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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学生自杀意念的调查

陈建梅艾明 况利 王敏建沈岩 李大奇 高新学黎雪梅费立鹏牛雅娟

【摘要】 目的了解重庆市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报告率及其危险冈素。方法采用自制量表

在重庆巾．随机抽取的ll所大学中调查9808名大学生，了解自杀意念发生情况及相关因素，并通

过多因素logistic模型发现其危险因素。结果大学生自杀意念报告率为13．O％，有自杀意念的

男、女学生构成比为3：4；多因素分析显示其危险因素排列为：近一年感到绝望频率高(OR=5．07，

95％C／：4．27～6．02)、近一个月心理问题对学习及日常生活的影响(OR=2．07，95％CI：1．79～

2．38)、已发生性行为(OR=1．95。95％CI：1．65—2．30)、亲属有过自杀行为(OR=1．77，95％CI：

1．52—2．08)、女性(OR=1．66，95％CI：1．45～1．90)、认识的人中有过自杀行为(OR=1．46，舛％凹：

1．28一1．67)、近一个月因疾病对学习及日常生活影响(OR=1．29，95％CI：1．08—1．52)。结论大

学生样本中自杀意念报告率较高。应根据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危险凶素，在高校制定和执行有针对

性的自杀预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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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de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Chongqing city．Methods Data on suicide ideation and related factors were

collected from 9808 college students at 11 colleges randomly selected in Chongqing．A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identify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demion．Results 1279(13．O％)of the

9808 students reported suicide ideation and the constituent ratio of boys and girls Was 3：4 while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ideation were ranked as follows：high frequency of feeling hopeless in prior year

(OR=5．07，95％C／：4．27—6．02)；having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recent l month that affecting daily

lives and learning(2．07。1．79—2．38)：relatives having suicide behavior(1．77。1．52-2．08)；having had

sexual experience(1．95。1．65—2．30)；bcing female(1．66，1．45一1．90)and friends who had had

suicide attempts(1．46．1．28-1．67)：having diseases in the Iast 1 month that affecting daily lives and

learning(1．29．1．08—1．52)．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among these college

students was hi曲tllat calls the development，implementation and assessment of suicide prevention

plans for college students that focusing on the risk factors identified for suicide id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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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1999年我围总自杀率为23／10万，自杀死

亡人数为28．7万，每年至少有200万人自杀未遂J】。

1998年自杀和自伤导致880万伤残调整生命年

(DALYs)的损失，这使得自杀成为全国第四位重要

的公共卫生问题，且是15～34岁人群首位死亡原

因池]。自杀意念是自杀死亡和自杀未遂的早期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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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尽管它们之间未必有必然的联系，但对自杀意

念的干预依然是自杀预防的重要手段之一【3】。目前

国内外均缺乏关于自杀意念的大样本调查，为了更

准确阐明我国高校在校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流行情

况，本研究以重庆市高校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杏对象，

了解大学生与自杀意念有关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

因素。

对象与方法

1．对象：以重庆市所有高校的大学生为调查对

象。按照重点、普通、专科及民办院校的等级，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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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随机抽取重点院校2所、普通院校4所、专科院

校3所和民办院校2所作为调查现场。在ll所大学

所有在校学生名单中按照性别、专业、学生类别、年

级等随机抽取12 114名大学生。采用调查员现场调

查的方法共收集有效问卷9808份，完成率为81．0％。

2．自杀意念的判定和特征描述：被调查者问卷

项目“过去任何时候您是否想过自杀或故意伤害自

己?”，如被试者回答“是”，还需继续询问有关自杀意

念的次数及频率、最强烈那一次出现的时间、是否考

虑具体计划、是否做了具体准备、自伤前因心理问题

向哪些人寻求过帮助、想到自杀及故意伤害自己的

最主要原因等。在判定自杀意念的强烈程度时需评

估自杀当时死亡决心的程度(0～100分)。提问死

亡决心程度时询问“如果0代表完全不想死，100代

表真的想死，您当时想死的程度有多大?”；提问有关

自杀原因列出11个不同的备选项目，被试者只选主

要的1个。

3．评估自杀意念危险因素：涉及到被试的人口

学特征以及与自杀意念有关的其他因素，如近一年

感到绝望的频率、亲属有无自杀行为、认识的人中有

无自杀行为、有无发生过性行为、近一个月因心理问

题对学习或日常生活的影响等、近一个月因躯体疾

病对学习或日常生活的影响。

4．调查方法：调查时间为2006年11月至2007

年5月。调查期间按照与抽到的ll所高校联系的情

况进行调查。问卷采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

心编制的《大学生自杀态度及心理健康状况调查》

(大学版一Ⅳ)。由经过严格培训的调查员进行现场

调查，每次在同一教室接受调查的学生控制在30人

以内，学生与调查员的人数比为6：1。负责每组调查

的组长向被调查者介绍本次调查的目的和内容，在

获得被试的书面知情同意书后，被试者自行填写问

卷。完成一份问卷的时间需要20—50 min。

5．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为了寻找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首先进

行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为了便于解释

OR值(比值比)，在进行logistic分析之前，将连续变

量按中位数划分为二分变量。将单因素logistic分

析中有统计意义的变量依次放人多因素logistic模

型，分别用前进法和后退法进行分析，确定哪些因素

是自杀意念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 果

1．自杀意念的特征：9808名大学生平均年龄

(20±2)岁，其中1279名有过自杀意念，自杀意念的

报告率为13．o％，有自杀意念的男女学生构成比为

3：4。在报告有自杀意念的学生中，368名(28．8％)

近一年有强烈的自杀意念(以下结果仅针对最强烈

的一次自杀意念)；261名(20．4％)考虑过具体自杀

计划；112名(8．7％)做了具体的自杀准备。有自杀

意念者报告的几种主要原因为工作学习问题319名

(24．9％)，情绪低落278名(21．7％)，家庭纠纷260名

(20．3％)，恋爱问题250名(19．5％)，其他精神心理问

题43名(3．4％)，与其他人纠纷30名(2．3％)，其他原

因99名(7．7％)。有自杀意念前仅有49名(3．8％)看

过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师，528名(41．2％)从未寻求

帮助。在提供死亡决心资料的1279名自杀意念者

中，当时死亡决心程度的平均值为3 1．7±30．4。

2．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单因素非条件logistic

回归分析(表1)显示，有自杀意念组与无自杀意念

组在很多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自杀意念组

(1279名)中更多为女性、文科学生、家庭经济年支

出>12 000元、近一年感到绝望的频率高、亲属有自

杀行为、认识的人中有自杀行为、发生过性行为、近

一个月因心理问题对学习或日常生活的影响、近一

个月因躯体疾病对学习或日常生活有影响。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2)表明，与自杀意念最密

切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排序为：近一年感到绝望的

频率高、近一个月因心理问题对学习或日常生活有

影响、发生过性行为、亲属有自杀行为、女性、认识的

人中有自杀行为、近一个月因为躯体疾病对学习或

生活有影响。

讨 论

青少年是自杀行为的高危人群，大学生是该人

群中一个特殊群体，当代大学生人格意志修养不足

与激烈的社会竞争产生的心理压力矛盾日益突出，

使得该群体备受关注，研究大学生自杀意念的相关

因素并进行分析对预防大学生自杀及危机干预起到

较大的作用。

Weissman等H1对9个国家人群中有自杀意念的

研究提示：在普通人群中自杀意念发生率为2．1％。

18．5％，本研究发现自杀意念报告率为13．O％。

Borges等b1通过10年的随访发现在美国自杀意念发

生率为6．5％，Furr等№3发现美国大学生自杀意念发

生率为8．5％，均比本文结果低，但与徐慧兰等【71对中

南大学623名大学生调查的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14．6％、荆春霞等哺1发现广州市某高校大学生自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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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鬻健酱。端，P值
念发生率为14．2％、汪雪莲等阳1发

现医学生的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13．6％的结果相近。相同人群自杀

意念出现率的差异可能与评估方

式、时间范围和问题表述方式不同

有关，当然不同种族、类别等人群

特征也会影响到调查数据。尽管

自杀意念调查对象可能有隐瞒倾

向，自杀现象的自我报告率很可能

低于实际出现率，但本研究样本量

大，有地区代表性，在各级别、各专

业的代表性强，因此本文结果基本

可以准确地反映重庆市高校大学

生的自杀意念发生率及相关特征。

本次调查发现，自杀意念的主

要危险因素为近一年感到绝望的

频率高、近一个月因心理问题对学

习或日常生活有影响，这也是美国

青少年自杀的首位危险因素n引。

进一步分析发现，产生自杀意念主

要原因是工作和学习问题、情绪低

落、家庭纠纷及恋爱等，这些原因

又是目前大学生主要面临的问

题。自杀意念的产生一方面与大

学生自身心理素质有关，且又难以

找到解决心理冲突的途径和方

法。因此，在高校普及心理健康教

育是十分必要的，是预防大学生自

杀的一个有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

了解和掌握情绪控制的基本规律，

合理的宣泄、代偿、转移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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