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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摘要 

   本研究於 2014 年度訪問了 97 位澳門有濫用藥物危機的青少年，有效問卷共 92

份，以中文版藥物濫用篩選量表 DAST-20 為測量工具，再配合其澳門濫用藥物者中

央登記表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以測量監察青少年濫用藥物嚴重程度的趨勢及變化。 

 

目的：測量監察澳門青少年濫用藥物嚴重程度的趨勢及變化 

資料：澳門 92 位有濫用藥物危機的青少年 

數據及結論： 

1. 澳門受訪青少年其 DAST20 的平均分數為 9.45，藥物濫用危機級別為「中度」。

(p.19) 

2. 21 歲以下 DAST-20 的平均分數為 9.41，21 歲或以上 DAST-20 的平均分數為 9.49。

(p.20) 

3.  受訪者的危機分數(DAST-20 分數)與吸毒年期出現顯著 (P<0.05)正關係

r=0.331，21 歲或以上組別其正關係更增強至 r=0.493， 藥物濫用危機分數隨吸

毒年期增長而增加。(p.24) 

4.  受訪的藥物濫用青少年主要居住於澳門北區。(p.25) 

5. 大部份受訪者開始吸毒的年齡為 13 至 18 歲，60%的受訪者於 16 歲前首次吸毒。

(p.26) 

6. 藥物濫用危機分數(DAST-20 分數)與首次吸毒的年齡出現顯著負關係 r=-0.380 

(P=0.001>0.05)。首次吸毒的年齡越小，其藥物濫用危機分數越高，表示更大的

吸毒危機。(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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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少年濫藥深度研究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09 建立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監察社會整體吸毒

情況。 特區政府禁毒委員會轄下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為了進一步掌握有關

情況，於 2010 年開始進行研究，以強化社區青少年濫用藥物的監察及服務跟進。 經

徵詢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意見並進行文獻回顧及資料整理後，最終選取了藥物濫用

篩選量表 DAST-20 作為濫藥深度研究的評估工具，並且每年收集有關數據以評估澳

門青少年濫用藥物的最新情況。 

 

第 1 章 研究目的 

1.1 探索澳門青少年濫用藥物的現況 

1.2 對 DAST-20 量表進行中文化，並測試中文化後的信度。 

1.3 以國際化量表，定期監察青少年濫用藥物嚴重程度的趨勢及變化。 

 

 

第 2 章 研究方法及對象 

 本研究由 2014 年 1 至 12 月期間共訪問接受戒毒復康處、街坊會聯合總會、聖

公會及新生命團契服務有濫用藥物危機的青少年，填寫中文版 DAST-20 問卷，共獲

有效問卷 92 份，再配合其澳門濫用藥物者中央登記表的資料進行統計分析。 

  

 

 

表格 1 填報單位 

填報單位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戒毒復康處 55 59.8 59.8 59.8 

聖公會 1 1.1 1.1 60.9 

新生命團契 30 32.6 32.6 93.5 

街坊會聯合總會 6 6.5 6.5 100.0 

總和 92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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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結果 

受訪者基本資料 

 性別 

是次受訪者以男性共 75 人佔 81.5%，女性共 17 人佔 18.5%。  

 
 

表格 2 被訪者性別分佈 

被訪者性別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女性 17 18.5 18.5 18.5 

男性 75 81.5 81.5 100.0 

總和 92 100.0 100.0  

 

圖表 1 被訪者性別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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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齡 

 受訪者年齡由 13 歲至 29 歲， 平均年齡為 20.35 歲﹔標準差為 3.85。由於本年

度填報單位包括戒毒復康處及民間機構，受訪者年齡分佈範圍較廣泛。21 歲以下的

受訪者共 51 人，21 歲或以上的受訪者共 41 人。 

 

 

 

表格 3 被訪者年齡分佈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3 1 1.1 1.1 1.1 

14 5 5.4 5.4 6.5 

15 5 5.4 5.4 12.0 

16 4 4.3 4.3 16.3 

17 9 9.8 9.8 26.1 

18 7 7.6 7.6 33.7 

19 9 9.8 9.8 43.5 

20 11 12.0 12.0 55.4 

21 7 7.6 7.6 63.0 

22 3 3.3 3.3 66.3 

23 11 12.0 12.0 78.3 

24 7 7.6 7.6 85.9 

25 2 2.2 2.2 88.0 

26 7 7.6 7.6 95.7 

27 1 1.1 1.1 96.7 

29 3 3.3 3.3 100.0 

總計 92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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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2 被訪者年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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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中央登記表資料 

 出生地 

受訪者主要出生地為澳門，有效百分比佔 92.4%。  
 

 

表格 4 被訪者出生地分佈 

出生地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中國內地 7 7.5 7.5 7.5 

澳門 85 92.4 92.4 100.0 

     

總和 92 100 100.0  

 

 

 

 種族 

受訪者91人是華人，有效百分比為98.9%。 

 

 

表格 5 被訪者種族分佈 

種族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華人 90 97.8 98.9 98.9 

 其他 1 1.1 1.1 100.0 

 總和 91 98.9 100.0  

 遺漏值 1 1.1   

總和 9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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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身份 

56名受訪者居民身份是澳門居民，有效百分比為100%。 

 

表格 6 被訪者居民身份分佈 

居民身份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澳門居民 55 59.8 100.0 100.0 

      

 遺漏值 37 40.2   

總和 92 100.0   

 

 

 

 本地居住區分 

受訪者居住區分大部分於北區，佔有效百分比54.5%。 

 

表格 7 被訪者居住區分分佈 

本地居住區分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北區 48 52.2 54.5 54.5 

中區 22 23.9 25.0 79.5 

南區 9 9.8 10.2 89.8 

路氹 7 7.6 8.0 97.7 

中國內地 2 2.2 2.3 100.0 

總和 88 95.7 100.0  

遺漏值    4 4.3   

總和   9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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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狀況 

受訪者婚姻狀況大部分為未婚，佔有效百分比84.8%。已婚佔有效百分比10.9%。 

 

表格 8 被訪者婚姻狀況分佈 

婚姻狀況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未婚 78 84.8 84.8 84.8 

已婚 10 10.9 10.9 95.7 

離婚或分居 4 4.3 4.3 100.0 

     

總和 92 100.0   

 

 

 

 

 有否子女 

受訪者大部分沒有子女，佔有效百分比82.6%。 

 

表格 9 被訪者子女狀況分佈 

有否子女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16 17.4 17.4 17.4 

無 76 82.6 82.6 100.0 

     

總和 92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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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程度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大部分集中於小學及初中，合共有效百分比為83.7%。 

 

表格 10 被訪者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小學 25 27.2 27.2 27.2 

初中 52 56.5 56.5 83.7 

高中 11 12.0 12.0 95.7 

大專或以上 4 4.3 4.3 100.0 

     

總和 92 100.0 100.0  

 

 

 

 

 職業狀況 

受訪者的職業狀況首三位為全職、無業及學生，分別佔有效百分比 58.2%，24.2%及

8.8%。 

 

表格 11 被訪者職業狀況 

職業狀況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全職 53 57.6 58.2 58.2 

散工 5 5.4 5.5 63.7 

無業 22 23.9 24.2 87.9 

學生 8 8.7 8.8 96.7 

不詳 3 3.3 3.3 100.0 

總和 91 98.9 100.0  

遺漏值 1 1.1   

總和  9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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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人有否吸毒 

受訪者家人有吸毒的佔有效百分比 8.7%，87%表示其家人沒有吸毒。 

 

表格 12 被訪者家人有否吸毒 

家人有否吸毒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8 8.7 8.7 8.7 

無 80 87.0 87.0 95.7 

不詳 4 4.3 4.3 100.0 

     

總和 92 100.0 100.0  

 

 

 犯罪紀錄 

受訪者有犯罪紀錄的佔有效百分比 73.3%，24.4%表示沒有犯罪紀錄。 

 

表格 13 被訪者犯罪紀錄 

有無犯罪紀錄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有 63 68.5 73.3 73.3 

無 21 22.8 24.4 97.7 

不詳 2 2.2 2.3 100.0 

總和 86 93.5 100.0  

遺漏值 6 6.5   

總和 9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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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吸毒的年齡 

是次92位受訪者，其首次吸毒的年齡由9歲至29歲，平均首次吸毒年齡為16.57歲。 

 

 

表格 14 被訪者首次吸毒年齡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首次吸毒的年齡 91 9 29 16.57 3.661 

有效人數 91     

首次吸毒的年齡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9 1 1.1 1.1 1.1 
 10 1 1.1 1.1 2.2 
 12 4 4.3 4.4 6.6 
 13 9 9.8 9.9 16.5 
 14 10 10.9 11.0 27.5 
 15 14 15.2 15.4 42.9 
 16 16 17.4 17.6 60.4 
 17 9 9.8 9.9 70.3 
 18 8 8.7 8.8 79.1 
 19 5 5.4 5.5 84.6 
 20 4 4.3 4.4 89.0 
 22 2 2.2 2.2 91.2 
 23 3 3.3 3.3 94.5 
 24 1 1.1 1.1 95.6 
 25 1 1.1 1.1 96.7 
 26 1 1.1 1.1 97.8 
 29 2 2.2 2.2 100.0 

 總和 91 98.9 100.0  

 遺漏值 1 1.1   

總和 9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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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年齡與性別 

以受訪者年齡與性別進行交互表列分析，女性被訪者年齡由(13至25歲)而男性被訪

者年齡為(14至29歲)。女性受訪者平均年齡為18.82， 男性受訪者平均年齡為20.69。 

 

 

 

表格 15 年齡與性別交互表列分析 

年齡 被訪者性別 總和 

女性 男性 

 

    

13 1 0 1 

14 3 2 5 

15 2 3 5 

16 0 4 4 

17 2 7 9 

18 0 7 7 

19 1 8 9 

20 1 10 11 

21 3 4 7 

22 0 3 3 

23 0 11 11 

24 2 5 7 

25 1 1 2 

26 1 6 7 

27 0 1 1 

29 0 3 3 

總和 17 75 92 

 

 

 吸毒的年期 

以受訪者填報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的年齡減去受訪者首次吸毒年齡計算出受訪

者的吸毒的年期。2014 年受訪者平均吸毒的年期為 3.84 年，標準差為 3.364，吸毒

年期中位數為 4 年。 21 歲以下的有效受訪者共 50 人，平均吸毒的年期為 2.46 年，

21 歲或以上的有效受訪者共 41 人，平均吸毒的年期為 5.5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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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濫用篩選量表(Drug Abuse Screening Test) 

藥物濫用篩選量表DAST是一個單維尺度量表(uni-dimensional scale)，分數越高其藥

物濫用問題越嚴重。由於量表具有優良的信度和效度並且使用方便，DAST量表多

年來廣泛為世界各國防治藥物濫用機構使用。藥物濫用篩選量表DAST有多個版

本，分別有28題、20題及10題。是次研究選取DAST-20為測量工具。  

 

 

 原量表的信度及效度 

研發藥物濫用篩選量表的斯金納教授表示，DAST-20 量表的可靠性十分之高，

DAST-20 題版本與 DAST28 題版本的相關度達到 r=0.99。 至於 DAST-20 的整體樣

本內在一致性信度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十分高，其克隆巴赫係數

(Cronbach's Alpha)達到 0.95，剔除濫用酒精類的子樣本後，克隆巴赫係數為 0.86。

DAST-20 量表能有效地區分填表者藥物濫用的情況，以便提供服務和支援。 

(Skinner， Guide for the using the Drug Abuse Screening Test(DAST)， 1982) 

 

此外，回顧美國醫學圖書館的資料庫 Medline 及 Psychinfo 由 1982 至 2005 年的研究

資料，過去亦有多次研究驗證 DAST-20 的信度。DAST-20 量表的克隆巴赫係數分

別由 0.74 至 0.92 不等。 (Yudko， E.， Lozhkina， O.， & Fouts， A.， 2007)  

 

表格 16 有關 DAST20 的信度研究 

版本 研究 樣本 克隆巴赫

係數 

DAST-20/ 

DAST-28 

(Skinner， The drug abuse 

screening test， 1982) 

223 位自願接受戒酒及戒毒

服務人士 

0.92 

0.95 

DAST-20 (Salstone， R.， Halliwell， S.， 

& Hayslip， M. A.， 1994) 

318 位女性罪犯 0.88 

DAST-20 (Skinner， H. A.， & Goldberg， 

A. E.， 1986) 

105 位精神科藥物使用者 0.74 

DAST-10/ 

DAST-20 

(Cocco， K. M.， & Carey， K. 

B.， 1998) 

97位精神科門診病人 0.92 

0.86 

(Yudko， E.， Lozhkina， O.， & Fouts， A.，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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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T-20 量表中文化後的信度和效度 

是次DAST-20量表中文化，由社工局防治藥物依賴廳聯同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社區

青年工作隊、聖公會北區青年服務隊及新生命團契等民間機構的外展社工共同進

行，有關團體為澳門主要為高危青少年提供輔導的機構，對輔導有濫用藥物危機的

青少年均有豐富前線實務經驗。 (澳門政府社會工作局 ， 香港城市大學， 2005) 

 

中文版DAST-20量表初稿完成後，由包括香港及澳門的多名資深邊青服務社工評估

其表面效度(face validity)並同意有關翻譯能準確反映原量表的意思。初版DAST-20

量表交社工局及以上各團體確認後，由前線社工在社區中邀請青少年試做並收集意

見進行調整，其後再交由母語為英語並能閱讀中文的獨立人士進行回譯，確保與原

量表的一致性， 最後定稿將量表送交DAST-20作者斯金納教授評閱並交由上述各團

體使用。 

 

一個可靠的測量工具應具有高的信度，即每次使用量表時都會產生相似的結果。是

次研究以克隆巴赫係數（Cronbach's alpha）分析 DAST-20 的信度。 (Cronbach， 1951) 

當克隆巴赫係數達到 0.7 以上其信度為可接受，0.8 以上為良好信度，0.9 以上為優

良信度。 (George， D.， & Mallery， P.， 2008) 

 

經過至2010至2013三年共278有效個案的測試中，DAST-20量表中文化的克隆巴赫係

數仍保持在0.82的高水平，與原版的0.86極為接近，說明中文化後並無損原量表。

DAST-20中文版量表處高信度水平，能有效評估澳門青少年濫藥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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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青少年濫用藥物嚴重程度 

 

禁委會轄下「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有關成員機構，以有關中文版DAST-20

量表訪問有濫用藥物危機的青少年，以評估青少年藥物濫用的危機級別，並持續監

測澳門青少年濫藥的嚴重情況和發展趨勢。 

DAST-20量表的計分方法如下，20條有關藥物濫用的問題中，如回答「是」則有1

分、最低為0分(第4及5題為反向題，答「是」為0分，答「否」為1分)，量表最高為

20分 (Skinner， The drug abuse screening test， 1982)。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按DAST-20量表使用指引，受訪人士可按其量表分數評估其藥物濫用危機級別，分

別由沒有危機至非常嚴重5級，並建議不同危機級別的相應行動，以助評估及作出

跟進。 

 

表格 17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分級表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DAST-20 分數 建議相應行動 ASAM 標準 

没有 0 繼續監控  

低度 1 – 5  輔導跟進 Level I 

中度  6 – 10  門診(密集式) Level I or II 

深度 11 – 15 密集式治療跟進 Level II or III 

非常嚴重 16 – 20 密集式治療跟進 Level III or IV 

ASAM : 美國成癮藥物協會-成癮病人安置標準(Mee-Lee， D.， & American Society of Addiction Medicin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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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澳門青少年藥物濫用篩選量表分數及危機級別 

在本項研究中，92位受訪者其DAST-20的平均分數為9.45，藥物濫用危機為「中度」。

按美國成癮藥物協會-成癮病人安置標準，應接受濫用藥物門診等服務。如按年齡分

組，21歲以下DAST-20的平均分數為9.41，21歲或以上DAST-20的平均分數為9.49。 

 

 

表格 18 2014 年澳門青少年 DAST-20 分數 

個數 
有效的 92 

遺漏值 0 

平均數 9.45 

標準差 4.371 

最小值 1 

最大值 18 

 

 

圖表 3 DAST-20 量表分數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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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度有關青少年 DAST-20 分數分佈詳列如下: 

 

表格 19 DAST-20 分數分佈 

DAST-20分數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1 2 2.2 2.2 2.2 

2 2 2.2 2.2 4.3 

3 5 5.4 5.4 9.8 

4 4 4.3 4.3 14.1 

5 11 12.0 12.0 26.1 

6 6 6.5 6.5 32.6 

7 4 4.3 4.3 37.0 

8 4 4.3 4.3 41.3 

9 5 5.4 5.4 46.7 

10 4 4.3 4.3 51.1 

11 10 10.9 10.9 62.0 

12 10 10.9 10.9 72.8 

13 9 9.8 9.8 82.6 

14 6 6.5 6.5 89.1 

15 2 2.2 2.2 91.3 

16 3 3.3 3.3 94.6 

17 3 3.3 3.3 97.8 

18 2 2.2 2.2 100.0 

總和 92 100.0 100.0  

 

 

 

表格 20 按年齡分組 DAST-20 分數 

 年齡組別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DAST-20

的分數 

21歲以下 51 1 18 9.41 4.738 

21歲或以上 41 2 18 9.49 3.925 

 

 

 

 



 

           澳門青少年濫藥嚴重程度研究 2014 
 

 21 

 

 澳門青少年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是次研究的受訪者藥物濫用危機級別以「中度」及「深度」為主，分別佔 24.7%及

39.8%。同時亦有 8.6%的受訪者其藥物濫用危機級別為「非常嚴重」。 

 

表格 21 2014 年受訪者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低度 24 26.1 26.1 26.1 

 中度 23 25.0 25.0 51.1 

 深度 37 40.2 40.2 91.3 

 非常嚴重 8 8.7 8.7 100.0 

總和 92 100.0 100.0  

 

 

圖表 4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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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按年齡分組，21歲以下藥物濫用危機級別以「深度」佔多數，有35.3%。而21歲或

以上藥物濫用危機級別以「中度」及「深度」佔多，分別有26.8%及46.3%。 

 

 

表格 22 按年齡分組的藥物濫用危機級別分佈圖 

年齡分組 次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21歲或以下  

低度 15 29.4 29.4 29.4 

中度 12 23.5 23.5 52.9 

深度 18 35.3 35.3 88.2 

非常嚴重 6 11.8 11.8 100.0 

總和 51 100.0 100.0  

21歲或以上  

低度 9 22.0 22.0 22.0 

中度 11 26.8 26.8 48.8 

深度 19 46.3 46.3 95.1 

非常嚴重 2 4.9 4.9 100.0 

總和 41 100.0 100.0  

 

 

 

 

圖表 5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分佈圖(21 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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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6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分佈圖(21 歲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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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比較 

 藥物濫用危機分數與吸毒年期 

有關藥物濫用危機分數與吸毒年期，是次樣本出現顯著(P<0.05)正關係 r=0.331，藥

物濫用危機分數隨吸毒年期增長而增加。 

 

表格 23 受訪者藥物濫用危機級別與吸毒年期關係 

 

如進一步以年齡組別分類進行分析，21歲或以上的有效受訪者，其皮爾森相關係數

(Pearson Correlation)更達到0.493(P=0.001)， 顯示出更強的顯著正關係。 

 

 藥物濫用危機分數與性別之關係 

以性別分組進行比較其DAST-20分數， 女性受訪者平均DAST-20分數為10， 男性受

訪者平均DAST-20分數9.32。進行獨立樣本T檢定(Independent-Sample T Test)其結

果(P=0.565>0.05)，因此DAST20分數與受訪者性別沒有出現顯著關係。 

 

 吸毒年期 藥物濫用危機 

吸毒年期 

Pearson 相關 1 .331
**
 

顯著性 (雙尾)  .001 

個數 92 91 

藥物濫用危機 

Pearson 相關 .331
**
 1 

顯著性 (雙尾) .001  

個數 91 91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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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藥深度研究 與 澳門濫用藥物者中央登記表交互表

列分析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與 居住區 

受訪者普遍居住在北區，相對於中區及南區的受訪人數為多。濫藥程度方面也是居

住在北區的受訪者程度較重。 

 

表格 24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與 居住區 

  藥物濫用危機 總和 

沒有 低度 中度 深度 非常嚴重 

本地居住區分 

北區 0 15 7 22 4 48 

中區 0 5 8 6 3 22 

南區 0 2 3 4 0 9 

路氹 0 2 3 1 1 7 

中國內地 0 0 0 2 0 2 

總和 0 24 21 35 8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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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與 首次吸毒的年齡 

大部份受訪者開始吸毒的年齡為13至18歲，超過一半受訪者(60%)於16歲前首次吸

毒。 

 

表格 25 交互列表分析首次吸毒的年齡 與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首次吸毒的年齡 藥物濫用危機 總和 

沒有 低度 中度 深度 非常嚴重 

 

9 0 0 0 1 0 1 

10 0 0 0 1 0 1 

12 0 0 0 3 1 4 

13 0 0 3 3 3 9 

14 0 3 1 6 0 10 

15 0 2 3 7 2 14 

16 0 5 4 6 1 16 

17 0 2 1 5 1 9 

18 0 3 5 0 0 8 

19 0 1 3 1 0 5 

20 0 2 1 1 0 4 

22 0 1 0 1 0 2 

23 0 1 0 2 0 3 

24 0 1 0 0 0 1 

25 0 0 1 0 0 1 

26 0 1 0 0 0 1 

 29 0 1 1 0 0 2 

總和 0 23 23 37 8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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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藥物濫用危機分數與 首次吸毒的年齡的關係 

 

以受訪者首次吸毒的年齡與藥物濫用危機分數(DAST-20)進行皮爾森相關係數分

析，DAST-20 平均分數為 9.34，首次吸毒的年齡平均為 16.52 歲。由以下列表顯示

皮爾森相關係數達到-0.380(P=0.001>0.05)，因此 DAST-20 分數與首次吸毒的年齡出

現顯著負關係。首次吸毒的年齡越小，其藥物濫用危機分數越高，表示更大的吸毒

危機。 

 

 

 

表格 26 DAST-20 分數與首次吸毒的年齡 

 

 

 

 

 

 

表格 27 DAST-20 分數與首次吸毒的年齡的皮爾森相關係數 

   DAST20分數 首次吸毒的年齡 

DAST20分數 Pearson 相關 1 -.380** 

 顯著性 (雙尾)  .000 

 個數 92 91 

首次吸毒的 Pearson 相關 -.380** 1 

年齡 顯著性 (雙尾) .000  

 個數 91 91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DAST20分數 9.45 4.371 92 

首次吸毒的年齡 16.57 3.661 91 



 

           澳門青少年濫藥嚴重程度研究 2014 
 

 28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與 教育程度 

 

大部分的受訪者教育程度為小學及初中，其中只有初中程度的受訪者在任何級別均

為人數佔多。 

 

表格 28 教育程度 與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教育程度 藥物濫用危機級別 總和 

沒有 低度 中度 深度 非常嚴重 

 

小學 0 6 5 11 3 25 

初中 0 15 13 21 3 52 

高中 0 3 3 4 1 11 

大專或以上 0 0 2 1 1 4 

總和 0 24 23 37 8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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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DAST-20 量表(中文版) 

 

過去的 12 個月內、您有沒有出現以下情況?                  請圈出你的答案 

 

1. 你有使用醫療原因以外的其他藥物?       是 / 否 

2. 你有濫用經醫生處方的藥物?         是 / 否 

3. 你在同一時間內曾濫用超過一種藥物?       是 / 否 

4. 當你想要停止濫藥的時候，你總是能夠停止?      是 / 否 

5. 你能一星期不濫用藥物?          是 / 否 

6. 即使你停止濫藥一段時間，仍然會出現眼前昏黑或產生幻覺?  是 / 否 

7. 你曾因濫藥而感到不安或懷有罪疚感?       是 / 否 

8. 你的父母或伴侶曾責備你濫用藥物?        是 / 否 

9. 你曾因濫藥而導致你與父母或伴侶出現問題?      是 / 否 

10. 你曾因濫藥而失去朋友?          是 / 否 

11. 你曾因濫藥而忽略家人?          是 / 否 

12. 你曾因濫藥而導致在工作或學校內遇到麻煩?      是 / 否 

13. 你曾因濫藥而影響學業或工作?         是 / 否 

14. 你曾因濫藥而有打鬥行為?          是 / 否 

15. 你曾為了取得藥物而從事非法活動?        是 / 否 

16. 你曾因藏毒而被捕?           是 / 否 

17. 你曾因停止濫藥而感到不適(出現戒斷症狀)?      是 / 否 

18. 你曾因濫藥而出現健康問題(例如：失憶、胃痛、尿頻、鼻炎等)? 是 / 否 

19. 你曾因濫藥而向他人求助?          是 / 否 

20. 你曾因濫藥而接受戒毒治療?         是 / 否 

 

DAST20 ©  Copyright 1982 by Harvey A. Skinner， PhD and the 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 

Toronto， Canada. You may reproduce this instrument for non-commercial use (clinical， research， training 

purposes) as long as you credit the author Harvey A. Skinner，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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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DAST-20 量表(英文版) 

These questions refer to the past 12 months.                   Circle Your Response 

1. Have you used drugs other than those required for medical reasons?         Yes  /  No 

2. Have you abused prescription drugs?              Yes  /  No 

3. Do you abuse more than one drug at a time?             Yes  /  No 

4. Can you get through the week without using drugs?            Yes  /  No 

5. Are you always able to stop using drugs when you want to?          Yes  /  No 

6. Have you had "blackouts" or "flashbacks" as a result or drug use?         Yes  /  No 

7. Do you every feel bad or guilty about your drug use?           Yes  /  No 

8. Do your parents ever complain about your involvement with drugs?         Yes  /  No 

9. Has drug abuse created problems between you and your parents?         Yes  /  No 

10. Have you lost friends because of your use of drugs?           Yes  /  No 

11. Have you neglected your family because of your use of drugs?         Yes  /  No 

12. Have you been in trouble at school because of drug abuse?          Yes  /  No 

13. Have you missed school assignments because of drug abuse?         Yes  /  No 

14. Have you gotten into fights whe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rugs?         Yes  /  No 

15. Have you engaged in illegal activities in order to obtain drugs?          Yes  /  No 

16. Have you been arrested for possession of illegal drugs?           Yes  /  No 

17.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withdrawal symptoms (felt sick) when         Yes  /  No 

you stopped taking drugs? 

18. Have you had medical problems as a result of your drug use          Yes  /  No 

(e.g. memory loss, hepatitis, convulsions, bleeding, etc.)? 

19. Have you gone to anyone for help for drug problem?           Yes  /  No 

20. Have you been involved in a treatment program specifically          Yes  /  No 

related to drug use? 

 

©  Copyright 1982 by Harvey A. Skinner, PhD and the Centre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 

Toronto, Canada. You may reproduce this instrument for non-commercial use (clinical, research, 

training purposes) as long as you credit the author Harvey A. Skinner,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