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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的饮酒现状及影响大学生饮酒行为的因素，为减少大学生酒依赖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黑龙江省属的工科、师范类、医学类以及综合性大学中分别选出

一所大学作为调查样本，并对其中1453名本科生饮酒状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进行问卷调查。结果：6.5%
的学生有酒依赖倾向(男生为17.5%，女生为2.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父亲饮酒(OR = 
0.504, P < 0.01)、有吸烟史(OR = 0.547, P = 0.03)、认为饮酒是大学生活一部分(OR = 0.352, P < 0.01)、
月生活费较高(OR = 1.194, P = 0.013)、年级较高(OR = 1.642, P = 0.001)、学校对学生饮酒行为管理不

严格(OR = 1.82, P < 0.01)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饮酒；不同饮酒类别的人际交往因子(OR = 0.91, P = 0.002)、
受惩罚因子(OR = 1.06, P = 0.002)、其他因子得分(OR = 1.18, P = 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大

学生存在酒依赖行为，大学生酒依赖行为倾向与性别、家庭环境因素、饮酒态度、学校管理、吸烟等因

素相关联，人际紧张、受到惩罚、被老师或父母责骂等都可能增加大学生饮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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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lcohol consump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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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drinking behavior, an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ducing 
their alcohol dependence behavior. Methods: With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one university was selected from the engineering, normal, medical and comprehensive universi-
t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the sample. The drinking status and related risk factors of 1453 
undergraduates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Results: 6.5% of the students had alcohol 
dependence tendency (17.5% for boys and 2.6% for girl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
sis showed that the father drank alcohol (OR = 0.504, P < 0.01), had a history of smoking (OR = 
0.547, P = 0.03), thought drinking was a part of college life (OR = 0.352, P < 0.01), students with 
higher monthly living expenses (OR = 1.194, P = 0.013), higher grade (OR = 1.642, P = 0.001), and 
less strict management of drinking behavior (OR = 1.82, P < 0.01) were more inclined to drink.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factor (OR = 0.91, P = 0.002), pu-
nishment factor (OR = 1.06, P = 0.002) and other factor scores (OR = 1.18, P = 0.000) among dif-
ferent drinking categories. Conclusion: Alcohol dependence behavior exists among college stu-
dents, and its tendency is related to gender, family environment factors, drinking attitude, school 
management, smoking and so on. Interpersonal tension, being punished, and being scolded by 
teachers or parents may increase college students’ drink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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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酒依赖，是指由于长期大量饮酒，导致机体对酒精产生心理上的嗜好和生理上的瘾癖(赵红艳，2022)。
既往的研究显示，大学生存在过量饮酒甚至酒依赖行为，而饮酒对大学生的健康构成威胁(Bugbee et al., 
2017)。由于在校大学生缺乏监护人的监督和管理，更容易出现过量饮酒的情况，由于单次过量饮酒和重度

饮酒而引发的以上不良后果如伤害行为、攻击行为、人际关系不良等更是屡见不鲜，成为大学生非正常死

亡的原因之一(Bugbee et al., 2017)，由此可见，大学生饮酒问题理应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目前国内外关

于酒依赖行为的影响因素尚无统一结论(Burns et al., 2015)。因此，本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

取黑龙江省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拟从生物、生理、社会等多个角度探究酒依赖发生的可能影响因素，

分析情绪、生活事件、既往疾病等与酒依赖发生之间的关系，为降低大学生酒依赖发生情况提供理论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黑龙江省属的工科、师范类、医学类以及综合性大学中分别选出

1 所大学，在每所大学中随机选出 2 个专业，再从每个专业中随机选取 2 个班级的全班同学作为调查样

本，共 1489 人，获得有效问卷 1453 份，有效率 97.6%。年龄 16~24 岁，平均年龄(19.18 ± 1.36)岁；男生

739 人(50.86%)、女生 714 人(49.14%)。 

2.2. 方法   

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采用无记名方式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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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特征学调查问卷：即参考了国内饮酒调查问卷，自编的用于收集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问卷，主要内

容包括就读学校、性别、年级、生源地、家庭情况、家庭收入、月生活费、心理及健康情况等基本信息

(张伟等，2015)。2) 自拟饮酒情况调查问卷：主要包括饮酒情况、饮酒场所、饮酒频数与程度、饮酒导

致的不良后果、醉酒情况、饮酒的动机、饮酒对象、对待饮酒行为的看法、学校对学生饮酒行为的管理

等问题。3) 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Alcohol Use Disorders Identification Test, AUDIT)：是 1982 年由 WHO
协作制定，用于筛查危险性饮酒和有害饮酒的量表。该量表一共有 10 个题目，分为 3 部分，1 到 3 题测

量饮酒量以及饮酒频度，4 到 6 题测量酒精依赖情况，7 到 10 题测量饮酒所造成的危害。根据不同的得

分将测量的人群饮酒行为划分为四类：低风险饮酒(0~7 分)，高风险饮酒(8~15 分)，有害饮酒(16~19 分)，
酒精依赖(20~40 分) (Ocampo et al., 2014)。李冰等发现该量表在中国人群危险饮酒界限为 7 分时，具有高

灵敏度和特异度，故本研究以 AUDIT 总评分 = 7 分时作为是否存在危险性饮酒和有害饮酒的界限分

(Collins et al., 2007)。4) 青少年生活事件评分表(Adolescent life events scale, ASLEC)：刘贤臣、刘连启等

编制，用于评定大学生经历的生活负性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芮琴琴等，2020)，该量表共有 27 个条目，

包括了 27 项有可能会为大学生带来不良心理反映的生活负性事件。该量表包括了 6 个因子，分别为学习

压力因子、人际关系因子、丧失因子、受惩罚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及其他。选择无影响、轻度、中度、

重度以及极重度分别计分为 1、2、3、4、5 分，该量表的得分区间为 0~135 分，得分越高说明压力越大。 

2.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18.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等，分析探讨大学生酒依赖发生情况及相关危险因素，其中 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大学生饮酒情况(表 1)   

在调查的 1453 名大学生中，共检测出 1002 名目前饮酒者，饮酒率为 68.96% (1002/1453)，94 名有

酒依赖倾向者，酒依赖率为 6.5% (94/1453)。将大学生目前是否饮酒(否 = 0，是 = 1)作为因变量，大学

生性别(1 = 男，2 = 女)，年级，居住地，月生活费(1 = 800 以下，2 = 800 到 1500，3 = 1500 到 2000，4 = 
2000 以上)，吸烟(1 = 是，2 = 否)，对待饮酒的态度(1 = 是大学生生活的一部分，2 = 否)，父亲学历，

母亲学历，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父亲饮酒(1 = 是，2 = 否)，母亲饮酒(1 = 是，2 = 否)，学校管理(1 = 
严令禁止并严格管理，2 = 禁止但管理松懈，3 = 放任不管)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在饮酒的 1002 人中，第一次饮酒时间 ≤ 10 岁的 124 人(12.38%, 124/1002)，11~14 岁的 139 人(13.87%, 
139/1002)，15~18 岁的 507 人(50.62%, 507/1002)，≥19 岁的 229 人(22.85%, 229/1002)。饮酒者中男生占

85.34% (460/539)，女生占 52.27% (242/4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另外大学生年级、月生活费、

是否吸烟、对待饮酒的态度、父亲是否饮酒、母亲是否饮酒、学校管理与大学生饮酒行为的关联均有统

计学意义(P 值均 < 0.05)。详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drinking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表 1. 不同特征大学生饮酒情况比较 

特征  调查人数 饮酒人数 饮酒人数百分比(%) χ2 值 P 值 

性别 男 739 631 85.39 46.3 <0.01 

 女 714 373 52.24   

年级 大一 416 313 75.24 23.7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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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大二 90 73 81.11   

 大三 118 103 87.29   

 大四 378 323 85.45   

家庭平均年收入(万元) <8  311 191 61.41 13.2 0.003 

 8~30 351 260 74.07   

 30~100 315 261 82.86   

 >100 25 20 80.00   

月生活费(元) <800  223 20 8.99 15.4  

 800~1500 526 403 76.62   

 1500~2000 158 130 82.54   

 >2000  95 75 78.95   

父亲饮酒 是 782 662 84.65 100.3  

 否 220 150 68.18   

母亲饮酒 是 311 273 87.78 11.0  

 否 691 539 78.00   

吸烟 是 243 230 94.65 31.9  

 否 759 581 76.55   

3.2. 饮酒情况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大学生目前是否饮酒作为因变量，性别、年级、月生活费、吸烟、饮酒态度、父亲饮酒、学校管

理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入变量的标准为 0.05。结果表明，女生、不认为饮酒行

为是大学生活一部分的大学生更倾向于不饮酒，而父亲饮酒(OR = 0.504, P < 0.01)、有吸烟史(OR = 0.547, 
P = 0.03)、认为饮酒是大学生活一部分(OR = 0.352, P < 0.01)、月生活费较高(OR = 1.194, P = 0.013)、年

级较高(OR = 1.642, P = 0.001)、学校对学生饮酒行为管理不严格(OR = 1.82, P < 0.01)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饮

酒(P 值均 < 0.05)。见表 2。 
 
Table 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rinking situ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表 2. 大学生饮酒情况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参照值 B 值 标准误 Wald 值 P 值 OR 值 95% CI 

性别 男 女 −1.459 0.124 144.123 <0.01 0.232 0.178~0.293 

年级         

 二 一 0.154 0.122 1.710 0.194 1.172 0.925~1.438 

 三  0.504 0.150 11.184 0.001 1.642 1.242~2.126 

 四  −0.198 0.194 1.017 0.313 0.819 0.558~1.205 

月生活费 <800 ≥800 0.173 0.072 5.915 0.013 1.194 1.033~1.374 

吸烟 是 否 −0.602 0.305 3.897 0.030 0.547 0.281~0.933 

饮酒态度 是 否 −1.045 0.190 30.450 <0.01 0.352 0.231~0.508 

父亲饮酒 是 否 −0.684 0.106 42.062 <0.01 0.504 0.410~0.620 

学校管理 严格 不严 0.598 0.082 55.112 <0.01 1.820 1.544~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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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饮酒筛查分类 

根据酒精使用障碍筛查量表将大学生的饮酒行为分为四类：低风险饮酒、高风险饮酒、有害饮酒和

酒精依赖。其中低风险饮酒者中包含非饮酒男生 108 人(108/739, 14.61%)和非饮酒女生 341 人(341/714, 
47.76%)，被调查对象中绝大多数为低风险饮酒者 908 人(908/1002, 90.62%)，其中男生低风险饮酒率低于

女生低风险饮酒率，而高风险饮酒率、有害饮酒率以及酒精依赖率均高于女生。 

3.4. 青少年生活事件与饮酒类别的关联性分析 

将 χ2 检验结果中有意义的因素性别、年级、月生活费、吸烟史、父亲饮酒、饮酒态度、学校管理共

7 个自变量及生活负性事件中的人际交往因子得分(14.46 ± 4.646)、学习压力得分(10.03 ± 2.871)、丧失因

子得分(7.82 ± 3.272)、受惩罚因子得分(13.17 ± 5.305，)、健康适应得分(6.86 ± 2.34)和其他因子得分(8.66 
± 3.413)等自变量纳入 Ordinal Logistic 回归方程，将不同饮酒类别作为因变量进行校正分析，P 值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显示，不同饮酒类别的人际交往因子(OR = 0.91, P = 0.002)、受惩罚因子(OR = 
1.06, P = 0.002)、其他因子得分(OR = 1.18, P = 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Table 3.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rinking categories 
表 3. 饮酒类别的 Ordinal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参照值 β Wald P OR 95% CI 

生活事件 人际交往因子得分 总分 −0.081 9.821 0.002 0.91 0.875~0.967 

 学习压力得分  −0.034 1.035 0.302   

 丧失因子得分  −0.047 2.538 0.125   

 健康适应因子得分  0.044 1.678 0.198   

 受惩罚因子得分  0.062 10.08 0.002 1.06 1.02~1.09 

 其他因子得分  0.171 25.65 0.000 1.18 1.12~1.27 

性别        

 男 女 2.182 95.40 0.000 8.86 5.72~13.5 

年级        

 一 四 0.148 0.206 0.630   

 二  0.712 3.774 0.053   

 三  0.723 4.156 0.042 2.08 1.02~4.22 

吸烟史        

 有 无 0.637 12.46 0.000 1.87 1.33~2.05 

4. 讨论  

4.1. 高度重视大学生饮酒情况，树立健康生活方式 

本次调查的 1453 名大学生饮酒率为 68.96%，6.5%的学生有酒依赖倾向(男生为 17.5%，女生为 2.6%)，
本研究的结果低于国内其他的调查报道(安徽省大学生，13%酒依赖) (唐杰等，2023)，与国外大学生酒依

赖水平相比明显偏低，特别是女生的饮酒行为报告率均低于美国大学女生(美国 27.0%) (Karam et al., 
2004)。本研究结果发现，女生、无吸烟史、父亲不饮酒、月生活费较低、学校对学生饮酒行为管理严格、

认为饮酒不是大学生活必要的一部分的大多数倾向于不饮酒，父亲饮酒(OR = 0.504, P < 0.01)、有吸烟史

(OR = 0.547, P = 0.03)、认为饮酒是大学生活一部分(OR = 0.352, P < 0.01)、月生活费较高(OR = 1.194,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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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年级较高(OR = 1.642, P = 0.001)、学校对学生饮酒行为管理不严格(OR = 1.82, P < 0.01)的大学生

更倾向于饮酒。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多父母给儿女的生活费也在逐年增加，这就促使

了不少大学生在正常的生活之外过分的追求物质的享受，更容易产生社交活动，增加了接触酒精的机会。

因此父母应多对子女进行教育和引导，对子女的生活费给予适当的控制，防止大学生的过度消费和不适

当的消费。 

4.2.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心理应对能力 

本次研究表明，不同饮酒类别的人际交往因子(OR = 0.91, P = 0.002)、受惩罚因子(OR = 1.06, P = 
0.002)、其他因子得分(OR = 1.18, P = 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也是影响大学生饮酒的重要因素。人际

交往因子得分越低，往往伴随着被调查对象越倾向于饮酒，这也间接说明了大学生的饮酒行为很容易受

到身边同伴的影响。同时，受惩罚因子得分和其他因子得分越高，被调查对象越倾向于饮酒，说明受到

惩罚、被老师或父母责骂等都会给打学生带来较为严重的心理影响，由此可见，当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

较弱时，容易出现较多负面认知，并采取消极的方式应对。因此学校和家长都应该时刻留意大学生的心

理健康情况，学校设立心理健康相关课程，并采用团体辅导、心理剧等多种形式切实落实大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此外家长也不能忽视这个阶段孩子的心理需要，关心孩子、倾听孩子，予以正确而及时的

指导，帮助大学生选择合适的方法缓解压力。 
在本次调查中，大学生的吸烟率为 24.2%，而男性吸烟者中的饮酒者则高达 94.5%，大学生的饮酒状

况与吸烟呈正相关，而同时吸烟和饮酒会对健康造成更大的损害。同时，研究发现父亲饮酒的大学生比

父亲不饮酒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酒依赖，这说明了家庭因素对大学生的饮酒行会造成重要的影响，父母

对待饮酒行为的态度也对子女起着表率和引导的作用。 

5. 结论 

大学生存在酒依赖行为，大学生酒依赖行为倾向与性别、家庭环境因素、饮酒态度、学校管理、吸

烟等因素相关联，人际紧张、受到惩罚、被老师或父母责骂等都可能增加大学生饮酒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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