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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大学生自杀意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范引光 肖琴 王茜 李文先 董玛霞 叶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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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探讨安徽省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与生活质量、负性生活事件和所获得的社

会支持的关系。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应用一般情况调查表、Beck自杀意念调查表

(BsSI)、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对安徽省普通高校3517名本科大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探讨自杀意念与各因素

之间的关系。结果安徽省大学生一周内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4．1％，女性、单亲家庭、有躯体残疾的

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高(分别为15．96％、23。79％和25，00％)；109istic回归分析显示较低的心理

功能、物质生活、较低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是自杀意念产生的主要危险因素。

结论 安徽省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高，高校教育者和相关部门应针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危险

因素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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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infIuencing factors related to suicide ideation among undergraduates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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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ro exp】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quality。f life，negative 1；fe events，

sociaI support and su试de jdeation among undergraduates in coiieges． Methods 35I 7 undergraduaceS in

c0Ileges were recruited by multistage stratified random clustered sampling me(hOd． Factors asSOclated with

suicide ideation were analyzed with logistic regression by scores of Beck Scale for Suicide Ideation(BSSI)，

Generic Quality of Life Inventory(GQoLI)，Adolescent Self—rate Life Events Checklist(ASLEC)，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and a questionnaire on background information．Results The rate of suicide

；deati。n within 7 days was 14．1％，especially in females(15．96％)，with single parent(23．79％)and

diSab【ed undergraduat鹳(25．00％)． The primary risk factors for su商de ideation were with iow

psychological functlon，material life，famiIy／social support，lower availability of support and more negative life

events． ConcIusion The prevalence of 3uicide ideation among these undergraduates was high，appropriate

measures focusing on these risk factors should be implemented．

【Key words】 Suicide ideation；Risk factor；undergraduate

自杀是中国第五位重要的死亡原因，是15～34

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H一。我国大学生自杀率

较高，是同龄其他人群的2～4倍，并且呈上升趋

势。2。。自杀意念是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早期的心理

活动，是自杀死亡的强危险因素bJ。国外有研究报

道，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21．7％。41；国内学者

报道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3．8％。5j。本研究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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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高校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产生与生活质量、生

活负性事件和所获得社会支持的关系，为进一步制

定其预防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对象：将安徽省按照省会城市、地区市、县进

行分层，从每一层中随机抽取一所大学。再以班级

为单位，按照每年级学生占学校总学生数的比例整

群抽取3725人，收回有效问卷3517份，有效回收率

为94．4％。其中省会城市、地区市和县级院校学生

有效问卷分别为1173份(33．4％)、1179份

(33．5％)和1165份(33．1％)。

2．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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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查问卷：①一般情况问卷：包括性别、年

龄、年级、家庭住址(农村或城市)、是否独生子女、是

否单亲家庭等项目。②Beck自杀意念调查表

(BSsI)：量表共2l项，每一项采用0、1、2记分，量表

的第4项(自杀念头)和第5项(危急关头是否会拯

救自己)为判定有无自杀意念的主要依据，以任一项

褥分≥1为有自杀意念，两项得分均<l为无自杀意

念。③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该问卷为

74项，可分为4个维度共20个因子。调查前，量表

经4名长期从事现场流行病学研究的专家评议和讨

论，认为该量表适合大学生回答。调查2周后，随机

复查5％的学生，总分与4个维度初测和重测得分

的相关系数在0．67～O．89之间(P<0．05)，平均为

0．76，说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效度和信度。④社会

支持评定量表(SSRS)：共10个条目，采用4级评

分，包括3个因子，以评定大学生在过去一年中所获

得的社会支持。⑤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ASLEC)：

采用5级评分，包括6个因子，以评定大学生过去

12个月中生活事件的应激强度。除BSSI来源于山

西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外，其他量表均来源于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心理卫生评定量

表手册》。

(2)调查方法和质量控制：采用统一编制的调查

表，经预试后修订，由经培训的高年级大学生担任调

查员。调查前首先说明调查目的，并申明所有调查

内容都将严格保密，在自愿的前提下，采用无记名自

填问卷的方式集中填写，完成后研究人员逐一检查

并当场收回。

3．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进行统一归类、整理后

用Epi Data 3．1软件进行双重录入，并纠错，然后用

SPSS 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Y2检

验、多组均数间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影响因素的分

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109istic回归分析。

结 果

1．一般状况：所调查的大学生中，男生1882人

(53．5％)，女生1635人(46．5％)；平均年龄20．31

岁±1．76岁；年级分布一年级942人(26．8％)，二年

级994人(28．3％)，三年级947人(26．9％)，四年级

634人(18．0％)。

2．自杀意念及自杀行为发生情况：在3517份有

效问卷中，有496人(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4．1％)表

示自己在过去的一周内有过自杀念头，164人(占有

自杀意念者的33．1％)表示自杀的念头持续时间较

长，其余均是瞬间有自杀意念；有404人(占有自杀

意念者的81．5％)表示在上次自杀意念产生时，自杀

念头较弱，自杀念头中等和较强者分别有49人

(9．9％)和43人(8．7％)。3所学校学生的自杀意

念发生率分别为：省会城市16．6％，地区市14．0％，

县H，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n．84，P=

0．003)，Y2分割后得知，省会城市大学生自杀意念

发生率高于县级院校，两者与地区市大学均无差别。

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有52人(占总人数的1．5％)在

过去一年中有过一次自杀未遂史，无两次及以上自

杀行为者。

3．有自杀意念者在大学生人群中的分布：大学

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在性别、是否单亲家庭、有无躯

体残疾间有统计学意义，而在年级、学生来源、是否

独生子女、不同家庭经济收入之间无统计学意义。

表明单亲家庭、躯体残疾可能是自杀意念形成的影

响因素(表1)。

表1 安徽省3所大学不同人口学特征的

大学生自杀意念比较

注：家庭收入为人均收入(元『月)；8 P<0．05

4．生活质量、生活事件及社会支持评分：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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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表的调查结果分为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

能、物质生活4个维度；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以总的

应激量为结果；社会支持量表结果归纳为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3个因子进行3所学校问

的对比，可见，除躯体功能维度无统计学意义外，其

他各项目得分在3所学校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表2)。

5．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分析：

(1)单因素分析：以自杀意念为因变量(0=无，

1=有)，以所用量表内的因子为自变量，并将生活质

量调查表(57．1l±8．53)、社会支持量表(32．73±

6．99)和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43．63±11．93)中的总

分和各维度得分整理成二分类变量(<均值为O，≥

均值为1)，进行单因素非条件109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表明生活质量问卷总分和各维度及社会支持总分、客

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和负性生活事件

总应激量是自杀意念产生的影响因素(表3)。

(2)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筛选出的生活质

量各维度得分、社会支持的3个因子和负性生活事

件应激量及因素间交互作用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

归模型，以后退法进行分析(进入标准0．05，排除标

准0．10)。结果显示：因素间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

义。排除了交互作用以后发现：良好的心理功能、物

质生活、较高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

度是自杀意念发生的保护性因素，而较高的负性生

活事件应激量是自杀意念产生的危险因素(表4)。

讨 论

自杀意念的产生受社会、心理、生物学等多种因

素的影响，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也因人群特征的差

异而不同。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安徽省大学生一周

内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14．1％，略高于2002年高宏

生等。5o对山西省大学生的调查结果(13．18％)。

Kessler等。6 o在一般人群中抽样调查了5877人，自

杀意念的终生发生率为13．5％。傅卓华等¨。在

2007年对851名浏阳市农村居民进行的自杀意念

调查显示，农村居民最近一年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13．4％。可见，安徽省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

高。自杀意念在单亲家庭学生中高发，而在年级、学

生来源、是否独生子女、不同经济收入间无统计学意

义，此结果与徐慧兰等油j在中南大学调查获得的结

果一致。

有学者证实旧'10]，心理因素在大学生自杀意念

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学习压力大、经济负担重、

与老师或同学关系紧张、考试失败、个人丧失、意外

事故等负性生活事件都会给大学生带来心理刺激，

大学生还处于生理和心理不完全成熟期，应对能力

差，一旦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超出其心理承受

能力，就会产生抑郁情绪，从而产生自杀意念。因

此，良好的心理功能对降低大学生自杀意念有着十

分重要的意义。本次研究显示，有躯体残疾的大学

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高于无躯体残疾的学生、女生

自杀意念发生率高于男生、省会城市大学生的自杀

意念高于县级院校学生。本次调查还发现了较低的

物质生活得分可能是大学生自杀意念产生的危险因

素，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学生在与同学的交往中容

易产生自卑心理，对人际关系比较敏感，同时家庭寄

予的希望也较大，因此，心理承受的压力较大，在遇

到挫折时，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因此，高校教育者

对那些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学生，应给予更多地重

视和支持，与他们保持正常友好的关系，多些关心和

交流，帮助他们度过生活上的难关和心理上的困惑。

表2 安徽省3所大学学生生活质量、生活事件调查表和社会支持量表的结果分析

注：8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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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安徽省3所大学学生自杀意念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表4 安徽省3所大学学生自杀意念多因素非条件lD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注：变量赋值情况同单因素分析

社会支持是影响应激反应结果的一个重要中介

因素或缓冲因素。一方面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

问接保护，另一方面具有独立的作用，可维持个体良

好的情绪体验。研究表明墙’11·12’，获得社会支持可

降低自杀意念的发生。本次研究也表明，较高的客

观、主观支持分和支持利用度是自杀意念产生的保

护性因素，但是，除主观支持以外，县级院校大学生

的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分和对支持的利用度都

明显高于省会城市，这可能是导致省会城市大学生

自杀意念的发生率高于县级大学生的一个重要原

因。此外，本次研究发现，安徽省大学生所获碍的社

会支持水平较低和主动获得社会支持意识不高，大

学生的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分和对支持的利用

度都低于韩娟等。1副于2004年对某医学院校进行的

调查得分。而且，大学生在遇到烦恼时主动向朋友

诉说，以获得支持和理解的占20．4％；有困难时经常

内家人、亲友、组织求助的只有13．9％，说明他们获

得支持的主动性不高。

针对上述情况，学校应该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方

面增加大学生可能获得的主观支持和客观支持量，

从而改变社会支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应

加强宣传教育，开展心理咨询、心理

讲座、健康教育，正确引导大学生在

面对生活事件时的认知评价，增强其

心理功能，减少消极应对、增加积极

应对能力，提高大学生在面对挫折时

寻求支持的主动性，尽量减少大学生

面对负性生活事件时的不良生理、心

理和行为等应激反应，从而使大学生

自杀意念和自杀事件的发生率降到

最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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