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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张本亮 白岗松
通辽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 要：文章全面探讨了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的临床特征、诊断与评估以及治疗策略。临床特征分析揭示了这

类患者在年龄、性别、职业等方面的多样性，以及他们表现出的复杂症状，如强烈的酒精渴求、情绪波动等。诊断与

评估则需要综合考虑患者的症状、饮酒行为和心理健康状况，以确保准确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治疗策略方面，药物

治疗和心理治疗干预相结合是核心手段，同时定期评估治疗效果对于优化治疗方案至关重要。整体而言，临床特征分

析的结果为理解患者病情、制定针对性治疗策略以及评估治疗效果提供重要依据，有助于促进患者的病情缓解和功能

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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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的基本概念

酒精依赖，又称为酒精滥用或酒精性依赖症，是指

个体对酒精产生强烈的渴求和依赖，无法自主控制饮酒

行为，导致身体、心理和社会功能受损。酒精依赖者

常常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症状，如肝脏疾病、心血管疾

病等，同时还会出现心理症状，如焦虑、抑郁等。双相

障碍，又称为双相情感障碍，是一种表现为情绪波动极

端化的精神疾病。患者会经历极端的情绪波动，从高涨

的躁狂状态到极度低落的抑郁状态，这两种状态可交替

出现或交替出现。躁狂状态时，患者情绪高涨、活力增

强、思维加速，而抑郁状态时则情绪低落、兴趣丧失、

精力减退。当酒精依赖与双相障碍共存时，即称为酒精

依赖共病双相障碍。这种共病情况复杂且难以治疗，因

为两种疾病的症状可能相互交织，导致诊断和治疗的难

度增加。共病患者可能会经历更加严重的情绪波动，酒

精滥用可能加重双相障碍的症状，而双相障碍的情绪不

稳定也可能促使患者更加倾向于酒精滥用以寻求暂时的

缓解。对于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的患者，治疗需要综

合考虑两种疾病的特点，采取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包

括心理治疗、药物治疗以及生活方式调整等多方面的措

施，旨在帮助患者戒除酒精依赖，稳定情绪，提高生活

质量，并恢复正常的社会功能[1]。

2��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患者临床特征分析

2.1  患者人口学特征
在探讨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患者的临床特征时，

了解其人口学背景是至关重要的。这些信息为我们提供

了理解患者状况和生活背景的基础，有助于制定个性化

的治疗计划和干预措施。（1）年龄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
素。不同年龄段的患者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饮酒行为和双

相障碍症状。例如，年轻人可能因为社交压力或好奇心

而开始滥用酒精，而老年人则可能因长期的饮酒习惯而

出现酒精依赖。随着年龄的增长，双相障碍的表现也可

能发生变化，如从躁狂型转向抑郁型。（2）性别也是
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男性和女性在饮酒行为和双相障

碍的表现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男性可能更容易出

现酒精相关的问题，而女性则可能更倾向于表现出抑郁

症状。这些性别差异可能影响患者的治疗响应和预后。

（3）职业和社会经济状况同样对患者的生活方式和心理
健康产生影响。例如，职业压力和工作环境可能导致患

者寻求酒精作为应对机制，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患者

可能面临更多的生活压力和挑战，从而增加酒精依赖和

双相障碍的风险。（4）患者的酒精依赖程度和双相障碍
类型也是需要关注的重点。酒精依赖的程度可以通过专

业的评估工具进行量化，有助于了解患者的饮酒行为和

身体状况。双相障碍的类型则决定了患者的情绪波动模

式和治疗方法的选择。

2.2  临床表现
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的患者在临床上通常表现出

复杂而多样的症状。这些症状不仅影响了患者的日常生

活和社交功能，也给治疗和干预带来了挑战。第一，心

境周期特征是这类患者的一个核心症状。他们可能会经

历从极度兴奋到严重抑郁的情绪波动，这些波动可能持

续数天到数周不等。在躁狂期间，患者可能表现得异常

兴奋、话多、行动迅速，而在抑郁期间则可能感到极度

沮丧、失去兴趣和活力。这种快速的心境变化使得患者

难以维持稳定的情绪和社交关系。第二，酒精滥用行为

表现也是这类患者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可能会无法控

制自己的饮酒行为，导致饮酒量逐渐增加，甚至影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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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和工作。酒精滥用可能加剧双相障碍的症状，

使患者在躁狂和抑郁之间更加频繁地转换[2]。长期的酒

精依赖还可能导致患者出现一系列身体症状，如肝脏疾

病、心血管问题等。

2.3  诊断与评估
对于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的诊断与评估，要明确

诊断标准。根据国际疾病分类标准（ICD）或美国精神障
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酒精依赖和双相障碍都有
明确的诊断标准。酒精依赖的诊断通常包括患者是否有

强烈的饮酒欲望、失去对饮酒的控制、出现生理或心理

上的戒断症状等。而双相障碍的诊断则需要评估患者是

否经历了至少一次躁狂发作和一次抑郁发作。在确定诊

断标准后，评估方法与工具的使用也是至关重要的。常

用的评估工具包括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AUDIT）、
双相障碍筛查量表等。这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量化患者

的饮酒行为和双相障碍症状，从而更准确地评估患者的

病情严重程度和治疗需求。还需要注意评估患者的共病

情况、社会支持系统和心理社会功能等方面。这些因素

都可能影响患者的治疗响应和预后。例如，共病患者可

能需要更复杂的治疗方案，而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心

理社会功能则有助于患者更好地应对疾病挑战。通过深

入了解患者的人口学特征、临床表现以及诊断和评估方

法，可以为患者提供更精准和个性化的治疗建议和干预

措施。这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并促进他们的全面康复。

3��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的治疗策略

对于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的患者，治疗策略需要

综合考虑两种疾病的特点，并结合患者的具体病情制定

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这不仅要求医生具备深厚的医学知

识，还需要灵活应用多种治疗手段，以达到最佳的治疗

效果。

3.1  药物治疗方案
药物治疗是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患者治疗的重要

组成部分。针对酒精依赖，医生通常会选择使用戒酒药

物，如戒酒硫等，以帮助患者减轻对酒精的渴望和依

赖。同时，医生还会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和肝功能等因

素，合理调整药物剂量和使用时间，确保药物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对于双相障碍的治疗，药物治疗原则主要是

稳定患者的情绪，预防复发，并改善社会功能。常用的

药物包括抗躁狂药、抗抑郁药以及情绪稳定剂等。医生

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仔细评估患者的症状和病史，

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药物治疗方案，并定期监测药物疗

效和不良反应，及时调整药物剂量或更换药物[3]。

3.2  心理治疗干预
除了药物治疗外，心理治疗在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

碍的治疗中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行为疗法作为一种有

效的心理治疗方法，可以帮助患者纠正不良的饮酒行为

和思维习惯，增强自我控制能力。通过设定明确的目标

和制定具体的计划，行为疗法可以帮助患者逐步减少饮

酒量，最终实现戒酒的目标。心理教育与支持也是心理

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的患者通

常面临着较大的心理压力和困扰，需要得到医生的理解

和支持。通过心理教育，医生可以向患者介绍疾病的成

因、发展和转归，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生活态

度。同时，医生还可以通过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疏导等服

务，帮助患者缓解心理压力，增强应对困境的能力。

3.3  综合治疗效果评估
对于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的患者，综合治疗效果

的评估是治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定期评估和

监测患者的症状改善情况、药物疗效和不良反应、心理

状况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医生可以及时发现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整和优化治疗方案。同时，综

合治疗效果的评估还可以为医生提供反馈和指导，不断

完善和改进治疗方法，提高治疗效果和患者满意度。医

生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并

密切关注治疗过程中患者的变化和反馈。通过综合运用

各种治疗手段和方法，可以期望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生活和社交功能。

4��临床特征分析结果与讨论

4.1  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患者的临床特征总结
通过深入的临床特征分析，可以清晰地勾勒出酒精

依赖共病双相障碍患者的复杂画像。这类患者通常表现

出多方面的特征，不仅涉及酒精滥用和成瘾行为，还伴

随着双相障碍的典型症状。他们往往在年龄、性别和职

业等方面呈现出多样性，这反映了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社

会背景可能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不同影响。在酒精

依赖方面，患者可能表现出对酒精的强烈渴求和无法自

控的饮酒行为。他们可能会逐渐增加饮酒量，甚至在出

现身体或心理上的问题时仍然无法停止。同时，他们的

饮酒行为可能对日常生活和工作产生严重影响，如导致

工作失误、家庭关系紧张等。双相障碍的症状则表现为

患者情绪波动极大，可能在不同时间段经历极端的躁狂

和抑郁状态。这种情绪的不稳定性可能进一步加剧患者

对酒精的依赖，因为他们在躁狂期间可能更倾向于寻求

酒精带来的兴奋和快感，而在抑郁期间则可能试图通过

饮酒来缓解负面情绪[4]。患者还可能出现一些与酒精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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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双相障碍相关的身体症状，如肝脏疾病、心血管疾病

等。这些症状不仅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还可能对其社

会功能和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响。

4.2  临床特征分析的意义和启示
对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深入

分析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这有助于更准确地诊断和评

估患者的病情。通过对患者的症状、饮酒行为和心理

健康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可以更好地了解患者的整体状

况，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其次，临床特征

分析可以提供关于疾病发生和发展的宝贵信息。通过分

析患者的年龄、性别、职业等人口学特征以及饮酒行为

和双相障碍症状的表现形式，探索可能影响疾病进程的

因素，从而为未来的研究提供线索和方向。对临床特征

的分析还有助于我们优化治疗方案和提高治疗效果。通

过了解患者的具体需求和偏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加个

性化的治疗建议，从而提高治疗的依从性和效果。对治

疗效果的定期评估和反馈也有助于不断改进和优化治疗

方案，以满足患者的需求和提高治疗效果。

4.3  治疗策略对病情缓解和恢复的影响
有效的治疗策略不仅可以帮助患者减少或戒除酒精

依赖，还可以改善他们的双相障碍症状，提高心理健康

水平。药物治疗方面，合理的药物选择和使用可以帮助

患者稳定情绪、减轻症状并预防复发。例如，使用戒酒

药物可以帮助患者逐渐减少对酒精的依赖和渴望；抗躁

狂药和抗抑郁药则可以有效调节患者的情绪状态，减少

情绪波动。同时，心理治疗的介入也是治疗过程中的重

要一环。通过行为疗法、心理教育和支持等手段，可以

帮助患者纠正不良行为和思维习惯，增强自我控制能力

和应对困境的能力。综合治疗效果的评估是治疗过程中

的关键步骤。通过定期评估患者的症状改善情况、药物

疗效和不良反应等方面的变化，可以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并优化治疗效果。这种动态评估和调整的过程有助于确

保患者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并促进病情的缓解和恢复。

临床特征分析结果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酒精依赖共病

双相障碍患者的途径，而针对性的治疗策略则是缓解和

恢复患者病情的关键。通过综合运用药物治疗、心理治

疗以及定期评估和调整治疗方案等手段，可以为患者提

供更加全面和个性化的治疗服务，帮助他们重拾健康的

生活和社交功能。

结束语

通过对酒精依赖共病双相障碍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

深入分析，获得对患者病情更全面的理解，并为治疗策

略的制定提供重要参考。针对这类复杂疾病，综合治疗

方案的实施是关键，它要求医生不仅关注患者的具体症

状，还要充分考虑其个体差异和心理社会需求。未来研

究应进一步探索治疗策略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以满足更

多患者的需求，促进他们的全面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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