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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凉山州艾滋病重点地区中学生毒品认知#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在凉山州艾滋病重

点地区所有中学中以随机整群抽样方式抽样#确定调查点(自制调查问卷(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凉山州艾滋

病重点地区中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影响因素(结果!共回收合格问卷"#U$S份#中学生对毒品危害性持错

误观点的比例为"#F"̀ !"#RU例"(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男生*该地区少数民族*低学段*学习成绩自评为差#姊

妹较多#有同学吸毒*家族有 ;N-感染者是学生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危险因素+父亲职业为农业劳动者*长期共同

生活的父母人数越多*居住城区或乡镇*家庭经济自评为中".Q位和下".Q位*社区同龄人入学率!自估"'G#̀ *

有家人吸毒是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保护因素(结论!凉山州艾滋病重点地区中学生对毒品持错误认知的

比例较高(影响学生毒品认知的因素较多且权重分散#需进行综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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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G年全球至少约.亿人滥用过违禁药物#占

世界"G'!$岁人口的G̀ #其中以"G'.G岁年龄组为主
,"-(

青少年吸毒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因受毗邻云南省特

殊地理位置和社会各种消极因素的综合影响#以及唯利是图

的不法商人经不住毒品高额利润的诱惑#凉山州成为境外毒

品经滇入川的重要通道和聚散地(吸毒共针是当地艾滋病

的主要传播途径之一
,Q-(凉山地区青少年面临毒品和艾滋

" 四川省医学会科研课题计划!D7F)"U#QR"资助

# 通信作者#I/'C<6$$SQQS#S.Q!YYF?7'

病的双重威胁
,$ G-(家庭成员*社区居民*同伴同学的不良

行为对青少年世界观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正逐渐改变着青

少年的人生观*是非观和行为方式(吸毒的主要原因是对毒

品危害性认识不足#只有真正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才能自觉

抵制毒品的诱惑#远离毒品(在凉山州艾滋病重点地区#预

防吸毒#特别是青少年的1第一口毒2比成瘾后的戒毒更为重

要(要有效防止青少年吸毒#分析青少年对毒品危害性错误

认知产生的危险因素尤其重要+针对危险因素综合干预#防

患于未然#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为了解凉山州艾滋病

重点地区中学生对毒品的真实看法#本研究调查了该地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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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毒品认知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对寻找禁毒工作的关键

节点并改进禁毒及艾滋病防治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对象与方法

1F1!调查对象

在凉山州艾滋病重点地区#以随机整群抽样方式选择调

查点#以选定调查点的所有学生为调查对象(经抽样选定布

拖县中学*昭觉县中学*昭觉县民族中学*西昌二中$所学校

为调查点(所有研究对象均自愿参加本研究!$"R岁者同

时征得监护人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F/!调查内容

问卷制作参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一印制的1中国

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2和5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

施方案6#结合凉山地区实际情况自制问卷7775凉山地区艾

滋病高发区中学生行为学研究调查问卷6(本次研究内容是

问卷重要组成部分#从个人因素*家庭环境*社区环境*毒品

及艾滋病环境$个维度*共.G个变量分析中#深入探讨中学

生对毒品危害性的认知及其认知产生的影响因素(

1F5!调查方法

参与项目的所有人员经过统一培训#熟练掌握调查要

点*调查方法和问答技巧(要求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注意保

护受调查者的权益和隐私(学生匿名自填5凉山地区艾滋病

高发区中学生行为学研究调查问卷6(调查控时#低年级学

生)G#'<4#高年级学生)$#'<4+鼓励学生以第一感觉回

答问题#以免过度思考后规避敏感问题#影响调查结果(保

持现场安静#回答问卷时不准交头接耳#不准互相讨论#不准

相互传阅#防止个人信息泄露(要求学生填写问卷时#做到

基本信息完整#其它信息完成SG̀ 以上(问卷填写结束后#

调查人员清理问卷#所有收回问卷经过甄别#排除不合格问

卷(问卷调查时间为.#"G年S月至.#"!年Q月(

1F3!定义及相关说明

+父母人数!与其长期共同生活"$指近"年以上与其共

同生活的父母人数(父母缺失的因素包括病故*长时间外

出*长期失踪*长时间拘押*遗弃等情况(,父母文化程度分

组$凉山州艾滋病重点地区中学生父母文盲比例较高#大专

以上文化程度占比较少#故按照文盲*小学*中学及以上分为

Q组(-重点地区确定$参考龚煜汉等,!-
对凉山州艾滋病流

行区域分类办法#将第一类的城市地区和第二类的高发县并

称为艾滋病重点地区(4民族分组$本组资料民族构成中以

彝族为主#次为汉族#其他民族最少(经多角度对比分析#其

他民族的相关指标与彝族相似度较高#为了便于分析把彝族

与其他民族合并为少数民族组(5父母职业分组$根据本组

资料父母职业分布的特殊性#把父母的职业分别分为农业劳

动者和非农业劳动者(6毒品危害性看法$分为没有任何危

害*有少许危害*有危害*有很大危害$个选项(将选择1没

有任何危害2和1少许危害2的合并777错误认知#将选择1有

危害2和1有很大危害2的合并777正确认知(

1FM!统计学方法

用I,<6C21QF"软件录入+双录入#核对*纠错(单因素

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将单因素分析有统计意义的变量纳入多

因素回归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67H<&2<?回归分析#采用前进

法#"入b#F#G#"出b#F"(3$#F#G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F1!基本情况

接受调查总人数"#R""例#共收回问卷"#UR#份#回收

率SSFÙ +其中合格问卷"#U$S份#合格率SSFÙ (在完成

调查者中#包括男生!$"G例#占GSFÙ +女生$QQ$例#占

$#FQ̀ (年龄""'.G岁#平均!"!F#Re"FS!"岁(

/F/!毒品认知调查

毒品危害性看法中#选择1没有任何危害2!!Q例#占

!a.̀ +1有少许危害2$.$例#占QFS̀ +1有危害2RRG例#占

Ra.̀ +1有很大危害2RUUU例#占R"FÙ (错误认知共"#RU

例#占"#F"̀ +正确认知共S!!.例#占RSFS̀ (

/F5!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单因素分析

/F5F1!个人因素!结果见表"(男生*该地区少数民族学

生*学习成绩自评为差的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比例较高#总

体上#年级越低#错误认知的比例越高#差异有统计意义

!3$#F#G"(是否住校与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的形成无明

显关系(

表1!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个人因素分析

P'BD,1!9,A;<('D>'$=<A;';;<$#'=,-J#=%JA<(T-A&TZ(<JD,-T,

8C?273 ;
0374H=3>H
M47J61=H1.

?C&1!̀ "
#
. 3

)1@ U!F!S# #F###

!(C61 !$"G URQ!".F."

!81'C61 $QQ$ Q#$!UF#"

I2B4<?<2A<42B131H<74 RUFGGS #F###

!;C4 "!Q" !#!QFU"

!(<473<2A S""R "#.U!""FQ"

3̂C=1 .R"F""R #F###

!g>4<73741 .QSS $"R!"UF$"

!g>4<732J7 .#UU .GS!".FG"

!g>4<732B311 "S$# "SG!"#F""

!)14<73741 "!"R RS!GFG"

!)14<732J7 "GRR U.!$FG"

!)14<732B311 "".U G$!$FR"

[7C3=<4H&?B776 QFQQS #F#!R

!D7 G$.Q G.#!SF!"

!h1& GQ.Q G!U!"#FU"

T?C=1'<?31?73=&

!*773 "QS! .#$!"$F!" GQF!$# #F###

!TL13CH1 GS$S G$"!SF""

! 7̂7= "RUG "GG!RFQ"

!94M47J4 "$RR "RG!".F$"

/F5F/!家庭因素!结果见表.(父母文化程度为文盲或小

学的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的比例较高+父亲和母亲职业为非

农业劳动者的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的比例较高+父母人数

!长期共同生活"从1#2到1.2的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的比例

逐渐下降+家庭经济自评从上".Q位*中".Q位到下".Q位

的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的比例逐渐降低+上述差异均有统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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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3$#F#G"(不同姊妹人数与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

的形成无明显关系(

/F5F5!社区因素!结果见表Q(农村的学生*以少数民族为

主要民族社区的学生和当地同龄人入学率)G#̀ 社区的学生

对毒品错误认知的比例较高#差异有统计意义!3$#F#G"(

/F5F3!毒品及艾滋病环境因素!结果见表$(有同学吸毒*

有伙伴吸毒*家族有贩毒者*家族有 ;N-感染者的学生对毒

品错误认知的比例较高+社区成年人吸毒率!自估"不同分组

之间有较大差异#在没有社区吸毒和吸毒率+Q#̀ 的学生对

毒品错误认知的比例较高+见过毒品交易的学生对毒品错误

认知的比例较高+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F#G"(家族

有无吸毒者*是否见过毒品*是否见过他人吸毒*社区有无贩

毒者与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的形成没有明显关系(

/F3!对毒品错误认知的多因素分析

表/!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家庭因素分析

P'BD,/!S'N#DC>'$=<A;';;<$#'=,-J#=%JA<(T-A&TZ(<JD,-T,

8C?273 ;
0374H=3>H

M47J61=H1.?C&1!̀ " #
. 3

8C2B130&61L167K1=>?C2<74 QUF.Q! #F###

!N66<213C21 .GQ! Q"$!".F$"

!*3<'C3A&?B776 $"GR $G#!"#FR"

!)1?74=C3A&?B776C4=C57L1 $#GG Q.Q!RF#"

(72B130&61L167K1=>?C2<74 "GFU!# #F###

!N66<213C21 G"R" G!G!"#FS"

!*3<'C3A&?B776 QQ$" Q$!!"#F$"

!)1?74=C3A&?B776C4=C57L1 ...U "U!!UFS"

8C2B130&7??>,C2<74 RF.R" #F##$

!D74/CH3<?>62>3C66C57313& $Q!S $R!!""F""

!TH3<?>62>3C66C57313& !QR# !#"!SF$"

(72B130&7??>,C2<74 $F#QS #F#$$

!D74/CH3<?>62>3C66C57313& QUSU $"$!"#FS"

!TH3<?>62>3C66C57313& !SG. !UQ!SFU"

D>'5137K,C3142&6<L1=J<2B $UF!U# #F###

!# "$SQ "SR!"QFQ"

!" ..R# .R!!".FG"

!. !SU! !#Q!RF!"

D>'5137K&<&213& QF!#U #F!#U

!" ""Q$ """!SFR"

!. "Q.G "Q!!"#FQ"

!Q .""S ..Q!"#FG"

!$ .$#Q .GS!"#FR"

!G "S#. "R!!SFR"

!!C4=C57L1 "R!! "U.!SF."

;7>&1B76=<4?7'1 UUFSRR #F###

!9,,13".Q RUG "!Q!"RF!"

!(<==61".Q $R.R $UG!SFR"

!Z7J13".Q G##. $$!!RFS"

表5!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社区因素分析

P'BD,5!6<NN&(#=C>'$=<A;';;<$#'=,-J#=%JA<(T-A&TZ(<JD,-T,

8C?273 ;
0374H=3>H

M47J61=H1.?C&1!̀ " #
. 3

+1&<=14?A "#GF!QR #F###

!%<2A "!UR "#S!!FG"

!:7J4&B<, ..#S "Q#!GFS"

!%7>423A&<=1 !R!. R$R!".F$"

(Cj7312B4<?H37>,&<42B1?7''>4<2A $UFR!S #F###

!;C4 "!QS RR!GF$"

!(<473<2A S""# SSS!""F#"

)?B776C2214=C4?13C21 QUFUSS #F###

!)G#̀ $!S$ GU#!".F""

!'G#̀ !#GG G"U!RF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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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毒品及艾滋病环境因素分析

P'BD,3!.(*#A<(N,(='D>'$=<A;<>-A&T;'(-F8U"';;<$#'=,-J#=%JA<(T-A&TZ(<JD,-T,

8C?273 ;
0374H=3>H

M47J61=H1.?C&1!̀ " #
. 3

V3>H>&13<42B1KC'<6A QFU." #F#G$

!D7 G.RS G!G!"#FU"

!h1& G$!# G..!SF!"

V3>H>&13<4?6C&&'C21& Q#FUSS #F###

!D7 SS"Q SG!!SF!"

!h1& RQ! "Q"!"GFU"

V3>H>&137K,6CA'C21 .GF$QR #F###

!D7 SR.. S$S!SFU"

!h1& S.U "QR!"$FS"

V3>HC5>&1C'74HC=>62&<42B1?7''>4<2A ".FG"G #F##!

!#̀ "URR ."U!".F""

!$G̀ ."!Q "SR!SF."

!$Q#̀ $"#$ QRS!SFG"

!+Q#̀ .!S$ .RQ!"#FG"

)114=3>H& #FSSR #FQ"R

!D7 GS.R !"G!"#F$"

!h1& $R." $U.!SFR"

)114=3>H23C=1 UFQ"$ #F##U

!D7 S#G! RRG!SFR"

!h1& "!SQ .#.!""FS"

)114&7'17412CM<4H=3>H& #F""S #FUQ#

!D7 !.$Q !.!!"#F#"

!h1& $G#! $!"!"#F."

8C'<6A'1'513C&C=3>H=1C613 !FQSR #F#""

!D7 S."Q S#$!SFR"

!h1& "GQ! "RQ!""FS"

%7''>4<2A'1'513C&C=3>H=1C613 #F$.S #FG".

!D7 U."G U.#!"#F#"

!h1& QGQ$ Q!U!"#F$"

;N-<4K1?21=KC'<6A'1'513 ."FQ.R #F###

!D7 R""# UGR!SFQ"

!h1& .!QS Q.S!".FG"

/F3F1!个人因素!结果见表G(男生*该地区少数民族学

生*学习成绩自评为差的学生*初中生是毒品错误认知形成

的危险因素(

/F3F/!家庭因素!结果见表G(父亲职业是农业劳动者*

与其共同生活的父母人数*家庭经济条件为中".Q位和下

".Q位是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保护因素+姊妹人数较多是毒

品错误认知形成的危险因素(母亲职业*父母文化程度与学

生对毒品错误认知的形成无关(

/F3F5!社区因素!结果见表G(以居住农村为参照#居住

城区和乡镇是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保护因素+以社区

同龄入学率!自估")G#̀ 为参照#入学率'G#̀ 是学生对毒

品错误认知产生的保护因素(社区民族结构与学生毒品认

知形成无明显关联性(

/F3F3!毒品及艾滋病环境因素!结果见表G(有同学吸

毒*家族有 ;N-感染者是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危险

因素(家族有吸毒者是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保护因

素(社区成年人吸毒率!自估"*有无伙伴吸毒*是否见过毒

品*是否见过毒品交易*是否见过他人吸毒*家族有无贩毒

者*社区有无贩毒者与学生毒品认知的形成无关(

5!讨论

众所周知#毒品有害(认为毒品1没有任何危害2或1有

少许危害2的认知是错误认知(中学生对毒品认知是学生根

据自己的理解#选择切合个人理念的对毒品危害性的判断(

当然#一些学生选择的不是1标准答案2#而是错误观点+这些

1正确2或1错误2的选择能反映出学生内心对毒品的真实看

法(从各个角度分析毒品认知产生的原因#为行为干预寻找

关键节点#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本次调查显示#

凉山州艾滋病重点地区高达"#F"̀ 的中学生对毒品危害性

认识不足#是潜在吸毒人群#应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5F1!个人因素与应对策略

!!本研究结果提示#男生*该地区少数民族*学习成绩自评

为差和初中学段是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危险因素(

因男性生理特质决定其相对好动#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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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M!毒品危害性认知形成的多因素分析

P'BD,M!+&D=#*'A#'=,'('DC;#;<(>'$=<A;';;<$#'=,-J#=%JA<(T-A&TZ(<JD,-T,

-C3<C561!31K1314?1" < 0C6= 3 1L SG̀ /7

*13&74C6KC?273

!)1@!'C61"

!!81'C61 d#F$#U .SF!UR #F### #F!!! #FGUG/#FU""

!I2B4<?<2A!;C4"

!!(<473<2A #FU!. .UFRQU #F### .F"$. "F!"$/.FR$Q

!T?C=1'<?31?73=&!,773"

!!TL13CH1 d#FQ#R "#FRR. #F##" #FUQG #F!"./#FRR.

!! 7̂7= d#FQ$U RFGQS #F##Q #FU#U #FG!#/#FRS.

! 3̂C=1!j>4<73741"

!!g>4<732J7 d#FQ#! ""F!S! #F##" #FUQ! #F!"R/#FRUU

!!g>4<732B311 d#F$!! ..FRU" #F### #F!.U #FG"R/#FUGS

!!)14<73741 d#FS.$ G"FSSQ #F### #FQSU #FQ#S/#FG"#

!!)14<732J7 d"F""Q !QF.SG #F### #FQ.S #F.G#/#F$Q.

!!)14<732B311 d"F""G G#FUS$ #F### #FQ.R #F.$"/#F$$!

8C'<6AKC?273

!8C2B130&7??>,C2<74!474/CH3<?>62>3C66C57313&"

!!TH3<?>62>3C66C57313& d#FQG# .QFG"R #F### #FU#G #F!"./#FR".

!!D>'5137K&<&213& #F#GG UF!Q" #F##! "F#GU "F#"!/"F#SS

!!D>'5137K,C3142&6<L1=J<2B d#F"#Q GFG#R #F#"S #FS#. #FR.U/#FSRQ

!;7>&1B76=<4?7'1!>,,13".Q"

!!(<==61".Q d#FQGG ""FQ!U #F##" #FU#" #FGU#/#FR!.

!!Z7J".Q d#F!QS Q!FQSR #F### #FG.R #F$.S/#F!G#

%7''>4<2AKC?273

!+1&<=14?A!?7>423A&<=1"

!!%<2A d#FG#$ "RF.SR #F.GU #F!#$ #F$R#/#FU!"

!!:7J4&B<, d#F!!Q $#F!#. #F### #FG"G #F$.#/#F!Q.

!)?B776C2214=C4?13C21!)G#̀ "

!!'G#̀ d#F."Q SFU"S #F##. #FR#R #FU#U/#FS.$

I4L<374'142C6KC?2737K=3>H&C4=TNV)

!V3>H>&13<42B1KC'<6A!47"

!!h1& d#FQRU .UF##S #F### #F!US #FGRU/#FUR!

!V3>H>&1<4?6C&&'C21&!47"

!!h1& #F$U" .GF.R# #F### "F!#" "FQQQ/"FS.Q

!;N-<4K1?21=KC'<6A'1'513!47"

!!h1& #F"GQ "$FQGQ #F### "F"!G "F#U!/"F.!.

!!<$)2C4=C3=<\1=,C32<C631H31&&<74?71KK<?<142+1L$E==&3C2<7+/7$%74K<=14?1<4213LC6

墨守成规*富有冒险精神等是男生容易产生错误认知的主要

因素(多个研究报告提示#凉山地区少数民族民众吸毒问题

较为严重
,U ""-#本调查表明#该地区少数民族学生对毒品错

误认知的比例较高#是导致少数民族吸毒问题较为严重的重

要原因(某些民族特质促使少数民族学生对毒品危害性产

生错误认知#但具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低年级学生心

智相对还不成熟#辨别是非*对毒品危害性没有清楚认识(

加强重点人群教育#端正其思想#矫正其错误认知是禁毒工

作的努力方向(有研究证实#学习成绩差是吸毒的重要原

因
,".-#本研究也显示#学习成绩自评为差的学生对毒品危害

性认识不足的比例较高(学校禁毒教育要更多的关注男生*

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

5F/!家庭因素与应对策略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亲职业为农业劳动者是学生对毒品

错误认知形成的保护因素(提示职业为非农业劳动者的父

亲要更多的关注子女毒品及艾滋病知识教育(有研究证实#

紧密的家庭关系是防止青少年使用违禁毒品的重要因

素
,"Q-(本研究发现#长期共同生活的父母人数是学生对毒

品错误认知形成的保护因素#父母双全可能防止青少年对毒

品错误认知的形成#从而防止青少年吸毒(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对学生健康成长极其重要+缺少父母关爱和指引#

学生对毒品缺乏正确的认识#更容易成为1瘾君子2及毒贩们

的涉猎对象(提倡小孩与父母共同生活#减少1留守儿童2比

例+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降低青壮年死亡率+维持家庭完整

性(姊妹人数较多是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危险因素(

子女人数增多#小孩得到父母教育和关爱相对较少#是毒品

危害性错误认知产生的重要原因(强化计划生育#控制家庭

规模#有利于禁毒工作的开展(研究证实#部分富裕后的凉

山人吸食毒品#并将此作为身份象征,"$-(本研究也证实#家

庭经济相对较好是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危险因素#从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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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可能导致中学生吸毒(学校*家庭要更多关注那些1有钱2

学生的成长(引导这些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让他

们深刻认识毒品的危害性#自觉抵制毒品的侵蚀(

5F5!社区因素与应对策略

本研究结果显示#居住农村是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

的危险因素(与农村学生相比#城镇学生接受相关教育的机

会相对较多#视野较为广阔#有利于提高对毒品危害性的认

识(要有效推进禁毒防艾工作#一定要加强农村青少年的教

育#推进城市化建设有利于禁毒工作的开展(社区同龄人入

学率'G#̀ 是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保护因素(游离

于学校以外的青少年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更容易受到社会错

误认知和不良行为的影响#这些认知和行为通过同伴交流#

间接辐射到当地学生#导致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的产生(普

及义务教育*提高青少年入学率是提高青少年毒品危害性认

识的有效措施(

5F3!毒品及艾滋病环境因素与应对策略

在国家的严厉打击下#吸毒*贩毒成为相对隐密的行为+

;N-感染有关个人和家庭荣誉的大事#属个人隐私(学生

难以准确掌握有关家人*同学*伙伴*社区居民吸毒*家人感

染 ;N-的信息(尽管学生提供的信息不一定准确和完整#

但综合分析一万余例学生提供的资料#也能发现其中一些共

性#并寻找到一些规律(本研究结果证实#中学生对毒品错

误认知的形成与其毒品及艾滋病环境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需要具体探讨其差别(同样是1错误示范2#家族有吸毒者*

有同学吸毒*有伙伴吸毒分别是学生对毒品错误认知形成的

保护因素*危险因素和无关因素(有家人吸毒的学生耳闻目

睹毒品对吸者*对吸毒者家庭造成的伤害#深切体会到毒品

之恶#加深对毒品危害性的认识(中学生时期学生思想尚不

健全#行为观念可能在同伴压力*引诱*同化下发生相应改

变#同学间的不良行为!吸毒"可能导致学生毒品错误观念的

形成并相互传播#因此需要学校和禁毒部门更多介入#切断

此传播途径#建立保护屏障(同伴吸毒按理应与同学吸毒作

用条件类似#但却表现出与错误观念无关#其原因尚不清楚(

家族有 ;N-感染者有其深刻家庭背景#家人的错误认知和

不良行为相互影响#使学生对毒品危害性产生错误认知(毒

品贩售的暴露与错误观念形成无关#可能是严打涉毒政策及

新闻宣传禁毒工作的成果#降低了学生的好奇#提高了接触

毒品的门槛(继续保持严打涉毒犯罪行为*净化社会环境#

有利于提高青少年对毒品危害性认识(

综上#凉山州艾滋病重点地区中学生对毒品持错误认知

的比例较高(影响学生毒品认知的因素较多#包括个人因

素*家庭因素*社区因素和毒品及艾滋病环境因素#要针对性

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以防止吸毒犯罪行为的发生(但本

研究缺乏逐年比较#仅为横断面信息#难以评估影响因素的

动态变化#于调整禁毒手段来说#尚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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