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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一级亲属的吸烟行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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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的
"

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一级亲属的吸烟行为特点$方法
"

应用耐受问卷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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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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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IKr-

尼古

丁依赖测试问卷"

A!;>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一级亲属的吸烟行为特点进行系统评定$结果
"

两组受试者的吸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G

#(患者组戒烟率&戒烟时间低于亲属组!患者组重度尼古丁依赖率高于亲属组$结论
"

患者与其一级

亲属的吸烟率无显著差异!但患者的戒烟时间更短!尼古丁依赖程度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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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家在临床中观察到!精神分裂症患者吸烟率明显

高于正常人群和其他精神病患者!吸烟率为
()T

"

&)T

!而正

常人群为
:GT

"

%)T

!精神分裂症患者吸烟率为正常人的
:

"

'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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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其他精神障碍患者吸烟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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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在精神分裂症吸烟者中!重度吸烟

者为
3&T

!而一般人群仅为
$$T

!提示可能存在与精神分裂症

患者吸烟有关的生物学因素)

(

*

$有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

部分一级亲属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损害和一些阴性症状!具

有一定的遗传特质性!是发生精神分裂症的高危人群)

&

*

!现将

$&&

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一级亲属的吸烟行为特点报道

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4B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

$$

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心理卫生中心(重庆市江北区精神卫生中心及重庆市

精神卫生中心的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
$&&

例为患者组!其中男

$)*

例!女
(*

例#首发患者
G'

例!慢性患者
$%'

例&

($4%T

'#年

龄
$%

"

(%

岁!平均&

%'4*X$'4%(

'岁#受教育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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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平

均&

$)4(X%4%)

'年#城市生活年限
)

"

(%

年!平均&

%)4:X

$(4$&

'年$患者组纳入标准"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手

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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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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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符合精神分裂症或分裂样精

神病标准)

*

*

#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其他脑器

质性疾病或严重躯体疾病者$选择精神分裂症生物学一级亲

属
$*(

例为亲属组!其中男
*G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平均&

G)4:X$)4'G

'岁#受教育程度
)

"

$3

年!平均&

*4(X%4

%:

'年!城市生活年限
)

"

(3

年!平均&

%%4*X::4%G

'年$亲属

组纳入标准"自愿参加本研究者!并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

7]=>

评定符合
>7R,

(

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合并其他脑

器质性疾病或严重躯体疾病者$

B4C

"

调查方法
"

自制吸烟情况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教育

年限(城市生活年限(总规律吸烟月数(每日吸烟量(吸烟深度(

是否戒烟(戒烟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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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价标准
"

&

$

'采用
7]=>

对患者组进行系统的精神检

查!以明确患者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

'采用耐受问卷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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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量表有
$)

个条目评

价尼古丁依赖的严重性!每条分值从
)

"

G

分!总分最低分
$)

分!最高分
G)

分$

[!h

是评定尼古丁耐量量表的最新版本!

表中的
$)

个条目全面包含了吸烟的数量(吸烟分布情况(吸烟

减轻尼古丁戒断症状和难以戒烟的程度$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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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可诊断

为重度尼古丁依赖$&

%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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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丁依赖测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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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3

个条目$该量表的判定结果和血浆尼古丁及

其代谢产物可替宁等生物指标一致性很好!在临床应用中具有

使用可靠(简便等优点)

$$

*

$

A!;>

总评分在
)

"

$)

分之间!最

高分
$)

分!最低分
)

分!总分越高!表示患者的尼古丁依赖程

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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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KIKr-

等提议按从很低至很高
G

个水平来评定

尼古丁依赖程度!即很低&

)

"

:

分'(低&

%

"

'

分'(中等度&

G

分'(高度&

3

"

(

分'和很高&

(

&

分'$多数研究者认为!

A!;>

)

3

分视为高度依赖$其中第
$

条&睡醒后通常过多时间会吸

第一支烟'和第
'

条&每天平均吸多少支烟'是最能反映尼古丁

依赖严重性的两个条目!评分在
)

"

%

分之间$

A!;>

和
[!h

在中国人群中进行了信度(效度的检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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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E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7877$%4)

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
,

:

(

;

检验!以
!

#

)4)G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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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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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患者组吸烟率&

%G43T

'与亲属组吸烟率&

%'4GT

'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4)G

'$而患者的戒烟率为
3'4'T

!亲属

组戒烟率为
3G4GT

$两组尼古丁依赖程度(吸烟情况(初次吸

烟年龄(戒烟时间(吸烟动机等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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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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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尼古丁依赖程度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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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 [!h

)

:&

分
[!h

#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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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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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患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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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亲属组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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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吸烟情况比较%

CX>

&

组别
%

年龄&岁'

城市生活年限

&年'

受教育年限

&年'

初次吸烟年龄

&岁'

吸烟最多年龄

&岁'

规律吸烟月数

&月'

最大日吸烟量

&岁'

吸烟耐量

&分'

患者组
$&&'%4)&X$$4(3

$

%&4)%X$G4:* *4&$X%4'* $&4$3X34*) %%4G'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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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亲属组比较$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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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初次吸烟年龄$戒烟时间$尼古丁依赖程度比较%

RXh

&

组别
%

初次规律吸烟年龄&岁' 戒烟时间&月' 尼古丁依赖程度&分'

患者组
$&& 3)4:&

&

:)4))X(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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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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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4)$

&

'4))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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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亲属组比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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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吸烟动机比较(

%

%

T

&)

组别
%

好玩好奇 同伴教的 时髦 舒服 模仿父母 压力大 挫折打击 其他原因

患者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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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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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

'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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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精神分裂症患者吸烟率的报道还很不一致$有研究

显示!我国
:)):

年
$G

"

3*

岁正常人群男性吸烟率为
G(4'T

!

女性为
:43T

)

$%

*

$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吸烟率为
')4$T

"

&(4$T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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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

等)

$G

*研究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吸烟率

&

&&T

'明显高于正常人群!且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社会经

济状况(乙醇滥用(咖啡使用及生活习俗等无关$有研究发现!

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吸烟率为
%G43T

!处于其他多数研究报

道的吸烟率范围之中!女性为
G4$T

!比我国所报道的正常女

性吸烟率高$可能由于本研究中的患者年龄偏低!而患者的初

次规律吸烟平均年龄为
::4)(

岁!患者年龄小于通常开始吸烟

的年龄!必然会使整体的吸烟率降低#另外还可能存在社会文

化因素的影响!本研究中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没有工作!文

化程度偏低!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家庭!吸烟无疑是一种奢侈行

为!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吸烟是不被传统的社会观念认同#最

后!在样本量不大的情况下!样本的选择可能存在偏倚!导致了

所得到的吸烟率并不能反映精神分裂症患者真实吸烟率的

状况$

在本研究中!吸烟率的定义是指规律吸烟的患者数与患者

总人数之比!而只要在患者的一生中!规律吸烟
$

个月以上!即

为规律吸烟$因此!年龄越大!规律吸烟的机会也越多$而患

者的一级亲属主要来自父母!年龄自然显著高于患者!理论上

而言亲属组的吸烟率也应该高于患者组!但本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吸烟率并无显著差异!更加有力地支持了精神分裂症患者

对尼古丁的高度依赖现象的存在$同时本研究将患者和一级

亲属比较!他们的生活环境相对比较一致!可以排除一定的社

会心理因素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组比亲属组尼古丁依赖程度更重!

比例更高!而戒烟率更低!戒烟时间也更短$患者吸烟最多的

年龄比亲属更低!提示患者比亲属更早的达到一个吸烟的高峰

时期$而患者的吸烟动机也与亲属有所不同!患者以感到舒服

为主!亲属以好奇好玩为主!可能提示了存在某种内在的生物

途径!使其对尼古丁特别敏感!而亲属更多是受到社会文化及

心理因素的支配去吸烟$

总之!吸烟有害健康!是引发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之一!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吸烟和代谢综合征紧密相关)

$3

*

!降低

精神病患者生活质量急需弄清吸烟和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内在

关联$本研究以临床数据来源于回顾性的调查!还需要前瞻性

的研究以证实吸烟与精神分裂症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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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药品收入比例过高!会加重患者的

负担!造成患者流失!医院的产出也会大大减少!从而影响技术

效率$医院的发展应该靠优质的医疗服务吸引患者!靠强有力

的技术实力和精湛的技术水平让患者信赖$有研究显示!三级

医院的药品收入比例低于二级医院和其他级别医院!中医院的

药品收入比例高于西医院)

$%

*

!即技术效率值较高的医院!其药

品收入比例较低$由于药品收入和医疗服务收费是公立医院

的主要经济来源!要降低药品比例!首先要强调政府投入!特别

是在取消药品加成收入后!政府更需加大投入力度$建议对科

研任务较重的三级或省级医院!加大科技投入比例!以支持重

点学科建设和尖端医疗技术的开发!从+以药养医,转变为+以

技养医,$

西医院的技术效率值高于中医院$西医院的病床使用率(

工作量(高层次人才配备都较中医院好$长期以来!特色不足(

人才匮乏(投入不足是制约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三大瓶

颈)

$'

*

$若要提高中医院的技术效率!发挥其特色和优势是关

键$建议培养一批中医药学术带头人!积极开展名老中医学术

经验继承工作!加强专业技术人员中医药知识与技能的继续教

育#充分合理应用中医诊疗技术!以吸引更多患者就医#开展中

医临床科研!不断发展重点学科(专科的技术水平#在投入不足

的情况下!中医院还应积极拓宽筹资渠道!如银行贷款(横向协

作(引进社会资本等$

"志谢%四川省各地市州卫生局!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

省人民医院%李文碧&胡锦梁&田伟&全婷!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

心%唐娴等为本文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课题组谨志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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