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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研究发现酒精依赖与暴力犯罪具有明显相关性。

酒精滥用患者攻击行为的发生率为$*#.0，酒依赖患者攻

击行为的发生率为(.#/0［!］。基于此，本文从个性特征，发

病年龄、早期的家庭环境、遗传、解剖和神经生化等方面综述

与酒依赖患者发生暴力行为的相关性。

一、人格特征

123454678曾认为酒依赖的人格特征是一早发型寻求酒

的行为，可能被特异的人格维度模式所预测。并且发现高的

寻求新奇事物分数、低的危险避免、和低的奖赏依赖性的人

格特征可以预测二型酒依赖（即发病年龄低，有明显的酒依

赖家族史，和反社会的人格特征）。同时具有这种人格特征

的人也是反社会行为的危险因素［"］。酒依赖与反社会人格

障碍是相互伴随的精神疾病，9’:;88722<=对酒依赖的暴力

犯罪者与非暴力犯罪者之间调查夫妻间的暴力行为及相关

因素，发现酒依赖暴力犯罪者具有较 多 的 反 社 会 人 格 特

征［/］。>3?@543,对酒精依赖并发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研究发

现儿童期的行为障碍和酒精依赖的家族史与反社会人格障

碍明显相关，酒依赖病人发生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危险性是非

酒精依赖病人的&#!倍，酒依赖阳性家族史患者患有反社会

人格障碍是非阳性家族史的!#)倍。并且儿童期的行为障

碍与成人期的反社会人格障碍和酒依赖发作年龄密切有

关［&］。

AABC研究发现酒依赖的暴力犯罪者精神病态（BD）和

精神衰弱（BE）分数明显升高。在国内，袁平对!$%例酒依赖

患者进行AABC聚类分析时，/)0的病人BD和B;的分数

明显升高属于反社会人格，BE和B;分数明显升高的被动攻

击性人格占"$0，冲动型人格占!*0，反社会人格和冲动型

人格具有较高的冲动分数，一般认为这种性格人可以发生较

多的暴力行为［$］。

二、发病年龄

A;853-23F4D7?G52?-;5H7在对!/!例酒依赖患者研究中发

现在"$岁以前开始发病的酒依赖病人具有较差的职业工作

能力，在儿童期和成人期具有较多的反社会行为［*］。134478
I’对&"例酒精依赖伴有自杀行为的病人调查他们夫妻间

的暴力行为和分居情况，发现半数的酒依赖患者具有暴力行

为史，具有夫妻间暴力行为的患者年龄相对较小，并且酒精

依赖的发病年龄也比较低［(］。,22;4,在南非对"*)例酒依

赖治疗的患者进行暴力犯罪和自杀企图的研究发现/)0的

病人有暴力犯罪史，并且是在喝醉酒的兴奋状态下发生的，

开始饮酒的年龄，问题饮酒的发生次数，男性与酒依赖的犯

罪呈明显相关。暴力犯罪与母亲饮酒，问题饮酒开始的年龄

和发作次数明显相关［.］。

三、遗传的关系

有关研究表明早发性的酒依赖特别是伴有暴力行为和

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患者与遗传有很大的关系。$-羟色胺转

运体基因的启动子多态型与情感和焦虑的气质有关。根据

启动子的多态型将其分为长（J）启动子和短（?）启动子。影

响着$-羟色胺表达转运体基因表达的短启动子的活性要比

长启动子的活性低。有关的研究已经证明在反社会人格障

碍，冲动和暴力行为的病人中存在$-羟色胺传递障碍，从而

发现在习惯性的暴力行为的病人中$-羟色胺转运体基因的

短启动子频率是低的，在酒依赖的病人中J-K差值是正常人

的/倍［)］。

四、酒依赖合并其他精神障碍

L#K9<<等人发现患有精神分裂症病人伴有物质滥用

尤其是酒依赖时，其人群暴力行为的发生率会明显升高。在

三年的随访研究中，单纯患有精神分裂症病人无物质滥用时

暴力行为的发生率为%#".0，相应的具有精神分裂症同时

有物质滥用的病人暴力行为的发生率为"#"0，二者具有显

著性的差异。同没有物质滥用的病人相比，患精神分裂症伴

有物质滥用病人的暴力犯罪是前者的.倍，而杀人犯罪是前

者的&倍。情感性精神障碍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特别是在

那些因为财产犯罪和物质滥用的犯 罪 中，所 占 的 比 例 较

高［!%］。’;?;474B对在全国的范围内非选择性的!!%!(例

出生样本前瞻性的随防到"*岁，然后收集该样本精神疾病

的诊断和犯罪纪录，发现精神分裂症伴有酒精依赖暴力犯罪

发生率是健康人发生暴力犯罪的"$倍，不伴有酒精依赖的

精神分裂症患者发生暴力犯罪的危险性是正常人的/#*倍。

精神分裂症而无酒依赖患者中无复发暴力犯罪者［!!］。虽然

物质滥用并不能完全说明这些精神障碍与暴力行为之间的

关系。但是可能作为一项重要的物质因素作用这些精神障

碍，其中酒依赖占有绝大多数。伴有酒精滥用的精神障碍患

者具有较高的暴力犯罪的危险性，反应了酒依赖对精神疾病

的影响，最可能的解释是社会功能丧失的精神病人更加倾向

于犯罪和酒精的滥用［!%］。

五、神经解剖关系

,D32GBG7GG78M;FH研究发现过去$年的饮酒量和饮酒时

间与大脑弥漫性（皮层灰质和侧脑室及第三脑室）和局部（额

叶和前额叶）萎缩呈明显的相关性。重型饮酒与皮层脑脊液

的提高和全面灰质的萎缩呈明显的相关性，特别是在额叶部

位。酒依赖症状持续时间与全面皮质特别是额叶和前额叶

的萎缩呈明显的相关性。通过KBN1<技术发现在大脑发生

萎缩前存在功能性区域血流变化，主 要 发 生 在 前 额 叶 部

位［!"］。,?2，O7P5Q等人发现酒依赖病人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大

脑血流的灌注率发生明显地降低，"(例病人发生在前额叶

部位，!)例病人发生在左颞叶，!!例病人发生在顶叶，没有

明显半球的差异。在伴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酒依赖病人中

前额叶血流灌注量与其他病人相比，明显降低。在长期饮酒

的病人1<发现具有明显的大脑萎缩，特别是在脑干部位，

&%0的酒依赖病人具有中到重度大脑、小脑和脑干部位的萎

缩。关于酒依赖的反社会人格和大脑关系存在下列假说：!#
伴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对酒精的毒性更加敏感，容易产生易

损性的损害，从而引起低的额叶灌注率。在此情况下，首要

的紊乱是反社会人格障碍，额叶低灌注率是长期酒精摄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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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先天或继发的额叶功能的损害可能是反社会人格

障碍或慢性酒依赖的病理学基础，此种假说支持了酒依赖儿

童认知功能的缺损是由于前额叶大脑功能失调的结果。#"
慢性酒精消费可能导致了额叶功能的失调，从而被临床上认

为反社会人格障碍，并且眶额叶变性可能是人格障碍的精神

病理学基础［$#］。

%&’())*+认为大脑损伤后行为的改变与发病前的人格

障碍呈相关性。这样的解释可能意味着发展为具有破坏行

为的人，在发病前已经具有这样的行为倾向，大脑的损伤只

是允许了这种非正常人格的表达。也有人认为大脑损伤后

出现暴力行为的病人中，很多人发病前的人格是正常的。可

能是大脑的局部损伤引起的神经解剖生理的改变所导致的

行为，与他们的生活模式无关。在具有较高的破坏性和高攻

击性行为的人多具有额叶和颞叶的功能失调。前颞叶是肢

体脑回的一部分，颞叶的损伤可导致情感，攻击和暴力行为

的发生。单纯胞疹性脑炎引起的前颞叶的损伤，即使在恢复

后，一些病人也具有明显的攻击性和变态的性行为。同时颞

叶的病理学与发作性的失控行为的关系是以发作性的爆发

行为和有时脑电图异常为特征的。因此伴有颞叶损伤的病

人可以预测较高的暴力行为的发生率［$,］。

六、神经生化的研究

$"与-.羟色胺的关系

在社交和攻击行为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中，-.羟色胺异常

是一种最具特异性神经递质。大量的研究表明，-./0传递

与动物的攻击行为相联系。实验中，耗竭-./0后大鼠出现

杀死小鼠的攻击行为，提高-./0能传递的药物能抑制掠夺

性的攻击行为［$-］。

/(1)*234等人认为酒依赖病人暴力行为的复发与脑脊

液中-.羟色胺的主要代谢物-./566的浓度呈显著的负相

关性。脑脊液中-.羟色胺的浓度越低，复发暴力行为的危

险可能性就越大［$7］。此研究在动物身上得到证实：在灵长

类的猴子的暴力行为的模型中，脑脊液-.羟色胺低浓度与

猴子（雄性）早期既从群体中分离，好争斗，易冒险呈明显的

相关性，其死亡危险性明显增高。这可能是低浓度的-.羟

色胺 引 起 冲 动 控 制 的 缺 陷 和 焦 虑 水 平 的 提 高 有 关。

/(1)*2［$8］在对灵长类动物酒精的过度饮用与大脑神经系统

-.羟色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测量脑脊液-./566的

浓度研究-.羟色胺对过度酒精饮用的影响及此状态下的人

格特征，结果发现灵长类和人类有很大的相似性。低-./5.
66浓度的动物具有!型酒依赖的特征，如冲动控制缺陷，

对其有危险但有吸引力的自发性行为增加，如进入食物诱饵

的圈套，在高度危险的树上跳跃，饮用大量的酒精等。同时

具有社会适应的损害，如社会冷漠，放纵和易攻击性等。在

饮用适量的酒精后，能够提高其固有耐受性和在戒断期具有

较高的攻击性。’9::(;(+<<=>*>+认为酒依赖的冲动性的暴

力犯罪者比非冲动性的暴力犯罪者的脑脊液中平均色氨酸

的主要代谢物-.羟吲哚乙酸（-./566）的含量低。伴有自杀

史的酒依赖暴力犯罪的病人中脑脊液的-./566和促皮质

激素的浓度要比无自杀史的酒依赖病人浓度低。伴有反社

会人格障碍的酒依赖暴力犯罪者与正常人相比具有明显高

的脑脊液的睾丸酮浓度。在酒依赖的暴力犯罪者与健康志

愿者进行偏差分析是首先进入的变量就是脑脊液睾丸酮的

浓度，其次才是脑脊液-./566和’/?@的浓度［$A］。

关于酒依赖患者中大脑-.羟色胺降低的原因考虑有以

下几种原因：$"与酒精的药理学效应相关。在正常人中，急

性、大量的饮用酒精可以耗竭大脑的-.羟色胺，从而解释酒

精敏感的个体在饮用酒精后会引起攻击行为和抑郁的发生。

!"缺乏酒精摄入时-.羟色胺的状态。在实验动物已经证实

急、慢性酒精的饮用和戒断反应对大脑-.羟色胺的合成以

及大脑色氨酸活性的改变和肝脏色氨酸吲哚酶所介导的-.
羟色胺的代谢具有不同的作用。在嗜酒鼠中-.羟色胺缺乏

在某种程度上和肝脏色胺酸吲跺酶的高活性有关。在人类

中，肝脏色氨酸吲哚酶也有酒精的作用位点，饮用或停用酒

精后引起该酶活性的升高。也有人认为酒依赖家族史阳性

的病人-.羟色胺的缺乏与大脑循环中色氨酸的效价低有

关［$B］。

!"与其他神经递质的关系

’9::(;(<<<>*>发现酒依赖的暴力犯罪者的脑脊液存

在较高游离的类固醇的浓度，此高浓度可能与促黄体素释放

激素的抑制物降低有关。这种类固醇的浓度并且与患者多

疑分数呈正相关性［$A］。C()DE>等人认为抑郁的男性服用甲

基睾丸酮后促进了偏执反应。早年开始的攻击行为与雄性

激素的升高呈明显的相关性，酒精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与雄性

激素升高呈明显的相关性。血清或唾液中游离的雄性激素

与暴力行为的关系要比血清总的雄性激素的关系要强［!F］。

七、血管加压素与攻击行为的关系

G*++(DHG发现精胺酸血管加压素对金仓鼠的的攻击行

为具有易化作用。在金仓鼠的试验中向其下丘脑的前侧或

腹外侧注入精胺酸血管加压素后，金仓鼠变得富有攻击性。

然而在注入精胺酸血管加压素的拮抗剂时，这种攻击行为就

会消失。这种关系已经在解剖和行为药理学的研究中得到

证实［!$］。但是’9::(;(+<=>*+在酒依赖暴力犯罪与正常人

对照时却没有发现此种差异，有待进一步研究［$A］。

总之，酒依赖病人暴力行为的发生具有各种影响因素。

如遗传、发病年龄、人格障碍、神经生化和神经解剖等因素及

他们的相互作用形成的。那些具有家族史阳性，起病年龄小

于!F岁的病人往往伴有反社会人格障碍、脑脊液低的-.
/566的浓度，发生在额、颞叶的神经损害酒依赖病人，更容

易发生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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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页）的形式及调节的方式和能力。人类对应激的

调控能力非其他动物所能涉及，正因如此，动物对精神应激

的反应更具敏感性、直接性和一致性，作为人类应激障碍的

模拟更为直接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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