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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自杀死亡已成为人类十大死因之一�因此重视、
研究、预防自杀对发展经济和社会安定有重要意义。

1．对象与方法：①病例与对照：采用1∶1配对病例对照
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将贵阳市两城区四个派出所获得的
1995～1999年110例自杀死亡者（常住居民）作为病例组�以
与病例同性别、同年龄（±5岁）、同民族、同一居民委员会、同
在贵阳市居住10年以上的一般人群110名为对照组。其中
自杀未遂者（有过自杀行为但未成功者�通过询问本人、家属
及邻居证实）和有自杀意念者（有过自杀意念但无自杀行为
者�通过询问本人获知）不列入对照。收集病例和对照组各
110例且95％以上为汉族�男女各半�病例年龄为16～84
岁�对照年龄为14～85岁。②调查内容：包括社会、家庭、个
人及遗传因素共20多项。采用统一的调查表�由经培训的
调查员对自杀死亡者的家属和对照本人逐个询问填写的入

户直接询问法。调查中随时检查质量�调查结束后随机抽取
10％的样本进行全部条目的复查�两次全部条目的符合率在
95．45％～100．00％之间�Kappa值在0．86～1．00之间。③统
计方法：采用 PEMS 统计软件进行自杀危险因素分析（ OR
值95％可信区间用 Miettinen法计算）�显著性水平α＝0．05。

2．结果：首先对20项可能为自杀的危险因素进行了单
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夫妻关系不和、家庭关系不和、病残、学

习工作受挫、恋爱受挫、性格抑郁孤僻、违法违纪、经济困难、
人际关系紧张、缺少社会活动、缺少体育劳动锻炼11项为自
杀的危险因素（表1）。为了排除混杂因子的影响�将调查的
20多项因素采用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较差的职业、家庭关系不和、缺少社会活动及体育劳动锻
炼4项为自杀的危险因素（表2）。

3．讨论：自杀是社会现象�也是医学现象。自杀是社会
因素和心理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心理冲突的结局之
一。可见自杀涉及社会、家庭、个人诸多外在和内在因素。
本研究显示的4种自杀的危险因素中职业层次决定了一个
人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及医疗等福利保障。因
此良好的职业可提高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家庭关系和睦与
否直接关系到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法国社会学家 Durkleim
发现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与自杀有关。社会隔离者自我封
闭严重�缺乏沟通与社会支持�身心健康水平较低�自杀率也
较高。故缺少社会活动、缺少体育劳动锻炼者自杀的危险性
高。我们认为预防和控制自杀的着力点应放在预防和控制
自杀的危险因素上。根据这次研究结果我们建议：加强对居
民的精神健康教育、家庭生活教育、社区服务（包括社区健康
教育服务、社区文化体育服务、社区医疗服务等）�加强对自
杀高危人群（具有自杀危险因素的人群）的重点防范和监护。

表1　贵阳市城区1995～1999年男女居民自杀危险因素单因素分析
因　　素

男　　性

病例／对照人数 OR 值（95％CI）
女　　性

病例／对照人数 OR 值（95％CI）
合　　计

病例／对照人数 OR 值（95％CI）
夫妻关系不和 　　16／1 　16．0（3．22～79．28） 　　25／1 　25．0（6．17～86．32） 　　24／1 　24．0（5．82～98．86）
病　　残 15／1 15．0（2．92～76．82） 23／2 11．5（3．48～38．06） 38／3 12．7（4．97～32．44）
恋爱受挫 　　　－ 　　　　　－ 24／2 12．0（3．68～39．16） 20／2 10．0（2．88～34．73）
违法违纪 10／1 10．0（1．54～64．93） 　　　－ 　　　　　－ 14／2 7．0（1．74～28．02）
家庭关系不和 30／2 15．0（4．93～45．61） 37／2 18．5（6．47～52．89） 53／3 17．7（7．49～41．83）
学习工作受挫 13／1 13．0（2．35～71．89） 10／1 10．0（1．54～64．93） 24／2 12．0（3．68～39．16）
经济困难 8／1 8．0（1．04～61．39） 　　　－ 　　　　　－ 13／2 6．5（1．57～26．91）
性格抑郁孤僻 26／3 8．7（3．08～24．56） 27／5 5．4（2．22～13．16） 54／7 7．7（3．90～15．19）
缺少社会活动 25／4 6．3（2．37～16．44） 　　　－ 　　　　　－ 51／8 6．4（3．29～12．45）
缺少体育劳动 17／3 5．7（1．76～18．43） 21／4 5．3（1．91～14．72） 42／7 6．0（2．91～12．36）
人际关系紧张 13／2 6．5（1．57～26．91） 16／2 8．0（2．12～30．25） 27／4 6．8（2．62～17．41）

　　注：P＜0．05
表2　贵阳市城区居民1995～1999年自杀危险因素条件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危险因素 β s-x β^ OR 值 t 值 P值
较差职业　　 0．2355 0．0884 0．4914 1．2655 2．6635 0．0084
较低文化　　 0．2869 0．2574 0．3311 0．7506 1．1146 0．2663
家庭关系不和 0．7307 0．5994 0．8499 2．0764 1．2190 0．0243
病　　残　　 0．2740 0．2366 0．1139 1．3152 1．1579 0．1566
缺少社会活动 0．5694 0．2636 0．2646 2．5659 2．1598 0．0320
缺少体育劳动 0．6696 0．3357 0．2899 2．5119 1．9947 0．0474
人际关系紧张 0．7913 0．7798 0．3720 2．2062 1．0147 0．3134
缺少基本医疗 0．2194 0．2576 0．1007 0．8030 0．8517 0．3954
有自杀家族史 0．6621 0．4292 0．2728 1．9388 1．5426 0．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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