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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濫用危險因子 
 

一、前  言 

自 1960 年中期起，政經環境瞬息萬變，時代進步的結果同時也帶來許多

新興的社會問題，藥物濫用即在此時逐漸成為全球的偏差次文化。如Newconlb 

et al.(1)指出在過去 25 年間青少年使用藥物十分廣泛；weiberg et al.(2)根據近年

的研究認為青少年物質使用在 1990 年代早期開始有再興的趨勢。而 1996 年，

MTF(Monitoringthe Future)(3)發現 1/4 的高中生自報在過去一個月曾經使用大

麻。Tweed(4)發現 1993 年 12 年級約有 35％的學生使用過大麻，到了 1996 年

已增至 45％。雖然藥物流行期間只有近 30 年，但卻已深刻影響全球社會，成

為各國企盼解決的問題之一。 

藥物濫用的種類隨著年代、地區而有所不同，美國 1960 年代流行大麻、

1970 年代為海洛因、到了 1980 年代則是以古柯鹼為主(5)，到 1990 年代大麻則

是最多人使用的藥物(6,7)；而台灣，根據衛生署公佈的『我國藥物濫用現況』(8)，

藥物濫用的種類係由民國 60 年代的速賜康(學名：潘他挫新)，演變到 70 年代

的強力膠、安眠鎮定劑(俗稱迷幻藥)，直至今日 80 年代是以海洛因及安非他

命為主要的流行藥物，種類雖有不同，但卻同樣戕害了人民的身心健康。木文

為收集以往文獻以探討藥物濫用之危險因子。 

二、藥物濫用的危險因子 

藥物濫用是一個異質的現象，包含許多不同的藥物，類型，及原因。本文

就近年來國內外有關藥物濫用成因的文獻做一整合性的探討，藉此提供參考以

為預防。大致可歸類為以下幾類的危險因子： 

(一)發展性因子 

有學者將青春期比喻為風暴期(storm of stress period)，認為青少年面

臨許多成長的壓力，在性驅力(sex drive)無法尋求適當管道滿足的情形

下，又因理性發展未臻成熟不能自行克制或化解，造成身心自失衡而有情

緒困擾；青少年時期面臨自我統合的成長危機，開始思考自我角色及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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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期許，若無法克服危機，則對未來茫茫無定向(9)。身體的成熟及情緒的

改變，使他們常覺得困惑、疏離、焦慮及寂寞感，也因此可能以使用物質

作為對青少年期壓力之適應不良的回應(10)。另外，青少年可能認為自己是

不朽、不會受傷的，而追求感官刺激及從事冒險的行為，例如使用物質(4)。 

(二)心理因子： 

有學者提出迷亂理論(anomie)認為社會的多數成員分享了一套共同

的價值觀，即文化目標，但並非所有人都有均等機會合法的獲得這些目

標，目標與手段的差距使某些人轉而求取其他(可能是非法的)方法來達到

成功的目標，即偏差行為的產生，如果一個人拒絕承認目標也不承認手

段，但又必需解決他們達不到人生重要目標的無力感，常見的調適之道

就是採取退縮的態度、放棄追求，如酗酒、藥物濫用者(11)。是故有許多

人無法達到學業及工作上的目標，轉而以物質來調適自己的無力感。 

1 .人格特質： 

處於物質濫用的高危險群青少年通常表現出各種特徵，如執行認知

失調，自律行為障礙，對規劃、注意、抽象邏輯、推論、判斷、自我監

測及運動控制有困難(12)：在兒童時期有沮喪，行為障礙及過動表現，是

青少年時期藥物濫用者的危險因子(13)：對現實生活不滿或覺得無意義及

情緒憂鬱和青少年物質使用有相關(1)：冷漠、低自尊、悲觀、疏離和物

質使用有相關(14)；在校學業成就低、缺乏宗教信仰、社會服從偏差(反抗

心理)也和物質使用有密切的關聯(1)。好奇也是青少年用藥的心理危險因

子之一，尤其是年輕人具有叛逆性，希望能為人所不敢為，或希望自己

看起來更成熟(15,16,17,18,19)。 

2 .認知及態度 

青少年若了解物質濫用對自己、家人、社會所帶來的不良後果，則

比較不會成為物質濫用者，如周碧瑟(15,16,17,18)的研究發現，是否知道嚴重

吸食或注射藥物會併發其它症狀而致死，與青少年用藥有密切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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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理因子 

個人為減輕身體上的病痛而使用，或因醫療用途而意外染上的(醫誤

的影響)(19)  

(四)生物遺傳因子 

研究支持遺傳上的弱點使青少年處於物質濫用的危機，weinberg(20)

認為父母會遺傳酒精危害到子宮給胎兒，並且父母的酒精使用會改變遺

傳基因而延續至子女，使子女有先天上的弱點成為物質濫用的高危險

群；有酒精中毒或物質濫用之家族史的青少年，很可能自己也會成為藥

物濫用者(21)，Cadoret et al . (22)指出父母使用酒精會影響子女使用藥物，

有兩個可能，一個是酒精中毒的父母預期(predict)子女物質使用異常，另

一個是有反社會人格異常的父母之子女有較高的比例表現出攻擊、行為

異常，最後演變成藥物濫用及依賴。用藥的父母發現與子女的反社會人

格異常有密切關聯。 

(五)社會因子 

社會價值觀有其一定的影響力，若社會對於物質濫用沒有負面的評

價，甚至引起風潮，則人們傾向對物質濫用視為正常，吸食人口自然增

多，例如清朝末年鴉片傾銷，造成吸食的人很多(19)；當藥物的可得性增

加時，使用藥物的比率也會上升，反之則下降(23)：另外貧窮、破碎、無

組織的社區環境，及居住地的變動也是物質濫用的環境危險因子(24)。 

物質濫用是一種偏差行為，所有的行為都是經由與他人溝通互動中

學習而來，此學習過程發生於與個人關係親近的團體中，包括學習偏差

行為的技巧，及其動機、驅力、合理化和態度。因此家庭與同儕團體是

影響物質濫用的危險因子(11)。 

1 .家庭因子 

家庭是青少年重要的初期團體，家庭提供滿足了人類基本安全及愛

與歸屬的需求，從家庭的互動中學習到行為模式與價值規範，在人格及

社會化的過程中，家庭有絕對的影響力，許多研究發現，不良的家庭環

境(如家庭關係不和諧、破碎、不完整、衝突… )無法滿足青少年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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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使青少年緊張不安、無安全感、或因父母經常離家或疏於管教… 等

均給予青少年用藥的機會，以消除內心的緊張焦慮，甚至成為家庭問題

的代罪羔羊，來轉移父母的注意力(9)。 

父母親本身使用藥物情形會成為青少年子女模仿的對象，進而影響

子女的藥物使用(23)，Merikangas et al . (25)的研究認為濫用藥物的父母對子

女而言是一個很重要的危險因子，有精神病患的父母也與子女物質使用

異常有關聯，除此之外父母的撫育經驗、家庭壓力、兒童受虐、或其他

生物學上的因子彼此交互作用而影響子女濫用藥物。周碧瑟(15,16,17,18)的研

究發現父母、兄弟、姊妹是否吸食／注射毒品與青少年用藥有顯著的相

關。Lukoff et al .(26)認為兄弟間緊密且正面的依附關係能使弟弟遠離藥

物。 

2 .同儕因子 

同儕團體物質濫用及其對物質使用的正向態度是影響青少年物質濫

用最重要的社會危險因子(1)，若同伴都在使用，青少年認為失去朋友的

危機比使用藥物大，為了表示對團體的認同，所以就和朋友一起使用，

同儕因素的影響因而增加(10,19)：在Wu et al . (27)研究中國西南青年男性藥

物初期使用的危險因子發現受到朋友或其他人的鼓勵去嚐試藥物的佔最

多數(71 % ) ；周碧瑟(15,16,17,18)的研究發現，同班同學是否有人吸食毒品、

及參加的組織內是否有人吸食毒品，對青少年用藥有顯著的影響；高金

桂(28,29)的調查結果發現，約有 90 ％的藥物濫用青少年有結交用藥朋友，

初次用藥有 43 . 7 ％是朋友請客，另 17 ％是經朋友介紹購買到的，可

見同儕團體的影響程度之高。 
(六)特殊團體的危險因子 

青少年若有受害的經驗，則容易成為物質濫用者，例如亂倫，遭強

暴，… 等，藉著物質來解除焦慮、減輕緊張、逃避現實；同性戀者也容

易使用物質來克服痛苦的感覺(如性傾向的困擾及罪惡感)(30)，織另外，

社經地位或文化因素使某些人成為高危險群的危險群，例如貧窮、被歧

視的人、及生活中可選擇的機會較少的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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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  論 

在同樣的社會大環境或家庭環境下，為什麼有些人會濫用藥物，有些人卻

不會，是什麼原因使個體遵守規範，從社會控制的理論觀點來看，人有內外在

控制力，內在控制力在兒童時期即已發展，並且在青年期發展出自我概念(有

好壞之別)，若內在控制沒有得到適常的發展，再加上社會的主要團體(如家

庭、親友、學校)沒有提供社會規範，或社會規範本身互相衝突，就容易產生

偏差行為；有學者提出一個人是在自由意志下選擇犯罪行為，而此自由意志是

受社會不完整或社會連繫式微的影響，他把社會連繫分為四種要素或方向(11)。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素是附著力(Aitachnlent)。附著力愈強，或是一個人與

對他很重要的人(如父母、朋友、角色摹仿對象)或機構(如學校、社團)之間的

連繫愈強，產生偏差的可能性就會減少，其次為參與性(Involvement)。參與係

指個人投注於傳統或非傳統行為的時間、精力和活動的程度，參與傳統活動多

的人，較沒有時問從事犯罪行為。承諾(Commitment) 係指在傳統社會裡已有

的投資，這些投資可以是各種形式，如教育程度、好的名譽，或者開一家公司

等，在傳統社會擁有的承諾愈多的人，若從事偏差行為被捉到時的損失愈大，

最後一項要素是信仰(Belief ) ，信仰係指相信社會規範的公正性，也就說，如

果一個人相信規範，就會有服從它的道德義務感。 

顯然，影響藥物濫用的成因是多面向的，個人的生長環境、生理、遺傳、

與心理特質交互作用使個體暴露在多重危機下，內在控制力不佳或社會連繫不

強則容易走上藥物濫用一途。危險因子包羅萬象，生存在社會的每個人都會經

過偏差行為的推力與拉力，社會大環境或許不容易改變，但經由社會各種機關

層面宣導釐清正確用藥的知識、態度與後果，卻可使個體不因好奇或從眾行為

而冒然涉入渾然未知的歧途，另外透過教育單位使青少年認識自己、建立自

信、熟習壓力因應技巧與人際溝通之道，也可增強個體的內在控制力，不致於

在成長的過渡時期中迷失。 

撰稿者：潘玉菁、唐麗慧、陳國東(行政院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流行病學訓

練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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