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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某农村地区中小学生自杀意念
及其影响因素

陈健陈明春孙业桓赵雪 孙良 蒋玉红 吕晓玲吴振强

【摘要】 目的 了解农村中小学生自杀意念及其影响因素，为心理健康的早期干预提供科学

依据。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安徽省长丰县3所初中、5所小学所有在籍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运用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状况与相关生活经历调查问卷(包括自杀意念评定表、儿童抑郁量表、

家庭功能量表、特质性应对问卷、儿童自尊量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生命质量量表)进行调查。采

用f检验分析不同性别、不同留守状态中小学生自杀意念的差别，使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方

法筛选自杀意念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调查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8．64％(252／2917)，其中留

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9．80％(166／1694)，非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为7．03％(86／1223)，不同

留守状态儿童自杀意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社交焦虑、消

极应对方式是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P<0．05)，生命质量评分高、家庭功能良好是保护因素(P<

0．05)。结论农村儿童自杀意念发生率较高，家庭、学校、社会应该针对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和

保护因素采取综合防控措施，预防儿童自杀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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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uicide intention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among

primary and i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rural areas ofAnhui province，in order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early intervention related to mental healm problems．Methods All students from 3 junior high

and 5 primary schools in Changfeng county of Anhui were recrui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using th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Data were collected by using 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the Family

APGAR Index．the Trait Coping St37le Questionnaire，the Children’S Self-Esteem Scale，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and the Quality ofLife Scale．Chi—square test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suicidal ideation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respectively．Results 8。64％(252／

2917)ofthe studied children had suicidal ideation．Out ofthem，9．80％(166／1694)and 7．03％(86／

1 223)were left．behind or non．1eft．behind children．Ther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n

suicide ideation betwee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and non—left—behind children(P=0．015)．Data from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 anxiety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 were

the risk factors for suicidalideation(P<0．05)while better family function and quality oflife were the

protective factors of suicidal ideation(P<0．05)．Conclusion Suicide ideation was relatively

prevalent among rural children in mnhui province．Family。school and society should carry out

different kinds ofpreven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suicide related behaviors in children from thi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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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我国15～34岁年龄段人群第1位死因，

死因构成比为18．9％⋯。另外，人群中还有10倍于

自杀人数的自杀未遂者以及更多的自杀意念者”3，

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是自杀的强危险因素b 3。儿童

自杀行为虽然较少，但随着年龄增加自杀报告率不

断增加，因此对儿童自杀意念的早期识别并尽早采

取干预措施对预防儿童和青少年自杀有重要意义。

留守儿童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形

成的特殊群体H1，由于缺少家庭照顾及存在独特的

心理因素极易产生自杀意念。为此本研究对农村中

小学生自杀意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结果报告

如下。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方法抽取安徽省长

丰县3所初中和5所小学，对抽取的全部初中生以及

小学三至六年级的在籍学生采用自编调查表调查其

基本情况，如性别、年龄、留守状态(父亲外出、母亲

外出、父母均外出、父母在家等)。应查3169人，实

际获得有效问卷2917份，有效应答率92％，其中留

守儿童1694名，占学生总数的58．1％。

2．相关定义和评定方法：①留守儿童：父母双方

或一方外出打工持续6个月及以上而被留在家乡，

且需要其他亲人或委托人照顾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

的儿童b1。②自杀意念评定：参照北京回龙观医院

自杀意念调查表，采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

心对自杀意念的判定标准哺1，设计调查问卷，自杀意

念的条目为“您是否认真考虑过自杀?”如回答

“是”，则视为终生有过自杀意念，回答“否”则为无

自杀意念。

3．测定工具：

(1)儿童自尊量表(Children’s Self-Esteem Scale，

CSES)n’由魏运华编制。共26个项目，按非常符合、

基本符合、不肯定、基本不符合、非常不符合评分，所

有题目均按照符合程度由弱到强的1—5级记分。

总分26～130分，分值越高，自尊程度越高。将自尊

量表分数，分成高自尊组、中间组和低自尊组3组，

其判定标准为量表分数高于平均数1个标准差以上

的为高自尊组，低于平均数1个标准差的为低自尊

组，其余归为中间组。

(2)家庭功能量表(Adaptation Partnership

Growth Affection Reslove。APGAR)随1共5个题目，按

经常、有时、几乎没有评分，依据符合程度由弱到强

即0～2级记分并相加，得分越高表明家庭功能状况

越好。以总分7～10分为家庭功能良好，4～6分为

家庭功能中度障碍，0～3分为家庭功能严重障碍旧1。

(3)特质性应对方式问卷(Trait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TCSQ)n州反映个体具有特质属性并

与健康有关的应对方式。该量表分积极应对和消

极应对两部分，各包含10个条目。每个条目得分为

5～1分，表示“肯定是”至“肯定不是”。以2917名

中小学生调查结果计算四分位数，以百分位数P：，、

P，。、P，，为截点，得到Q1(<P：，值)，Q2(≥P：，、<P，。

值)，Q3(≥P，。、<P，，值)和Q4(≥P，，值)4个等级水

平n1|。Q1为应对方式水平低，Q2为应对方式水平

中下，Q3为应对方式水平中上，Q4为应对方式水

平高。

(4)儿童社交焦虑量表(Social Anxiety Scale for

Children，SASC)n刮采用三级评分制(0～2分)表示

“从不这样”、“有时这样”、“一直这样”3个程度，总

分0～20分。本研究定义累积得分>9分为存在社

交焦虑状况“2|。

(5)生命质量量表(Quality oflife，QOL)n3’¨1共

6个题目，每题分5个等级，采用1～5记分，将各项

目总分之和转换成0～100得分[量表总分=(各个

项目得分之和一5)／25×100]，即为生命质量得分，

总分越高，生命质量越好。本文将生活质量分为三

级，即生活质量高≥70分，生活质量中60～69分，低

度为<60分n 5I。

(6)儿童抑郁量表(Children’s Depression

Inventory，CDI)采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提供的中

文版。共27个题目，采用3级评分(0为偶尔，1为

经常，2为总是)，总分0～54分。得分越高，表明

抑郁水平越高n6·171。根据原量表常模，将19分确定

为抑郁症状的划界分，即得分>19分诊断为有抑郁

症状⋯1。

4．质量控制：对调查员进行集体培训，统一方法

和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在被调查班级教师协助

下，所有调查对象在教室内用一节课的时间按照要

求填写调查表。调查时由调查员讲解填表方法并现

场指导；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生独立填写完成，自

填过程中遇到问题向调查员询问；小学三、四年级的

学生由调查员逐条宣读，学生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合

适答案。调查结束时核对者当场检查调查表，并让

调查对象及时填补或修改；现场调查后再次审核，剔

除不合格调查表。

5．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双录入，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3年3月第34卷第3期Chin J Epidemiol，March2013，V01．34，No．3 。247·

析。采用)c2检验分析不同性别、不同留守状态下儿

童自杀意念报告率的差异；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结 果

1．一般情况：共调查2917名学生，其中留守儿

童1694人，男生875人(51．7％)，女生819人

(48．3％)；非留守儿童1223人，男生658人(53．8％)，

女生565人(46．2％)。年龄7。18岁，平均年龄

(12．56+2．20)岁。

2．自杀意念现状：2917名学生中，父母均外出

打工618名，仅父亲外出打工989名，仅母亲外出打

工87名，非留守儿童1223名。不同留守状态下自杀

意念发生率见表1，留守和非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

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6．89，P=0．009)。男女

生自杀意念发生率分别为6．98％(107／1533)、10．48％

(145／1384)，男女生自杀意念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f=11．27，P=0．001)。

表1安徽省长丰县农村不同留守状态

中小学生自杀意念比较

3．自杀意念心理相关影响因素：

(1)单因素分析：以a=0．05为显著性水准、有无

自杀意念作为因变量(有=2，无=1)，分别以性别、

留守、抑郁状况、社交焦虑状况、生命质量、家庭功

能、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变量赋值见表2)

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表3)女性，不同留守状态中父亲不在家、父母均

不在家及消极应对方式Q2、Q3、Q4等级，存在社交

焦虑等是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生命质量评分高、中

和低度相比是保护因素，积极应对方式Q3、Q4等级

相对于Q1，自尊水平高、中度，家庭功能良好、家庭

功能中度障碍相对于家庭功能严重障碍是保护因

素，是否抑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x2=

1．524，P=0．577)。

(2)多因素分析：以有无自杀意念为因变量，以

纳入单因素分析中的所有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logistic回归分析(Forward：LR法，协变量引入和剔
除标准的概率分别设定为o．05、0．10)。结果显示

(表4)：存在社交焦虑、消极应对方式Q3和Q4等级

相对于01等级是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生命质量

评分高和中相对于低评分是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

素，家庭功能良好、中度障碍相对于严重障碍是保

护因素。

表2 自杀意念相关因素回归分析赋值

变量 赋值

因变量 无自杀意念=1，有自杀意念----2

自变量

性别 男=l，女=2

留守 父亲外出=1，母亲外出----2，父母均外出----3，父母

均在家=4

抑郁状况 抑郁=l，无抑郁=O

社交焦虑状况焦虑=l，非焦虑=0

自尊 高=2，中=l，低=0

生命质量 高--2，中=1，低=0

家庭功能 良好=2，中度障碍=l，严重障碍=0

积极应对 高=3，中上=2，中下=1，低=0

消极应对 高=3，中上=2，中下=1，低=0

讨 论

由于自杀是小概率事件，目前大多数关于自杀

的研究都是基于自杀未遂或自杀意念为目标行为的

问卷调查。已有研究证实以学校为基点的自杀行为

筛查是安全可行的n8。。本研究结果显示调查对象自

杀意念总体发生率为8．64％(252／29 1 7)，此数据低于

国内其他研究n9‘22|，可能与研究对象的样本选择及

各研究对自杀意念的判定标准等有关。本次调查女

生自杀意念报告率高于男生，这与国内外学者研究

结论一致∞，2 4I。

对于青少年自杀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心理因素、个体特征或特殊经历、家庭因素、社会因

素4个方面n 8|。家庭因素中父母是主要因素，有文

献表明父母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被认为是一种支持

源，能够降低儿童消极情绪的发生陋“，留守儿童长期

与父母分居，缺少这种支持源，父母对于孩子的关怀

往往经济上大于情感上，造成留守儿童自杀意念发

生率要高于非留守儿童。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社交焦虑、消极

应对方式是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生命质量评分

高、家庭功能良好是自杀意念的保护因素。反映儿

童自杀意念易受不良情绪的影响，应对方式、生命

质量、家庭功能、社交焦虑与儿童自杀意念的发生

密切相关。

本研究采用的是自填式问卷，由于中国传统观

念将自杀认为是心理不健康的一种标志，不少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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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安徽省长丰县农村儿童自杀意念的

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注：变量赋值见表2

或许不愿承认自杀意念的存在乜5|，导致报告偏倚的

发生，所以本文中儿童自杀意念现状有可能被低

估。另外由于本研究是横断面调查，其结果并不能

确定所调查的社会心理因素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因果

关系，需要做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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