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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獉獉

：调查青少年是否因冲动性、奖赏敏感性与惩罚敏感性、忧郁情况而影响其氯胺酮滥用情形。方法
獉獉

：采

用冲动量表、奖赏敏感性与惩罚敏感性量表、忧郁量表对台北市高中职夜间部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回收共２１２份问
卷进行分析。结果

獉獉
：高中职夜校学生中冲动性、奖赏敏感性及忧郁与滥用氯胺酮有显著相关（ｔ＝－２７７４（２１０），Ｐ＝

０００７；ｔ＝－３３１９（２１０），Ｐ＝０００１；ｔ＝－２７６９（２１０），Ｐ＝０００７）。结论
獉獉

：高中职夜校学生滥用氯胺酮最主要的相关

因素是奖赏敏感性及冲动性，另忧郁愈高也愈容易滥用氯胺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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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台湾地区药物滥用的型态逐渐转变，从

卫生福利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台湾地区各机构通报
药物滥用之用药种类趋势，可发现使用海洛因的比

例逐渐下降，而氯胺酮滥用则逐渐上升。今年来在

全世界都发现新兴非法药物，相对便宜又方便取得，

在朋友聚会场合使用后使人更能放松，产生愉悦，药

物价格低廉也符合青壮年与青少年的经济能力，因

此更容易在这些族群中泛滥，逐渐成为滥用的主要

毒品。新兴非法药物，包括ＭＤＭＡ俗称快乐丸或摇
头丸、ＧＨＢ俗称液态快乐丸、氯胺酮（Ｋｅｔａｍｉｎｅ）、
Ｒｏｈｙｐｎｏｌ（俗称约会强暴丸或 ＦＭ２）等，由于许多人
主要在夜店、俱乐部、酒吧、ＰＵＢ等地方狂欢，在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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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过程中会使用这些非法药物来助兴，故也称俱乐

部药物。

台湾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几年所查获施用第三级

毒品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其中三级毒品中便是以氯

胺酮为最大宗；在２０１２年各机构通报药物滥用个案
件数计２０，６２４件，氯胺酮占１６，００６件；年龄层也集
中在１８至２３岁年轻族群。这些数据显示氯胺酮的
使用主要在年轻族群，流行情形愈来愈普遍。在

２０１３年台湾地区各机构通报各年龄层药物滥用之
用药类型排序统计中可知，在１９岁以下至３９岁的
各年龄层药物滥用中用药类型排行皆在前三名，１９
岁以下更是以使用氯胺酮为第一［１］。就台湾学生

的现行滥用情形，陈为坚教授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０６年的
全国在学青少年药物调查中显示，非法药物的盛行

率和发生率中，氯胺酮为最常被青少年使用的非法

药物之一（盛行率：００６％ －００８％，２００６年），且
其流行的趋势已渐超越摇头丸（ＭＤＭＡ）［２］。一项
２００５年进行的全国药物滥用访视调查发现１２到６４
岁的民众，氯胺酮滥用占第３名（２２０％），紧跟在
安非他命（４９％）与摇头丸（３５％）。同样的调查在
２００９年再度进行一次，氯胺酮滥用超过摇头丸变成
第二名，仅排在安非他命之后，同时估计氯胺酮滥用

族群高达９４，１０１人。台湾最近在学校所做的研究
发现，氯胺酮是比安非他命、摇头丸更常被滥用的药

物，例如，李思贤（２００９）［３］随机抽取全国３，８６８位
高中职二年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１０７％自陈用过
俱乐部药物；在用过非法药物的学生中，６５％自陈使
用过氯胺酮、然后是摇头丸（５０％）以及安非他命
（２９％）。这些研究点出在年轻族群，氯胺酮的滥用
越来越普遍。

Ｋｅｔａｍｉｎｅ又称为氯胺酮，（也称卡门、Ｋ、Ｋ他
命、ＳｐｅｃｉａｌＫ、Ｋ粉、克他命、Ｋ仔），于 １９６２年由
Ｐａｒｋｅ－Ｄａｖｉｓ药厂开发，作为较安全的麻醉药，以取
代当年副作用大的 ＰＣＰ（ｐｈｅｎｃｙｃｌｉｄｉｎｅ），如产生幻
觉、神经中毒及癫痫发作等。除了麻醉作用外，亦因

其镇痛作用强，直至目前仍广泛应用，并在发展中国

家被用作麻醉剂。Ｋ他命的药理作用主要是解离性
麻醉作用。在物质滥用的分类上则属于中枢神经抑

制剂。Ｋ他命结合到 Ｎ－ｍｅｔｈｙｌ－Ｄ－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
（ＮＭＤＡ）受器的ＰＣＰ结合位置，可以在离子通道阻
断离子进入细胞膜。因此 Ｋ他命是 ＮＭＤＡ受器的
拮抗剂。ＮＭＤＡ受器的作用剂则是兴奋性的
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ａｃｉｄ、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ａｃｉｄ与ｇｌｙｃｉｎｅ。ＮＭＤＡ受器与
视丘与脑皮质的感觉传导有关。Ｋ他命因此预期会

阻断或干扰中枢神经系统的感觉传导，与相关的情

绪反应、记忆与学习也有关系［４－５］。低剂量的 Ｋ他
命会有幻觉及轻微的解离症状。使用者提到最舒服

的感觉是和周遭环境融在一起、视幻觉、脱离身体的

经验、较高的剂量会让使用者进入更明确的解离经

验，称为「Ｋ洞」（Ｋ－ｈｏｌｅ），即一种与现实完全脱离
的情境［６］。

许多研究发现氯胺酮的滥用会对生理造成伤

害，包括泌尿系统症状，引发膀胱炎，频尿、小便疼痛

等；肠胃系统症状，引发胃炎、肝胆功能失常、下腹部

剧烈疼痛、肾积水或肾衰竭等问题，而对于这些症状

的发生，也会因个人身体状况及滥用程度造成不可

逆的现象，成为严重且长期的伤害［５－７］。在心理与

精神上，有临床研究指出抗忧郁药物改善有限的忧

郁症个案，若接受短期的 Ｋｅｔａｍｉｎｅ注射，可快速且
短期的改善忧郁症状［８］，但也有研究指出使用

Ｋｅｔａｍｉｎｅ会产生影响心理的副作用包含忧郁、焦虑、
恐慌、创伤压力疾患等［７］，有研究发现 Ｋｅｔａｉｎｅ惯用
者相较于娱乐使用者，会有较高忧郁得分（ＢＤＩ），且
Ｋ他命惯用者会成产生幻想等类似精神病症状，但
娱乐性使用者则不会达到临床诊断程度［６－７，９］。

青少年的大脑还没有发展到发育成熟，特别是

大脑前额叶皮质区的理性思考与冲动控制还没有发

展完成，因此容易在外显行为上，显现出冲动、无法

理性决定等特性［１０］。同时研究也发现，青少年容易

受到同伴影响，因而抽烟与滥用毒品，常常与心情沮

丧，甚至是忧郁情形有关［１１］，加上青少年社会心理

发展的特性，这时期处于自我认同的追寻、需要同伴

认可、以及透过经验危险行为（ｒｉｓｋ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来确
认自我性向与风险判断，因而容易因好奇心，同伴的

情境影响很大，会接触烟与非法药物，认为氯胺酮是

低成瘾性、较无伤害的。有别于成年人因依赖、药瘾

发作而继续施用毒品，李思贤等（２００９）［１１］发现青少
年施用非法药物通常是相信使用药物会使得自己更

享受，心情更加亢奋，或是相信使用药物可以帮助自

己脱离生理或心理的痛苦而去使用。本研究目的为

检视青少年冲动性、奖赏敏感性与惩罚敏感性与忧

郁情况，是否与氯胺酮滥用有关。

１研究对象和方法
１１资料收集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基于研究伦理考量，在进行调查前，针对

高中职夜间部导师说明计划内容，并经由学校同意

后，才与学校老师约时间对班级进行问卷调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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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时，研究者对学生说明参与此研究之目的，并询

问是否完全了解此研究，同意参与之后才进行问卷

调查。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所获得的资料仅供学

术研究用途，个人与学校资料绝不对外公开，针对受

试者隐私将依法把任何可辨识的身分之纪录与个人

隐私资料采取代码编号建档，且资料均只有研究人

员能取得。

１２测量工具与变项
本研究主要测量工具为自填式问卷，问卷内容

包 含 人 口 学 背 景 资 料，冲 动 量 表 （Ｂａｒｒａｔｔ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ＢＩＳ－１１）、奖赏敏感性与惩罚敏
感 性 量 表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Ｒｅｗａｒ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ＰＳＲＱ）、忧郁量
表（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ｃａｌｅ，ＣＥＳ－Ｄ）
与询问是否用过氯胺酮，详细问卷介绍如下：

１２１社会人口学资料
１性别：区分为男、女两个群体。
２年龄：依照学生所填写之年龄。
３月收入：依照学生所填写之家庭平均月收入

金额。

４工作状况：依照学生工作状况，区分为全职、
兼职、以及无职业三组。

１２２冲动量表（Ｂａｒｒａｔｔ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Ｓｃａｌｅ，ＢＩＳ－
１１）

冲动量表是目前最常用来测量冲动性的量表，

其内容涵盖人格结构与毒品和酒精滥用相关面向，

且注重于冲动，避免伤害及刺激寻求方面［１２］。本研

究采用中文翻译版本，总共３０题，选项为１分到４
分，分别为「从未」、「偶尔」、「时常」到「总是」计分。

信度方面，Ｐａｔｔｏ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和 Ｂａｒｒａｔｔ（１９９５）曾对大
学生、药瘾病人、精神病患者与囚犯四组研究对象分

别求得信度系数（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依序是 ０８２、０７９、
０８３、０８０，显示此量表具有相当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１２］。

１２３奖 赏 敏 感 性 与 惩 罚 敏 感 性 量 表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Ｒｅｗａｒ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ＰＳＲＱ）：

使用的是由 Ｌｉ，Ｈｕａｎｇ，Ｌｉｎ与 Ｓｕｎ（２００７）［１３］

所翻译之中文版本，一共有４８题项，其中单数题用
以衡量惩罚敏感性，而双数题则衡量奖赏敏感性，故

奖赏敏感性与惩罚敏感性各为２４题项，分数总和即
为惩罚敏感性与奖赏敏感性之总分［１３－１４］。所有题

项均为是否选项，故采用 ＫＲ２０系数表示量表之信
度，整体的 ＫＲ２０系数值为０８４，其中奖赏敏感性

与惩罚敏感性二部分各自的信度值分别为 ０８１
与０７９。
１２４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忧郁量表（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Ｓｃａｌｅ，ＣＥＳ－Ｄ）：

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忧郁量表是使用郑泰安教授

翻译的中文版本，过去其针对台湾社区成人样本进

行研究，得到不错的信度及效度。ＣＥＳ－Ｄ共计２０
题，目的在询问受访者过去一周内所经历的各种症

状度，依照自己的实际状况选择一个合适的选项，选

项从０－３，包含「没有或极少」、「有时」、「时常」到
「经常」计分，得分越高代表症状发生的频率越高，

加总后分数越高代表忧郁情绪越严重。

１３资料分析处理
资料经译码建档后，采用 ＳＰＳＳ统计套装软件

（２２０版）进行各项资料分析工作。
所采用之统计分析方法如下：

１３１描述性统计：有关研究对象之社会人口学变
项（如性别、工作情况）及药物使用状况（有无使用

氯胺酮），以百分比、平均数来分析；有关年龄、收入

等连续变项，以平均值、标准差来分析，以了解研究

对象于各项资料的基本分布情形。

１３２推论性统计：
１在类别变项（有无使用 Ｋｅｔａｍｉｎｅ）与连续变

项（冲动性、奖励敏感性、惩罚敏感性、忧郁）间采用

独立样本ｔ检定看其相关；在连续变项与连续变项
（冲动性、奖励敏感性、惩罚敏感性、忧郁）间采用斯

皮尔曼等级相关来分析变项间相关情形

２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冲动性、忧郁、奖赏敏感
性、惩罚敏感性与有无使用 Ｋｅｔａｍｉｎｅ之间的预测
情形。

２结果
２１研究对象社会人口学分布

本研究共发放与回收２５７份问卷，排除严重漏
答的问卷共纳入２４３份问卷做分析，问卷回收率为
９４５％。研究对象来源为高职夜校及进修部，因此
年龄层涵盖成年与未成年学生，本研究是针对青少

年，亦即２０岁以下学生，回收问卷中有 ３１位成年
人，因此最后分析共２１２份。由表１统计结果可发
现２１２位青少年平均年龄为１６９６岁、平均月收入
约为１４１３１元、在性别比例上，其中男性为 １３９人
（６５９％）、女性为７２人（３４１％），工作情况上，没
有工作的学生为５７人（２７３％）、有兼职的学生８８
人（４２１％）、全职工作的学生为６４人（３０６％），没

·９９·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ＣｈｉｎＪＤｒｕｇＤｅｐｅｎｄ）２０１６，２５（１）：９７－１０２



使用过非法药物的学生为１６６人（７８３％），曾经滥
用非法药物的学生有４６人（２１７％），这４６位学生
皆有使用氯胺酮。

表１　研究对象人口学变项分布
变项名称 Ｎ Ｍｅａｎ±Ｓｄ

年龄 ２１２ １６９６±９９０

月收入 １９４ １４１３０９３±１１０８２３６６

变项名称 Ｎ ％

性别（ｎ＝２１１）

　男 １３９ ６５９

　女 ７２ ３４１

工作情况（ｎ＝２０９）

　无 ５７ ２７３

　兼职 ８８ ４２１

　全职 ６４ ３０６

是否曾经滥用过非法药物（ｎ＝２１２）

　否 １６６ ７８３

　是 ４６ ２１７

滥用氯胺酮 ４６ ２１７

２２各变项与氯胺酮滥用之相关
表２是研究变项间相关情形，结果发现冲动性

与使用氯胺酮（ｔ＝－２７７４（２１０），Ｐ＝０００７）、奖赏敏

感性与使用氯胺酮（ｔ＝－３３１９（２１０），Ｐ＝０００１）、忧
郁与使用氯胺酮 （ｔ＝－２７６９（２１０），Ｐ＝０００７）、冲
动性与忧郁（ｒｓ＝０３１６，Ｐ＜００１）、惩罚敏感性与
奖赏敏感性（ｒｓ＝０１９３，Ｐ＜００１）、惩罚敏感性与
忧郁（ｒｓ＝０４３１，Ｐ＜００１）及奖赏敏感性与忧郁
（ｒｓ＝０１７３，Ｐ＜００１）呈现统计显著相关。
２３氯胺酮滥用之预测因素

为了能找出预测Ｋ他命使用之预测变项，以作
为未来进行早期预防介入之参考，利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先放入冲动性、忧郁、奖赏敏感性、惩罚敏感性

与有无滥用氯胺酮来检视使用的危险因素。表３是
分析结果，模式一显示冲动性（β＝００４３，Ｐ＝
００４５）、奖赏敏感性（β＝０１２１，Ｐ＝０００２）与忧郁
（β＝００４５，Ｐ＝００２７）三项因素达到统计上的显著
水平，为预测滥用氯胺酮之预测变项。为了控制人

口学变项中的性别与年龄的因素，模式二加入性别

与年龄来分析，如模式二之结果显示，年龄与性别的

影响在统计未达到显著水平，冲动性（β＝００５０，
Ｐ＝００２８）、奖赏敏感性（β＝０１１５，Ｐ＝０００５）与
忧郁（β＝００４３，Ｐ＝００４２）仍是滥用氯胺酮的预测
变项。

表２　研究对象有无使用氯胺酮与各变项间之相关

有无使用Ｋｅｔａｍｉｎｅ 冲动性 惩罚敏感性 奖赏敏感性 忧郁

有无使用Ｋｅｔａｍｉｎｅ －

冲动性 －２７７４ －

惩罚敏感性 －０６３５ ０１２３ －

奖赏敏感性 －３３１９ ００８３ ０１９３ －

忧郁 －２７６９ ０３１６ ０４３１ ０１７３ －

注：在类别变项（有无使用Ｋｅｔａｍｉｎｅ）与连续变项（冲动性、奖励敏感性、惩罚敏感性、忧郁）间采用独立样本Ｔ检定看其相关；在连续变项与连

续变项（冲动性、奖励敏感性、惩罚敏感性、忧郁）间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３　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研究对象各变项与有无使用Ｋ他命之间的预测情形

变项

有无使用Ｋ他命

模式一

β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

模式二

β 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

年龄 － － ０２５９ １２９５

性别 － － ０３０７ １３５９

冲动性 ００４３ １０４４ ００５０ １０５１

惩罚敏感性 －００５９ ０９４３ －００４０ ０９６１

奖赏敏感性 ０１２１ １１２８ ０１１５ １１２２

忧郁 ００４５ １０４６ ００４３ １０４４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００１·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ＣｈｉｎＪＤｒｕｇＤｅｐｅｎｄ）２０１６，２５（１）：９７－１０２



３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冲动性、奖赏敏感性的人格与

氯胺酮滥用有相关，而在惩罚敏感性上没有相关。

青少年时期一向被认为是个体具有较高冲动性、喜

好追求刺激、并且容易有冒险行为的发展时期［１５］，

有学者认为这种从儿童到成人过渡期之间的行为变

化，是由于大脑神经结构发展的改变所致［１６，１７］。

Ｄａｗｅ等人（２００４）认为与物质滥用相关最大的因素

是奖赏敏感性及冲动性［１８］。在本研究中也得到一

致性的结果，尤其本研究发现在奖赏敏感性上，比冲

动性来的有显著的相关。这可能是青少年个体对奖

赏的敏感度较高，与奖赏反馈和情绪相关的大脑神

经系统等区域的发展速度比起具有冲动控制功能的

前额叶皮质发展得更快有关［１６，１９］。

氯胺酮透过对大脑边缘部的作用，影响大脑皮

层的选择作用，因使用氯胺酮后产生精神解离、愉悦

的快感，而这也与奖赏敏感性有关，个案当暴露在可

以获得反馈的情境下，可能会比一般人感受到较强

的正向情绪，在行为触发系统（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ＢＡＳ）下的神经基质也同样扮演着对于其他

自然反馈诸如：食物、性、药物滥用的真实强化效

果［１０］，当获得满足与快乐也产生精神与心理上对药

物的依赖性。而在惩罚敏感性上是呈现没有相关也

与先前研究结果相似。这可能是在行为触发系统与

行为抑制系统（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ＢＩＳ）之

间的功能互相拮抗的关系［２０］。

本研究结果发现高中职夜校学生在忧郁与氯胺

酮使用之间有显著的相关，忧郁分数愈高的学生愈

容易去使用氯胺酮，这与先前的研究有一致的结果

与发现。青少年对于药物及其心理状况带有期待

感，这种期待感具有能使自己从事平常未必能，或不

敢进行的作为，如性行为或发泄压力等。李思贤

（２００９）研究发现到药头在面对青少年时，要投会主

动察觉青少年心情，并对青少年主动邀约，使青少年

习惯采用滥用药物来解决心理沮丧或逃避现实，进

而进行药物兜售，使得青少年形成药物滥用

上瘾［１１］。

３１研究限制

３１１本研究主要探讨氯胺酮滥用与相关因素，虽

然本文在青少年有无使用氯胺酮、奖赏敏感性、冲动

性与忧郁情绪发现有差异，但并未探讨到是否为使

用氯胺酮而增加行为的冲动性或导致忧郁，所以本

研究无法解释冲动、忧郁与氯胺酮的因果关系，是未

来需再深入探讨的问题。

３１２由于本研究为选填问卷虽然在问卷说明时告

知学生为不记名问卷，但在填写问卷时可能会因担

心被辨识出来，而不敢诚实回答有无使用过氯胺酮。

３１３本研究在样本选取上为立意选取台北市高中

职夜校学生，故结果无法推估其他地区高中职夜校

氯胺酮使用行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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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４

［１３］ＬｉＣＳＲ，ＨｕａｎｇＣＹ，ＬｉｎＷＹ，ｅｔａｌ．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ｗａｒ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ａｓａｍｐｌｅｏｆ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４３（３）：４７５－４８３【请用杂志缩写】

［１４］ＳａｎｚＲｕｉｚＡＦ，ＶｉｌｌａｍａｒíｎＣｉｄＭ，áｌｖａｒｅｚＭｏｌｅｉｒｏ【请确认第三个作者的姓和名】，ｅｔａｌ，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ｏ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ｓ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ｏｒ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Ｊ］．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２００７，４３（１）：１４３－１５４【请用杂志缩写】

［１５］庄耀嘉．行动性、管控功能、特质与家庭因素在儿童至少年阶段犯行发展的角色：自我控制论的检验［Ｊ］．犯罪与刑事司

法研究，２００９，（１２）：１０１－１４４【请补充期号】

［１６］ＣａｓｅｙＢＪ，ＪｏｎｅｓＲＭ．Ｎｅｕ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ｂｒａｉｎ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ｕｓ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Ｊ］．ＪＡｍ

ＡｃａｄＣｈｉｌ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１０，４９（１２）：１１８９－１２０１

［１７］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Ｌ．Ａｄｕ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ｒｉｓｋ－ｔａｋｉｎｇ［Ｊ］．ＤｅｖＰｓｙｃｈ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０，５２（３）：２１６－２２４

［１８］ＤａｗｅＳ，ＧｕｌｌｏＭＪ，ＬｏｘｔｏｎＮＪ．Ｒｅｗａｒｄｄｒｉｖｅａｎｄｒａｓｈ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ｓ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ｏｆ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ｍｉｓｕｓｅ［Ｊ］．ＡｄｄｉｃｔＢｅｈａｖ，２００４，２９（７）：１３８９－１４０５

［１９］ＧａｌｖａｎＡ，ＨａｒｅＴＡ，ＰａｒｒａＣＥ，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ｉ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ｂｅｎ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ｏｒｂｉｔｏｆｒｏｎｔａｌｃｏｒｔｅｘｍｉｇｈｔｕｎｄｅｒｌｉｅｒｉｓｋ－

ｔａｋ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Ｊ］．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０６，２６（２５）：６８８５－６８９２

［２０］ＬｏｘｔｏｎＮＪ，ＷａｎＶＬ，ＨｏＡＭ，ｅｔａｌ．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ｌｕｂ－ｄｒｕｇｕｓｅｒｓ［Ｊ］．ＤｒｕｇＡｌｃｏｈｏｌＤｅｐｅｎｄ，２００８，

９５（１－２）：８１－８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０５

修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８－１５

·２０１·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ＣｈｉｎＪＤｒｕｇＤｅｐｅｎｄ）２０１６，２５（１）：９７－１０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