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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中学生自杀行为与若干心理因素的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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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合肥市中学生的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行为报告率并分析学校生活

满意度、应对方式与自杀行为相关性。方法方便抽取合肥市7所中学(2所普通中学，2所重点中

学，该市所辖3个县选取的3所普通乡村中学)，每个中学分别在初一至高三每个年级随机抽取1～2

个班，对其所有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3127份。自杀行为的定义与问卷设计与美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青少年危险行为监测系统(YRRss)相同。同时采用“青少年学校生活满意度问

卷”、特质应对方式问卷(TCSQ)及一般资料调查表，评价青少年学校生活满意度、应对方式等心理特

点。采用r检验、非条件l曜i时k回归模型等方法，筛选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的主要影响因

素。结果中学生总体自杀意念报告率为28 o％．自杀计划报告率为11 9％，自杀未遂报告率为

4 O％。学校生活满意度高是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末遂共同的保护因素；消极应对方式是自杀

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的共同危险因素。结论应根据中学生自杀行为的主要危险因素采取必

要的预防措施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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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眦t】 obj盹tive Tb 1删tigate the Prevalence 0f su州de 1deatlon，su㈦d8 plan and sulcide

aLtempts in mlddle sch001 students in HeIel，Anhui provi眦，and t()determlnecofrdated factors M“hods

The inve吼igatlon wa5 administered to 3127 middle sc}啪l sLudenLs№Ⅱl 7 wIlools ln Hefel．Anhui

prdvlnce AlI participants∞mpleted an 8nonymous qu舒tlonnaIre concerning thelr experiences wlth speclnc

sulclde behavi。rs du五ng the 12 m帆ths precedlng thesurvey Schcbl llfe satlsfactlon．copl“g style were

evaluated by Sc}啪l L|fe satisfactlon Rati“g Qu雌tlonnalre for Ad01escen L and Tralt Cc)plng S‘yle

Questlonnaire，respectIve【y Chi—squared fest、vas used奶asSess gender d1Ⅱerence of sulcide ideauon，

sulci拈plan and su Lcide attempt，L09lsuc regresslon analyS洲crcapplled t0 1dentLfy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suicide behavlors Results 0f the subiPcts invesngated，28 0 percen L had tI圳ght senouslv

about attempti“g suicide，11 9 percent had made a specmc plan to att鲋1pt sulclde，and 4 0 percenL

actually had attempted sulclde It was f叫nd that ma【nmk factors among t卜lree specⅢc sulclde behaviorS

were related to negative coping style Sch∞l 11fe saLlsfacLloⅡ州protectlng factorof suiclde ideation and

sulcide attempt c帅cl璐ion It was sugg髑ted that focusmg on these ps”hos。clal fact。rs would help

enhan⋯uiclde a错e龉menL and urevention efforts wlth adolescents

IKey w盯ds】 suicide；Rlsk factors；&condary sch砌sLudenb

童年期和青少年早期自杀行为较少，但随着年

龄的增长自杀报告率随之增高。虽然各国青少年自

杀报告率不同，自杀是青少年死亡最重要的原因之

一⋯。然而，更多的青少年存在自杀意念、自杀企

图，影响心理健康⋯⋯。因此，早期识别并及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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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标)；合肥市口生监督所(高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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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措施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率先在中学生中运用

自编学校生活满意度问卷，探讨学校生活满意度和

应对方式等心理学变量对中学生自杀意念、自杀计

划和自杀未遂行为的影响，以提高对中学生自杀意

念、自杀计划的早期评价和干预。

对象与方法

1对象：2003年3月，在合肥市方便抽取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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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包括市区的2所普通中学、2所重点中学，该

市所辖3个县选取的3所普通乡村中学，这些学校

都是全国学生体质健康凋研点校。每个中学分别在

初一至高三年级各选l～2个班级，对其所有的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获13～20岁学生调查问卷3208

份，无缺、漏项的问卷3127份。其中，男生1641人，

女生1486人。分别以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

遂为病例组，三组人数分别为876、373和124人；以

没有三种自杀行为的中学生为对照组，共2220人。

2．调查变量与方法：

(1)自杀行为：包括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

遂三方面内容，其定义及问卷项目设计与美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CDc)青年危险行为监测系统

(YRBss)相同”’。自杀意念指最近1年来，认真地

想到要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计划是指最近

1年中，不仅想到过要自杀，而且还想到了实施自杀

的途径、方法等，或者写出了自杀的计划；自杀未遂

是指最近1年以来，采取过如服药、上吊、投河、割腕

或者其他方式的自杀行动，但未导致自杀死亡。对

49名初二学生间隔2周报告自杀行为的一致率为

自杀意念为95．9％、自杀计划为98 O％、自杀未遂为

100％。

(2)学校生活满意度评定：采用自编的“青少年

学校生活满意度问卷”(sch()0¨ife satisfaction rating

questionnaire fDr ad01escents)”3，该问卷编制12项条

目，涉及青少年对自己的学习效率与能力、老师和同

学对自己的学习表现、师生及同学关系、从老师和同

学那里获得的帮助、学习环境等5个方面的主观感

受，分3个等级，即较高≥46分、中等33～45分、较

低≤32。对72名农村中学初二学生和61名合肥市

中学高二学生间隔2周重测，两次学校生活满意度

评分的Pe“son相关系数农村中学生为0 89，城市

中学生为0 90，合计为0 9l。

(3)简易应对方式的评定：采用特质应对方式

问卷(TscQ)”，分为积极应对(Pc)和消极应对

(Nc)两个条目，积极应对分为3个等级，即：高度

为≥37分，中度为24～36分，低度为≤23分；消极

应对也分为3个等级，即：高度为≥33分，中度为

18～32分，低度为≤17分。

(4)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学部

(初中、高中)、地区(农村、城市)、学校类型(城市莺

点、城市普通、农村普通)、自评学习成绩(上等、中

等、下等)、父母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

以上)等。

(5)质量控制：对调查者进行技术培训，统一方

法和指导语。

3变量赋值：两分类变量：“男”、“初中”、“农村”

分别赋值为0，“女”、“高中”、“城市”分别赋值为l；

无序多分类变量：用哑变量赋值，包括学习成绩(上

等)、学校类型(城市重点中学)、父母文化程度(小学

及以下)、消极应对方式(低等)、积极应对方式(低

等)、学校牛活满意度(低等)；数值变量按原始数据

赋值。

4．统计学分析：资料采用sPSS 10 O统计软件

进行分析。Y2分析评价男女在自杀意念、自杀计划

和自杀未遂报告率的差异。以性别、年龄、学习成

绩、学校类型、年级、地区、父母文化、消极应对、积极

应对、学校生活满意度为自变量，分别对自杀意念、

自杀计划、自杀未遂进行单因素109-stic回归分析；

分别以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未遂为因变量，以

学校生活满意度评分低(32分以下)、消极应对评分

低(17分以下)、积极应对评分低(23分以下)为参照

组，对单因素l。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有统计学意义的

因素，再进行多阕素【ogistic回归(forward法)，探讨

社会人口特征变量、心理相关因素对自杀行为的影

响效应。

结 果

1．中学生自杀行为报告率及其性别差异：在最

近1年内考虑过自杀的有876人，占28 O％；制订过

自杀计划的有373人，占11 9％；采取过实际自杀行

为而未遂者1“人，占4％，主要采取r吊、割手腕、

服农药、服安眠药、用煤气等方式。

女生自杀意念、自杀}|划、自杀未遂的报告率分

别为18％、11．5％、4 7％+男生为14 1％、6 9％、

3 3％，自杀意念、计划和自杀未遂在不同性别问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Y2值分别为34．549、24．438、

4 129，P值分别为0．000、0．000、O．042)。

2．学校生活满意度、应对方式对中学生自杀行

为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回归分析表明(表1)，

女性、自评学习成绩为下等、消极应对评分高是三种

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而学校生活满意度评分高是

三种自杀行为的保护凶素。积极应对评分高是自杀

未遂的保护因素；“来自城市”是自杀未遂的保护因

素，“城市普通中学”相对于“城市重点中学”是自杀

未遂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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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合肥市中学生三种自杀行为的

单因素109isclc回归分析

3中学生自杀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由表2可见，按a=O 05的标准选取，进入

自杀意念回归模型的变虽有5个，分别是性别、学习

成绩、消极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方式和学校生活满意

度；最后经多因素非条件l昭istic分析(fomard法，

选人和剔除的标准均取0 05)，女性、消极应对方式

评分高是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中度积极应对评分、

学校生活满意度评分中等至较高是自杀意念的保护

因素。

由表3可见，进入自杀计划1wistic回归模型的

变量有4个，分别是性别、学习成绩、消极应对方式

和学校生活满意度。经逐步向前法，女性、消极应对

方式评分中度至高度是自杀计划的苊险因素，而学

校生活满意度较高是自杀计划的保护因素。

由表4可见，消极应对方式评分较高是自杀未

遂的危险因素；学校生活满意度评分中度至高度是

自杀未遂的保护因素。

讨 论

本次研究调查对象来自1985、1991、1995和

2000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的定点学校。虽然

不能完全代表台肥市城乡学生，但体质健康点校是

固定的(当时是随机抽样的)，故本次研究可认为有

一定的代表性。本次中学生自杀行为是按照1991

年开始的美国∞cYRBSS，将自杀行为分为自杀意
念(suicide ideation)、自杀计划(suicide plan)和自杀

未遂(suicide attempt)。虽然这三种自杀行为是自

杀因果链上的3个环节，但程度不同，也不完全相互

包含，太多数有自杀意念的人最后并不产生自杀行

为，说明自杀意念的存在与自杀行为的实施之间并

没有十分必然的联系，可能是～个动态过程中的不

同阶段；自杀未遂有突然性、暴发性，之前不一定有

自杀计划。

调查结果显示，在最近1年内28．0％的中学生

考虑过自杀；11．9％制订过自杀计划；4．0％采取过

实际自杀行为而未遂。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类

似”]。陶芳标等”1对于1998年对合肥市城区中学

生自杀行为的研究中发现，在正常青少年人群中，有

过不同程度的自杀意念、自杀计划和自杀未遂的报

告率分别为19 8％、8 3％和3．O％。由此可以看出，

青少年自杀意念、计划和行动都有所增加。

同时，我们在多因素模型中，对照组都是同一人

群，即无自杀意念、自杀计划或自杀未遂中的任何一

种自杀行为的中学生，同时把城乡、性别、学部、年

龄、学校类型、父母文化程度作为协变量纳入

logistic回归模型，观察心理因素与三种自杀行为的

关系，结论更为可信。

本次研究表明，消极应对方式是三种自杀行为

共同心理相关危险因素。国内韩沙滨等”’报道，自

杀未遂者消极应对方式得分显著高于积极应对方式

得分，而且，消极应对得分越高的个体，自杀意念更

强烈。votta，Manion。。对无家可归的青少年进行了

自杀行为和消极应对方式关联的研究，发现无家可

归青少年自杀意念报告率显著高于正常青少年，消

极应对方式是自杀意念、自杀未遂行为的重要影响

指标。

已有研究指出，学生的学校生活满意度水平较

其他生活领域满意度要低，对学校生活的不满意廿』

导致中学生不良行为。Pelkonetl，Marttunen”指出，

青少年自杀的社会心理危险因素中学校问题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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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合肥市中学生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多因素非条件109-stic回归分析

竺里 垡 兰堕型z：堕!堕 粤曼堕(堕兰垡
性别 0 342 0 086 16 764 0 0。0 1 408(1 188～I

学习成绩 中等

上等

消极应对 中

商

积极城对 中

高

学校生活满意度 中

高

常数

0 170

0 019

0 831

l 989

0 342

0 291

1 001

1 712

l 153

0 105

0 112

O 057

0 187

0 125

0 162

0 115

0 180

()238

2 623

0 028

25 202

113 779

7 279

3 212

73 337

90 116

0 105

0 866

0 000

O 000

O 006

0 073

0 000

0 000

0 000

0 844(0 687～1

2 296(1 657～3

)

667

036

222

183

9 3Il(5 070～10 542

0 710(O 556～0 9【171

O 747(O 544～1 0281

t)368(0 293～O 46¨

0 18“0 127～O 257)

0 316

表3 合肥市中学生自杀计划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Ⅲ·c回归分析

变量 应 ‘u‰“z2值P值oR值(95％cf)

性别 0 507 0 122 17 316 0伽(】1 660(】308～2 108)

学习成绩 中等 0 047 0 149 0 100 0 752 0 954(0 712～1 278)

消极J|：(对

学校生活满意度

常数

下等

由

舟

中

高

0 11 2

O 760

2()64

1 172

2 064

0 157

0 251

f1 269

0 146

0 262

()336

(】5(}5

9 166

58 905

64 771

62 237

(】477

0 002

O 000

0 000

0 000

0 000

1】1 8f0 822—1 5211

2 137(1 3【】7～3 4951

7 878(4 650～13 345)

0 3lI】(0 233～0 412)

0 127(0 076～0 212】

0 087

表4 合肥市中学生自杀未遂影响因素的多因素10鲫st·c回归分析

变量 牟 s，毗。埘z 2值，值0R值(95％a)

性别 【】324 【)199 2 644 n 104 1 382(0 936～2 041)

学圳成绩 中等 0 1 03 0 257 O 160 0 689 l 109(0 669～l 836)

下等

学校类型城市普通

农村普通

消极应对

学校生活满意度

常数

L卜l

高

巾

高

因素，考试失败、体学、失学的个体，自杀的危险分别

是对照青少年的3 3、6．1和5 1倍。因此，评价学校

生活满意度对于预测青少年自杀意念的风险有重要

意义。本研究首次在中学生自杀研究中评价学校生

活满意度，结果表明学校生活满意度是中学生三种

自杀行为共同的保护因素。生活满意度低对自杀危

险具有长期的影响效应。可能由于生活满意度与应

对方式、抑郁都存在关联。芬兰一项研究表明，初始

生活满意度较低的个体，20年期间自杀危险是生活

满意度较高的个体的3．02倍，而且这一关联呈剂量

反应关系u⋯。

由此可见，当遭遇负性生活事件，一些采用消极

应对方式的个体，对应激的认知、应对能力较低，不

能很好地处理各种矛盾，最终因

屡遭挫折『fli悲观，形成强烈的抑

郁、焦虑的情绪，造成生活各领域

的满意度较低，由此产生自杀意

念，企图逃避现实。即对青少年

自杀危险有显著影响的四个心理

因子：无望、敌意、不良自我概念

和孤立⋯o。

总之，今后中学生自杀行为

的工作重点是根据青少年家庭、

学校等领域的主观满意度、应对

方式及行为等特点，采取综合忡

干预措施来降低青少年自杀意

念、自杀计划和自杀企图，对提高

我国青少年的健康水平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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