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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中学生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的
流行病学调查

李凯骐 张建军 卢白莉 刘连忠 刘光忠 尹平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武汉市初、高中学生使用苯二氮卓(BzD)类药物的现状。方法 于2002年

调查武汉市七个中心城区。每个区随机抽取4所普通中学，共28所中学；每个学校调查初二、初三、

高一、高二、高三等五个年级，每个年级按偶数抽取二、四、六、八⋯··班，共258个班，获有效问卷

12 345份。采用自行设计的匿名式自填问卷。调查数据采用sPss 10 0软件进行统计。结果调查

发现武汉市中学生BzD类药物的使用率为4 0％，依赖倾向的发生率为4 1‰。垒市服药的学生在性

别、年级上存在差异性：男生高于女生(P<0叭)，高中生高于初中生(尸<O 01)。最常用的药物为安

定(59％)和硝基安定(29 7％)。服药时间1 7天者占43 3％，6个月以上者为8 2％。服药原因占首

位的是失眠(43％)，其次是学习压力大(25％)。而BzD类药物滥用的主要原因则是：摆脱烦恼

(14 1％)、好奇(13 3％)、受周围人影响(10 8％)、寻求快乐(9_85％)等。药物来源29％是从家中得

到。多元10舢t-c回归分析发现：要遵医嘱、性别、经常喝酒、好玩可服和有益无害、经常抽烟、我与父

母关系、母亲教育方式、父亲文化水平、父母间关系、年级等是BZD类药物滥用的危险因素。结论武

汉市中学生有使用BzD类药物的现象，使用BzD娄药物是十人、家庭、社会多因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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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现状，我们于2002年，对武汉市7个城区初、高

中学生进行了相关的流行病学调查，旨在了解武汉

市中学生中BzD类药物的使用率，服用的原因，以

及滥用BzD类药物的危险因素，为卫生、教育及相

关部门制定干预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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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l对象：调查对象为武汉市汉阳、斫口、江汉、江

岸、青山、武昌、洪⋯等7个中心城区，采用整群抽样

的方法，在每个城区随机抽取4所中学，共抽取28

所中学。每个学校调查初二、初一、高一、高二、高三

等五个年级。每个年级按偶数抽取二、四、六、

八⋯⋯班进行调查，全市共调查258个班(初中143

个班，高中115个班)，剔除无效问卷225份，共获得

有效问卷12 345份。保证结果不向学校透露。为保

护个人隐私，不填姓名，但希望实事求是，如实填写。

时间约15 min，町为多项选择。

2方法：参照国内同类调查表，自行设计“武汉

市中学生使用镇静、催眠药情况调查表”，先在2个

中学试用，予以修改、评估。调查表为自填式问卷。

调查时，由武汉市精神卫牛中心经过培训的医务人

员在课堂上向学生说明调查的指导语及方法，分发

问卷并现场收回。整个调查过程无学校教师介入。

问卷包括：指导语、奉人情况、家庭状况、服药情况、

服药原因、服药后果、药物来源、服药后自我感受、对

药物的认识等问题(指导语：该调查表为流行病学之

日的，与学生的品行评判无关)。现场填写，当场收

回，调查数据采用sPss 1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3标准：调查中，儿一年内不论何种原因口服过

BzD类药物的学生，则为服用BzD者。药品滥用是

指持续地或偶尔过量用药，这种用药与公认的医疗

实践不一致或无关(世界卫生组织国家委员会定

义)。达到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一

3)中依赖综合症诊断标准的，则为有依赖倾向者。

结 果

1人口学特征：共调查学生12 345人(男5952

人，女6393人)。其中初中6167人(男3004人，女

3163人)，年龄11～18岁，平均14 2l岁±O 83岁；高

中6178人(男2948人，女3230人)，年龄13～20

岁，平均16．63岁±0．94岁。

2全市中学生用药情况：12 345名学生中，服用

BzD者为498例，使用率为4 0％，有依赖倾向者为

51人．占服药者的10 2％，依赖倾向发生率为

4 l‰。在5952名男生中有294例服药，发生率为

4 9％；6393名女生中有204例服药，发生率为

3 2％；男、女生服药发生率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Y2=-24 34，P<0 01)。在6178名高中生中有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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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服药，发生率为4．6％，在6167名初中生中有217

例服药，发生率为3．5％，高、初中生服药发生率问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矿=8 70，P<o 01)。

3 BzD的种类：在使用BzD类药物的学生中，

最常见的药品依次为安定(59％)、硝基安定

(29．7％)、三唑伦(9．8％)、阿普唑伦(9 6％)等。

4服药的持续时间：在498例服药的学生中，服

药时间最多的是1天为26．5％，3天以内10 6％，1

周以内16．9％，2周以内3 6％，3周以内1 2％，1个

月以内5．4％，2个月以内6．4％，3个月以内3 4％，4

个月以内L，4％，5个月以内O．6％，6个月以内

8．2％，6个月至1年4 8％。其中l 7天的共计

43 4％．

5服药的方式及每日服药的时间：在498例服

药的学生中，多数学牛(67．7％)是偶尔和间断用药，

服药时间多选择为晚上(40 8％)，其次为不定时

(31 3％)。E课前(8 6％)，早晨(7 2％)。

6．每日服药的次数及剂量：每日服药1次者为

57 6％，每日服药剂量1片者为46．2％、2片为

21 3％、5片以上6 8％、30片以匕l 2％。

7学生服用BzD类药物原冈(表1)：按百分比

排列，依次为失眠(43．0％)、学习压力(25 1％)、摆

脱烦恼(14 1％)、失恋(13．9％)、好奇(13．3％)、逆

反心理(1l 9％)、受周围人影响(10．8％)、厌学

(10 8％)、自杀(10 6％)、寻求快乐(9．8％)。

表1 武汉市中学生各种服药原因的百分比(％)

8学生药品的来源(表2)：从家中得到

(29．9％)、自己到药店购买(27．1％)、医院就诊

(23，5％)、别人给予(13 7％)、向他人索取(9．2％)。

9学生使用BzD类药物所致不良后果：多数学

生服药后无特别感觉(23 1％)或觉得失眠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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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部分学生出现上课思睡(17．7％)、身体无

力(11 O％)、记忆力下降(10％)、情绪不稳定

(10％)；少数因过量中毒而出现神志不清(8．8％)、

步态不稳(7．2％)、恶心呕吐(6．2％)和送医院抢救

(5．6％)。

表2 武汉市中学生BzD类药物来源的百分比(％)

10学生对药物的认识：调查学生对药物的认识

共5项：有益无害、有成瘾性、要遵医嘱(指要在医生

指导下用药)、属控制药品、好玩可服(指出于好奇、

受周围人影响、寻求快乐等非医学目的)。服用和未

服用BzD类药物的学生相比较：全市学生在有益无

害、有成瘾性、要遵医嘱、好玩可服等四项上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O 01)。

“BzD类药物滥用的危险因素：筛选与药物

滥用有关的28个因素作自变量，变量及赋值见表

3。对是否有药物滥用作应变量，进行logistic逐步

回归分析，定义水准为O．05，最终选人11个因素。

依据oR值的大小，它们分别为：要遵医嘱、性别、

年级、父母关系、父亲文化水平、母亲教育方式、我与

父母关系、经常抽烟、有益无害、好玩可服等(表4)。

讨 论

BzD类药物是目前最常用的镇静催眠药，主要

用于治疗失眠和焦虑。若长期、大量服用则会产生

依赖，若非医疗目的或正常剂量使用，则为滥用。武

汉市中学生BzD的使用率为4 0％，与贵阳、北京市

中学生的使用率接近，而与重庆、深圳市中学生的使

用率相差甚远““。调查还发现武汉市中学生使用

BzD的依赖倾向发生率为4．1‰，而北京市未见明

显药物依赖者，重庆市的依赖发生率为11％12。“。

各地报道的差异可能与样本大小，抽样误差和城市

间社会文化差异有关。

研究还发现，服药学生的比率在性别、年级上存

在着差异。男生比女生更易滥用BZD。原因是因

为在青少年成长期，男生比女生更具冲动，好奇心

强，白控能力差，很容易受一些不良行为的影响。往

往一人服药，影响周围，形成群体行为，使服药人数

表3 变量意义及赋值

变量 资料特征 赋值

X，年级

xz性剧

x，有益无害

墨有成瘾性

xs要遵医嘱

x6随便服用

X7好玩可服

‰自己掌握

墨学习成绩

X10班干部

x，。曾获奖励

x12经常迟到

xl3逃学

x．。爱打架

xlj爱撒谎

x16爱骂人

x17受过处分

X18经常抽烟

x19经常喝酒

xz。常挨批评

x2l常受表扬

xn父亲文化

等级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等级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二分类

)(21母亲文化 二分类

x。一家庭经济状况(刷H)等级

x25父母关系 等级

x26我与父母关系 等级

Xz，母亲教育冉式 等级

x2a父亲教育方式 等级

初二=l，初三=2，高一=3，
高二=4，高i=5

男；1，女一2

是=1，含=0

是=l，否=0

是=1，否=0

是=1，否=0

是=1，否=0

足=1，否=0

前L0名=1，10～20名=2，
30名以后=3

是=1，否=0

尾=1，否=0

是=1，否=0

是=1，否=O

是=l，否=0

是=l，否=O

是；1，吾=0

是=1，否=0

是=1，否=0

是=l，否=0

是=1，否=0

是=1，吾=0

大学=1，大专=2．高中(中
专)=3，初中=4，小学=5

大学=1．太专=2．高中(中
专)=3，初中=4，小学=5

好(>3000)=l，一般(1500～
3000)=2，差(<1500)=3

好=1，一般=2，紧张=3

好=l，一般=2，紧张=3

科学=1，一般=2，差=3

科学=l，一般=2．差=3

表4 武汉市中学生药物滥用危险因素的【ogist-c回归分析

变量 D 如wⅡ￡dY2 P值0R值(95％a)

K要遵医嘱 0 6蛳103 39 40l 0 000 0 525(O 429～0 6靶)

x2性别 0 2280102 5 028【)(垃5 0 796(0 653～0 972)

x1年级 01530 037 16】05 0 0∞1165(1 082～1 254)

x25父母美系 0 2320 074 9 756 0 002 l埘(1 090～L4鹦)

x＆父亲文化水平 O 3200 050 40 264 0 O∞l 377(1 248～l 521)

玛7耳亲教育方式 0 3620州24 019 0 000 l 4”(1 243～1 661)

K6我与父母关系 0 5。60 086 34167 0 000 1 658(1 399～1 964)

xL8经常抽烟 0蚴247 6 534(1 01l 1_{姑2(1．159～3 05f，)

墨有益无害 ()6矧)196 11 427 O 001 1 939(1 321～2 846)

葛好玩可服 1 2010 245 24 058 0 000 3粥(2 056～5 3㈣
)(Iq经常喝酒 1 2瑚236 27166 0 000 3 418(2153～5 427)

极易扩散蔓延。一般认为攻击性行为和违纪行为男

性显著多于女性。Rutter，Hersov”。指出，攻击性行

为在不同文化背景的男孩均可见到，反映了性激素

水平的差异；男女在行为方面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与

生物性因素有关，也可能与社会对男女的要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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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期待不同有关。国内调查少年男性品行障碍

(CD)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比例高达8倍”。“。服

药的高中生多于初中生，可能是由于高中期间，学习

压力加大，竞争激烈、精神紧张，失眠及各种心理障

碍增加，导致高中生使用BzD者较初中多。学生使

用BzD最常用的为安定和舒乐安定，这与重庆市的

调查结果一致⋯。偶尔和短期用药多见，每日服药

剂量小，这说明大部分用药者无论从时问、剂量上来

说，都远未达到依赖的程度。服药时间，多选择为晚

上，这与服药原因中占首位的是失眠，25％的人感到

学习压力大有关。

另一个导致滥用的原因是学生对BzD类精神

药物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北京市一项研究显示，用药

者中85％的人不知道安定等药品是易成瘾药物，贵

阳市为83％，武汉市则达到70％；青少年行为问题

的发生受生物、心理和社会多种因素的影响”3’⋯。

社会心理因素的存在能否导致行为问题的发生，还

取决于青少年对因素的认知和应对方式。因此，在

中学生中大力开展药物滥用的预防教育，才能防患

于未然。

武汉市中学生BzD类药物的来源主要是从家

中得到，这与北京市的调查结果相一致u。。另外，有

一部分是到药店购买和别人给予。这说明对BzD

这些精神药品的控制，还是不严格。BzD类镇静催

眠药属于我国《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中第二类精神药

品，《精神药品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必须由县以上

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医药管理部门指定的经营单位经

营，且必须以医生处方签售，每次不超过7日用量。

但是一些小药店，特别是私人药店，受利益驱使，往

往不按国家规定执行。因此要想减少BzD的滥用，

必须对药物的源头加以控制。

本文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学生BzD

滥用的危险因素有11个，其中认为BzD好玩可服、

有益无害、无病可服等是中学生滥用BzD的认知基

础。经常喝酒、抽烟等危险因素是滥用BzD的品行

基础。国内调查显示，吸烟、饮酒者行为问题的危险

性明显增加，且有显著意义．”o。母亲教育方式、父

亲文化水平、与父母关系、父母间关系等因素是药物

滥用的家庭基础。临床实践和研究证明，青少年的

人格、情绪特点、行为方式都与其家庭养育方式密切

相关。对深圳市某校高中生的调查发现，父母受教

育程度是影响家庭养育方式的因素之一。受教育程

度高的父母，倾向给孩子更多的尊重、理性而善意的

理解，与子女容易沟通。同时也会对孩子进行较多

的干涉，不会放任不管；而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养

育方式多是简单、粗暴、封闭的。同时，父母问不正

常的关系(离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有不可忽视的影

响““。总之，中学生使用BzD的原因是多因素模

式，即社会教育、个人素质、家庭环境共同作用所致。

在药物滥用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中常采用定量研

究和定性研究，两者各有利弊。定量研究：一般采用

流行病学的统计原则和方法，以一定数量的调查样

本为基础，寻求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揭示社会或自然

现象各要素之问相互作用的异质性或规律性及其分

布情况。一般采取下列两种基本方法：①普查：优点

是没有抽样误点差，但耗时、耗材、有时非抽样误差

大。②抽样调查：省时、省力、但要求设计严密，尽量

避免抽样误差。其局限在于：不可避免会产生大量

信息偏倚(如：药物滥用者采取不应答，故意说谎或

社会期望性应答等)”⋯。定性研究：主要采取非概

率抽样，用具有某种特征的小样本人群进行调查，从

而获得对某一问题或社会现象的认识。本调查就是

一种定量研究，采用的整群抽样，设计上尽量减少抽

样误差。采用匿名式自填问卷，由工作人员监督调

查，不让老师参与，承诺结果不向学校公开，就是为

了消除学生顾虑，减少信息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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