麻醉状态，表现为放松

和昏昏欲睡；冰毒则是兴奋类药物，使用之后可使人长时间兴奋。正因为两种毒品使用过后身体反应

有很大的差距，两类吸毒人群也很难沟通。

此外，由于海洛因有明显的身体戒断反应，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成瘾性强的毒品，但是冰毒

戒断反应不那么强烈，以致于很多人对其持有“不上瘾”、“无危害”的想法，或者至少认为其相对于海

洛因来说身体反应较小，不会有那么难以接受的“犯瘾”现象。再加上现在冰毒在毒品市场上越来越

流行，而海洛因正被逐渐视作为“老古”的玩意儿和“过时”的产品，一些原本吸海洛因的“粉呆子”转而

开始“溜冰”（吸冰毒），在吸毒者的圈子里，甚至出现了以“冰”（冰毒）戒“粉”（海洛因）的观念。

ỳ ɟ ϛ εмσ ъ Ђ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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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部分参与者表示自己是海洛因的“忠实用户”。她们认为冰毒不如海洛因，“吸着没意

思”，所以在尝试过冰毒后，仍然选择继续吸食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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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来看，冰毒使用者和海洛因使用者两类人群的界限还是比较明显的。通常冰毒使用者很少

会接触海洛因使用者，也不太会尝试使用海洛因；而一些海洛因的使用者则会尝试使用冰毒，甚至有

些会采取用冰毒“戒”海洛因的办法从使用海洛因转而使用冰毒。

四、讨论和结论

基于访谈所得，本研究发现中国女性海洛因和冰毒的使用者群体在其人口学特征、对待毒品的认

知和态度、吸毒经历以及对彼此的看法方面既有相似之处，亦存在明显的差别。总的说来，海洛因的

使用者较为年长，吸毒历史较长。虽然有些在开始吸毒时不太了解毒品的危害性，但由于海洛因极强

的成瘾性，她们大多在很短时间之后便清楚的了解海洛因的危害。不过由于很难摆脱吸毒的朋友圈

子，想要戒断非常困难。而冰毒的使用者相对较为年轻，吸毒历史也较短。同海洛因使用者不同，她

们大多不认为冰毒具有成瘾性和危害性，故而很多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好，反而将其视为一

种“普遍”的社交手段。比较来看，两类人群相互之间界限明显；但是由于冰毒更加“时尚”以及被认为

具有“较小危害性”，因而一些海洛因使用者会尝试转用冰毒。

再者，两个群体间年龄和对毒品体验的显著差异首先源于中国毒品市场的变迁，而在更广阔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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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则与中国社会整体的全球化进程有着紧密的联系[1]。新世纪以来，冰毒的蔓延势头在中国的毒品

市场可谓势不可挡，大有取代海洛因成为中国毒品市场主宰者的趋势。如果仅考察新进入毒品世界

的年轻人，则会发现大部分都是冰毒使用者。这得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海洛因为重点的禁毒

教育和禁毒宣传，大部分年轻一代的吸毒者都对“海洛因不能碰”有着强烈的认同感，相对的却对冰毒

的有害性和成瘾性没有任何了解，而间接导致了冰毒的广泛流行[2]。这也反映出时下中国禁毒教育与

禁毒宣传的不足。根据本次研究发现，很多人（尤其是新型毒品使用者）对毒品的认识以及态度方面

依然存在很多盲区，相应的也是由于对毒品缺乏了解或者抱有不正确的态度而走上吸毒的道路。目

前中国的禁毒教育还常常将毒品当做一个整体，而不区分毒品的种类与特性[3]。在教育与宣传上常常

以海洛因指代全部毒品，这通常导致了冰毒等新型毒品的危害很少被认识。其结果就如本研究所示，

在很多冰毒使用者眼中，海洛因及其危害是有目共睹的，而冰毒则是“无害”而“可控”的。同时，因为

中国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中国社会在更加广阔的意义上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一些西方流行的生活方

式也逐渐渗透进中国社会，比如歌舞厅、俱乐部、光鲜的夜生活以及其所象征的“国际大都会”意象[4]。

这些娱乐场所以及夜生活的普及促进了冰毒等新型毒品的流行，因其兴奋剂型的药理特征以及群体

化的使用方式也与歌舞厅、俱乐部等夜生活更加匹配。而这一切都使新型毒品使用者们有种自己生

活在潮流尖端的感觉。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毒友圈子和不良的毒品亚文化对女性吸毒者有着重要的影响。据本次调查

显示，无论是使用何种毒品的女性吸毒者都强调了“朋友圈”对其吸毒经历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可具

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在首次吸毒原因中，我们发现毒友的引诱和误导是她们尝试毒品的一

个重要原因。由于毒友的误导和引诱，她们在对待毒品的认知和态度上形成了不正确的认识，从而走

上使用毒品的道路。第二，一些女性表示在自己曾经想要戒毒的过程中，会迫于朋友的压力而复吸。

第三，有一些参与者提及自己吸毒是为了融入“圈子”，获得毒友的认同。可见，在这些由吸毒者组成

的毒友圈里存在着一种毒品亚文化。这种亚文化传播功能使得女性吸毒者将自己的吸毒行为合理化

和常态化，从而达成对毒品亚文化的认同。这种亚文化也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新进入的成员通

过吸毒而“融入”以及阻止已有成员通过戒毒的方式脱离。可见，对于女性吸毒者来说，吸毒并非完全

是个人行为，而更多的是一种吸毒群体的亚文化。

我们认为，如果想在今后的针对女性吸毒群体的禁毒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效果，就需要从两个方面

作出努力。首先是强化禁毒教育和禁毒宣传活动。在内容上，可区别传统毒品与新型毒品，并针对新

型毒品的辨认及危害做着重说明。在宣传人群上，则应侧重于青少年，尤其是对歌舞厅、俱乐部等夜

生活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在形式上，则可采用较为生动地动画、影片等能够引发年轻人兴趣的形式

来开展。其次，可增强对女性吸毒者群体的社会支持工作，逐步瓦解其毒品的亚文化，并提供其正常

的社会交往的渠道和技巧。这种社会支持工作也同时需要结合家庭和社区等多方面的努力，从不同

的角度提供帮助，既做到预防年轻的女性群体走上吸毒的道路，也可促使女性吸毒者真正远离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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