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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鄉親都知道喝酒傷肝等身體疾病，但更多不知道還會「傷腦」。酒精會

直接傷害腦細胞，造成記憶力及專注力減退，認知功能退化，有些長期有飲酒習

慣的人，甚至於再加上營養不良(如缺乏維他命 B等)，會造成腦細胞更嚴重的傷

害。根據研究顯示，每週飲酒量超過 7罐啤酒，就會有失智的風險，若再多個三

罐以上，失智的風險又增加 1.2倍。死亡後屍體解剖發現大腦的重量及大小跟正

常人相比有顯著的減少，也就是「酒精性腦萎縮」[慢性酒精消耗所致的大腦組

織不可逆的減少]。 

 

相信有些曾經”喝多”的鄉親，一定有過這樣的經驗，酒醒了之後，對於前一

天發生何事，好像模模糊糊，甚至於已經記不起來，我們常常說「斷片」，其實

是一種酒精性記憶空白，可能會導致對酒醉時發生的事件記憶受損，也容易增加

其他傷害的風險。其中一項原因是喝醉時，當時的酒精量足以暫時阻止稱為海馬

迴的腦區從短期儲存轉成長期儲存，就出現這些記憶力落差。這段期間，人看起

來還是「醒著」，但腦部已經無法增加新的記憶了。 

 

長期喝酒導致會維他命 B1的缺乏，而造成腦部的病變，臨床上會有急性及

慢性發作的症狀。急性發作的症狀包括步態不穩、意識混亂及眼球肌麻痺。發生

時，只要能及時補充足夠的維他命 B1，就有機會復原，但有時會留下一些後遺

症。部分的人在幾次的急性發作之後，會演變成長期的失憶症候群，此時患者對

近期發生事件的記憶喪失，不但無法整合新的記憶，也無法回想起之前的記憶，

然而他們對久遠以前事件的記憶並沒喪失。此外，這類患者對時間及地點的定向

感很差，而且會有虛擬記憶的情形(亦即因記憶不好，會自行杜撰一些事件來彌

補記憶的空缺)，通常他們都意識不到自己在這方面的缺陷，且一旦出現這種症

狀，即使補充足夠的維他命，仍然無法好轉。 

 

阿明 50多歲，被鄰居叫”酒空阿明”，只見阿明坐在門口，有時喃喃自語，

一直咒罵前妻，有時眼神渙散，不知道在想甚麼… 

 

鄰居說，以前阿明不是這樣，工作非常認真，天還沒亮就去田裡，自己的田

忙完，還去幫忙鄰里噴農藥，有工叫他，他就去，阿明說，希望賺多一些錢讓妻

小過好的生活，不要像自己以前一樣，家裡沒錢，國中畢業就被叫回家工作，”

一輩子沒出息…”。但因為天氣熱，每天一定要來幾罐冰啤酒，想要補充體力，

阿明就喝「維士比」、「保力達 B」，有時還學個時髦，加點「莎莎亞」，閒暇時，

再抽根菸，阿明覺得人生就非常幸福，好像又儲備好精力，準備接下來的工… 

 



 這樣的情節，常常在我們善良純樸的農業社區上演，讓大家覺得心疼與惋惜，

因此，若我們自己或生活週邊有類似的狀況，希望大家幫忙一把，衛生局及衛生

所都有提供相關資源及醫療轉介/補助喔! 

 

 雲林縣衛生局網站: 雲林縣張麗善縣長呼籲酒癮問題成因複雜，常是生理及

心理因素的疾病，需要家人的支持鼓勵與耐心陪伴，喝酒減一杯，幸福多一倍，

雲林縣酒癮治療機構幫助民眾有效的進行酒癮戒治，推動酒癮治療費用補助方案，

有意願戒酒之民眾，每人每年最高 4萬元治療費用，民眾可洽當地衛生所或撥專

線 537-8626尋求相關資源。避免讓酒精對個人及社會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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