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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在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
关系中的中介效应

武娇吴云涛冯淑秀蒙衡陈辉

【摘要】 目的探讨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关系及其抑郁的介导作用。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调查某综合性大学本科生共1145名，通过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定大学

生近1周内自杀意念和抑郁症状，通过基本情况问卷了解大学生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包括重大

疾病、学习困难、经济困难和人际冲突，并通过中介分析探讨抑郁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关

系中的介导作用。结果负性生活事件中重大疾病(OR=2．5，P=0．028)、人际冲突(OR=7．2，

P=0．002)和经济困难(OR=1．6，P=0．026)均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学业困难与自杀意念无相关

性(0R=1．8，P=0，090)。调整抑郁变量后，重大疾病和人际冲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不再具有统

计学意义，而经济困难对抑郁无影响，学业问题对抑郁和自杀意念均无影响，故抑郁是重大疾

病和人际冲突与自杀意念的完全中介变量，而抑郁在经济困难、学业问题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无

中介作用。结论抑郁在不同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的关系路径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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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i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suicide ideation．and how it was influenced b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Methods 1 145

college students from one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using cluster sampling．Both Symptom Check List

(SCL一90J and Qestionnaire were admmdstered to measure depression and suicide ideation in the past

week and on the prevalence ofnegative li：fe events and related jLllfformati0：in．Recent negative lilfe events

would include playsical 1illness，academic Drob4em，financialI problem and interpersonal。conflict ete．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s were used to identflfy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Results

Physic；：al illness(OR=2．5，P=0．028)，interpersonal conflict(OR=7．2，P=0．002)and financi,tal

probdem(OJR=1．6，P=0．026)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ith suicide ideation，but academically．．

related problems did not seem to b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ith suicide ideation(OR=1．8．P=

0．090)．AIfter adjusted for depression，bc)th physical illlness and interpersonal conflicts were not but

financial problem remaine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m suicide ideation(OR=1．7．P=0．014)．Our

data showed that depression fud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call illness．interpersonal

conflict and suicide ideation．but did not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problem and

suicide ideation．Conclusion Depression played dkfferem mediating roles between different negative

：fife events and suicide ideation．TIhe findings from tbLis study might be able to provide some clues for

the prevention interventions oil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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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已成为年轻人三大死因之一[1’2]，而在我国

为15～24岁人群死亡的首要原因b]。近年来大学生

自杀事件屡屡发生，并有逐渐增长的趋势¨]。自杀行

为具有传递性并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无法挽回

的痛楚和损失。许多学者认为自杀行为是由自杀意

念、自杀未遂到自杀死亡的逐步发展过程，虽不一定

连贯，但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最敏感的影响因素B]。

有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如身体重大疾病[6]、人际冲

突n1、学习困难随，⋯、经济困难[”埸诱发抑郁，同时又
是自杀意念的较强危险因素”1’”1。但负性生活事件、

抑郁和自杀意念三者间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研

究通过了解大学生自杀意念、抑郁及其经历的负性

生活事件，探讨负性生活事件与大学生自杀意念的

关系，并进一步探讨抑郁在其中的介导作用。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为某综合性大学不同年级的本科

生，共发放调查问卷1300份，获得有效问卷1145份，

应答率为88．1％。问卷在课堂上采用匿名方式通过

自评完成。本研究获得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2，研究方法：通过自填问卷了解大学生社会人

口学特征、负性生活事件发生情况、危险行为和心理

状况。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年级、生源

地。负性生活事件包括重大疾病(过去4周是否患

重大疾病)、学习困难(过去4周是否有考试不通过

或成绩急剧下降)、经济困难(过去4周是否存在经

济困难)、人际冲突(过去4周是否发生人际冲突)。

危险行为包括吸烟(过去4周内是否每天或几乎每

天吸烟)、饮酒(过去4周内是否每天或几乎每天饮

酒)。通过症状自评量表(SCL一90)评定大学生近1

周内的自杀意念和抑郁症状。SCL一90中有2个条

目询问自杀意念，分别为第15条(近1周是否想过结

束自己的生命)和第59条(近1周是否想到死亡的

事)；当这两个条目的得分均≥3时，判定其有自杀

意念。SCL一90中有13个条目关于抑郁，分别为第

5、14、15、20、22、26、29、30、31、32、54、71、79条。

根据2009年全国大学生SCL一90新常模，当抑郁均

分≥1．74时，判定为有抑郁症状n3|。SCL一90已被广

泛用于临床和非临床的精神障碍评估n4|，并在青少

年中显示出较好的信度和效度n“。

3．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归类整理后通过SAS

9．2软件进行分析。首先描述不同性别、年级和生源

地的学生自杀意念发生情况；其次分析不同的负性

生活事件及抑郁对自杀意念的作用机制。根据

Baron—Kenny 论框架【1引，分别针对每类负性生活事

件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如一个变量是中介变量，
必须符合：①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具有统计学

意义(通径a)；②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具有统计

学意义(通径b)；③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具有统

计学意义(通径C)；④在调整中介变量后，如自变量

对因变量的影响不再具有统计学意义，则该变量为

完全中介变量；如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减弱且减

弱具有统计学意义，则该中介变量为部分中介变量

(通径c’)，见图1。

匪困—-口垂丑
匪因—-口垂口
＼ ／r。—’

i!坌变量I

图1中介分析的通径

结 果

1．基本特征：本次调查对象共1145(男生443、

女生702)人，平均年龄27．1岁。其中大一学生占

28．4％，大二学生占31．6％，大三年级及以上学生共

占40．0％。城市生771名，农村生374名。

2．不同特征人群自杀意念发生情况：调查对象

中128人报告近1周内有过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11．8％。不同性别和生源地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男生高于女生。农村生源学

生高于城市生源学生，而不同年级之间自杀意念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1)。

3．负性生活事件、危险行为、抑郁与自杀意念的

表1武汉市某综合性大学不同特征人群

自杀意念发生情况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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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过去4周内有过人际冲突、重大疾病或学习困

难等负性生活事件的大学生，其自杀意念发生率高于

未发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吸烟行

为的学生其自杀意念的发生率高于不吸烟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有饮酒行为的学生其自杀意

念的发生率亦高于不饮酒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有抑郁症状的学生其自杀意念的发生率高于无抑郁

症状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负性生活事件、危险行为、抑郁与自杀意念的相关性

4．负性生活事件、抑郁与自杀意念的中介分析：

表3显示调整性别、生源地、人际冲突、学业困难和

经济困难后，重大疾病对自杀意念的影响(OR=2．5，

P<0．05)、对抑郁的影响(OR=6．9，P<0．05)以及抑

郁对自杀意念影响(OR=15，2，P<0．05)均有统计学

意义；而在重大疾病对自杀意念的影响通径中增加

抑郁变量后，重大疾病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不再具有

统计学意义(OR=1．1，P>0．05)。由此提示抑郁在

重大疾病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

重大疾病通过抑郁对自杀意念产生影响。

调整性别、生源地、重大疾病、学业困难和经济

困难后，人际冲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OR=7,2，P<

O．05)、人际冲突对抑郁的影响(OR=8．0，t9<0．05)、

抑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OR=15．2，P<0．05)均有统

计学意义；而在人际冲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路径中

增加抑郁变量后，人际冲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不再

具有统计学意义(OR=4．3，P>0．05)，见表3。提示

抑郁在人际冲突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亦起完全中介

作用，即人际冲突通过抑郁对自杀意念产生影响。

在经济困难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无论是否调

整抑郁变量，经济困难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但经济困难对抑郁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提示经济困难对自杀意念有直接影响，抑郁在其中

无介导作用(表3)。

在学业困难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调整性别、生

源地、重大疾病、人际冲突和经济困难后，学业困难

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O只=1．8，P>

O．05)，故无须进一步分析抑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1145名大学生中有128人近1周

内有自杀意念，即近1周自杀意念的发生率为

11．8％。经历重大疾病的大学生其自杀意念的发生

率明显高于其对比组。在重大疾病对自杀意念的

影响通径中，抑郁起完全中介作用，即重大疾病并

不直接导致自杀意念，而是通过抑郁间接影响自杀

意念。有研究发现因重大身体疾病导致痛楚，易增

加烟草和酒精的使用量¨⋯，继而导致抑郁⋯3；而国

内外研究均表明抑郁是导致自杀意念的主要危险

因素n'”3，故遭受重大疾病的学生可能因疾病出现抑

郁症状，继而产生自杀意念。

本研究发现经历人际冲突的大学生其自杀意念

的发生率亦明显高于其对比组。在人际冲突对自杀

意念的影响通径中，抑郁起完全中介作用，即人际冲

突通过抑郁对自杀意念产生间接影响。相关研究表

明人际冲突是产生抑郁的重要应激源陋⋯，人际冲突

表3重大疾病(人际冲突、经济困难)、抑郁和自杀意念的中介分析

注：。自变量为重大疾病(人际冲突、经济困难)；6因变量为自杀意念；‘中介变量为抑郁；通径a,b、c调整性别、生源地、经济困难、学习困

难、人际冲突、吸烟、饮酒变量，通径c’在调整上述变量的基础上增加抑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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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造成异常情绪、生理和行为反应，这些综合反应可

直接诱发抑郁，而且抑郁与A杀意念的关系已得到

广泛的验证，故人际冲突通过抑郁对自杀意念产生

影响。

经济困难可增加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的风险。

而在调整抑郁变量后，经济困难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仍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经济困难可直接导致自杀

意念，而并非通过抑郁的中介作用。经济困难的学

生如果不能正确对待造成其困难的原因，往往造成

心理和精神“困难”，在自我认知上产生偏差，易出现

否定自我的消极感受，最终出现轻生的念头，出现自

杀意念。

在学业困难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虽然发现有

学习困难的大学生其自杀意念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其

对比组，但经调整性别、生源地和其他负性生活事件

的影响后，学习困难对自杀意念的影响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这与国内的其他研究结果有所不同n1|。学

习困难与自杀意念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探讨。

本研究欲了解负性生活事件、抑郁和自杀意念

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抑郁在重大疾病和人际冲

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路径中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

经济困难对自杀意念的影响路径中无中介作用，提

示抑郁在不同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意念的关系路径

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本研究还发现某些负性生活事件如经济困难直

接影响自杀意念，而重大疾病和人际冲突通过抑郁

导致自杀意念，这一发现可为大学生自杀预防和干

预提供线索。对经历重大疾病和人际冲突的大学生

应注意评估其抑郁状况，而对经济困难的学生应重

点关注其自杀意念的发生。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由于自杀意念的评定标准

和筛查工具不一，研究中通过SCL～90的相关条目

进行评定，自杀意念的定义范围较广。分析也限于

与大学生自杀意念有关的常见混杂因素，如社会人

口学特征、吸烟饮酒行为等，未考虑其他与自杀意念
有关的因素。

(感谢香港元玄学院汤伟奇和杜祖贻先生为项目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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