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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青少年自杀意念现况及其影响因素 ,为有针对性地采取防治措施 ,提高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方

法　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长沙市抽取 2216名中学生 ,采用自制一般情况问卷、自杀意念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

表和自尊量表进行调查。 结果　①长沙青少年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 24. 2% ,自杀计划的检出率为 6% ,自杀未遂的检出率为

2. 5% ;②女生自杀意念发生率高于男生 (i2= 34. 814, P < 0. 01)、非独生子女的自杀意念发生率高于独生子女 (i2= 5. 760, P <

0. 05)、单亲家庭的自杀意念发生率高于非单亲家庭 (i2= 17. 385, P < 0. 01) ,家庭经济条件越差、家庭关系越不和睦和父母经常

打骂 ,自杀意念发生率越高 (i2= 23. 215, 44. 442, 66. 915; P < 0. 01) ;③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影响自杀意念的相关因

素有性别、家庭关系情况、家庭暴力情况、生活事件总刺激量、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因子、丧失因子和自尊水平。 结论　青少年

自杀意念发生率仍较高 ,其危险因素有女性、非独生子女、单亲家庭、家庭经济差、家庭关系不和睦、父母经常打骂、负性生活事

件以及低自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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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 ive　 To investig ate prevalence o f suicidal ideation and its psych osocial risk facto rs in adolescents, so a s to

provide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interv ention r esea rch. Methods　 A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survey w as ca rried out with self-

designed questionnaire, suicida l ideation questionnaire, ado lescent self-ra ting life ev ents ch eck list ( ASLEC) and self-esteem scale

( SES) in 2 216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f Changsha city .Resul ts　① In the pa st y ea r, 24. 2% adolescents had suicide ideation, 6%

had made a specific plan to attempt suicide, and 2. 5% actually had a ttempted suicide in Changsha.② The incidence of suicide

idea tion in the girls, non-sing leton and ado lescents in single-pa rent family , was high er than that in the boys(χ2= 34. 814, P < 0.

01) , singleton(χ2= 5. 760, P < 0. 05) and adolescents in non single-par ent family (χ2 = 17. 385, P < 0. 01) . The w orse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w ere the more disharmonious the family rela tions and the mo re the parents ' v io lence behavior w ere the higher th e

incidence o f suicidal ideation was(χ2= 23. 215, 44. 442, 66. 915; P < 0. 01) .③ The multiv ariate Log istic reg 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uicidal ideation w ere associated with sex , family relations, domestic violence situation, life ev ents, learning stressors facto r,

penalty factor , lo ss facto r and self-esteem level. Conclusion　 Suicide idea tion is no t ra re in adolescents. The risk facto rs o f suicide

idea s include female, non-sing leton in family, single-pa rent family , poor , disharmony of family member, par ents ' violence behav io r,

negativ e life ev ents and low self-est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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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青少年自杀人数的逐年增加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

关注 ,虽然全世界各国之间青少年自杀报告率不同 ,国内一些

城市流行病调查的结果也各有差异 ,但自杀仍是青少年死亡

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1]。青少年处于青春期 ,躯体和心理的双重

变化使个体容易产生负性情绪 ,此外还要面临学习、考试、升

学等压力 ,自杀意念发生率要显著高于其他人群 ,而自杀意念

作为自杀企图和未遂的早期心理活动已受到人们的重视 [2 ]。

因此 ,对青少年自杀意念及危险因素的早期识别 ,对于预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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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影响自杀意念的因素有很多 ,本研究旨

在了解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发生情况 ,并对其产生的可能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 ,为制订早期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2011年 11月 ,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

在湖南省长沙市抽取农村初中、城镇初中、农村高中、城镇高

中各 2所作为调查学校。 分别在选择学校的每个年级随机抽

取 2个班级共 48个班级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 共发放问卷

2286份 ,有效问卷 2216份 , ( 96. 94% )。被调查的年龄在 11～

18岁 ,平均年龄为 ( 14. 60± 1. 559)岁 ,其中男生为 1147人

( 51. 8% ) ,女生为 1069人 ( 48. 2% )。

1. 2　方法

1. 2. 1　测评工具　包括自制一般情况量表、自杀意念问卷、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和自尊量表。 自制一般情况量表包括年

龄、性别、城乡、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为单亲家庭、家庭经济

情况、家庭关系情况、父母严格情况和家庭暴力情况。自杀意

念问卷 ,参照美国疾病控制中心青年危险行为监测系统

( YRBBS)的相关定义 ,自行设计问卷调查 [3 ]。自杀意念 ,指在

最近 1年中 ,是否曾经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自杀计划 ,指

最近 1年中 ,有无自杀的详细计划和方法 ;自杀行为 ,指最近

1年中 ,是否采取过伤害自己的行为 ,通过何种方式。 青少年

生活事件量表 ( ASLEC) [4]共 27个条目。对于每个条目 ,受测

者先判断最近 1年有无发生 ,若发生过再评价事件对自己的

影响程度 ,分为“没有”、“轻度”、“中度”、“重度”、“极重” 5个

等级。 自尊量表 ( SES) [4 ] ,共 10个条目 ,对于每个条目 ,受试

者直接报告这些描述是否符合他们自己 ,分 “非常符合”“符

合”“不符合”“很不符合” 4级评分 ,分数越低 ,表示自尊程度

越高。

1. 2. 2　资料收集　调查时先由研究者向全班讲明填写调查

表的要求。要求每个调查对象在一节课内独立完成。在下课时

统一收回调查表 ,未能完成者予以延长时间完成后交回。对于

因故未来学校上课的同学第二天予以补测 ,对于不合作的同

学尽量说服鼓励其完成问卷 ,以尽量减少无应答偏倚。

1. 3　统计处理　将数据输入 SPSS 13. 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

析。 分析方法包括一般频数分布、χ2检验、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　果

2. 1　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发生率　调查 2216人中 ,检出自杀

意念阳性者有 536人 ,检出率为 24. 2% ;制定过自杀计划的

有 132人 ,占 6% ;采取过实际自杀行为而未遂的有 56人 ,占

2. 5% ,其中 47人有过 1次自杀未遂 , 9人有过 2次及以上自

杀未遂。

2. 2　不同特征青少年自杀意念发生率的比较　在调查的

2216名青少年中 ,女生自杀意念发生率高于男生、非独生子

女的自杀意念发生率高于独生子女、单亲家庭的自杀意念发

生率高于非单亲家庭 ,家庭经济条件越差、家庭关系越不和睦

和父母经常打骂 ,自杀意念发生率越高 ;而家庭来源城镇和农

村以及初中和高中的中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没有显著差异 ,

父母严格情况也对自杀意念发生率没有显著影响 ,见表 1。

2. 3　青少年自杀意念与可能影响因素的非条件 Logistic回

归分析　以青少年自杀意念阳性或阴性为因变量 ,以可能的

影响因素为自变量 ,进行影响自杀意念的单因素和多因素非

条件 Logistic回归分析。 生活事件总刺激量和其 6个因子以

及自尊水平均用连续型变量。

2. 3. 1　青少年自杀意念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 Logistic回归

分析　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是否单亲家庭、家庭经济情况、

家庭关系情况、家庭暴力情况、生活事件总刺激量和其 6个因

子、以及自尊水平均有显著差异 ,见表 2。

表 1　不同特征青少年自杀意念发生率的比较

自杀意念 (n )

变　量 自杀意念发生率 (% ) 阳性 阴性 χ2 P

性　别　　男 18. 86 218 929 34. 814 0. 000

　　　　　女 30. 35 318 751

城　乡　农村 25. 32 312 920 1. 956 0. 162

　　　　城市 22. 76 224 760

初高中　初中 24. 63 264 808 0. 218 0. 640

　　　　高中 23. 78 272 872

是否为独生子女　是 22. 22 272 952 5. 760 0. 016

　　　　　　　　否 26. 61 264 728

是否为单亲家庭　是 35. 85 76 136 17. 385 0. 000

　　　　　　　　否 22. 95 460 1544

家庭经济情况　　差 36. 06 88 156 23. 215 0. 000

　　　　　　　一般 23. 67 320 1032

好 20. 65 128 492

家庭关系情况　不和睦 41. 86 72 100 44. 442 0. 000

　　　　　　　一般 28. 36 152 384

　　　　　　　和睦 20. 69 312 1196

父母严格情况　不严格 28. 57 16 40 0. 848 0. 654

　　　　　　　一般 24. 64 208 636

　　　　　　　严格 23. 71 312 1004

家庭暴力情况　从不 15. 00 60 340 66. 915 0. 000

　　　　　　　偶尔 23. 75 380 1220

　　　　　　　经常 44. 44 96 120

表 2　青少年自杀意念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B S. E. Wald OR 95% CI P

性　别 0. 590 0. 101 34. 360 1. 804 1. 481～ 2. 198 0. 000

城　乡 -0. 140 0. 100 1. 954 0. 869 0. 714～ 1. 058 0. 162

初高中 -0. 046 0. 099 0. 218 0. 955 0. 786～ 1. 160 0. 640

是否为独生子女 0. 238 0. 099 5. 748 1. 269 1. 044～ 1. 542 0. 017

是否单亲家庭 -0. 629 0. 153 16. 956 0. 533 0. 395～ 0. 719 0. 000

家庭经济情况 -0. 348 0. 083 17. 543 0. 706 0. 600～ 0. 831 0. 000

家庭关系情况 -0. 480 0. 074 41. 904 0. 619 0. 535～ 0. 716 0. 000

父母严格情况 -0. 072 0. 091 0. 639 0. 930 0. 779～ 1. 111 0. 424

家庭暴力情况 0. 762 0. 101 56. 965 2. 142 1. 758～ 2. 611 0. 000

生活事件总刺激量 0. 028 0. 003 110. 605 1. 029 1. 023～ 1. 034 0. 000

人际关系因子 0. 157 0. 013 154. 657 1. 170 1. 141～ 1. 199 0. 000

学习压力因子 0. 091 0. 012 55. 709 1. 095 1. 069～ 1. 122 0. 000

受惩罚因子 0. 054 0. 008 41. 290 1. 056 1. 039～ 1. 074 0. 000

丧失因子 0. 065 0. 014 21. 161 1. 068 1. 038～ 1. 098 0. 000

健康适应因子 0. 159 0. 016 104. 760 1. 172 1. 137～ 1. 209 0. 000

其他因子 0. 117 0. 014 68. 877 1. 124 1. 093～ 1. 155 0. 000

自尊水平 0. 124 0. 011 119. 080 1. 132 1. 107～ 1. 157 0. 000

2. 3. 2　青少年自杀意念与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回归

分析　将单因素回归筛选出来的有关联的 14个影响因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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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变量 ,以是否有自杀意念作为因变量 ,在 α= 0. 05水准

上 ,采用向后逐步法 ,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 ,拟合主效用模

型。 结果显示进入主效应模型的变量有性别、家庭关系情况、

家庭暴力情况、生活事件总刺激量、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因

子、丧失因子和自尊水平 ,见表 3。

表 3　青少年自杀意念与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 istic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B S. E. Wald O R 95% CI P

性　别 0. 568 0. 112 25. 552 1. 765 1. 416～ 2. 200 0. 000

家庭关系情况 -0. 168 0. 084 3. 986 0. 845 0. 717～ 0. 997 0. 046

家庭暴力情况 0. 556 0. 110 25. 663 1. 743 1. 406～ 2. 161 0. 000

生活事件总刺激量 0. 089 0. 010 79. 335 1. 093 1. 072～ 1. 114 0. 000

学习压力因子 -0. 106 0. 022 23. 676 0. 899 0. 861～ 0. 938 0. 000

受惩罚因子 -0. 136 0. 022 38. 698 0. 873 0. 836～ 0. 911 0. 000

丧失因子 -0. 112 0. 023 23. 354 0. 894 0. 855～ 0. 936 0. 000

自尊水平 0. 079 0. 013 39. 145 1. 082 1. 056～ 1. 109 0. 000

Constant -5. 503 0. 485 128. 815 0. 004 0. 000

　注:方程预测值为 78. 2%

3　讨　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 ,在最近 1年内 24. 2%的青少年考虑过

自杀 ; 6%的青少年制订过自杀计划 ; 2. 5%的青少年采取过实

际自杀行为而未遂 ;中学女生的自杀意念发生率要高于男生。

本结果与全国调查统计结果 [1-2]基本一致。 不同的是 ,以往研

究认为 [5 ]高中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要高于初中生 ,考虑主要

为随年龄增长 ,学习负担增加 ,心理压力增大所致 ,但本研究

并未发现二者存在差异 ,这可能与当前社会竞争压力增大 ,中

学生学习负担压力提前所致。 在城乡中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

的比较中 ,与以往研究不同 [5]的是 ,本调查未发现显著差异 ,

可能因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缩短了农村与城市学生的经济

差距有关。

国内很多研究提出 [6-7] ,家庭环境与青少年自杀意念发生

率有着密切联系 ,家庭的不完整性 [8]、不和睦性 [9-10 ]以及较差

的经济条件往往会在青少年心目中烙下各种阴影 ,使其产生

一些悲观厌世的想法 ,父母的经常体罚 [7, 11] ,也容易使青少年

产生不良情绪而有了厌世的想法。而父母的要求严格与否 ,并

未对青少年自杀意念发生率产生影响。与张志群等 [12]研究一

样 ,本研究也发现非独生子女的自杀意念发生率要高于独生

子女 ,可能考虑为家庭经济压力增大和父母关怀相对减少有

关。

　　有研究表明 [13 ] ,生活事件与抑郁情绪密切相关 ,负性生

活事件是产生抑郁等负性情绪的重要因素 ,而负性情绪是产

生自杀意念重要的危险因素 ,虽然有研究提出 [14]某些性格因

素可能在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中起调节作用 ,但当生活事件

总刺激量较大 [15]、刺激源的复杂和持久 [16]时 ,自杀意念发生

率仍较高 ,所以本研究在单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中发现生

活事件总刺激量及其 6个因子均有显著性。 和以往研究 [2]一

样的是低自尊作为自杀意念的危险因子 ,可使个体对自我的

归属感和掌控感降低 ,使自我价值感降低 ,造成个体自我否定

感和丧失感增强 ,产生生活及自我无意义感体验 ,且低自尊与

焦虑情绪相关 [17] ,这些因素都极有可能导致自杀意念的产

生。

　　目前 ,青少年自杀意念发生率仍然较高 ,需要家庭、社会

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建立起有效干预机制和社会支持系

统 [18 ] ,培养青少年的健康心理和完美人格 ,以促进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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