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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男性酒精依赖患者一般情况、酒精依赖程度及伴随的精神症状特征。 方法　纳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１５ 年 ５月在深圳市康宁医院就诊的符合枟国际疾病分类（第 １０ 版）枠（ ＩＣＤ －１０）酒精依赖诊断标准的门诊及住院患者，共
１０２ 例。 采用密西根酒精依赖调查表（ＭＡＳＴ）与简明精神病量表（ＢＰＲＳ）测评患者酒精依赖程度及精神症状。 结果　１０２ 例
酒精依赖患者平均年龄（４０．９ ±９．２）岁，离异 ３０例（２９．４％）。 ＢＰＲＳ总评分为（３８．３ ±６．０）分，ＢＰＲＳ五个因子评分分别为：焦
虑抑郁因子（８．９ ±１．２）分、缺乏活力因子（８．１ ±２．５）分、思维障碍因子（９．１ ±３．３）分、激活性因子（６．７ ±１．４）分、敌对猜疑因
子（５．７ ±１．６）分。 ＭＡＳＴ总评分为（２２．９ ±３．７）分，２１ 例（２０％）ＭＡＳＴ 评分为 １４ ～２０ 分，酒精依赖程度评定为较重，８１ 例
（８０％）ＭＡＳＴ评分＞２１分，酒精依赖程度评定为严重。 结论　酒精依赖患者离异状态的概率较高；酒精依赖程度以较重和严
重为主，严重的酒精依赖患者合并精神症状突出，以思维障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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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Methods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１０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ｍｅｔ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ｔｅｎ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ＩＣＤ －１０）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 ｔｏ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Ｋａｎｇｎ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ｈｅ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ｗｅ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ｓｍ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Ｍ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ｅ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ＢＰＲＳ）．Results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０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ｗａｓ （４０．９ ±９．２） ａｎｄ ３０ ｃａｓｅｓ （２９．４％）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ｏｒｃｅｄ．Ｔｈｅ ＢＰＲＳ ｔｏｔａｌ ｓｃｏｒｅ ｗａｓ （３８．３ ±６．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８．９ ±１．２），
ｌａｃｋ ｏｆ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８．１±２．５），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 （９．１ ±３．３）， ａｃｔｉｖｅ ｆａｃｔｏｒ （６．７ ±１．４）ａｎｄ ｈｏｓｔｉ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５．７ ±１．６）．Ｔｈｅ
ＭＡＳＴ ｓ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０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ａｓ （２２．９ ±３．７）， ２１ ｃａｓｅｓ （２０％） ＭＡＳＴ ｓｃｏｒｅｓ ｗｅｒｅ １４ ｔｏ ２０，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８１ ｃａｓｅｓ （８０％） ＭＡＳＴ ｓｃｏ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１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ｎ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Conclusion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ｄｉｖｏｒｃｅｄ．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ａｒｅ ｈｅａｖｙ ａｎｄ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Keywords】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项目基金：２０１３ 年深圳市卫生与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

（２０１３０３０１６１２）

　　在全球范围内，酒精的过量摄入是危害健康的
重要原因之一

［１］ 。 酒精依赖的疾病负担重，时点患
病率为 ３．７９％［２］ ，复饮率高达 ８３．６％［３］ ，损害家庭
功能，离婚率高达 ３４．３７％［４］ 。 酒精滥用不仅对个
体的躯体功能造成损害

［５］ ，而且对个体的精神和心
理产生影响。 严重时患者的社会功能受损，影响家
庭、工作及生活。 欧洲每年用于酒精依赖的治疗费
用高达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 ０．６８％ ～０．９５％，成
为社会卫生保健系统的沉重经济负担

［６］ 。 酒精的
摄入可以改变神经递质，如多巴胺（ＤＡ）、去甲肾上

腺素（ＮＥ）、γ－氨基丁酸（ＧＡＢＡ）、５ －羟色胺（５ －ＨＴ）
等，从而导致异常行为的发生［７］ ，特别是 ＤＡ与精神
分裂症、酒精依赖等功能性疾病的出现相关，通过
ＤＡ 受体调控大脑运动、情感、认知等重要脑功
能

［８］ 。 酒精依赖者酒后犯罪大约占暴力犯罪的
１／４，并且有虐待他人、家庭暴力突出等异常冲动行
为

［９］ 。 本研究调查酒精依赖者的异常行为与精神
状况的临床特征，有利于进一步早期发现及治疗酒
精依赖患者的精神损害。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在深圳市康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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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医院就诊的酒精依赖患者。 入组标准：①符合枟国
际疾病分类（第 １０ 版）枠（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ｅｎ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ＩＣＤ －１０）酒依赖诊断标准；
②小学以上受教育程度；③男性；④年龄 １８ ～６０ 岁；
⑤密西根酒精依赖调查表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ｓｍ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ＭＡＳＴ）评分≥６ 分；⑥病程 ＞１ 年且
未充分缓解；⑦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其他
物质滥用史；②既往重大躯体疾病史；③与酒精无关
的脑器质性疾病史；④精神发育迟滞。 符合入组标
准且不符合排除标准共 １１０ 例。 共发放调查表 １１０
份，其中 ８ 例存在漏项，回收有效问卷 １０２ 份，有效
问卷回收率为 ９２．８％。 本调查获得深圳市康宁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患者的年龄、性别、工
作情况、家庭收入、婚姻状况、病程、医疗花费等，由
患者或家属填写。 采用 ＭＡＳＴ评定患者酒精依赖的
严重程度，该表由 Ｓｅｌｚｅｒ 于 １９７１ 年设计，是较常用
测量酒瘾的工具，共 ２４ 个条目，反映了由饮酒所导
致的身体、人际、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损害［１０］ 。 采用
简明精神病量表 （ Ｂｒｉｅｆ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ｃ Ｒａｔ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
ＢＰＲＳ）评定酒精依赖者的精神症状，ＢＰＲＳ 共 １８ 项，
包括 ５个因子，评分越高，病情越严重。 ＢＰＲＳ 的结
果可按单项分、因子分和总评分进行分析。 一般情
况下，总评分 ３５分为临界值， ＞３５ 分者被认为存在
精神症状，此量表主要评定患者最近一周内的精神
症状及现场交谈情况。
由具有精神科执业资质的医生进行一对一评

定，评定前进行统一培训并进行一致性测验以减少
误差。 向患者及家属说明本次调查的目的及意义，
问卷当场填写并回收。 评估耗时约 ４５ ｍｉｎ，顺利完
成评估者给予 ５０元补贴。 对条目理解不清者，由调
查员现场解释后再填写。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４．０ 进行统计分析，因本调查样本
是方便样本，所以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１０２ 例酒精依赖患者平均年龄（４０．９ ±９．２）岁；

婚姻状况：未婚 ３４ 例（３３．３％），已婚（含再婚）３８
例（３７．３％），离异 ３０ 例（２９．４％）；受教育程度：小
学 １５例（１４．７％），初中 ３０ 例（２９．４％），高中 ４４ 例
（４３．２％），大学 １３ 例（１２．７％）；职业：无业 １７ 例
（１６．７％），工人 ４２例（４１．２％），农民 ３０例（２９．４％），
公务员 １３例（１２．７％）。

２．２　酒精依赖患者精神症状测评结果

１０２例酒精依赖患者ＢＰＲＳ总评分为（３８．３ ±６．０）
分，五个因子评分分别为：焦虑抑郁（８．９ ±１．２）分、
缺乏活力（８．１ ±２．５）分、思维障碍（９．１ ±３．３）分、
激活性（６．７ ±１．４）分、敌对猜疑（５．７ ±１．６）分。

２．３　酒精依赖患者酒依赖程度测评结果

１０２例酒精依赖患者ＭＡＳＴ总评分为（２２．９ ±３．７）
分，酒依赖严重程度分布见表 １。
表 １　１０２ 例酒精依赖患者存在与饮酒有关问题的严重程度分布

ＭＡＳＴ 评分（总和法） 与饮酒有关问题的严重程度 例数（％）

１ ～２ 分 低 ０ ?
３ ～５ 分 轻 ０ ?
６ ～１３ 分 中度 ０ ?

１４ ～２０ 分 较重 ２１（２０ R．０）

＞２１ 分 严重 ８１（８０ R．０）

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１０２ 例酒精依赖患者平均年
龄 ４０岁左右，处在中青年阶段，其中离婚人数为 ３０
例，离婚率高达 ２９．４％。 有研究报道，一般人群因
为恶习导致离婚的情况为 ５％，而酒精依赖者离婚
率较一般群体因不良恶习导致的离婚率更高，提示
酒精依赖群体婚姻状况不佳，可能还存在其他影响
因素。 郑艳丽［４］

在 ２００５ 年对酒精依赖患者的婚姻
状况调查及分析结果显示，酒精依赖患者离婚率较
高，为 ３４．３７％，分析离婚的原因可能与经济因素、
性功能障碍、人格改变三大因素相关。
苏中华等

［２］
对中国五地区 １ ８７４ 例饮酒者调查

结果显示，一般人群出现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时点
患病率为 ５．１％。 本调查中，１０２ 例酒精依赖患者
ＢＰＲＳ总评分为（３８．３ ±６．０）分（ ＞３５ 分），提示
＞３５分的被测试者被认为存在精神症状。 本研究中
ＢＰＲＳ五个因子的测评结果提示，焦虑抑郁因子、缺
乏活力因子、思维障碍因子、激活性因子及敌对猜疑

７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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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均存在明显异常，其中以思维障碍最明显。 提
示酒精依赖者长期大量饮酒一方面对脑功能的损害

明显，另一方面导致精神障碍发生的概率高。 ＭＡＳＴ
测评结果显示，酒精依赖者与饮酒有关问题的严重
程度较重者占 ２０％，严重者占 ８０％。 酒精依赖导致
的精神障碍可能与酒精引起脑内神经递质的改变有

关
［１１］ ，这些中枢单胺类神经递质包括儿茶酚胺能

（肾上腺素、ＮＥ、ＤＡ）和 ５ －ＨＴ 能神经递质等，与酒
精依赖（滥用、中毒与成瘾）的发生、发展和系统功
能失调有着重要联系

［１２］ 。
酒精依赖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按时点患病

率，成为仅次于精神分裂症、精神发育迟滞的第三位
精神科疾病。 既往报道认为 ９６．１６％的慢性酒精中
毒和酒精依赖患者存在婚姻和家庭问题

［１３］ 。 酒精
依赖的疾病负担重，影响群体大，损害患者的身体和
智能，甚至使个体自身及家庭成员产生精神问题。
由于本研究是在单中心进行的现况调查，其结果存
在一定的局限性。 未来应增加样本量、进行多中心
研究，进一步了解男性酒精依赖患者的临床特征，为
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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