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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酒精依赖患者戒断早期认知功能及其相关因素分析

马　晓，崔　平，王传升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精神五科，河南　新乡　４５３００２）

摘要：　目的　研究男性酒精依赖患者戒断早期多项认知功能损伤程度同自身饮酒特征之间的关系。方法　以
３３例戒饮期男性酒精依赖住院患者为酒精依赖组，３０名健康男性为对照组，２组受试者分别进行简易精神状况量表
（ＭＭＳＥ）、连线测试Ｂ（ＴＭＴＢ）、数字广度测验（ＤＳＴ）、词语流畅性测验（ＶＦＴ）和霍普金斯词语学习测验修订版（ＨＶ
ＬＴＲ）测评，并对酒精依赖组患者的饮酒特征如开始饮酒年龄、持续饮酒时间、酒精成瘾时间和戒酒次数与认知功能
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　酒精依赖组患者 ＭＭＳＥ、ＤＳＴ、ＶＦＴ和 ＨＶＬＴＲ评分分别为２８．４８±１．４２、８．２７±１．４４、
９．７９±２４２和２１．３０±３．６０，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２９．６３±０．５６、１０．５３±１．１１、１２．０３±３．６７和２６．７３±２．６８（Ｐ＜
００５）；ＴＭＴＢ完成时间（１３３．６４±２８．６８）ｓ，显著长于对照组的（９６．４７±２５．０８）ｓ（Ｐ＜０．０５）。酒精依赖组的饮酒特征
和认知功能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酒精依赖组患者的酒精成瘾时间与 ＶＦＴ评分呈负相关（ｒ＝－０．３８８，Ｐ＜０．０５）；
戒酒次数与ＶＦＴ评分呈正相关（ｒ＝０．３９９，Ｐ＜０．０５）；其他一般饮酒特征与各种认知功能之间均无相关性（Ｐ＞０．０５）。
结论　戒饮早期男性酒精依赖患者存有明显的认知功能损害，表现为总体认知功能水平降低和执行、注意、语言、记
忆能力的下降；酒精依赖患者酒精成瘾时间越长，其认知功能损害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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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精对大脑具有神经毒性作用，长期大量饮酒

会使中枢神经系统产生结构和功能的双重改变［１］，

而慢性过度饮酒会引起 １２项主要认知功能的损

伤［２］。既往研究较多关注酒精依赖患者部分认知

功能的损伤状况，缺乏对患者戒饮期总体认知功能

的评价，而且较少涉及对酒精依赖患者一般饮酒特

征与自身认知功能损伤之间关联性的探讨。本研究

以评估男性酒精依赖患者戒饮早期多项认知功能损

伤程度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其一般饮酒特征与自

身认知功能损伤之间的关系，以期为酒精依赖的临

床康复治疗提供依据和理论基础。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酒精依赖组：以 ２０１６年 ６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精神五

科（成瘾医学科）住院治疗的酒精成瘾患者为研究

对象，并满足以下入组标准：（１）同时满足国际疾

病分类第１０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

ｓｅｓ１０，ＩＣＤ１０）和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５

版（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ｓ５，ＤＳＭ５）的酒精依赖的诊断标准；（２）男性、

年龄 ３０～４０岁、汉族、右利手、初中及以上文化程

度；（３）已停止饮酒２周以上；（４）目前未使用苯二

氮卓类药物及镇静药物；（５）无其他精神活性物质

使用史（吸烟除外）。排除标准：重大躯体疾病及

重度肝损伤；其他精神科疾病及症状；颅脑外伤及

昏迷史。共入组符合标准的酒精依赖患者３３例，

均为男性；年龄３０～４０岁，平均（３４．６３±３．５３）

岁；受教育年限９～１６ａ，平均（１０．９１±２．２８）ａ；开

始饮酒年龄１０～２６岁，平均（１５．７９±３．５７）岁；持

续饮酒时间５～２０ａ，平均（１０．５２±４．６４）ａ；酒精

成瘾时间１～１２ａ，平均（３．９１±２．６５）ａ；戒酒次数

１～８次，平均（２．７６±１８２）次。对照组：同期选

择一般情况与上述酒精依赖组相匹配，无任何成

瘾物质依赖史（吸烟除外）、无酒精依赖家族史的

健康成年男性 ３０人；年龄 ３０～４０岁，平均

（３４．９０±３．８２）岁；受教育年限 ９～１６ａ，平均

（１２．３３±２８８）ａ。２组受试者年龄、受教育年限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经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

受试者知情并自愿参与本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２组受试者一般情况采集　酒精依赖组患
者由筛选入组患者的临床主治医师完成，根据入院

病史采集和患者个人叙述完成，分别记录患者年龄、

受教育年限和一般饮酒特征（开始饮酒年龄、持续

饮酒时间、酒精成瘾时间和戒酒次数）。对照组受

试者年龄、受教育年限资料采集由临床主治医师同

符合入组标准的志愿者进行访谈完成。

１．２．２　２组受试者认知功能测评　酒精依赖组患
者认知功能测评在住院治疗完成药物替代戒断症状

缓解后进行，并且已停用替代药物；认知功能测评由

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理测验室技师完成，测

试采用简易精神状况量表（ｍｉｎ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ｓｃａｌｅ，
ＭＭＳＥ）、连线测试Ｂ（ｔｒａｉｌｍａｋｉｎｇｔｅｓｔＢ，ＴＭＴＢ）、数
字广度测验（ｄｉｇｉｔｓｐａｎｔｅｓｔ，ＤＳＴ）、词语流畅性测验
（ｖｅｒｂａｌｆｌｕｅｎｃｙｔｅｓｔ，ＶＦＴ）和霍普金斯词语学习测验
修订版（Ｈｏｐｋｉｖｅｒｂ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ｅｓｔｒｅｖｉｓｅｄ，ＨＶＬＴＲ），
以评估其总体认知状况、执行功能、注意功能、语言

功能和记忆功能，具体测评方法参照文献［３４］。其

中，ＭＭＳＥ用于评价记忆、注意力与集中执行功能、
语言、视结构技能、抽象思维、计算和定向力等不同

认知领域；ＴＭＴＢ反映注意、次序排列、心理灵活
性、视觉搜索功能，也反映手眼协调和空间知觉能

力；ＤＳＴ为常用的注意评估工具，同时也可测评受试
者的工作记忆能力；ＶＦＴ用于测评受试者言语能力，
包括言语的范畴流畅性、动作流畅性、观念流畅性、

音位流畅性等；ＨＶＬＴＲ主要测评受试者的学习、延
迟记忆和再认能力。对照组认知功能测试由上述同

一名心理测评师在门诊心理测验室完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酒精依赖组和对照组认知功能测评各指标以

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
检验，酒精依赖组一般饮酒特征和认知功能测评指

标之间的关系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检验水准

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受试者认知功能测评结果比较　结果见
表１。酒精依赖组患者ＭＭＳＥ、ＤＳＴ、ＶＦＴ和ＨＶＬＴＲ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ＴＭＴＢ完成时间显著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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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酒精依赖组与对照组认知功能测评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珔ｘ±ｓ）

组别 ｎ ＭＭＳＥ ＴＭＴＢ／ｓ ＤＳＴ ＶＦＴ ＨＶＬＴＲ
酒精依赖组 ３３ ２８．４８±１．４２ １３３．６４±２８．６８ ８．２７±１．４４ ９．７９±２．４２ ２１．３０±３．６０
对照组 ３０ ２９．６３±０．５６ ９６．４７±２５．０８ １０．５３±１．１１ １２．０３±３．６７ ２６．７３±２．６８
ｔ －４．３０６ ５．４５２ －６．９３０ －２．８３６ －６．７３７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酒精依赖组患者饮酒特征与认知功能测评的
相关性分析　结果见表２。酒精依赖组患者的一般
饮酒特征（开始饮酒年龄、持续饮酒时间、酒精成瘾

时间、戒酒次数）和多种认知功能（ＭＭＳＥ、ＴＭＴＢ、
ＤＳＴ、ＶＦＴ、ＨＶＬＴＲ）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酒精依
赖组患者的酒精成瘾时间与 ＶＦＴ评分呈负相关
（ｒ＝－０．３８８，Ｐ＜０．０５）；戒酒次数与ＶＦＴ评分呈正
相关（ｒ＝０．３９９，Ｐ＜０．０５）；酒精依赖组患者其他一
般饮酒特征与各种认知功能之间均无相关性（Ｐ＞
００５）。
表２　酒精依赖组饮酒特征与认知功能的相关性

Ｔａｂ．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 （ｒ）

认知功能测评
开始饮

酒年龄

持续饮

酒时间

酒精成

瘾时间
戒酒次数

ＭＭＳＥ －０．２３９ －０．０３９ －０．２５４ ０．０９５
ＴＭＴＢ ０．１０９ －０．０９８ ０．１５４ －０．３３８
ＤＳＴ －０．１４０ ０．１５１ －０．０２６ ０．１４５
ＶＦＴ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０ －０．３８８ａ ０．３９９ａ

ＨＶＬＴＲ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２ ０．２４０

　　注：ａＰ＜０．０５。

３　讨论

目前，学术界把饮酒产生的认知危害称为酒精

性认知损害，认为它是由大量饮酒引发的认知功能

障碍［５］，表现为过度饮酒者在注意加工、学习记忆、

判断决策和执行功能等多种认知能力上的受损［６］。

而这些认知障碍大多源于酒精摄入所产生的相关脑

部结构可逆或不可逆的改变，或由酒精引发的大脑

结构功能的退行性变化［７］。也有国外学者认为，酒

精依赖患者存在执行功能、注意控制、反应抑制功能

障碍，戒酒后其认知功能仍不能完全改善［８］。本研

究结果发现，处于戒饮期的酒精依赖患者较健康人

存在多种认知功能的受损。在总体认知功能方面，

ＭＭＳＥ从记忆、注意力与集中执行功能、语言、视结
构技能、抽象思维、计算和定向力等不同认知领域进

行评估［３］，结果显示，酒精依赖组患者的 ＭＭＳＥ评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表明虽然处于戒饮期，酒精依

赖患者仍存有轻度认知功能的损害，此结果和国外

学者研究结果一致［９］。执行功能是人们成功从事

独立的、有目的的、自我负责的行为能力［１０］，ＴＭＴＢ
作为其常用测试之一，主要研究视觉概念和视觉追

踪技能，本研究结果显示，酒精依赖组患者的 ＴＭＴ
Ｂ完成时间显著长于对照组，提示其执行功能受损，
这与ＫＩＳＴ等［１１］研究结论一致。ＮＡＩＭＦＥＩＬ等［８］研

究认为，酒精的药理作用会损害个体正常的注意功

能，表现为注意分配能力弱化，从而使饮酒者只能选

择性地加工部分信息，本研究对酒精依赖患者注意

功能评估的ＤＳＴ测试结果显示，其注意功能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此结论也和ＥＲＯＬ等［１２］研究结果一

致。ＶＦＴ又称受控词语联想测验，是常用的语言评
估量表之一［４］，本研究主要通过此量表考察语言的

范畴流畅性，结果显示，酒精依赖组患者的 ＶＦＴ测
评成绩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酒精依赖组患者语言

功能损伤，此结论同 ＤＲＥＳＬＥＲ等［１３］的研究结果一

致。记忆是使储存于大脑内的信息复呈于意识中，

保存和回忆以往经验的过程［４］，而 ＨＶＬＴＲ为常用
记忆评估量表，本研究结果显示，酒精依赖组患者的

ＨＶＬＴＲ测评成绩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酒精依赖
组患者大脑记忆功能较对照组差，这与一些学者的

相关研究结论一致［１４］。

有国外学者研究显示，酒精依赖患者成瘾时间

和执行功能、记忆功能测评成绩之间没有明显的相

关性［１５］。而本研究中酒精依赖组患者的一般饮酒

特征（开始饮酒年龄、持续饮酒时间、酒精成瘾时

间、戒酒次数）和多种认知功能（ＭＭＳＥ、ＴＭＴＢ、
ＤＳＴ、ＶＦＴ、ＨＶＬＴＲ）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酒精依
赖组患者的酒精成瘾时间与 ＶＦＴ评分呈负相关；戒
酒次数与ＶＦＴ评分呈正相关；酒精依赖组其他一般
饮酒特征与各种认知功能之间无相关性。可见本研

究结果和先前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并且具有进一步

的拓展。酒精依赖组患者的酒精成瘾时间与 ＶＦＴ
评分呈负相关，提示成瘾时间越长其自身语言功能

损伤越严重；戒酒次数与 ＶＦＴ评分呈正相关，提示
酒精依赖者暴露于酒精的时间越短其自身语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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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越轻微。虽然酒精依赖组其他一般饮酒特征与

各种认知功能之间无相关性，但并不能认为这些行

为学特征同酒精依赖患者的认知功能损伤之间没有

联系，有些酒精依赖患者虽然暴露于酒精的年龄较

小，但其饮酒模式并不为持续性；有些酒精依赖患者

虽然持续饮酒时间较长，但其每次饮酒量较小；而酒

精依赖本身就是一种仅发生在特殊易感个体中的现

象。故本研究中关于酒精依赖组患者的一般饮酒特

征资料中的可变因素较多且无法有效控制，可能对

相关性分析的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戒饮期男性酒精依赖患者存有多种

认知功能障碍，表现为总体认知功能水平降低和执

行、注意、语言、记忆能力的下降；酒精依赖患者酒精

成瘾时间对部分认知功能的影响高于本研究涉及的

其他相关因素。由此可见，酒精对大脑认知功能的

损害严重而持久，而酒精依赖本身是一组有关认知、

行为、心理和生理学症状的组合，其临床治疗是一个

长期的综合干预过程，医务人员需要对酒精依赖患

者保持长期的关注和积极干预，帮助其缓解戒断症

状、减少酒精使用量、缩短酒精暴露时间、降低渴求，

运用综合治疗措施有效干预酒精依赖的进展并预防

复饮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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