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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临床护理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并评估这些干预在改善患者酒精摄入、戒断症状和社会功能方面

的潜在益处。方法：本研究选择了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期间的 50 例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综合护理干预，包括

心理支持、认知行为疗法、社会支持网络建设等多种策略，对患者进行了为期 3 个月的治疗。结果：综合护理干预后，患者的酒精摄入量

显著减少，戒断症状得到了显著改善，并且他们的社会功能也得到了显著增强。具体来说，酒精摄入减少了 60%，戒断症状的严重性降低

了 50%，社会功能评分提高了 40%。结论：综合护理干预在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中具有积极的效果，可以显著降低患者的酒精摄入，缓

解戒断症状，并提高其社会功能。但仍需更多研究来进一步验证和完善这些干预措施。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clinical care interventions in patients with alcohol-induced mental disorders and to evaluate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these interventions in improving alcohol intake, withdrawal symptoms and social functioning. Methods: 50 patients with alcohol-induced 

mental disorders between January 2021 and May 2022 were selected. Patients were treated for 3 months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including psychological support,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and social support network construction. Results: After the integrated care intervention, the 

patients' alcohol intak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their withdrawal symptom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ir social function was also significantly 

enhanced. Specifically, alcohol intake was reduced by 60%, withdrawal symptom severity decreased by 50%, and social function scores improved by 40%. 

Conclusion: Integrated nursing intervention has positive effects in patients with alcohol-induced mental disorder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alcohol 

intake, relieve withdrawal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ir social functions. However, more studies are still needed to further validate and refine these 

interv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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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酒精依赖和滥用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其中的重要并

发症之一便是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酒

精消费与全球 3.3 万万例死亡以及 5.1%的疾病负担有关[1]。酒精所

致的精神障碍，特别是酒精性幻觉症、酒精性妄想症和酒精性认知

障碍等，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这一负担。 

长期过量饮酒会对大脑产生毒性作用，导致神经递质失衡，从

而引发各种精神症状。这些症状不仅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还可能

导致社会功能障碍、职业能力下降、家庭矛盾增多等一系列社会问

题[2]。 

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酒精消费逐渐增

加，酒精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尽管我国已经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如增加酒精税、限制酒精广告、开展健康教育等，但酒

精所致精神障碍的问题仍然突出[3]。 

因此，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临床护理和干预变得尤为重要。针

对这些患者，除了传统的戒酒治疗，如何为其提供更为个性化、综

合性的护理干预，帮助他们摆脱酒精的束缚，恢复心理和社会功能，

是临床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2. 研究方法 

2.1 病例选择和资料收集 

从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筛选出 50 例经精神科医生确

诊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住院患者。资料收集包括：基本人口统计

学资料（如年龄、性别、职业）、酒精摄入史（开始饮酒年龄、日

均酒精摄入量、饮酒年限）、临床症状及其持续时间、既往治疗历

程和效果等。 

2.2 护理干预 

2.2.1 戒酒治疗 

根据患者的体重、酒精摄入量和戒断症状的严重程度，为患者

制定个体化的戒酒方案，包括使用戒断药物如苯二氮卓类药物和/

或巴比妥类药物，并进行必要的电解质平衡和维生素补充。 

2.2.2 心理支持 

设立心理支持小组，由经验丰富的心理医生和心理护士组成。

为患者提供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健康教育、放松训练等心理干预方

法，帮助患者认识到酒精对其身心健康的危害，增强戒酒的动机。 

2.2.3 社会支持 

通过与社工合作，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社交网络，如加入戒酒

互助小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同时，为患者的家属提供健康教

育，帮助他们理解和支持患者的戒酒决定。 

2.2.4 康复训练 

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开展必要的身体锻炼、职业康复、日常

生活技能训练等，帮助患者恢复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2.3 效果评估 

利用标准化评估工具，如酒精使用障碍识别试验(AUDIT)、酒

精戒断症状量表(CIWA-Ar)等，对患者进行入院前、干预后 1 个月、

3 个月的效果评估，记录其酒精摄入状况、精神症状、生活质量和

社会功能等方面的改变。 

2.4 数据处理 

采用 SPSS 26.0 进行数据分析，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对比干预

前后的差异，p<0.05 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我们对 50 名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护理干预前后效果进行

了比较。 

表 1: 患者基本情况 

项目 数据 

平均年龄 45 ± 10 年 

男性 35 名(70%) 

女性 15 名(30%) 

平均饮酒年限 20 ± 7 年 

平均每日酒精摄入 120 ± 50 克 

有并发疾病 (如高血压、糖尿病) 20 名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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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干预前后效果比较 

项目 干预前 干预 1 个月后 干预 3 个月后 

AUDIT 评分 25 ± 5 12 ± 3 8 ± 2 
CIWA-Ar 评分 15 ± 4 4 ± 2 2 ± 1 

社会功能评分(满分 100) 45 ± 10 65 ± 8 75 ± 7 
每日酒精摄入量(克) 120 ± 50 50 ± 30 20 ± 10 

心理健康评分(满分 100) 60 ± 10 70 ± 8 80 ± 7 

3.1 患者基本情况 
表 1 显示，研究对象主要为中年男性。酒精摄入量高，饮酒历

史长，且 40%的患者伴有其他并发疾病，这增加了治疗的复杂性和
难度。 

干预效果： 
3.2 酒精摄入量 
本研究强调了综合护理干预在限制患者酒精摄入上的效果。细

分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干预前患者中有 40%的人每天的酒精摄入
量超过 700ml，而干预后这一比例降至 10%。此外，干预后，摄入
量在 200ml 以下的患者比例从原来的 10%提高到了 50%。这种明显
的变化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教育患者认识到过度饮酒的危害和提供
策略以减少酒精摄入方面的效果[4]。 

3.3 戒断症状评分 
戒断症状评分的减少突显了综合护理干预的效果。干预措施中

的心理支持和认知行为疗法可能对此起到了关键作用。特别是，认
知行为疗法可能帮助患者识别和应对导致过度饮酒的心理和行为
触发因素。此外，干预后，没有严重戒断症状（评分 1-3）的患者
比例从 20%增加到了 55%，这进一步显示了护理干预在帮助患者控
制和减少酒精戒断症状上的效果。 

3.4 社会功能评分 
社会功能的提高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亮点。干预措施中的社交

技能培训、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以及家庭参与可能对此起到了积极作
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干预后，高社会功能评分（8-10 分）的患
者比例从 5%增加到了 30%，而低社会功能评分（1-3 分）的患者
比例则从 30%降低到了 10%。这些数据提示，综合护理干预不仅帮
助患者在生物医学层面上减少了酒精摄入和戒断症状，还在心理和
社会层面上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4. 讨论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是一种由长期大量饮酒引起的一系列神经

系统疾病，其主要表现为认知障碍、情感障碍和行为异常。本研究
旨在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在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中的效果[5]。 

首先，我们观察到综合护理干预后患者的酒精摄入明显减少，
这与其他研究结果相一致。长期大量饮酒可以导致大脑结构和功能
的改变，特别是对额叶、杏仁体和海马体的损伤，这些区域与决策
制定、情感调节和记忆功能有关。因此，减少酒精摄入是恢复大脑
结构和功能的关键步骤[6]。 

然而，仅仅减少酒精摄入并不能完全恢复大脑的功能，需要其
他护理干预的配合。我们的心理支持项目，特别是认知行为疗法，
帮助患者认识到酒精的危害，增强了戒酒的动机。认知行为疗法还
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应对机制，替代以往依赖酒精的应对策略。这
与 Kelly 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他们发现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提高
患者的戒酒成功率，并降低复发的风险[7]。 

社会支持在酒精所致精神障碍的治疗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家
庭和社区的支持可以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再次饮
酒。本研究中，我们与社工合作，帮助患者建立健康的社交网络，
如加入戒酒互助小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这与其他研究相一致，
这些研究发现社会支持是患者戒酒成功和长期维持戒酒的重要因
素。 

我们还发现，有 40%的患者伴有其他并发疾病，如高血压和糖
尿病。这使得治疗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些疾病可能与酒精摄入有

关，也可能与酒精无关。我们的综合护理干预考虑了这些因素，为
患者提供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这与其他研究相一致，这些研究发
现并发疾病的存在可能影响患者的戒酒动机和治疗效果，因此需要
综合考虑这些因素[8]。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我们的
研究样本相对较小，可能不能代表所有的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
其次，我们的研究时间较短，只有 3 个月，可能不能完全反映患者
的长期治疗效果。此外，我们没有设置对照组，因此不能确定综合
护理干预的效果是否优于其他治疗方法。 

总之，本研究发现综合护理干预在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中具
有积极的效果，可以显著降低患者的酒精摄入，缓解戒断症状，并
提高其社会功能。然而，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验证这些结果，并
探讨其他可能的治疗方法。 

5. 结论 
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影响着数百

万人的生活质量。在研究中，我们对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了
综合护理干预，并观察了其对患者酒精摄入、戒断症状和社会功能
的影响。 

以下是我们的主要发现： 
酒精摄入的显著减少：综合护理干预有效地降低了患者的酒精

摄入。这一发现突显了对于酒精摄入干预的重要性，它为避免进一
步的神经损伤和其他并发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戒断症状的显著改善：我们的干预还导致了戒断症状的显著减
少。这不仅为患者提供了即时的舒缓，而且提高了他们持续接受治
疗的可能性，因为戒断症状是许多患者中断治疗的主要原因。 

社会功能的增强：综合护理干预不仅仅关注生物医学方面的干
预，它还为患者提供了心理和社会支持。这种多元化的方法导致了
患者社会功能的显著增强，使他们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与家人和
朋友建立健康的关系。 

尽管我们的研究获得了积极的结果，但仍有一些限制。例如，
样本大小相对较小，而且没有对照组。未来的研究应该针对这些问
题进行改进，以提供更有力的证据。 

综上所述，综合护理干预为酒精所致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了一种
有效的治疗策略。它不仅降低了酒精摄入，还改善了戒断症状和社
会功能。然而，为了确保最佳的治疗效果，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
持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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