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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男性强戒人员儿童期虐待、心理安全感、神经质和药物渴求的关系。方法：采用儿童期虐待

问卷、药物渴求量表、安全感量表以及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对889名戒毒人员进行调查。结果：①

儿童期虐待与心理安全感得分、神经质、药物渴求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心理安全感在儿童期虐待和药

物渴求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②神经质在儿童期虐待和心理安全感之间的调节作用显著。结论：儿童期

虐待是药物渴求的风险因素，心理安全感是强戒人员降低药物渴求的保护因素，神经质在儿童期虐待和

心理安全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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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abuse,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10176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10176
http://www.hanspub.org


兰勇龙 等 
 

 

DOI: 10.12677/ap.2020.1010176 1503 心理学进展 
 

psychological security, neuroticism and drug craving. Methods: A sample of 889 male drug ab-
stainers were assessed with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Short Form (CTQ-SF), Drug Craving 
Questionnaire (DCQ), Security Questionnaire (SQ) and the 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CBF-PI). Results: ① Child abuse,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neuroticism showed a significant pos-
itive correlation with drug craving, psychological security exerted a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n 
them. ② Neuroticism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 abuse an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Conclusion: Child abuse is a risk factor for drug cravings. Psychological safety is a protective factor 
for reducing drug cravings. Neuroticism plays a moderated role between childhood abuse an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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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药物渴求是指物质滥用者对曾经使用过的精神活性成瘾药物的一种难以克制的渴望(赵雪莲，2017；
陈丹，关荐，郭雨墨，2017；杨波，刘旭，杨苏勇，安莎莎，应柳华，2007)。戒毒人员在戒毒场所内基

本完成生理脱毒，但出所后仍有很高的药物渴求，而复吸率更是高达 90% (孙步青，叶遇高，秦领军，2001)。
个体即使完成生理脱毒，心理上的成瘾性依然存在，有很大可能会出现复吸现象。因此，对药物渴求的

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展开研究，对预防高危群体吸毒，降低戒毒人员复吸现象有重要的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儿童期虐待是指发生在儿童 18 岁以前，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权的人，

做出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身体虐

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及对其进行经济剥削。儿童期虐待对药物渴求有重要的影响，是物质依赖

的前兆和依赖发生原因(Hammersley, Dalgarno, McCollum et al., 2016)。首先，自我治疗假设学说认为，个

体可以通过特定物质缓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影响，严重的虐待是造成个体成瘾活动从而滥用药物

的风险因素(谢琴红，刘志军，刘国艳，何静，宋兴勇，苏艳华，2017；Back, Dansky, Coffey, Saladin, Sonne, 
& Brady, 2000)，戒毒所在对戒毒人员治疗和咨询的过程中应该更加关注亲子关系，关注儿童虐待与吸毒

者滥用毒品之间的联系(Etherington, 2007)。其次，从儿童期虐待的发生率和虐待带来的不良后果来看，

儿童期虐待在吸毒群体和戒毒群体中的发生率均高于普通群体(Darke & Torok, 2013)，此外儿童期虐待行

为增加了后来不良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将儿童期虐待作为药物渴求的影响因素之一进行研究

探讨。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心理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对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增益性作用受到更多

学者的关注。马斯洛认为心理安全感是个体相信自己能从恐惧、焦虑等情绪脱离出来，相信自身是安全、

自由的，以及能满足个体当下或者未来各种需要的感觉，同时心理安全感也是决定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

素(Maslow, 2006)，心理安全感可以分为人际安全感以及确定控制感(丛中，安莉娟，2004)。儿童期虐待

会影响其心理安全感。首先，父母与子女的依恋羁绊关系会影响儿童的依恋和情感安全，而虐待影响安

全感的形成，甚至导致更强的不安全感(Stronach, Toth, Rogosch, & Cicchetti, 2013)。儿童期虐待经历对医

学生不安全感心理有不良影响(朱相华，李娇，乔娟，王成东，梁光利，耿德勤，2012)；其次，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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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认为个体本能地寻求心理安全感并会通过各种手段来缓解心中的不安全感，个体缺乏安全感很大程

度和童年生活经历有关(李佳洁，2017)。情绪安全理论(EST)也提出，恢复或保持安全感是人类最重要的

目标之一(Cummings & Miller-Graff, 2015)，当个体面临的消极的生活事件损害其安全感时，个体会采取

各种措施去躲避、逃脱这些破坏并保护其安全感，如药物滥用等偏差行为。综上，个体的童年期虐待可

能以心理安全感为中介变量影响其药物渴求水平。 
人格特质、外界环境和药物药理都会对药物渴求产生一定的影响(Greenwald, 2002)，其中药物渴求体

验的差异主要是受到人格特质的影响(Heinz, Lober, Georgi, Wrase, Hermann, Rey, Wellek, & Mann, 2003)。
儿童期虐待更容易发展出难以适应外界环境的人格特质(Brents, Tripathi, Young et al., 2015; 许婷婷，赵青，

王渊，陈珏，范青，张海音，2017；柳娜，张亚林，2009)，有研究指出，长期处于负性情绪体验、具有

情感困扰特征的个体较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这种负性情绪体验与神经质(neuroticism)这种人格特质有较

大重叠(Nielsen & Levin, 2007; Watson & Pennebaker, 1989)。高神经质个体由于具有易情绪化、易焦虑等

特征，更容易感到不安全，然而不安全的个体更容易形成药物依赖(王欢，黄海，吴和鸣，2014；陈慧，

许丹阳，杨智辉，2017)。此外早年遭受虐待特别是情感方面的虐待，对受害人的身心不安全感、神经质

和自我防卫方式产生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姜庆伟，朱相华，乔娟，周勤，左晓伟，梁光利，2016)。儿童期

遭遇虐待的个体，会产生大量焦虑和敌意，这些个体往往具有神经质的倾向，为了缓解焦虑与敌意，减

少自身感到的不安全感，个体会循环使用不合理的、不成熟的自我防卫方式，即通过药物来缓解自身的

焦虑、敌意和不安全感。这种自我防御方式会导致受害人严重歪曲现实，极易引起心理严重失衡，进一

步加重其心理不安全感(赵后锋，李娇，朱相华，耿德勒，杨永杰，2011；姜庆伟等，2016)。因此本研究

推测，神经质在儿童期虐待对心理安全感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此外，从戒毒人员中神经质得分和

人格特质来看，戒毒人员在内–外倾、精神质和神经质的得分均高于普通人，在强制戒毒人员中也发现

其具有高神经质的特点(张丽丽，2016)。由此，本研究进一步假设，神经质在儿童期虐待和心理安全感之

间发挥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用整群取样法，选取广东省某男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895 名戒毒人员全部收回。剔除未填题

数超过总问卷题目数 10%、规律作答等无效问卷，有效问卷为 891 份。有效被试的年龄介于 20~96 岁之

间，平均年龄为 37.27 岁，被试的平均吸毒年限 13 年，平均复吸次数 2 次，教育程度为小学及以上学历。

由戒毒所警官担任主试，并且在施测前对警官做了专门的培训说明，利用学员学习时间按大队集体施测。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CTQ-SF) 
选取 Bernstein 编制、赵幸福(Bernstein, Fink, & Bernstein, 1998; 赵幸福，张亚林，李龙飞，周云飞，

李鹤展，杨世昌，2005)修订的儿童期虐待问卷，包含 5 个分量表：躯体忽视、情感忽视、性虐待、躯体

虐待、情感虐待，共 28 个条目；采用五点记分，1 表示“从不”，5 表示“总是”，问卷得分越高，表

示被试在儿童期受到的虐待越严重。在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4。 

2.2.2. 药物渴求量表(Drug Craving Questionnaire, DCQ) 
采用罗勇(罗勇，2009)编制的戒毒人员脱毒期药物渴求调查问卷。量表包含消除性药物渴求、奖赏性

药物渴求、社会性药物渴求、消极性药物渴求、反射性药物渴求五个因子，共 34 个题目；采用 7 点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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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表示“完全不符合”，7 表示“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示药物渴求程度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8。 

2.2.3. 安全感量表(Security Questionnaire, SQ) 
采用丛中和安莉娟(丛中，安莉娟，2004)编制的“安全感量表”测量。包含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

2 个维度，每个维度各有 8 个项目；采用 5 点计分，1 表示“非常不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总分

越高表示被试的安全感水平越低。在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 

2.2.4.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Chinese Big Five Personality Inventory Brief Version, CBF-PI-B) 
采用王孟成，戴晓阳和姚树桥编制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王孟成，戴晓阳，姚树桥，2011)。该

问卷包括外向性、神经质、严谨性、开放性、宜人性 5 个维度，每个维度各有 8 个项目；采用 6 点计分，

1 表示“完全不符合”，6 表示“完全符合”。本研究使用神经质维度量表部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被

试的神经质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1。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集体实测，在征得戒毒所和戒毒人员知情同意后进行调查。测试前主试宣读指导语，在

指导语中说明本次调查的意义，并强调此次调查不记名、答案无对错之分，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独立作答，期间如遇被试理解困难，则由主试解释直至被试明晰题项意义。所有问卷统一回收。所得

数据采用 SPSS24.0 进行处理，进行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将儿童期虐待、心理安全感、神经质、药物渴求 4 个变量

的所有项目做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有 13 个，最大的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8.55%，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说明本研究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3.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矩阵见表 1，从中可以发现：儿童期虐待、心理安全感、神经质、药物渴求四

个变量之间两两相关；心理安全感得分与神经质、药物渴求呈显著正相关；神经质与药物渴求呈显著正

相关。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of variables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1. 儿童期虐待 1.83 0.47 —    

2. 心理安全感 3.32 0.55 −0.20** —   

3. 神经质 3.37 0.80 0.13** −0.33** —  

4. 药物渴求 3.31 0.75 0.12** −0.27** 0.16** — 

注：N = 891。*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儿童期虐待对药物渴求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提出的检验方法(温忠麟，叶宝娟，2014)，考察儿童期虐待与药物渴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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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心理安全感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以及神经质对该中介作用前半路径的调节效应，将所有变量做

标准化处理。 
本研究采用 Hayes 提出的 process for SPSS 的 Model 1 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数据处理，将年龄

作为控制变量。首先，检验儿童期虐待(X)对药物渴求(Y)的直接效应是否受神经质(U)的调节，在方程一

中：儿童期虐待(X)对药物渴求(Y)的效应显著(β = 0.11, SE = 0.03, t = 3.21, p < 0.01)，神经质(U)对药物渴

求(Y)的效应显著(β = 0.15, SE = 0.03, t = 4.40, p < 0.001)，儿童期虐待(X)与神经质(U)的交互项(UX)对药物

渴求(Y)的效应不显著(β = −0.02, SE = 0.03, t = −0.61, p > 0.05)。表明儿童期虐待与药物渴求的直接效应不

受神经质调节。 
接下来，建立有调解的中介模型选择使用 process 的 Model 59，将年龄作为控制变量，检验儿童期虐

待(X)经过心理安全感(W)影响药物渴求(Y)的中介效应是否受神经质(U)的调节。在方程 2中，儿童期虐待、

神经质均显著正向预测心理安全感得分(β1 = −0.17, SE = 0.03, t = −5.37, p1 < 0.001; β2 = −0.31, SE = 0.03, t 
= −9.91, p2 < 0.001)，儿童期虐待与神经质的交互项对心理安全感的效应显著(β = 0.07, SE = 0.03, t = 2.24, 
p < 0.05)；在方程 3 中，将心理安全感纳入对药物渴求的预测方程中后，儿童期虐待、神经质对药物渴求

的预测系数下降，心理安全感得分对药物渴求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23, SE = 0.04, t = −6.72, p < 
0.001)；然而，心理安全感与神经质的交互项对药物渴求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4, SE = 0.03, t = 1.34, p > 
0.05) (具体可见表 2)。 

为了更清楚地解释儿童期虐待与神经质对心理安全感的显著交互效应的实质，本研究进一步进行了

简单斜率检验。就儿童期虐待和神经质对心理安全感的显著交互效应而言，计算出当神经质为平均数正

负一个标准差时，儿童期虐待对心理安全感的效应值，并根据回归方程分别取儿童期虐待和神经质平均

数正负一个标准差及平均值的值去绘制一个简单效应的分析图。由于心理安全感得分越高，被试的心理

安全感越低，在此将心理安全感得分转换为心理安全感水平。结果发现(见图 1 所示)，对于高神经质的戒

毒群体而言，儿童期虐待对其心理安全感的效应显著(bsimple = −0.24, SE = 0.05, p < 0.01)；对于低神经质的

戒毒群体而言，儿童期虐待对其心理安全感的效应依然显著(bsimple = −0.10, SE = 0.04, p < 0.001)。也就是

说在同一儿童期虐待程度下，低神经质被试的心理安全感显著高于高神经质被试。 
 

 
Figure 1. The role of neuroticism in the regulation of childhood abuse and psychological security 
图 1. 神经质在儿童期虐待与心理安全感间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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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ests of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s 
表 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方程 1 效标：药物渴求 方程 2 效标：心理安全感 方程 3 效标：药物渴求 

b SE β b SE β b SE β 

儿童期虐待 0.08 0.03 0.11** −0.09 0.03 −0.17*** 0.05 0.03 0.06* 

神经质 0.11 0.03 0.15*** −0.17 0.03 −0.31*** 0.06 0.03 0.07* 

儿童期虐待×神经质 −0.02 0.03 −0.02 0.04 0.03 0.07* 0.01 0.03 0.01 

心理安全感       −0.18 0.03 −0.23*** 

心理安全感×神经质       0.03 0.03 0.04 

年龄 0.06 0.03 0.08* −0.01 0.03 −0.02 0.06 0.03 0.07 

F 
9.48*** 
39.23** 
26.35** 

37.04*** 14.67*** 

R2 0.04 0.14 0.09 

注：未标准化回归系数采用 Bootstrap 方法得到；*p < 0.05，**p < 0.01，***p < 0.001。 

4. 讨论 

戒毒人员复吸药物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三类，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和生物学因素，各占 46.8%、37.5%、

15.6% (高志勤，余海鹰，赵汉清，陈洪生，2010)。由此可见心理因素占比最大。虽然在生理学上已有研

究发现成瘾药物的作用机制，但是在影响药物渴求的心理和社会因素上的研究分析较少。本研究综合考

查了不同社会因素(儿童期虐待)和心理因素(心理安全感、神经质)对药物渴求的影响，考察了心理安全感

在儿童期虐待与药物渴求间的中介作用，以及神经质对中介过程的调节作用。 
心理安全感在儿童期虐待和药物渴求间起中介作用。一方面，儿童期虐待会降低个体的心理安全感。

根据自我治疗假设学说和情绪安全理论，儿童期虐待会使其与照顾者形成不安全的依恋关系，从而减低

其安全感(李佳洁，2017)。儿童期虐待经历对医学生不安全感心理也具有不良影响(朱相华等，2012)，而

精神分析认为个体安全感的确实很大程度上受到儿时生活经历的影响(李佳洁，2017)。个体有可能是通过

使用药物去缓解其不安全感，因此极大可能会产生药物成瘾。另一方面，个体的心理安全感低会增加其

药物渴求。情绪安全理论(EST)提出恢复或保持安全感是人类最重要的目标之一(Cummings & Miller-Graff, 
2015)。使用药物的过程中，使用者通过使用药物得到一定的生理和心理满足，且这种强化是药物成瘾产

生和维持的关键因素。而当药物成瘾时，停止药物的使用，会对成瘾者生理和心理上造成一定的不良反

应，即提高了成瘾者对药物价值的判断，进而增强渴求(Koob, 2000)。这与本研究得出的结论相似，综上

戒毒治疗工作可以考虑提高戒毒人员心理安全感水平从而降低其药物渴求，减少复吸现象的发生。 
其次，神经质在儿童期虐待与心理安全感之间起调节作用。神经质的学生对负性生活经历反应比较

强烈，可能会以敌对或沉默的方式应对困难，因此人际安全感水平低。具体来说，在同一儿童期虐待程

度下，低神经质被试的心理安全感显著高于高神经质被试。这可能是因为高神经质个体情绪较不稳定，

较关注有关于自身的负面信息，引发更多的负面情绪久久不能平静，因此更缺乏心理安全感(汪海彬，张

俊杰，姚本先，2009)。此外，结果还发现在低神经质的被试中，儿童期虐待与心理安全感之间关系的关

联强度显著强于高神经质的被试，这可能是因为低神经质个体面对儿童期虐待缺乏反应，难以宣泄内心

苦恼，从而更加自闭难以适应周围环境，进而缺乏对环境的确定感和控制感。Vollrath 和 Torgersen (2000)
发现，低神经质和高责任心的个体面对压力有较好的应对方法，而高神经质和低责任心的个体则更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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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高神经质的个体面对压力容易感到不可控，更倾向躲避现实。当然，本研究只选取人格中的神经

质作为调节变量进行研究，然而神经质并不是与焦虑、抑郁和物质使用障碍相关的唯一重要因素，其余

四个因素与其都有显著的相关(Kotov, Gamez, Schmidt, & Watson, 2010)。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其余

四个因素对于此中介模型的影响。 
实务工作者要重视对戒毒人员早期经历的调查了解，还需要关注其心理安全感水平，对于那些缺乏

安全感的个体，通过开展改善家庭关系、提升家庭功能的家庭治疗活动，增加戒毒者的心理安全感来降

低直至控制其药物渴求倾向，防止戒毒者进入复吸与严重缺乏安全感的恶性循环。此外，研究发现，神

经质个体儿童期虐待对心理安全感所造成的风险更高。因此，有必要重点关注具有神经质的个体，对他

们进行集中辅导提高他们的心理安全感，进而降低其药物渴求水平增强戒毒效果。 

5. 结论 

儿童期虐待是药物渴求的风险因素，心理安全感是强戒人员降低药物渴求的保护因素，神经质在儿

童期虐待和心理安全感之间起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陈丹, 关荐, 郭雨墨(2017). 强制戒毒人员孤独感、应对方式和药物渴求的关系研究.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 23(1), 

22-36. 

陈慧, 许丹阳, 杨智辉(2017). 大学生神经质与智能手机成瘾: 序列中介效应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5(5), 
888-892. 

丛中, 安莉娟(2004). 安全感量表的初步编制及信度、效度检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8(2), 97-99. 

高志勤, 余海鹰, 赵汉清, 陈洪生(2010). 海洛因依赖者复吸的社会心理因素及预防复吸的综合性干预研究. 中国健
康心理学杂志, 18(10), 1169-1171. 

姜庆伟, 朱相华, 乔娟, 周勤, 左晓伟, 梁光利(2016). 儿童时期虐待、人格、不安全感、自尊和自我效能对医学生防

御方式影响的路径分析. 中国临床医生杂志, 44(11), 78-82. 

李佳洁(2017). 安全感心理机制述评. 教育观察, 6(24), 14-15. 

柳娜, 张亚林(2009). 儿童虐待与人格障碍.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7(6), 726-728. 

罗勇(2009). 生理脱毒者药物渴求的理论维度构建和量表编制.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 15(4), 190-194. 

孙步青, 叶遇高, 秦领军(2001). 615 例海洛因依赖者复吸原因调查与分析.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10(3), 214-216. 

汪海彬, 张俊杰, 姚本先(2009). 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人格与心理安全感的关系研究.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12(18), 1130-1131. 

王欢, 黄海, 吴和鸣(2014). 大学生人格特征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2(3), 
447-450. 

王孟成, 戴晓阳, 姚树桥(2011). 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的初步编制Ⅲ: 简式版的制定及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
志, 19(4), 454-457. 

温忠麟, 叶宝娟(2014).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 竞争还是替补. 心理学报, 46(5), 714-726. 

谢琴红, 刘志军, 刘国艳, 何静, 宋兴勇, 苏艳华(2017). 女性强戒人员的非理性信念、事件影响特点、药物渴求及其

关系研究.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 26(6), 471-475. 

许婷婷, 赵青, 王渊, 陈珏, 范青, 张海音(2017). 强迫症患者的人格特质在早年创伤与强迫症状间的中介作用. 中国
心理卫生杂志, 31(10), 788-792. 

杨波, 刘旭, 杨苏勇, 安莎莎, 应柳华(2007). 人格、社会支持和非理性信念对男性戒毒劳教人员药物渴求的影响. 心
理科学, 30(6), 1413-1417. 

张丽丽(2016). 强制戒毒人员人格特征与成人依恋的关系. 心理技术与应用, 4(7), 410-415. 

赵后锋, 李娇, 朱相华, 耿德勤, 杨永杰(2011). 儿童期虐待、不安全感对医学生情感痛苦影响的路径分析. 中华行为
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10), 926-928.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10176


兰勇龙 等 
 

 

DOI: 10.12677/ap.2020.1010176 1509 心理学进展 
 

赵幸福, 张亚林, 李龙飞, 周云飞, 李鹤展, 杨世昌(2005). 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中国临床康复, 
9(20), 105-107. 

赵雪莲(2017). 强戒人员药物渴求的现状调查及相关因素分析. 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15(1), 106-110. 

朱相华, 李娇, 乔娟, 王成东, 梁光利, 耿德勤(2012). 儿童期受虐待医学生的不安全感心理特点.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
志, 20(11), 1707-1710. 

Back, S., Dansky, B. S., Coffey, S. F., Saladin, M. E., Sonne, S., & Brady, K. T. (2000). Cocaine Dependence with and 
without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 Comparison of Substance Use, Trauma History and Psychiatric Comorbidi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n Addictions, 9, 51-62. https://doi.org/10.1080/10550490050172227 

Bernstein, D., Fink, L., & Bernstein, D. P. (1998).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A Retrospective Self-Report Manual. 
San Antonio, TX: The Psychological Corporation.  

Brents, L. K., Tripathi, S. P., Young, J., James, G. A., & Kilts, C. D. (2015). The Role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in the Al-
tered Trait and Global Expression of Personality in Cocaine Addiction.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64, 23-31.  
https://doi.org/10.1016/j.jpsychires.2015.02.015 

Cummings, E. M., & Miller-Graff, L. E. (2015). Emotional Security Theory: An Emerging Theoretical Model for Youths’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across Multiple Developmental Context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 208-213.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4561510 

Darke, S., & Torok, M. (2013). The Association of Childhood Physical Abuse with the Onset and Extent of Drug Use among 
Regular Injecting Drug Users. Addiction, 109, 610-616. https://doi.org/10.1111/add.12428 

Etherington, K. (2007). Creation as Transformation: Parenting as a Turning Point in Drug Users’ Lives. Counselling and 
Psychotherapy Research, 7, 71-78. https://doi.org/10.1080/14733140701340001 

Greenwald, M. K. (2002). Heroin Craving and Drug Use in Opioid-Maintained Volunteers: Effects of Methadone Dose Var-
iations. Experimental & Clinical Psychopharmacology, 10, 39-46. https://doi.org/10.1037/1064-1297.10.1.39 

Hammersley, R., Dalgarno, P., McCollum, S., Reid, M., Strike, Y., Smith, A. et al. (2016). Trauma in the Childhood Stories 
of People Who Have Injected Drugs. Addiction Research & Theory, 24, 135-151.  
https://doi.org/10.3109/16066359.2015.1093120 

Heinz, A., Lober, S., Georgi, A., Wrase, J., Hermann, D., Rey, E. R. et al. (2003). Reward Craving and Withdrawal Relief 
Craving: Assessment of Different Motivational Pathways to Alcohol Intake. Alcohol and Alcoholism, 38, 35-39.  
https://doi.org/10.1093/alcalc/agg005 

Koob, G. F. (2000). Neurobiology of Addiction: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herapies.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909, 170-185. https://doi.org/10.1111/j.1749-6632.2000.tb06682.x 

Kotov, R., Gamez, W., Schmidt, F., & Watson, D. (2010). Linking “Big” Personality Traits to Anxiety, Depressive,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 768-821. https://doi.org/10.1037/a0020327 

Maslow, A. H. (2006). The Dynamics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Insecur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0, 331-344.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1942.tb01911.x 

Nielsen, T., & Levin, R. (2007). Nightmares: A New Neurocognitive Model. Sleep Medicine Reviews, 11, 295-310.  
https://doi.org/10.1016/j.smrv.2007.03.004 

Stronach, E. P., Toth, S. L., Rogosch, F., & Cicchetti, D. (2013). Preventive Interventions and Sustained Attachment Securi-
ty in Maltreated Children.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5, 919-930.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13000278 

Vollrath, M., & Torgersen, S. (2000). Personality Types and Cop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9, 367-378.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99)00199-3 

Watson, D., & Pennebaker, J. W. (1989). Health Complaints, Stress, and Distress: Exploring the Central Role of Negative 
Affectiv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96, 234-25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96.2.234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10176
https://doi.org/10.1080/10550490050172227
https://doi.org/10.1016/j.jpsychires.2015.02.015
https://doi.org/10.1177/0963721414561510
https://doi.org/10.1111/add.12428
https://doi.org/10.1080/14733140701340001
https://doi.org/10.1037/1064-1297.10.1.39
https://doi.org/10.3109/16066359.2015.1093120
https://doi.org/10.1093/alcalc/agg005
https://doi.org/10.1111/j.1749-6632.2000.tb06682.x
https://doi.org/10.1037/a0020327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1942.tb01911.x
https://doi.org/10.1016/j.smrv.2007.03.004
https://doi.org/10.1017/S0954579413000278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99)00199-3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96.2.234


兰勇龙 等 
 

 

DOI: 10.12677/ap.2020.1010176 1510 心理学进展 
 

附  录 

附录 1：儿童期虐待问卷 
 

 

https://doi.org/10.12677/ap.2020.1010176


兰勇龙 等 
 

 

DOI: 10.12677/ap.2020.1010176 1511 心理学进展 
 

附录 2：药物渴求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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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安全感量表 
 

 
 

附录 4：神经质–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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