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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



成癮

必修部分

2B當代有關危機的議題

(1) 成癮：種類(例如：毒品、

酒精、尼古丁、賭博、網

上電腦遊戲)、原因(例如：

生物結構、社會心理影響)、

帶來的問題、治療方法

4A疾病預防﹙第一、第二及

第三級﹚，在日常生活習慣

和方式中可採取的預防措施

(4) 對吸毒的正確態度、以

預防成癮

選修部分

健康推廣與健康護理服務的延伸學習

- 例：「無毒校園」健康推廣 / 酗酒治

療及康復服務

社群與社會關懷服務的延伸學習

- 例：戒賭服務 / 協助上網成癮青少年服

務

健康與社會關懷時事議題

- 例：校園驗毒 / 上網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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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及評估指引 –必修部分
• 課題二 本地與全球健康與社會關懷的情境
• 2B當代有關危機的議題
• 課題四 推廣及維持社區內的健康與社會關懷
• 4A疾病預防﹙第一、第二及第三級﹚，在日常生活習慣和方式中可採取的預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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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成癮對醫療和社會關懷系統的影響及啟示 (2B)

• 為成癮危機提出可行方案和解決方法(2B)

• 實踐有利個人的健康習慣(4A)

目

的

• 成癮：種類(例如：毒品、酒精、尼古丁、賭博、網上電腦遊戲)、原

因(例如：生物結構、社會心理影響)、帶來的問題、治療方法(2B1)

• 對吸毒的正確態度、以預防成癮(4A4)

內

容



成癮 –必修部分的理論及概念
必修部分

• 成癮：種

類(例如：

毒品、酒

精、尼古

丁、賭博、

網上電腦

遊戲)

必修部分

• 成癮原因

(例如：

生物結構、

社會心理

影響)

必修部分

• 成癮帶來

的問題

• 對醫療和

社會關懷

系統的影

響及啟示

必修部分

• 成癮治療

方法

• 為成癮危

機提出可

行方案和

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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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癮

包括…

慾望

行為

元素

生理渴求

脫癮症狀

耐受性

種類

行為

病態賭博

上網成癮

物質

吸毒

酗酒

吸煙

成因

個人

生理及心理

層面

個人歷史/ 經

歷

社群/區

同輩

家庭

社區

問題/影響

生理

心理

社交

成癮 –必修部分的理論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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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及啟示

醫療系統社會關懷系統
藥物治療行為治療

行動轉變

解決方案

醫療護理

三級預防

綜合/中醫

輔導/支援



15D.1 -癮癖

癮癖 特點

慾望 兩種形式的慾望：(1) 成癮者自己的慾望;

(2) 對癮癖物本身的慾望

病態：當事人無能為力去擺脫慾望的衝動

行為 以重複性的行為去獲得重複的刺激後，癮
癖便形成了

物質性成癮 VS行為性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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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1成癮元素

成癮元素 特點

生理上的渴求 強烈及持久的慾望；對某些物質或
行為的渴望

脫癮症狀 嘗試減少物質或停止行為時，會產
生負面情緒反應

耐受性 需要更多的成癮物質/行為以達到
同等程度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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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1 - 成癮種類

種類 例子

物質性
成癮

毒品 (吸毒)：海洛英、大麻、可卡因、
氯胺酮、咳藥

酒精 (酗酒)

煙草 (吸煙)

行為性
成癮

病態賭博

病態購物

上網成癮

工作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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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2 - 成癮種類：物質

成癮元素 物質成癮- 吸毒 (毒癮) / 酗酒/ 吸煙

生理上的渴求 強烈希望吸食/ 飲用，沒有能力控制使用量，雖然知
道物質會傷害身體仍持續吸食/ 飲用

脫癮症狀 脫癮症狀 -嘗試減少物質或停止行為時產生的負面
情緒及或生理反應
需要相同或接近的物質來協調舒緩或避免以上症狀

耐受性 不斷增加吸食/ 飲用量
耐藥性 –

繼續使用相同吸食/ 飲用量，反應或影響顯著減少
需要顯著增加的吸食/ 飲用量以出現反應或達到預
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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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2 - 成癮種類：病態賭博

成癮元素 行為成癮- 病態賭博

心理上的渴求 腦海裡充滿關於賭博的事情

脫癮症狀 曾經嘗試控制、減少或停止賭博但
都不成 - 當嘗試減少或停止賭博時
感到焦慮或煩燥不安

耐受性 需要不斷增加賭博的注碼來達到刺
激/感到有需要越賭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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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2 - 成癮種類：沉迷上網

成癮元素 行為成癮-沉迷上網

心理上的渴求 經常想著使用互聯網

脫癮症狀 嘗試減少或停止使用互聯網時，會
產生負面情緒

耐受性 增加使用互聯網時間以維持同等程
度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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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3 成癮成因
因素 例子 / 描述

社區 該社區愈是容易得到某種物質，以及該社區的社交文化
愈是接受此物質，當事人便愈容易以該種物質成癮

家庭 家庭不和/ 家事不能調解
父母影響：如果家長好飲酒，子女也較傾向喜歡飲酒

同輩 朋輩壓力 -交上有成癮行為的朋友，並需要認同群體 (詳
見主題冊5)

個人 生理及心理層面
• 生理 - 精神病患者，如患抑鬱症、焦慮症
• 心理 -自制力、承受壓力及解難的能力低
個人歷史/ 經歷
• 來自破裂家庭，或曾被虐待
• 嘗試過以某種物質去改變自己的情緒 - 情緒和精神上逃
避現實，以舒緩現實世界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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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4 成癮帶來的問題

全人健康 物質成癮 行為成癮

生理 影響人的整個身體系統，例如：
中樞神經系統、腎臟系統、呼吸
系統、消化系統
減慢身體的協調，擾亂官感，
以及損害記憶、注意力和判斷力

因為缺乏體能運動而引致其
他身體疾病，如過重
日顛夜倒，茶飯不思，將會
引致營養不良，以至身體免疫
力下降

心理 長期的心理問題或持續的壓力
精神問題如：判斷力弱、心理不安、情緒低落、自殺傾向、難
以入睡、情緒不穩、憂鬱煩躁、攻擊行為
物質或行為佔據了當事人的思想、感情和行為，形成心理倚賴

社交 佔據了當事人的生活，不再有任何其他的社交活動，使當事人
完全失去以前的嗜好和興趣
引致家庭不和、友誼破裂、失業、工作不愉快、學業不順利、
撒謊、負債累累，以及犯罪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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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2/4 成癮帶來的負擔(醫療)

成癮
生理 / 心理疾病 –增加醫療系統的負擔

吸毒 容易患上肺癆、腎病、肝病，以及其他的傳染病如愛滋病
也較容易患上各種精神科疾病，如抑鬱症、焦慮症

酗酒 可引致肝硬化、腦神經、胃腸道、肝機能和心血管疾病
急性酒精中毒：使當事人的行為失控，引致腦神經或呼吸道的失調。
慢性酒精中毒：引致維他命B1缺乏症，以及神經系統受損，因而導
至震顫、疾病發作、記憶力衰退及精神混亂

吸煙 可引致肺癌
其他：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腸胃失調、口腔疾病

病態
賭博

日顛夜倒，茶飯不思，將會引致營養不良，以至身體免疫力下降

沉迷
上網

缺乏體能運動而引致其他身體疾病，如過重
過度上網引致其他身體疾病：感光羊 症、關節勞損、外周神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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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2/4 成癮帶來的負擔(社會關懷)

成癮 行為問題 / 社會問題 –增加社會關懷系統的負擔
吸毒 影響個人人格發展，以罪行維持自己的嗜好，如偷竊、高買、賣

淫，或其他社會不能接受的行為
或會日漸與朋友和家人隔離，與其他吸毒者自成一個世界
失去工作長期失業

酗酒 與各種暴力和侵襲事件相關，例如：虐待配偶、虐待兒童
影響人的判斷能力，增加患上性傳染病、懷孕和性侵犯的機會

病態
賭博

與家人朋友日漸疏離
可能從事非法勾當，取得賭本
引致其他問題如自殺、離婚、酗酒或吸毒

沉迷
上網

過度使用互聯網，日常生活便會受影響，與人的關係便會越加疏
離，可能與家人朋友口角不和，隱瞞上網實際時間形成人際關係的
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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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5A治療方法

治療方法 物質成癮

目標 提供介入以針對醫療、心理、職業、法律
和其他社會需要，防止復發

藥物 降低渴求，以一種藥物（如美沙酮）取代
物質（如海洛因），阻斷物質的藥物效果

其他配合 輔導、心理治療、家庭治療、管教方式、
職業康復、社會服務和法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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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5A治療方法

治療方法 行為成癮 / 物質成癮

目標 改善當事人的人際關係
增強當事人在家庭和社會生活的能力

行為治療 增加求助者改變動機
拒絕癮癖的技巧
替代癮癖的活動（建設性、有吸引力）
改善當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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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5A治療方法
- 應用主題冊9 –行為轉變模式

轉變階段 成癮為例

打算轉變前 可能視成癮行為為正面經歷。
不尋求治療、不願改變。
對成癮行為可能帶來的不良後果缺乏意識

打算轉變 承認成癮帶來的問題但尚未預備好或確定要作出改變

準備行動 預備好改變，願意嘗試先作小的改變，譬如轉另一種牌子的
香煙或減少喝酒

行動 展開一系列的新行為，並表現新的知識、洞見、態度與技巧

鞏固及預防
重蹈覆轍

發展一套健康、沒有沉溺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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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5B 可行方案和解決方法 - (1)酗酒

為酗酒者而設

治
療

門診治
療

屯門酗酒診療所
提供綜合性評估，以找出酗酒者需要，從而計畫介入方式
提供藥物戒酒服務，以減低酒精對身體傷害
提供精神及心理問題治療與輔導，以處理引致酗酒的因素

入院治
療

酗酒者如需接受住院戒除酒癮服務或治療與酗酒有關的精
神及心理問題，將入住青山醫院

社區康
復及輔導

醫生及護士透過講座、座談會及傳媒教導等，向市民、教
師、社工及護士作社區教育
「香港戒酒無名會」小組 -為酗酒人士提供平台，讓他們
透過分享資訊及經驗互相支持 / 自助小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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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5B 可行方案和解決方法 - (2)吸毒

為吸毒者而設

戒
毒
計
劃

政府
強迫戒毒計劃 (懲教署 )
美沙酮自願門診計劃(衞生署)
物質誤用診所(醫院管理局)

非政府機構
濫用精神藥物者輔導服務
自願住院戒毒治療計劃

形
式

門診治療 例子：屯門物質濫用診療所

入院治療 聯繫會診：由醫生跟進治療

院舍(短期或長期) 例子：
女性戒毒 -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
男性戒毒 -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賽馬會日出
山莊、香港戒毒會石鼓洲康復院

社區康復及輔導 同路人小組
戒毒善後輔導 - 預防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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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5B 可行方案和解決方法 - (3)病態賭博

為病態賭博者而設

三
級
預
防
模
式

第一級預防 社區及青少年預防計劃
針對所有學生，增加青少年對病態賭博的認識，減低青少年
參加賭博的機會

第二級預防 社區及青少年預防計劃
識別曾參與賭博之高危青少年，預防他們出現賭博成癮問題
戒賭熱線

第三級預防
/ 治療

輔導服務及個案跟進
個人、配偶和家庭輔導
臨床心理學家及精神科醫生提供心理和精神評估及治療
財務及債務輔導
緊急支援及暫時住宿
小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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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D.5B 可行方案和解決方法 - (4)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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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煙者而設

服
務

政府
戒煙診所(衞生署)

•為期八至十二星期的戒
煙輔導療程

戒煙輔導中心 ：「無煙新
天地」(醫院管理局)

•由前線醫護人員向病人
推廣戒煙，主動勸喻有
吸煙習慣的的住院及門
診病人戒煙

非政府機構
東華三院綜合戒煙服務中心 –

•結合心理輔導及藥物治療；醫生、
護士或輔導員會為戒煙者進行身體檢
查及評估，並會按其尼古丁依賴程度，
度身設計合適的戒煙計劃

博愛醫院 中醫戒煙服務
•中醫流動醫療車提供免費中醫戒煙
服務，以針灸治療為主



15D.5B 可行方案和解決方法 - (5)沉迷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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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沉迷上網者而設
輔
導
服
務

輔導熱線 由註冊社工負責支援熱線

上門輔導 外展家訪及個案輔導

網絡小組 為沉迷網絡學生提供專題討論、宿營及戶外活動培養青
少年使用電腦網絡以外行為的興趣

支
援
服
務

講座/工
作坊

認識網絡成癮現象及禍害，並認識預防／處理網絡成癮
的方法

健康網絡
大使

邀請曾接受服務的青少年成為大使，向社會各界傳遞健
康使用網絡的訊息

家長支援
網絡

提升家長管教子女健康使用網絡的信心及技巧
建立家長間的互助網絡，舒緩家長管教子女的壓力，互
相支持



課程及評估指引
–選修部分 (成癮)

• 例：「無毒校園」健康推廣

• 例：酗酒治療及康復服務

健康推廣與健康護理服務

的延伸學習

• 例：戒賭服務

• 例：協助上網成癮青少年服務

社群與社會關懷服務的

延伸學習

• 例：校園驗毒

• 例：青少年上網成癮

健康與社會關懷時事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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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與社會關懷服務的延伸學習 –實地學習活動

場所 觀察 訪問 服務 / 活動

預防濫藥
中心

主要概念：成癮、成癮的原因、治療與預防「復吸」

• 提供的服務
• 中心環境及設

施
• 服務對象的特

色
• 中心氣氛
• 中心內不同人

員的工作

服務對象
• 需要
• 對服務的意見
• 使用服務感受
• 身體、智能、情緒及社會

的健康狀況
• 家庭關係
• 朋輩關係

專業人員
• 職責 / 分工
• 介入目標、方法、技巧
• 工作需要的培訓
• 工作困難

可以參與協助的義工服
務：
• 防毒大使
• 學校推廣活動
• 撰寫康復者個人故事
• 宣傳反吸毒嘉年華

可以旁聽 / 觀察的活動：
• 戒毒者分享會
• 藥物講座

25



健康推廣與健康護理服務的延伸學習 –實地學習活動例子

場所 觀察 訪問 服務 / 活動

病人自助
組織

(為酗酒者
而設)

• 主要概念：成癮、溝通技巧、社區工作、社交支援網絡、關懷的不同
方法、健康推廣模式、充權、全人健康

 中心環境氣氛
 服務對象的特色
 不同專業人員的工作

病人
 需要
 困難：如藥物反

應、就業、家庭
關係

 非正規支援/ 支援
網絡

 健康知識
 健康生活模式

專業人員
 介入方法、技巧
 倡議工作

可以參與協助的義工服務：
 健康推廣活動
 病人及家屬同樂日

可以旁聽 / 觀察的活動：
 小組會議
 為酗酒者而設的健康生

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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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懷時事議題 - 研習問題例子
主題 病態賭博

研習問題 • 病態賭博有何特徵？
• 根據艾里克森社會心理發展階段和柯爾博格的道德發展理論，病態

賭博如何妨礙青少年的心理社會和道德發展？
• 從個人、朋輩、家庭及社區的層面，分析青少年病態賭博的成因。
• 在個人、群體及社區的層面，有/ 應該提供甚麼服務以幫助青少年解

決病態賭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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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時事議題 - 研習問題例子

主題 青少年吸毒問題

研習問題 • 本港青少年吸毒的主要原因是甚麼?

• 校園驗毒有甚麼利弊？
• 除了校園驗毒外，有甚麼方法減輕青少年吸毒問題？請以渥

太華約章的五個行動綱領作出建議。
• 如何運用不同的政策工具處理青少年吸毒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