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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重庆市大学生暑假期间的饮酒模式和主要影响因素,为进行针对性健康生活方式

干预提供一定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招募到487名大学生,对其中420名饮酒者进行暑

期饮酒行为调查。使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一般描述,百分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二元逻

辑回归分析重庆市大学生暑期饮酒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 487名大学生中,饮酒率为86.24%(420/487),暑

期饮酒率为29.57%(144/487),暑期饮酒量为4(4.0~16.5)标准杯。暑期饮酒者中91.67%(132/144)饮啤

酒,56.25%(81/144)在餐馆饮酒。性别[调整比值比(AOR)=4.659,95%可信区间(95%CI)2.998~7.238]、
父亲和母亲的饮酒行为(AOR=1.934,95%CI

 

1.151~3.251;AOR=2.341,95%CI
 

1.403~3.907)是大学生

暑期饮酒行为的影响因素。结论 重庆市大学生暑期饮酒较普遍,是健康一级预防的潜在风险点。在进行暑

期饮酒一级预防时应重点关注女性和父母不饮酒的大学生。
[关键词] 大学生; 健康生活; 饮酒行为; 暑假; 一级预防; 重庆

DOI:10.3969/j.issn.1009-5519.2024.13.022 中图法分类号:R195
文章编号:1009-5519(2024)13-2266-06 文献标识码:A

Study
 

on
 

the
 

drinking
 

patterns
 

and
 

related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during
 

summer
 

vacation*

YANG
 

Jian,CHENG
 

Cong,HU
 

Qian,XIAO
 

Lei,ZHAO
 

Yong,ZHANG
 

Fan△

(Research
 

Center
 

for
 

Medic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rinking
 

patterns
 

and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during
 

summer
 

vacation,and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argeted
 

healthy
 

lifestyle
 

interven-
tion.Methods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recruit
 

487
 

college
 

students,of
 

which
 

420
 

drinkers
 

were
 

investigated
 

for
 

summer
 

drinking
 

behavior.The
 

frequency
 

and
 

percentage
 

were
 

used
 

for
 

general
 

description,and
 

the
 

percentage
 

was
 

compared
 

by
 

χ2
 

test.The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binary
 

logistic
 

re-
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mmer
 

drink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Results Among
 

the
 

487
 

college
 

students,the
 

drinking
 

rate
 

was
 

86.24%(420/487),the
 

summer
 

drinking
 

rate
 

was
 

29.57%(144/487),and
 

the
 

summer
 

alcohol
 

consumption
 

was
 

4(4.0~16.5)
 

standard
 

cups.
Among

 

the
 

summer
 

drinkers,91.67%(132/144)
 

drank
 

beer
 

and
 

56.25%(81/144)
 

drank
 

in
 

restaurants.Gen-
der[adjusted

 

odds
 

ratio(AOR)=4.659,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2.998—7.238],
 

maternal
 

and
 

pater-
ential

 

alcohol
 

consumption(AOR=1.934,95%CI
 

1.151—3.251;AOR=2.341,
 

95%CI
 

1.403—3.907)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mmer
 

drinking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Conclusion Drinking
 

during
 

summer
 

vacation
 

is
 

comm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which
 

is
 

a
 

potential
 

risk
 

point
 

for
 

primary
 

health
 

prevention.In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summer
 

drinking,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women
 

and
 

college
 

students
 

whose
 

parents
 

do
 

not
 

d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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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人群,其良好的

健康生活方式尤为重要[1]。由于大学生第1次远离

家庭和父母,在身体、心理和社会关系方面快速发展,

拥有选择自主的生活方式和更多的独立权。然而在

新的学习、生活环境下,由于缺乏控制力和自我保健

能力,许多大学生会从事一些不健康的行为[1-2],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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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饮酒行为不仅影响大学期间的健康,并可能延续

到成年期,使得某些疾病出现年轻化趋势,如心脑血

管疾病等相关健康问题[2-3]。有研究显示,中国10~
25岁人群饮酒率持续上升,69%的过度饮酒行为出现

在学生阶段,且18~25岁人群过度饮酒率最高[4-5]。
饮酒不仅会对大学生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还可能影

响学业成绩、职业前景,并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

响[6]。然而,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学生在校的饮酒情

况,较少关注学生在节假日的饮酒行为[7-8]。寒暑假

是大学生最长的2个假期,期间父母和老师的管教强

度减弱,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途径饮酒。但目前只

有少数研究表明大学生在节假日期间的饮酒量比在

校期间多,并低估了自己饮酒量,有潜在的酗酒风

险[7]。为进一步调查大学生在暑假期间的饮酒行为,
本研究在重庆市大学校园中开展了一项横断面调查。
旨在了解大学生在暑假期间的饮酒情况,并分析影响其

饮酒行为的因素,从而为进行针对性的健康生活方式引

导提供一定理论依据,促进大学生健康生活一级预防。
1 资料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重庆市

师范类大学、综合类大学和医药类大学各1所。在每

所大学中便利选取2~3个本科班级(每个班级50~
60名学生),并邀请班上所有的学生自愿参加问卷调

查。最终,487名大学生参与并完成了问卷调查。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项目组在确定调查问卷的条目和

内容后,使用问卷星软件制作了在线问卷,并生成二

维码和链接方便快速填写。在问卷收集阶段,项目组

成员在课堂上解释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方法后,征得调

查对象口头知情同意,将问卷二维码投影在显示屏,
并将推广链接和二维码发至班级群进行推广和扩散。
整个调查过程都是匿名的,不涉及个人识别信息。
1.2.2 调查问卷 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体系(YRBSS)[9]为参照

自制调查问卷。自制问卷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主

要包括社会人口学资料,如性别、年级、户籍、有无兄

弟姐妹、1年内是否饮酒、父母饮酒情况等;第二部分

调查暑期饮酒行为,主要调查参与者在暑假期间的饮

酒率、饮酒方式、饮酒量、饮酒地点、饮酒类型。

1.2.3 饮酒行为相关条目定义 (1)饮酒量:标准杯

(SD)=饮酒量(mL)×酒精浓度(%vol)×0.789;
1

 

SD相当于10
 

g纯酒精,大约为300
 

mL啤酒、25
 

mL白葡萄酒、100
 

mL葡萄酒、100
 

mL米酒、100
 

mL
桂花酒等[10]。(2)1年内饮酒:在1年内任何一次饮

酒大于或等于1
 

SD[11]。(3)暑期饮酒:在暑期开始后

1个月内的任何一次饮酒大于或等于1
 

SD。(4)过量

饮酒:2
 

h内,女性饮酒超过4
 

SD,男性饮酒超过

5
 

SD[10]。(5)醉酒:饮酒后出现言语模糊、视力模糊、
昏迷、呕吐等症状[11]。(6)饮酒模式:按照钟丽等[12]

设定的饮酒模式进行评估,将饮酒模式分为偶尔饮

酒、轻度饮酒、中度饮酒和重度饮酒4种类型,具体分

类见表1。
表1  暑假期间大学生饮酒模式的定义

饮酒频率 每日少量a 每日中量b
 

每日大量c

每1~2天1次 偶尔饮酒 偶尔饮酒 轻度饮酒

每>2~5天1次 轻度饮酒 轻度饮酒 中度饮酒

每>5~9天1次 中度饮酒 中度饮酒 中度饮酒

每>9~19天1次 中度饮酒 重度饮酒 重度饮酒

每>19~29天1次 重度饮酒 重度饮酒 重度饮酒

每>29天1次 重度饮酒 重度饮酒 重度饮酒

  注:a指0~50
 

mL白酒、0~250
 

mL葡萄酒或0~600
 

mL啤酒

(≤2
 

SD);b指>50~100
 

mL白酒或>250~500
 

mL葡萄酒或>
600~1

 

200
 

mL啤酒(2~4
 

SD);c指100
 

mL以上白酒、500
 

mL以上葡

萄酒或1
 

200
 

mL以上啤酒(≥4
 

SD)。

1.3 统计学处理 将所有数据从问卷星软件导出

Excel2013表格,使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梳理与

分析。用频数和百分比进行一般描述,百分率的比较采

用χ2 检验。由于饮酒量不是正态分布,故使用中位数

来描述。单因素分析后将所有可能影响大学生饮酒行

为的变量均纳入多因素二元逻辑回归分析,假设检验均

采用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 共调查487名大三学生,
其中女315名(64.68%),大三年级170名(34.91%),
独生子女301名(61.81%)。只有父亲饮酒的有245名

(50.31%),只有母亲饮酒的有6名(1.23%),父母均饮

酒的有96名(19.71%)。共420名(86.24%)大学生

在过去1年内饮过酒,其中144名(29.57%)大学生

在暑期饮过酒。见表2。

表2  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n=487)

项目

1年内饮酒

是(n=420)

人数(n) 构成比(%)

否(n=67)

人数(n) 构成比(%)

χ2 P

性别 16.289 <0.001
 男 163 33.47 9 1.85
 女 257 52.77 58 11.91
年级 10.445 0.015
 大一 92 18.89 24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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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一般人口统计学特征(n=487)

项目

1年内饮酒

是(n=420)

人数(n) 构成比(%)

否(n=67)

人数(n) 构成比(%)

χ2 P

 大二 78 16.02 17 3.49

 大三 154 31.62 16 3.29

 大四及以上 96 19.71 10 2.05

户籍 0.323 0.598

 城镇 185 37.99 32 6.57

 农村 235 48.25 35 7.19

兄弟姐妹 0.025 0.873

 有 161 33.06 25 5.13

 无 259 53.18 42 8.63

父亲饮酒 0.302 0.583

 是 296 60.78 45 9.24

 否 124 25.46 22 4.52

母亲饮酒 0.961 0.327

 是 91 18.69 11 2.25

 否 329 67.56 56 11.50
 

父母饮酒 0.889 0.641

 一方饮酒 217 44.56 34 6.98

 双方均饮酒 85 17.45 11 2.26

 双方不饮酒 118 24.23 22 4.52

父母婚姻状况 5.899 0.052

 存续 381 78.23 65 13.35

 离异 32 6.57 0 0.00

 丧偶 7 1.44 2 0.41

2.2 大学生暑期饮酒行为一般情况 单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不同性别组和年级组之间的饮酒比例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大学生饮酒比例高

于女大学生,大三学生饮酒的比例高于大一学生,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暑假期间,大学生的

饮酒量为4(4.0~16.5)SD,28.47%(41/144)的大学

生发生过量饮酒,27.78%(40/144)的大学生饮酒后

发生醉酒。暑期大学生偶尔饮酒者占多数[63.89%
(92/144)],其次是轻度饮酒[24.31%(35/144)]、适
度饮酒[8.33%(12/144)]和重度饮酒[3.47%(5/
144)]。
2.3 大学生暑期饮酒场所 在144名暑假期间饮酒

的 大 学 生 中,132 名 (91.67%)饮 啤 酒,24 名

(16.67%)饮白酒,21名(14.58%)饮葡萄酒,饮用米

酒、鸡尾酒和果酒的频率并不高。在饮酒的场所选择

上,81 名 (56.25%)在 餐 馆 聚 餐 时 饮 酒,58 名

(40.28%)在家中饮酒,23名(15.97%)在亲戚家饮

酒,22名(15.28%)和朋友社交时一起饮酒。相对而

言,大学生在KTV和酒吧等场所的饮酒行为并不常

见。见图1、2。

图1  大学生暑期饮酒的种类

图2  大学生暑期饮酒的场所

2.4 影响大学生暑期饮酒行为的主要因素 对420
名被调查大学生1年内饮酒行为及144名饮酒大学

生的暑期饮酒行为分别进行单因素与多因素二元逻

辑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大二学生1年内饮酒风险低

于大一学生[比值比(OR)=0.399,95%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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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0.181~0.881,P<0.05;调 整 比 值 比

(AOR)=
 

0.370,95%CI
 

0.164~0.839,P<0.05],
但本研究未发现年级与暑期饮酒风险有关系(P>
0.05)。无论在1年内还是暑期,女性的饮酒风险都

高于男性(AOR=4.496,95%CI
 

2.130~9.493,P<
0.05;AOR=4.659,95%CI

 

2.998~7.238,P<
0.05)。父母不饮酒和其中一人不饮酒的大学生在暑

期 有 更 高 的 饮 酒 风 险 (AOR =1.934,95%CI
 

1.151~3.251,P <0.05;AOR =2.341,95%CI
 

1.403~3.907,P<0.05)。见表3。此外,将144名

暑期饮酒的大学生纳入暑期过量饮酒与醉酒的影响

因素分析显示,女性在暑期发生醉酒的风险高于男性

(AOR=2.722,95%CI
 

1.164~6.366,P<0.05),但
本次研究未发现性别与暑期过量饮酒的风险有关系

(P>0.05)。见表4。

表3  1年内与暑期大学生饮酒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1年内饮酒(n=420)

OR(95%CI) AOR(95%CI)

暑期饮酒(n=144)

OR(95%CI) AOR(95%CI)

性别

 男 1.000

 女 4.087(1.972~8.474)a 4.496(2.130~9.493) 4.057(2.691~6.116)a 4.659(2.998~7.238)a

年级

 大一 1.000

 大二 0.399(0.181~0.881)a 0.370(0.164~0.839)a 1.623(0.919~2.864) 1.745(0.944~3.224)

 大三 0.478(0.207~1.103) 0.594(0.252~1.400) 0.848(0.450~1.600) 1.175(0.590~2.340)

 大四及以上 1.003(0.437~2.300) 1.091(0.468~2.543) 1.045(0.607~1.796) 1.235(0.686~2.222)

户籍

 城镇 1.000

 农村 0.861(0.514~1.443) 0.841(0.480~1.473) 1.165(0.788~1.722) 1.020(0.651~1.597)

兄弟姐妹

 有 1.000

 无 1.044(0.613~1.779) 0.954(0.534~1.703) 1.087(0.729~1.620) 0.966(0.610~1.531)

父亲饮酒

 是 1.000

 否 1.167(0.672~2.025) 1.208(0.666~2.193) 2.173(1.359~3.473)a 1.934(1.151~3.251)a

母亲饮酒

 是 1.000

 否 1.408(0.709~2.798) 1.503(0.721~3.134) 2.162(1.374~3.402)a 2.341(1.403~3.907)a

  注:OR 为比值比;95%CI为95%可信区间;AOR 为调整比值比;aP<0.05。

表4  大学生暑期过量饮酒和醉酒的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暑期过量饮酒(n=41)

OR(95%CI) AOR(95%CI)

暑期醉酒(n=40)

OR(95%CI) AOR(95%CI)

性别

 男 1.000

 女 2.109(0.971~4.583) 2.023(0.890~4.597) 2.778(1.233~6.260)a 2.722(1.164~6.366)a

年级

 大一 1.000

 大二 1.101(0.389~3.116) 1.205(0.399~3.633) 0.654(0.227~1.880) 0.748(0.245~2.282)

 大三 0.926(0.269~3.191) 0.885(0.245~3.192) 0.972(0.297~3.185) 1.061(0.307~3.664)

 大四及以上 1.081(0.388~3.012) 1.038(0.353~3.056) 0.915(0.336~2.495) 0.995(0.345~2.869)

户籍

 城镇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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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大学生暑期过量饮酒和醉酒的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暑期过量饮酒(n=41)

OR(95%CI) AOR(95%CI)

暑期醉酒(n=40)

OR(95%CI) AOR(95%CI)

 农村 0.544(0.259~1.145) 0.453(0.199~1.031) 0.884(0.425~1.838) 0.835(0.371~1.877)

兄弟姐妹

 有 1.000

 无 1.477(0.71~3.074) 1.771(0.767~4.088) 1.571(0.751~3.286) 1.439(0.626~3.310)

父亲饮酒

 是 1.000

 否 1.244(0.484~3.198) 1.364(0.494~3.766) 1.520(0.566~4.080) 1.710(0.602~4.858)

母亲饮酒

 是 1.000

 否 1.078(0.494~2.355) 1.164(0.492~2.758) 0.816(0.364~1.830) 0.878(0.362~2.132)

  注:OR 为比值比;95%CI为95%可信区间;AOR 为调整比值比;aP<0.05。

3 讨  论

  健康生活方式是促进一级预防的重要手段。然

而,良好健康生活方式的养成往往依赖于早年的生活

习惯,成年人很难改变年轻时养成的不健康生活习

惯[13]。因此,提高人们的健康生活方式水平时,应重

点关注年轻人。大学生正处于接受知识和塑造行为

的黄金时期,他们所处的学校教育环境有利于对大学

生进行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从成本、时间和效益的

角度来看,大学阶段是干预、改善和培养健康生活方

式的最佳时期[2]。因此,本研究从大学生健康生活方

式中的热点和痛点入手,评估大学生饮酒行为及发现

其相关影响因素,为进行针对性健康生活方式干预提

供一定理论依据。
本研究对重庆市3所大学487名大学生的饮酒

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其中的420名暑期饮酒者进行

了饮酒行为调查。结果发现,重庆市大学生1年内饮

酒率为86.24%,暑期饮酒率为29.57%。1年内饮酒

率略 低 于 青 海 大 学 210 名 学 生 的 调 查 结 果

(93.3%)[14],但高于四川省2
 

382名大学生的调查结

果(49.92%)[15]及湖南省5
 

966名大学生的调查结果

(47.5%)[16]。可能与样本量不同及不同地区大学生

饮酒行为的差异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共有144名(29.57%)大学生

在暑期饮酒。暑期大学生饮酒量为4(4.0~16.5)
SD,低于 四 川 省 大 学 生 的 调 查 结 果(每 月 11.32

 

SD)[15]及 全 国 社 区 人 群 的 调 查 结 果(每 月52.92
 

SD)[17]。这可能与本研究使用中位数表示饮酒量而

相关研究使用均数有关,以及问卷调查模式不同(本
研究用自填方式而相关研究[17]采用调查员面对面询

问方式)有关。所有暑期饮酒学生中有28.47%发生

过过量饮酒,有27.78%发生过醉酒,均高于四川

省[15]、湖南省[16]大学生的调查结果(过量饮酒率分别

为20.15%、24.50%)。表明重庆市大学生暑期饮酒

期间发生醉酒与过量饮酒的可能性较高,应引起重

视。
大学生在暑假期间主要的饮酒场所是餐馆和家

中,且以饮啤酒为主。原因可能是由于暑期气温升

高,容易感到口渴和炎热,更倾向于饮用啤酒解渴消

暑,啤酒具有较低的酒精度数和碳酸气泡,使其口感

清爽而易于饮用[18]。且饮酒主要发生在与家人和朋

友聚会时,这与黄烨等[19]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家人和

同伴是青少年饮酒2个重要的因素。提示可以家人

和同伴教育为切入点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干预,正确引

导家人与同伴群体的积极作用,形成科学的健康观、
价值观、人生观,从而逐渐控制大学生的饮酒行为。

本研究单因素和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显示,性别

和父母的饮酒行为是大学生暑期饮酒的主要影响因

素。父母不饮酒的大学生,其暑期饮酒的风险更高,
这一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不一致[20-21]。但可以用“家
族传递效应”中的厌恶效应来解释这一现象[22]。该理

论解释了家庭成员目睹到家庭中出现的饮酒相关的

负面影响,导致其并不接受并抵触饮酒行为。父母饮

酒的大学生可能更早意识到饮酒行为的危险,从而控

制自己的饮酒量,进而形成了一种“抗感染效应”[22]。
这一发现表明,在干预大学生的饮酒行为时,除了关

注父母饮酒的大学生外,还应该重点向父母不饮酒的

大学生进行健康教育。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暑期女性大学生的饮酒行为

风险和发生醉酒的风险高于男性,这与ARMITAGE
等[23]研究结果一致。女性在暑期的饮酒风险更高的

原因可能是她们在暑期有更多自由。因为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女性的饮酒行为并不被传统观念接受[24]。
随着女性饮酒广告的增加及女性饮酒文化的扩展,女
性的饮酒率与饮酒量逐年增加,男女之间的饮酒差异

正在逐渐减小[24-25]。
综上所述,重庆市大学生暑期饮酒较普遍,且暑

期醉酒率与过量饮酒率较高。为预防大学生的暑期

饮酒行为,高校在暑期前应进行饮酒相关的健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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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并应重点关注女性大学生与父母不饮酒的大学

生,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措施,通过学校、家庭、社
会的联合作用,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健康的生活方

式,促进一级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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