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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自杀行为相关因素比较分析

刘婉婷况利 艾明 黎雪梅陈建梅楼丹丹牛雅娟 费立鹏

【摘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自杀发生率，分析影响自杀行为的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

群随机抽样方法，问卷调查9808名大学生的自杀行为发生情况及相关因素。结果 自杀未遂的

报告率为1．7％；有无自杀未遂的大学生在自杀态度、所认识的人发生自杀行为的情况及所遭受负

性生活事件方面均有显著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主要影响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是：

近一年感到绝望的频率高(OR=4．23，95％CI：3．05—5．85)，一级亲属有过自杀行为(OR=2．85，

95％CI：1．72～4．73)，认识的人中有自杀行为(OR=2．82，95％CI：2．05—3．88)，已发生过性行为

(OR=2．73，95％c，：1．88—3．96)，近一个月因心理问题对学习或日常生活有影响(OR=2．53，

95％CI：1．80—3．56)，女性(OR=2．47，95％(7／：1．77～3．45)及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有过自杀行为

(OR=2．36，95％c，：1．63—3．41)。结论大学生的自杀行为受心理、生物、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

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对自杀行为实施有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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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of self-reported suici妇l behavior in

tmiversity students and to compare the related risk factors between two selected groups．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situation of suicidal behavior and risk factors was conducted among 9808

university students．Results The overall rate of suicide attempt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was

1．7％．Factors as suicidal attitude．having associates who had suicidal experience and negative life

events。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groups with or without suicide aRempts．Risk factors on

suicidal behavior were as follows：high frequency of feeling hopeless in the last year(OR=4．23．

95％C／：3．05—5．85)，first degree relatives with suicide behavior(OR=2．85，95％C，：1．72_4．73)，

having associates with suicide behavior(OR=2．82，95％C／：2．05—3．88)。having had sexual experience

(OR=2．73，95％CI：1．88-3．96)，daily live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existing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last month(OR=2．53，95％a：1．80一3．56)．being female(OR=2．47，95％a：1．77—3．45)and

having other relatives with suicide behaviors(OR=2．36。95％C／：1．63—3．41)．Conclusion

Psychological，biological and social factors had influenced on suicidal behaviors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which all called for effective intervention to be implemented．

【Key WOrds】Suicidal behavior；University students；Related factors

自杀居全世界第10位死亡原因n】。在我国自杀

居第5位死亡原因Ⅲ。在发达国家，自杀未遂率约为

自杀率的10倍b1，自杀未遂者中25％有重复自杀行

为，是发生自杀死亡最危险的人群之一⋯。我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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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学生自杀率是同龄一般人群的2—4倍，高于同龄

非大学生，并且有上升的趋势b1。本研究通过对大

学生有无自杀未遂者进行心理量表评定，以探讨其

相关因素及特点，对自杀的研究、预防及治疗提供

依据。

对象与方法

1．对象：2006年11月至2007年10月，根据重

点、普通、专科及民办院校的等级，及占重庆地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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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数的比例，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重庆市重点院校2所，普通院校4所，专科院校3所，

民办院校2所，共11所大学。根据各个学校样本量

大小、构成比和同类学校的数目及学生类别(专科、

本科、研究生)、性别、专业、年级等按比例随机抽取

12 114名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样本数达到可以代

表重庆地区大学生的状况。采用北京回龙观医院北

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提供的“自杀态度与心

理健康状况问卷(大学版一Ⅳ)”。收回有效问卷

9808份(81．0％)；其中男生5381人(54．9％)，女生

4427人(45．1％)，平均年龄(20．4±1．9)岁。大专

3262人(33．3％)、本科5917人(60．3％)、硕士及博士

研究生629人(6．4％)。汉族9347人(95．3％)、其他

民族461人(4．7％)。

2．调查内容与方法：

(1)调查内容：包括学生类别、专业、年级、性别、

民族、读书年限、婚姻状况、居住方式、医疗来源、居

住在本地的时间、近一年一起生活的亲属总人口

数、一年的经济支出、收入来源、家庭经济状况、宗

教信仰、近一周上网时间等人口统计学信息。其

中，被调查者对自杀未遂肯定回答的视为有过自杀

未遂行为。

(2)自杀态度量表(suicide attitude questionnaire，

QSA)：包括47个条目，7个分量表，都是关于被调查

者对自杀的看法，答案分同意、基本同意、中立、不太

同意、不同意5个等级。分量表分别为：自杀未遂与

自杀死亡的相似性、自杀的不可预防性、自杀的不可

自我控制性、对自杀的歧视、对自杀的正性态度、自

杀能改变他人行为的程度、自杀的社会重要性。同

意不同意记l～5分；分析时比较不同组之间态度有

什么不同。

(3)自杀经历调查：该量表是描述性量表，主要

通过被调查者的直系亲属、其他血缘关系的亲属及

其他认识的人的自杀行为发生情况，分析时比较不

同组所认识的人自杀经历对被调查者的影响。

(4)生活事件调查问卷(1ife event scale，LES)：

问卷通过调查过去任何时候经历过且近一年内对心

理仍有不良影响生活事件的发生情况，描述具体生

活事件的发生时间及不良影响的程度，问卷中包括

恋爱问题、经济问题、夫妻关系问题、和其他家庭成

员关系问题、工作学习问题等12个项目。本研究中

主要比较有、无自杀未遂的大学生有心理不良影响

生活事件的数目，分析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行为的

影响。

3．统计学分析：统一发放问卷，统一指导用语，

当场收回。数据的统计分析使用SPSS 13．0统计软

件。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统计、￡检验、)c2检验和

logistic回归分析。

结 果

1．大学生自杀态度分析：分别比较有、无自杀未

遂大学生7个分量表，评分进行t检验，结果发现，

有、无自杀未遂的大学生自杀态度，除自杀未遂与自

杀死亡相似性外，其他6个观点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曾有自杀未遂的大学生更多的认为自杀是不

可预防的、不可自我控制、对自杀抱有正性态度及认

为自杀能更多改变他人行为。而无自杀未遂行为的

大学生更多表现为歧视自杀行为、对自杀行为抱有

负性态度、不认为自杀能改变他人行为且认为自杀

具有社会重要性(表1)。

表1 9808名大学生自杀态度分析(i±s)

组别 气譬群毽搿t值P值
完蓑酽啪杀死亡的46．27+24．29 47．41+21．99—0．67 0．504

自杀的不可预防性 40．58±19．56 33．99±16．34 5．19 0．000"

自杀的不可自我控制性 45．86±24．08 35．47±19．11 6．97 O．000"

对自杀的歧视 43．28±21．99 52JDo±16．96—6．58 O．000"

对自杀的正性态度 47．13±20．49 37．39±18．05 6．94 0．0006

皇耄能改变他人行为的40．36±17．71 36．464-15．95 3．15 o．002。
任熳

自杀的社会重要性 66．83±19．15 71．02±17．10一3．15 O．0024

注：中<0．01

2．大学生所认识的人自杀经历分析：表2显示，

有无自杀未遂行为的大学生在其直系亲属、其他血

缘关系亲属及认识的人自杀行为的发生情况相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所认识的人中若发生自杀

行为的可以影响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发生。

3．有无自杀未遂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的比较：

表3显示，有自杀未遂的大学生遭遇的负性生活事

件明显多于无自杀未遂组，其中有l件负性生活事

件与无负性生活事件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值

为2．14。遭遇2件及以上的负性生活事件与无负性

生活事件比较差异更显著，OR值为4．87。这说明遭

遇的负性生活事件越多，自杀的危险性越大。

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与自

杀行为相关的危险因素有：近一年感到绝望的频率

高(OR=4．23，95％CI：3．05～5．85)、一级亲属有过自

杀行为(OR=2．85，95％C／：1．72—4．73)、认识的人中

有自杀行为(on=2．82，95％CI：2．05～3．88)、已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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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9808名大学生所认识的人自杀经历分析

直系亲属有过自杀行为

否 9322 96．7 146 86．4 1．00

是 317 3．3 23 13．6 4．63(2．94—7．30)<0．001

其他血缘关系亲属有过自杀行为

否8508 88．3 122 72．2 1．00

是 113l 11．7 47 27．8 2．90(2．06～4．08)<0．00l

认识的人中有过自杀行为

否 6501 67．4 70 41．4 1．00

是 3138 32．6 99 58．6 2．93(2．15—3．99)<O．001

过性行为(OR=2．73，95％CI：1．88～3．96)、近1个月

因心理问题对学习或Et常生活有影响(OR=2．53，

95％c，：1．80～3．56)、女性(OR=2．47，95％c，：1．77—

3．45)、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有过自杀行为(0尺=

2．36，95％CI：1．63～3．41)，上述因素的P值均<

0．001。

讨 论

自杀行为受心理、生物、社会等多种因素的综合

影响，各因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Phillips等№1

的研究表明，抑郁症状、自杀未遂史、负性生活事件、

亲友有自杀行为史等是自杀死亡的主要危险因素。

通过对大学生有无自杀未遂者之间差异的研究，探

讨大学生产生自杀行为的影响因素，样本的总体特

征具有代表性。本调查中大学生自杀未遂的报告率

为1．7％，这与既往国内外同类研究结果接近。徐慧

兰等口3调查发现大学生自杀未遂发生率为1．8％。而

成都市区中学生自杀未遂发生率为2．6％陋】。

Weissman等一3对9个国家人群中有自杀未遂的研究

发现，在普通人群中自杀未遂发生率为0．7％一

5．9％。

自杀态度对自杀有影响作用。自杀态度是对自

杀行为的看法和认知。一定群体自杀率的高低与该

群体的自杀态度密切相关，自杀态度可以对自杀行

为产生促发或抑制作用，自杀未遂大学生对自杀抱

有消极的态度，反映了态度与动机的密切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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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自杀未遂的大学生对自杀更

倾向于反对、否定及排斥。国

外研究表明，大多数自杀者均

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认知方式缺

陷；极端的思维、认知僵化、问

题解决不良、自传式记忆、绝望

及功能失调性假定，以及对将

来的判断存在偏见等¨0|。

亲属有无自杀对自杀的影

响作用。近年研究发现自杀可

能存在遗传因素，其中主要是

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和酒精

中毒的传递，而这些精神疾病

常伴发自杀，有研究表明

23．2％自杀未遂情感障碍者的

一级亲属有过自杀行为n“。国

外有研究认为n2，”]，青少年自

杀未遂者及自杀死亡者的一级

亲属自杀行为有较高的发生率n4’15]。Phillips等¨副对

中国的自杀研究中显示，自杀者55％有亲戚、朋友或

熟人有过自杀行为。李献云等n71对农村的自杀未遂

研究也显示熟人或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自杀行为者分

别占57．8％和43．8％。Beautrais[1引报道了相似的结

果。此外，自杀可能存在独立的遗传因素b1。自杀

的渲染效应也不容忽视，自杀存在着“传染性”及明

显的“聚集性”，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对青少年自杀有

更直接的影响¨引。

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有影响作用。

青少年在自杀死亡和自杀未遂前多经历过负性生活

事件。随着升学、就业竞争压力的加大以及人际关

系、恋爱感情等问题，部分大学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

压力，缺乏安全感，造成心理的失衡与失调，在遇到

挫折时出现不成熟的应对方式，甚至选择自杀。有

研究发现，生活事件不直接对自杀意念产生影响，只

间接地通过人格因素产生作用啪]，负性生活事件引

起人们的心理压力，破坏人体内环境的稳定，对个体

既可能是一个应激事件，同时可能是促发自杀行为

发生的重要因素，对自杀未遂者自杀行为起到“扳

机”样的作用心旧]。

心理、生物、社会因素可以作为独立的因素与自

杀行为存在关联，然而这些因素也可以相互作用影

响自杀行为，也就是说，个人的心理因素和遗传背景

是自杀行为的内因，达到一定强度的负性生活事件

是自杀行为的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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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相关研究一致㈨1。因此，本研究对解决自杀未遂

者的心理危机因素，及时对筛选出有自杀倾向的高

危人群心理辅导及治疗，开展预防大学生自杀未遂

的干预工作等，提供了有意义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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