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酒是合法與容易購得之物，在許多社交場合常扮演拉近人群關係的媒介角
色，也常是人們抒解壓力及年節送禮的選擇之一；而飲酒行為的普遍，個人常在

產生健康、家庭或社會問題時才有所警覺，也耗費了許多醫療和社會成本。不少

研究指出個人面對壓力與喝酒行為之間有關，其中又以家庭和工作較常見。因

此，進一步瞭解酒精依賴患者自覺壓力與因應的情形，除提供適當的處遇外，亦

進一步預防酗酒的高危險群成為酒精依賴患者，減少家庭及社會問題的產生。故

本研究的目的為瞭解酒精依賴患者的家庭、工作壓力與因應之情形。 
本研究採用量化研究方法，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經由醫師診斷為酒精依賴的

患者為研究對象，採用便利取樣方抽取樣本，共獲得 328份有效樣本，其中包括
目前有工作者 220份，目前沒有工作者 108份。經由 SPSS 10.0 for Windows統
計套裝軟體進行描述統計、t檢定考驗、單因子變異數分析(ANOVA)等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從目前有工作者和目前沒有工作者兩方面來探討。以下摘述重要研究發

現： 
一、目前有工作的酒精依賴患者 
（一）家庭壓力與因應 

1.家庭壓力感受程度呈現中等偏低，其中以多重角色層面的壓力感受較大，
最低的是經濟狀況層面的壓力。家庭壓力感受程度較高的受試者，多數認

為藉由喝酒逃避事件可以減輕壓力。 

2.面對家庭壓力時，最多數使用「藉由喝酒逃避事件」的因應方式；在尋求
支持或協助方面，多數選擇自己面對壓力；在想法上，以「告訴自己不要

想太多，事情一定可以解決」最多數人認為可以減輕壓力。 

3.酒精依賴患者每月平均收入、和家人來往情形，及和同事來往情形等人口
學特質的不同，其家庭壓力亦有所差異。 

（二）工作壓力與因應 

1.工作壓力感受程度呈現中等偏低，其中以生涯發展層面的壓力感受較大，
最低的是同事互動層面的壓力。 

2.面對工作壓力時，最多數使用「自己面對問題想辦法去解決」的因應方式；
在尋求支持或協助方面，多數選擇自己面對壓力；在想法上，以「告訴自

己不要想太多，事情一定可以解決」最多數人認為可以減輕壓力。 

3.酒精依賴患者和同事來往情形之人口學特質的不同，其工作壓力有所差異。 
 
二、目前沒有工作的酒精依賴患者 
（一）家庭壓力與因應 

1.家庭壓力感受程度為中等，其中以經濟狀況層面的壓力感受較大，最低的
是多重角色層面的壓力。家庭壓力感受程度較高的受試者，多數認為藉由

喝酒逃避事件可以減輕壓力。 



2.面對家庭壓力時，最多數使用「藉由喝酒逃避事件」的因應方式；在尋求
支持或協助方面，以家人幫忙最多；在想法上，以「把不好的心情藏在心

裡，不讓別人知道」最多數人認為可以減輕壓力。 

3.酒精依賴患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家人來往情形、開始喝酒年齡、
有習慣喝酒年數、曾經想要戒酒、曾因喝酒問題住過院，及和同事來往情

形等人口學特質的不同，其家庭壓力亦有所差異。 
（二）工作壓力與因應 

1.目前沒有工作的壓力感受，以「沒有工作會讓我的生活受到影響」較高，
最低的是「我不想去工作」。 

2.面對工作壓力時，最多數使用「藉由喝酒逃避事件」的因應方式；在尋求
支持或協助方面，多數選擇自己面對壓力；在想法上，以「告訴自己不要

想太多，事情一定可以解決」最多數人認為可以減輕壓力。 

 
依據研究結果，針對酒精依賴患者及其家人或朋友、社會工作實務、相關

醫療人員、政府政策，及未來研究提出建議，希望有助於酒精依賴患者的治療與

壓力調適能力，避免習慣用酗酒方式來因應壓力。 
最後，說明本研究的限制，包含問卷設計、抽樣、調查方式及對未來研究

方向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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