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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大学生自杀意念调查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杨艳杰邱晓惠杨秀贤乔正学韩冬王凯刘建平

·1103·

·伤害预防与控制·

【摘要】 目的了解哈尔滨市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情况，分析其影响渊素。方法采用分

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用自编自杀意念、行为及危险闪素调杏表、自杀接受程度量表和社会支

持量表作为工具对黑龙江省6所高校(哈尔滨上程大学、哈尔滨陕科大学、黑龙江人学、黑龙江科

技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5240名学生进行I'廿J卷调查，评估大学牛自杀意念

的发牛率及在不同困境下考虑自杀的nr能性。结果 哈尔滨市入学生中有9．1％的人曾经有过

自杀意念，1％的人有自杀未遂行为。logistic同归分析显示自杀意念的影响闪素有性别、专业、父

母关系、社会支持情况、对自杀的接受情况以及自杀未遂既往史。结论大学生自杀意念现状不

容忽视，为减少大学生自杀行为应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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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suicidaI ideation and attitudcs towards

suicide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arbin as well a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Methods A

multi．stage s仃atified random clustered sampling procedure was used to select tmiversity students(凡=

5240)who were aged l 6—43 years．jn Harbin．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icidalideation were analyzed

with logistic regression by demography characteristics and scores on the suicide acceptability scale and

the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SSRS)．Results According to our data，9．1％of the respondents had

suicidal ideation and l％had made a suicide attempt．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suicidal ideation

were gender，majo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parents，acceptance on the idea of suicide attempt，

the state of social support and the history of suicide attempt．Conclusion The suicidal ide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arbin should not be neglected．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mcntal health and to reduce the ratio of suicide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Suicidalideation；Influencing factors；University students

自杀是全球性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每

年有28．7万人自杀死亡、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

成为中国全人群第五位、15～34岁人群的第一位死

冈-|l-,4J。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巨大消极影响。自

杀过程一般分为3个阶段，即产生自杀意念叶制定

自杀计划-+采取自杀行动。有研究表明，在自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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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中，约80％在行动前以各种形式表露过自杀念

头j1。世界卫生组织已把自杀意念当作最重要的自

杀风险评价指标+6]。由此可见，研究自杀意念的影

响凶素对于尽早发现自杀意念、及时进行危机干预、

降低自杀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

高校大学生自杀事件屡见不鲜。有关资料显示，大

学生自杀率是同龄人的2～4倍，有继续上升的趋

势，并已成为中国大学生中仅次于意外伤害事故的

第二位死亡原因[7]。本研究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

学生自杀意念及其影响凶素进行研究，为在高校中

开展针对性心理危机十预、减少大学生自杀率、提高

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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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1．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14所高校巾抽取在读本科生、硕十和

博十研究生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将哈尔滨市14所

高校按照重点院校和普通院校分层，用随机数字的

方法选取重点学校2所、普通学校4所，然后根据重

点学校、普通学校学生构成比计算样本的分布，计箅

每所学校抽取人数，再按照年级构成比计算每个年

级抽取人数，最后以班级为单位整群抽样。由经过

统一培训的调合员按统一方式对学生进行调查，参

与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后进行问卷填写。计划

抽取样本6000人，实际发出问卷5982份，收回问卷

5250份，剔除10份不完整问卷，得到有效样本5240

人，其巾女生2562人(48．9％)，男生2678人

(51．1％)；年龄16～43岁，平均年龄(21．32±2．195)

岁；哈尔滨T程大学584人，哈尔滨医科大学579人，

黑龙江大学1428人，黑龙汀科技学院871人，哈尔滨

师范大学795人，哈尔滨丁业大学984人。

2．研究工具：

(1)自编一般人口学资料及自杀意念、行为及危

险因素表：包括学历、专业、对专业满意度、性别、民

族、年龄、恋爱婚姻现状、居住方式、医疗来源、宗教

信仰、家庭经济状况、父母现状、父母受正规教育年

限等，自杀意念的提问方式为“过去任何时候您是否

想过自杀或故意伤害自己，不论当时您是否会真的

去做?”；自杀未遂行为的提问方式为“过去任何时候

您是否有喝药、割腕等自伤或自杀行为?”。

(2)费立鹏编制的自杀接受程度量表：对自杀的

接受程度量表为公众对FI杀的态度与知识量表的一

部分‘1。，项目提问方式如下：“如果您处于下述状况，

您考虑自杀(出现自杀念头)的可能性有多大?”，并

根据其他学者对自杀的相关研究结果以及大学生群

体的特点设定25种状况：①因工作问题被处分；②

是别人的累赘且未来没有希望；③高考失败；④配偶

死亡；⑤亲友自杀；⑥同性恋；⑦离婚；⑧入狱；⑨严

重的人际矛盾；⑩被强奸或强暴；⑩感染艾滋病病

毒；⑥严重的经济损失；⑩不治之症；⑩贫穷无助；⑩

吸毒成瘾；⑩长期酗酒；⑩经常被配偶殴打；⑩被指

控犯罪；⑩慢性精神病；⑩恋爱被干涉；⑨年老无人

赡养；⑤非常丢面子；⑤严重抑郁或忧郁；⑨受到很

大的惊吓；⑤凶赌博而大量欠债。选项有“绝对不会

考虑自杀、考虑自杀的可能性小、考虑自杀的可能性

占一半、考虑自杀的可能性大、肯定考虑自杀”，分

别计0～4分，量表总分为0～100分。

(3)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SRS)评定大学生个体在社会中所获得的支持。

3．调查方法：采用自填问卷调查方式，在所抽取

学校的配合下以班级为单位在研究员统一指导后由

学生亲自进行填写，全部问卷填写完成后当场收回，

并由研究者榆查是否存在漏项问题。基线调查两周

后抽取被试的1O％进行第二次评定。

4．统计学分析：利用EpiData 3．0软件建立数据

库，以双录核对的方法确保数据质量。使用SPSS

18．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f榆验对不同特征人

群自杀意念发生情况进行分析；采用logistic【口I归方

法对大学生自杀意念影响冈素进行分析；采朋多元

线性四l归逐步法对大学生自杀态度进行分析，变量

进入模型标准为P=0．05，剔除标准为P=0．10。分

析的变量及其赋值：学历(1=本科，2=硕士，3=博

士)，专业(1=理学，2=工学，3=医学，4=文学，

5=管理学，6=其他)，对专业满意(1=是，包括满

意和基本满意，O=否)，恋爱婚姻状况(1=从未恋

爱，2=曾经恋爱，3=恋爱)，独居(1=是，O=否，包

括集体宿舍、合租、和家人同住)，自付医疗(1=是，

O=否，包括合作医疗、公费医疗、商业保险、医保和

其他)，宗教信仰(1=有，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

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其他，0=无)，家庭经济状况

(1=好，2=中，3=差)，家庭现状(1=双亲，2=单

亲，3=他人照顾)，父母关系好(1=是，0=否，包括

一般和差)，自杀未遂既往史(1=有，O=无)，社会

支持评价量表得分(1=低，2=高)，对自杀的接受

程度(1=低，2=高)。

结 果

1．一般情况及主要人口学特征：本次调查共发

放问卷5982份，收回5250份，回收率87．8％，剔除无

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5240份，有效率99．8％。7—

14d内对10％进行重测，发出问卷498份，剔除无效

问卷58份，获得有效问卷440份，其中女生174人

(39．5％)，男生266人(60．5％)；年龄16—30岁，平均

年龄(20．35±1．48)岁；重测信度在0．65以上，证明

此次调查的资料可信度较高。在基线评估5240份

有效问卷中，将479人(占总样本9．1％)表示曾经想

要自杀或者故意伤害自己，作为病例组；将4761人

表示不曾存在自杀意念，作为对照组。f检验显示，

自杀意念组与非自杀意念组之间在性别、专业、对专

业满意度、父母关系和家庭类型上的差异具有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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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提示自杀意念的形成可能与以上因素有关

(表1)。

表1哈尔滨市大学生病例组(n=479)

与对照组(n=4761)人群基本信息

注：4比较对专、Ip满意(包括满意、基本满意)和譬业不满意的结

果；6比较父母关系好和天系不好(包括一般、差)的结果；‘比较无宗

教信仰和有宗教信仰(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

其他)的结果。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2．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分析：将单因素

分析结果中P>0．2的因素从logistic线性回归模型

中剔除，在a=0．05水平上采用后退法进行分析。

logistic线性回归结果显示，有自杀未遂既往史、女

性、父母关系不理想、文学专业、对专业不满意、社会

支持少以及对自杀的接受程度高是大学生产生自杀

意念的危险凶素(表2)。

表2大学生自杀意念相关因素logistic网I门分析

变量 壁 !!型至堕一!篁 21傅!墅竺生垒
自杀未遂史 2．953 O．340 75．594 O．000 1 9．1 57(9．846～37．273)

性别 一0．439 0．1 1 5 14．569 0．000 O．645(0．5 14～0．808)

父母关系 一0．496 O．i 12 19．481 0．000 0．609(0．489一O．759)

专业4

l 10．715 O．057

2 —0．054 O．233 0．055 0．815 O．947(0．600—1．494)

3 0．283 O．209 1．834 0．176 1．327(0．881～1．998)

4 0．469 0．229 4．204 0,040 1．598(1．02 1—2．502)

5 0．265 0．251 1．108 0,292 1．303(0．796～2．133)

6 0．048 0．241 0．040 O．841 1．050(0．654～1．685)

对专业满意度一0．486 0．170 8．194 0．004 0．615(0．441—0．858)

社会支持体验度一0．461 0．106 18．841 0．000 0．631(0．512一O．777)

自杀接受程度 1．362 0．1 1 9 1 30．428 0．000 3．903(3．089～4．930)

注：。表示所有的检验均与专业1相比进行

3．大学生对自杀接受程度独立影响冈素分析：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其他变量同定的情

况下，大学生年龄每增长l岁，对FI杀接受程度下降

O．296分；父亲受正规教育年限每增长1年，对自杀

接受程度下降0．134分；母亲受正规教育年限每增长

1年，对自杀接受程度下降0．102分；社会支持评价

量表得分每增长1分，对自杀接受程度下降0．243

分；女性、对专业不满意、父母关系不好、有F1杀未遂

既往史和有自杀意念者对自杀的接受程度较高，总

体样本R2--0．105(表3)。

表3大学生个体对自杀接受程度的

多冗线性闻门分析(n=5240)

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哈尔滨市大学生的自杀意念发

生率为9．1％，与付亚亚和郑晓边【81的研究结果基本

一致，低于巢传宣阳1、徐慧兰等1101及周芳¨¨的研究结

果，高于刘智勃等¨21的研究结果。造成结果不同的

原因很多，可能与地区间文化差异和自杀意念的判

定标准不同有关。不管是何种原因，该结果表明大

学生群体中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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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大学牛自杀意念发牛的影响因素有A杀未

遂既往史、性别、父母关系、专业、对专业不满意度、

卒十会支持体验度以及对自杀的接受程度。自杀意念

的发生，有自杀未遂既往史者高于没有自杀未遂既

往史者，与刘薇等。7圾张艳萍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由此可见，自杀行为与意念的相关程度很高，有效控

制rI杀意念可以减少自杀行为的发生；家庭环境、专

业和对专业的满意程度是客观影响冈素，父母的关

系好坏直接对大学生的学业及心理健康状况产牛影

响，提示家庭环境对人的一生发展非常重要，父母有

义务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生长空问，与陈燕芬等‘14。的

研究结果一致；专业及对专、眦的满意度对大学生情

绪影响比较大，目前国内大学牛高考选择专、【p时，大

部分由父母决定，而父母的⋯发点多为就、№的社会

地位、热门程度或未来发展空间，很少顾及孩子的兴

趣和爱好，所以导致很多大学生升学后对自己的专

业一无所知或全无兴趣，从而导致大学生在面对自

己不满意的专业时产牛消极情绪；文学专业的学生

高于医学等其他专业的学生，这可能与文学专、Ik学

生较理科学生更富感性思维，也可能与该专业就、Ik

形势日趋紧张，使学生感到前途渺茫从而产生挫败

感有关，具体原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已有研究表明

中国女性的f{杀未遂率明显高于男性15‘，本研究也

显示女大学生更容易产牛I’{杀意念，这可能由于女

性思维细腻、敏感、易冲动、对情感的体验深刻而持

久、面对消极生活事件时更易产生不良情绪有关。

社会支持体验较少者与较多者相比，更易发生f1杀，

与张艳萍等的研究结果一致，社会支持可以缓冲消

极生活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高校心理健康教

育应该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体验社会支持的能力，

让其学会遇到挫折寻求支持，这样才能有效提高学

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对门杀的接受程度，评估的是

个体在各种困境下考虑自杀的可能性，反映个体将

来自杀的危险性。尽管评估结果不完全等同于实际

情况，但一般来说接受自杀行为的个体，将来出现自

杀行为的121⋯1．、邑性大。本研究结果表明对自杀接受程

度高者发生自杀意念的可能性高于低者，这与李献

云等16的观点一致。大学生对F1杀接受程度越高，

越有可能产生自杀意念。

综上所述，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十分复

杂，在对学牛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时应从

主要影响因素着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尽可能减少

危险因素，从而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减少自杀

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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