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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酒精依赖患者医学应对方式特点及其相关因素( 方法!选择 "#$%,$" >"#$),#& 于

该院就诊的酒精依赖患者 %) 例&采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和医学应对方式问卷"?@?A%作为研究工具对

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医学应对方式进行测评&并与中国常模进行比较&分析患者临床特征与医学应对方式的相

关性( 结果!%) 例酒精依赖患者的)面对*项目得分低于常模&而)回避*和)屈服*项目得分高于常模&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B#C#'%( 患者饮酒年限与)屈服*项目得分呈正相关"!B#C#'%( 结论!酒精依赖患者面

对疾病较少采用)面对*医学应对方式&多采用)回避*')屈服*的应对方式&并且随着饮酒年限的延长&患者

更趋向于采用)屈服*的应对方式( 临床医师应鼓励患者采用积极的医学应对方式&提升酒精依赖患者治疗

效果及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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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依赖是一种成瘾性疾病&严重影响人类的

身心健康&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重要的公共卫生和

社会问题,$-

( 酒精依赖患者的治疗动机不强&就诊

时常会将自己的问题淡化&或根本不承认自己有问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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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导致治疗效果欠佳( 因此&引导酒精依赖患

者正确认识酒精依赖的危害性&增强患者的治疗动

机&鼓励患者积极面对疾病&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医

学应对是患者对疾病的应对策略和行为反应,(-

&面

对疾病&采用不同的应对策略会影响患者的治疗动

机&积极的应对方式能增加患者的依从性&对身心健

康起到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讨酒精依赖患者

医学应对方式的特点&为引导患者采用积极的医学

应对方式提供理论依据&提升酒精依赖患者的心理

健康水平(

>3对象与方法

>?>3研究对象!选择 "#$%,$" >"#$),#& 于南宁市第

五人民医院物质依赖科就诊的酒精依赖患者 %) 例&

其中男性 EE 例&女性 $" 例+平均年龄为"F#C&$ \

ECE(%岁+饮酒年限为"$FCE# \&C(%%年+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例""#C"]%&初中 (& 例"F#CF]%&高

中或中专 "F例""EC#]%&大专及以上 $$例"$"CF]%+

日饮酒量"折合乙醇含量%为"$#'C"F \"#C"%%<(

>?@3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符合/ @̂S,$#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0

,F-中关于酒精依赖的诊断标

准+""%年龄 $% >&# 岁+"(%无智能障碍&能理解问

卷调查内容( 排除标准!"$%合并严重躯体疾病+""%

患有其他精神类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焦虑'双

相情感障碍等+"(%治疗依从性差&不配合问卷调查+

"F%合并其他精神活性物质滥用史(

>?A3研究方法3采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和医

学应对方式问卷"?MI/8.0@5P/;<?5IM3AQM34/5;;./NM&

?@?A%

,' >E-作为研究工具&对患者的一般资料'饮

酒方式'医学应对方式特点等进行测评( 评估由经

过量表测量培训的精神科医师进行&评估前统一培

训&统一指导语&要求被试者按自身实际情况如实填

写问卷上的项目(

$C(C$!一般资料调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收

集患者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饮酒特征'饮酒年限

等一般资料(

$C(C"!?@?A!用于评定酒精依赖患者对于罹患

酒精依赖这种)特定*生活事件的医学应对特点(

?@?A包含三类应对方式!面对'回避和屈服( 问

卷共 "# 个条目&其中有 % 个条目须反评计分&F 级

评分( )面对*量表分由 $'"'''$#'$"'$''$&'$) 条

目分累计+)回避*量表分由 ('E'%')'$$'$F'$E 条

目分累计+)屈服*量表分由 F'&'$('$%'"# 条目分

累计( 面对'回避和屈服三种应对方式分值越高&表

示个体越倾向于采用这种应对方式( 该问卷 (个维度

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 #C&)'#C&#和 #CE&

,'&&-

(

经修订得出 ?@?A常模,& >%-

!)面对* _"$)CF% \

(C%$%分&)回避* _"$FCFF \"C)E%分&)屈服* _

"%C%$ \(C$E%分(

>?B3统计学方法3应用 `à`$EC#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F\@%表示&研究

对象评分与常模比较采用单样本6检验+采用aM.N35;

相关分析探讨变量间的相关性( !B#C#'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3结果

@?>3%) 例酒精依赖患者?@?A评分与常模比较!

%) 例酒精依赖患者的)面对*项目得分低于常模&而

)回避*和)屈服*项目得分高于常模&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B#C#'%( 见表 $(

表 $!%)例酒精依赖患者?@?A评分与常模比较!"

!

F\@#$分%

医学应对方式 患者得分 常模 6 !

面对 $%C$# \(C"# $)CF% \(C%$ FC#E" #C###

回避 $&C#$ \(C$) $FCFF \"C)E FC&F( #C###

屈服 $#C&E \(CEE %C%$ \(C$E FC&E$ #C###

@?@3%) 例酒精依赖患者年龄'饮酒年限及日饮酒量

特征与医学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aM.N35; 相

关分析结果显示&患者饮酒年限与)屈服*项目得分

呈正相关"!B#C#'%&即饮酒年限越长&患者越倾向

于)屈服*的医学应对方式( 而患者的年龄'日饮酒

量特征与医学应对方式未见显著相关"!b#C#'%(

见表 "(

表 "!%) 例酒精依赖患者年龄&饮酒年限及日饮酒量特征与

! !医学应对方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一般特征 面对 回避 屈服

年龄 *#C#%' *#C$#$ #C#'E

饮酒年限 *#C#%% #C$&"

#C"E$

"

日饮酒量"折合乙醇含量% *#C##$ #C$&' #C$&E

!注!

"

!B#C#'

A3讨论

A?>3酒精使用相关障碍不仅导致器质性损害,)&$#-

&

也会引起各种心理问题&严重者出现精神障碍( 心

理社会干预作为重要的非药物的干预方法&对纠正

患者心理行为障碍'改变不良生活方式'适应社会生

活具有重要作用,$$-

( 医学应对方式是患者应对疾

病的心理策略和行为反应&具有调节应激事件对患

者影响的作用&与疾病的发展和预后密切相关,$"-

(

因此&对酒精依赖患者医学应对方式的特点及相关

因素应予以重点关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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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本研究结果显示&酒精依赖患者)面对*项目

得分低于常模&)屈服*和)回避*项目得分高于常

模&提示缺乏面对&过多屈服和回避是酒精依赖患者

的医学应对特点( )面对*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

有利于患者寻求社会资源来获得支持+)回避*是患

者将应激事件搁置&采用逃避和淡化的应对方式&不

利于患者配合治疗+)屈服*是一种消极的应对方

式,$(-

&患者对待疾病采用妥协'让步的方式&不仅不

能缓解疾病带来的心理压力&还会影响患者正确对

待治疗( 酒精依赖患者采用)回避*和)屈服*应对

方式&说明部分患者处在犹豫不决的状态中或不愿

意改变&治疗动机不强&患者在严重渴求或出现负性

情绪时戒断酒精的动机会降低( 因此&在酒精依赖

患者治疗过程中&应以患者为中心&激发患者积极改

变的内在潜能&增强患者的治疗动机( 通过采用动

机强化治疗的策略强化患者做出改变自己酒精滥用

行为的动机&帮助患者认识目前存在的问题&与患者

讨论酒精滥用的相关问题&解决患者治疗过程中存

在的矛盾心理&强调患者在戒酒或减少饮酒中的责

任&鼓励患者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面对疾病(

A?A3本研究结果显示&酒精依赖患者)屈服*应对

方式与饮酒年限存在相关性&即患病年限越长&患者

越倾向于)屈服*的医学应对方式( 究其原因&酒精

具有高度成瘾性,$F-

&复饮率高,$'-

&患者在)酗酒,戒

酒,再喝酒,酗酒*的循环中失去治疗信心&易产生悲

观'失望的负性情绪,$&&$E-

&导致患者更容易采取)屈

服*的消极应对方式( 研究提示&面对病程较长的

酒精依赖患者&医护人员应充分理解患者的想法与

感受&以中立及非批判性的方式向患者讲解酒精依

赖的严重危害&并为如何减少或停止酒精依赖给予

科学的建议( 在心理干预过程中&引导鼓励患者树

立战胜酒精依赖的信心&增强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及治

疗动机&使患者不屈服于疾病&相信有能力做出改变(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酒精依赖患者医学应

对方式特点及相关因素分析&提示在为酒精依赖患

者制定治疗方案时&需根据患者不同的病情特点&采

用相应的心理干预措施&给予他们个体化'人性化的

关怀和治疗&帮助他们学习和掌握积极的医学应对

方式&增强治疗的信心&以利于提高患者的治疗效

果&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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