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调查·

成都市区中学生自杀未遂的现况调查

张志群 郭兰婷

【摘要】 目的 探讨中学生自杀未遂的出现率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多级整群抽样法，从

成都市区中学中抽取重点中学 ! 所，普通中学 " 所，职业中学 ! 所，共" #$#名中学生，用自编调查问

卷、%&’( 抑郁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父母教养方式问卷进行调查。筛选出自杀未遂者后再调查

其原因及方式。采用 )*))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 #$#名青春期中学生中，曾有自杀未遂者

#. 例（!,./），男女之比为"0!。自杀未遂者中##,#/为反复自杀未遂。中学阶段自杀未遂原因以家

庭矛盾居多（#1,1/），方式以过量服药或服毒居多（2-,-/）。青春期自杀未遂危险因素有可疑幻听、

吸烟、受同伴欺侮、想成为异性、父母再婚、女性、父亲的拒绝、否认、过度保护、生活事件等。保护因素

有家庭和睦。结论 自杀未遂在中学生中并不罕见，临床医生与教育工作者应认识其危险因素并积

极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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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国外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青春期少年

中自杀观念和自杀未遂出现率明显增高［"］。青春期

自杀率激增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严重的社会及

医学问题。

对象与方法

" ,调查对象：采取多级整群抽样法，先从成都市

2 个市区中随机抽取!个区，再分别从这!个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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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中学（含初、高中）、职业中学（职中）中各抽取 "
所学校 ，从非重点中学中抽取 " 所（因非重点中学

在各类中学中所占比例较少）。在上述随机抽到的

2 所中学中各年级随机抽取 " 个班，其中 " 所职中

每个年级抽取 ! 个班（该职中只有高中）。对于抽

到的个别班班主任不合作或临时有其他任务不能参

加调查者，在同一所学校其他班级中再补充抽取相

同的班数（有一个班未能找到替代班级）。共抽取 2
所学校 !$ 个班级，将每个班全体同学作为调查对

象。接受调查者" 1!"人，收回有效问卷" #$#份，回

收率$+ ,-#/。" #$#份有效问卷中，年龄"" U "+ 岁，

平均（"2 ,!V W ",V.）岁，其中男生 .V2 人（1+ ,2/），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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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人（$" %$&），性别间 分 布 均 匀（!
’ ( " %)’!，

! * +%+$）。

’ %方法：

（"）现场调查：调查时先由研究者向调查对象讲

明填写调查表的要求，并要求每个调查对象在 " 节

课内独立完成。调查内容有自编的调查问卷，包括

年龄、性别、家庭环境、童年经历、物质滥用情况（成

瘾药物、吸烟、饮酒）、可疑精神症状（可疑的感觉、思

维障碍）、有关自杀未遂的问题：“你实施过自杀行为

（但未获成功）吗？（包括故意伤害自己的行为）”等；

,-./ 抑郁问卷（删去不适合中学生的最后一项），评

价最近一周（包括测试当天）被试者的抑郁情绪问

题；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01234），评价最近 "’ 个

月被试者所经历的生活事件，每个题目分为 + 分（未

发生）至 $ 分（发生过且影响极重），量表包括 5 个因

子：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因子、丧失

因子、健康适应因子、其他因子；父母教养方式问卷

（36,7），该问卷是让被试者通过回忆来评价父母的

教养方式，问卷包括 55 道题目，每个题目按 " 分（从

不）、’ 分（偶尔）、) 分（经常）、8 分（总是）四个等级

分别为父亲、母亲评分。量表包括父因子 5 个，母因

子 $ 个，分别为：父因子"：情感温暖、理解，#：惩

罚、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者，&：拒绝、否

认，’：过度保护；母因子"：情感温暖、理解，#：过

分干涉、过分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

&：偏爱被试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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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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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未遂者逐个调查：对初步统计分析筛选

出的自杀未遂者，进行逐个再调查，询问其自杀原

因、方式、时间等内容。

（)）统计学分析方法：问卷收回后应用 1911 #%+
软件，用 " 检验、!

’ 检验、多元相关分析及 :;<=>?=. 多

元回归等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 %自杀未遂出现率：" )@)人中曾有自杀未遂者

)5 例（’ %5&），其中男生 "’ 例（" %!#&），女生 ’8 例

（) %)8&），男女之比为" A’，女性作为危险因素#$ (
"%@+$，! B +%+$。

’ %自杀未遂相关因素：经初筛后，对 )5 例自杀

未遂者进行再调查，结果为发生自杀未遂的年龄@ C

"# 岁，其中发生在中学阶段者 )’ 例（## %@&），小学

阶段 者 8 例（ "" %"&）。 反 复 自 杀 未 遂 "’ 例

（)) %)&），其中女生 @ 例，男生 ) 例。中学阶段自杀

未遂主要原因为：家庭矛盾 "" 例（)8 %8&），学校中

人际 关 系 问 题 @ 例（ ’# %"&），学 习 受 挫 8 例

（"’ %$&），精 神 疾 病 ) 例（ @ %8&），其 他 $ 例

（"$ %5&）；小学阶段自杀未遂者自杀原因为：受批评

’ 例，其他 ’ 例。中学阶段自杀未遂者自杀方式为：

过 量 服 药 或 服 毒 "5 例（$+ %+&），割 腕 "+ 例

（)" %)&），自缢 " 例（) %"&），触电 " 例（) %"&），其

他 8 例（"’ %$&）；小学阶段自杀未遂方式为：过量服

药或服毒 " 例，自缢 " 例，其他 ’ 例。

表 "，’ 显示自杀未遂与自编调查问卷、,-./ 抑

郁问卷、01234、36,7 的关系。由此可见自杀未遂

的强度危险因素为可疑幻听；中度危险因素有：女

性、受欺侮、吸烟、想成为异性；微弱危险因素有：父

母再婚、36,7 问卷中父因子&、’，01234 问卷的

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因子、01234
量表总分。保护因素是家庭关系和睦。

表 " 自杀未遂与自编调查问卷的 :;<=>?=. 回归分析

因 素 ( % ! 值 #$ 值

女性 " %+)@ $ + %$+! # + %+8+ 5 ’ %#’! !
父母再婚 " %5+! ! + %#)" ! + %+8) ’ " %’++ 8
家庭和睦 D "%$@) @ + %8+5 + + %+++ " + %’+) "
受欺侮 + %#’) ) + %)$5 + + %+’+ ! ’ %’!# "
吸烟 + %!5# ! + %’8) 8 + %++" 5 ’ %"$! +
可疑幻听 " %’$$ @ + %)+’ 8 + %+++ + ) %$"+ @
想成为异性 + %5#) ) + %)+) ! + %+’8 $ " %@#+ )
常数项 D $%’@" $ + %!"" + + %+++ +

表 ’ 自杀未遂与 ,-./ 抑郁问卷、01234、36,7 量表的

:;<=>?=. 回归分析

因 素 ( % ! 值 #$ 值

父因子& + %’$! 5 + %+55 ! + %+++ " " %’@) @
父因子’ + %)+" " + %+#@ # + %+++ # " %"8+ +
人际关系因子 + %"’’ ) + %+!" # + %+8# 8 " %")+ "
学习压力因子 + %"88 $ + %+!5 ’ + %+8! @ " %"5$ $
受惩罚因子 + %")) ) + %+5+ 5 + %+’! # " %’!$ ’
01234 总分 + %+#$ + + %+’# # + %++) " " %+## #
常数项 D $%8#) ! + %#’8 ! + %+++ +

讨 论

" %自杀未遂的出现率：自杀是自愿并主动结束

自己生命的行为。"@!8 年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

所将自杀分为：自杀观念、自杀未遂及自杀死亡。据

报道，自杀未遂者中大约 " E "+ 最终自杀死亡，而对

自杀死亡者的调查显示，"+& C 5+&有自杀未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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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识别和治疗自杀未遂者对预防青春期自杀非常

重要。

本研究发现在被调查的! "#"名在校中学生中，

自 杀 未 遂 者 "$ 例（ % &$’），其 中 男 生 !% 例

（! &()’），女生 %* 例（" &"*’）。与陶芳际等［"］研究

结果（自杀未 遂 率 "’）接 近。+,- 等［*］调 查 瑞 士

# %$)名!. / %0 岁青春期在校学生，发现 "’在过去

一年 中 有 自 杀 未 遂 行 为，其 中 女 性 " &#’，男 性

% &"’。但美国的调查数据偏高，一项明尼苏达州的

大规模调查［.］显示，在!. / !# 岁的青春期少年中，

自杀未遂者男性( &(’，女性!$ &(’。其原因可能为

学术界至今难以界定自杀未遂的确切含义，由于每

项调查提问方式不同，个体对其理解不同，造成对同

一人群的调查结果大相径庭。因此，自杀未遂发生

率在各个国家之间的比较几乎难以进行［*］。也有学

者使用“类自杀（1232456768,）”的概念［$］，即非致死性

蓄意自伤，并认为这是一种模拟自杀的病态行为，其

动机是求救和考验而不是死亡，而青少年阶段的蓄

意自伤占全部患者的 (0’以上。类自杀是否归为

自杀未遂一类，目前尚无定论。本研究根据国内外

大量文献界定自杀未遂为各种未导致个体死亡的故

意自我伤害行为（包括故意自伤行为），且初筛后对

自杀未遂者进行了再调查及核实，故在最大程度上

控制了偏倚。

% &自杀未遂的相关因素：自杀未遂行为作为逃

避目前状态的一种手段和呼救信号［(］，多见于青春

期，且 "(’ 的 青 春 期 自 杀 未 遂 者 是 反 复 自 杀 未

遂［)］，与本研究（"" &"’）相近。

对自杀死亡者的研究发现，家庭纠纷是自杀首

位原因（*# &!(’），方式以服毒为首位（$# &!(’）［#］，

与本研究自杀未遂原因和方式一致。另外中学生自

杀未遂又有其特点，如学校中的矛盾和学习受挫均

为重要原因。可能因为中学生的生活环境主要是家

庭和学校，所以家庭和学校生活中的矛盾对他们心

理影响较大。但由于中学生的年龄等特点，自杀方

式仍采取较温和的方式，且有反复自杀行为倾向，可

能是由于其心理压力无处宣泄而采取自杀行为表示

对父母、学校的反抗或向父母、学校求救。

国外研究［!0］显示，自杀未遂青春期少年比一般

孩子在童年期、青春期和自杀行为发生前一年经历

更多的生活事件。本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生活事

件量表总分、人际关系因子、学习压力因子、受惩罚

因子分数高均是危险因素。因此，学校应减轻中学

生学习负担，培养他们维持良性人际关系的能力，避

免对学生过度惩罚。马长锁，方明昭［!!］对 ($ 名自

杀未遂者进行 9:;< 量表评定结果显示，自杀未遂

组父、母温暖与理解因子均低于正常对照组（! =
0&0.），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可见父母不良的教养方

式也是中学生自杀未遂的危险因素。

>244,3，?@,3ABC4,3［!%］认为，合并多种精神疾患经

常见于自杀未遂者。许多青春期自杀者在患情感障

碍的同时合并有物质滥用、焦虑障碍和行为障碍。

本研究虽未对自杀未遂者进行精神诊断，但可疑幻

听、吸烟、想成为异性均为自杀未遂的中、高度危险

因素。因此应向教师和家长普及精神科基本知识，

以便于他们及时发现孩子的心理异常，及早进行干

预。

本研究显示，自杀未遂在青春期中学生中并不

罕见，应提起家长、教育工作者和临床医生的高度重

视，并对自杀未遂者进行积极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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