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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2年我国中
发生率的Meta分析

学生自杀意念

常微微姚应水袁慧 陈佰锋梁雅丽 陈燕 宋建根李杰 朱玉

【摘要】 目的运用Meta分析综合评价2000--2012年中国中学生自杀意念发生情况，并分

析其在性别和年级间的差别，为中学生自杀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系统检索PubMed、万方数

据库、维普信息资源系统、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收集所有关于中国中

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的研究文献。资料进行异质性检验，以确定采用固定模型或随机模型进行合

并分析，采用秩相关检验法进行发表偏倚的评估，并对性别和年级进行亚组分析。结果共入选

相关文献40篇，总样本量为320 375人，总自杀意念发生率为17．99％(95％CI：16．59％一

19．49％)。将自杀意念发生率按照性别和年级分层分析，男、女生自杀意念发生率分别为14．71％

(95％CI：13．42％．16．11％)和19．92％(95％C／：19．30％～21．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初中生和高中生自杀意念发生率分别为16．94％(95％a：15．35％一18．66％)和19．0l％

(95％CI：17．23％～20．9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结论中国中学生不同性别和年级

间自杀意念发生率存在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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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valence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gender and grades

of suicide idea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 1 2 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suicide preven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Methods Electronic search strategy was

carried out，using PubMed，Wanfang Database，VIP Database，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CNKI)and CBM to collect data on suicide idea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ixed effects model or random effects model was employed according to statistical tests for the

homogeneity．Publication bias was assessed by rank correlation test．Results 40 PaDers were

included for meta—analysis．with a total sample size of 320 375．The combined preval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was 17．99％(95％C，：16．59％一19．49％)．Prevalence rates of suicide ideation were stratified

by factors as gender and grade at sch001．Pooled prevalence rates on suicide ideation were as follows：

14．71％(95％c，：13．42％一16．11％)and 19．92％(95％CI：19．30％一21．64％)，P<0．05 forboys and

girls：16．94％(95％CI：15．35％一18．66％)and 19．01％(95％CI：17_23％一20．93％)，P<0．05 for

senior or i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respectively．Conclusion There were differences in the

preval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etween genders and grades in China．

【Key words】 Suicide ideation；Meta—analysis

自杀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目

前自杀已成为危害青少年健康的重要因素。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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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分析·

15～34岁人群的第1位死因是自杀，且呈明显的低

龄化趋势⋯。中学生处于青春期是身心发育的重要

时期，易发生自杀等极端行为问题。自杀意念是指

各种威胁自己生命的意向，包括可观察到的行为，但

未见行动，具有隐蔽、广泛、偶发以及个体差异性的

特点，往往是自杀行动的先兆[2，。自杀意念的相关

研究对预防自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不同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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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的报道结果相差较大，为全

面评估近年来我国中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本研

究系统检索已发表文献，采用Meta分析估计全国的

中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并采用亚组分析评估其

在不同性别和年级间的差别，为中学生自杀干预提

供理论依据。

资料与方法

1．文献检索方法：检索范围为2000--2012年间

发表的与中学生自杀意念相关的文献。检索

PubMed、万方数据库、维普信息资源系统、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及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收录的

全文或摘要。文献检索策略为万方数据库(检索

式：“摘要=自杀意念”and“摘要=率”and“摘要=

中学生”，年限：2000—2012)、维普信息资源系统

(检索式：“文摘=自杀意念”并且“文摘=中学生”，

年限：2000--2012)、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式：

“主题=自杀意念”并且“主题=中学生”，年限：

2000--2012)、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检

索式：“摘要：自杀意念and中学生”，年限：2000—

2012)、PubMed(检索式：“suicide ideation”and

“China”and“students”)。

2．文献纳人和排除标准：纳入标准：①自杀意念

的调查研究且已公开发表；②研究对象为中国中学

生；③需明确给出自杀意念的定义(过去的12个月

内，曾认真想过自杀)；④报告了中学生人数以及自

杀意念的学生人数，或用文中数据计算出所需数

值。排除标准：①与自杀意念相关的综述、报告；②

重复发表、重复收录、资料雷同或有明显错误的研

究；③数据不完整，无法计算出相应的自杀意念人

数、非自杀意念人数或自杀意念发生率；④2000年

前发表的文献。

3．文献筛选：通过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进行初

筛，再对初筛的文献阅读全文进行二次筛选，最终根

据人选标准决定文献是否被纳入。此过程由2名研

究者独立完成，不同意见者通过讨论达成一致。

4．文献质量评价：本研究参考Loney等b1提出的

疾病患病率或发病率研究质量评价准则对纳入文献

进行质量评价。该准则设置8条标准对文献进行评

估并评分，主要包括研究方法的有效性、结果的合理

解释等，以得分多少反映文献质量水平高低，得分范

围0～8分，得分越高，表示文献质量越好。

5．统计学分析：运用R2．8．0软件中Meta Drop进

行率的Meta分析，采用Freeman—Tukey双反正弦变

换法进行率的合并计算。先进行异质性检验，结果

若为P>O．05，说明纳入文献之间是同质性，采用固

定效应模型，反之说明文献间为异质性，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然后采用秩相关检验法进行发表偏倚评

估。两大样本率的比较采用f检验。P≤o．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文献基本情况：共检索到2000--2012年发表

的相关文献491篇，最终有40篇满足纳入标准n“1

(图1)。40篇文献总样本量为320 375人，不同研究

样本量相差较大(表1)。其中16篇质量评分为7

分，17篇为6分，7篇为5分。已发表文献最常见问

题为未对缺失值和无效问卷的出现原因及其潜在影

响做出清楚解释，多数文献未报告自杀意念发生率

的95％CI，少数文献未具体说明研究对象的抽取方

法(表1)。

检索相关文献491篇：

万方数据库(77篇)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31篇)

维普信息资源系统(110篇)

PubMed(42篇)

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131篇)
通过阅读题目和

摘要排除401篇

关于自杀意念的研究90篇
通过阅读全文排除重复、

非调查研究、重复发表、

重复收录或资料雷同的
T 文献32篇

l关于自杀意念的调查研究58篇
～ 阅读全文排除未明确

+
一

给出自杀定义18篇

共纳入本研究40篇

图1 中学生自杀意念相关研究Meta分析

文献检索纳入流程

2．Meta分析：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P<O．05)，

说明纳入的文献之间存在异质性，自杀意念发生率合

并采用的是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的结果，合并的自杀意

念发生率为17．99％(95％CI：16．59％～19．49％)，并

将自杀意念率按照性别和年级进行分层分析(表

2)。其中男、女生的自杀意念率分别为14．7l％

(95％CI：13．42％～16．11％)和19．92％(95％CI：

19．30％～21．64％)；初中、高中生合并自杀意念率分

别为16．94％(95％CI：15．35％～18．66％)和19．01％

(95％CI：17．23％～20．93％)。经f检验，发现自杀

意念率在性别和年级问存在差异，女生的自杀意念

率高于男生(x2=1377．75，P<O．05)，高中生高于初

中生(f=215．23，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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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0--2012年我国中学生自杀意念Meta分析文献纳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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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究 分层分析 文献 文 研究 分层分析 文献

献年份 男生 女生 初中 高中 评分 献 年份 男生 女生 初中 高中 评分

14 J 2012 86／855 142／1028 136／923 92／960 7 24l 2008 一 一462／1919 693／1865 7

15 J 2012 192／1463 247／1244 278／124l 161／1466 6 125 J 2008 893／4281 11 ll／4034 688／3305 13 16／5010 7

6 2012 345／2655 690／3167 482／2772 541／3057 7 【26 2008 212／1386 282／1535 193／1203 301／1718 6

[7]2012 188／1531 264／1646 234／1478 218／1699 7 27 2008 144／1272 212／1202 144／1254 212／1220 6

18 J 2011 一 一 95／776 75／690 6 28 2008 133／503 129／508 — 262／1011 5

19 J 201l 658／6096 107l／6633 一 一 7 29】 2007 一 一 245／219l 503／2706 7

l 10 J 20ll 468／2573 347／1372 387／2176 428／1769 6 30l 2007 77／546 16l／748 一 一 6

l 1l J 20ll 112／901 148／894 260／1795 — 6 31 2007 345／2729 44l／239l 351／2625 435／2495 7

l 12 J 2010 176／1498 257／1816 188／1338 240／976 6 32 2007 129／979 277／954 469／1933 — 7

113 J2010 130／1134 157／1044 108／935 179／1243 5 33 2007 185／1535 280／1508 173／1301 292／1742 5

14 2010 41／468 74／614 43／450 72／632 5 34 2007 335／1887 498／2121 277／1382 458／2018 6

115 J2010 38／353 43／369 29／247 52／475 6 35 2007 一 一 162／1048 106／505 7

l 16 J 2009 一 一 744／6228 777／5424 5 36 2007 26l／1876 398／1922 — 659／3798 6

l 17 J 2009 114／1004 149／1004 一 一 6 】37 2007 523／2742 659／253 1 62 1／2934 632／2649 7

118 J2009 14831／88 808 22604／93024 15077／75285 22376／106547 6 38 2006 一 一 386／2841 366／2012 6

l 19 J 2009 133／1372 227／1682 152／1210 208／1844 7 【39l 2005 一 一 173／575 128／499 7

120 J 2009 585／1801 73l／2095 739／2143 913／2043 7 【40l 2005 29／276 292／1460 一 一 5

121 J 2009 56／469 83／578 53／283 86／764 7 41 2004 279／1 143 280／877 274／1047 285／973 6

22 2009 242／1268 364／1284 314／1302 292／1250 7 142 J 2003 569／308l 566／3134 401／3052 734／3100 6

123 J 2008 811／3618 1107／3293 938／3432 980／3479 5 43 2003 103／740 153／876 135／828 12l／788 6

注：分子为自杀意念人数，分母为总人数

3．敏感性分析：选用不同模型时，效应合并值

点估计和区间估计的差异，结论无明显变化：删除文

献质量评价得分最低(5分)的文献，评价文献质量

对Meta分析结果的影响。删除其中质量评分为5分

的5篇文献后，自杀意念发生率由17．99％(95％CI：

16．59％一19．49％)变为18．21％(95％c，：16．73％～

19．78％)。

4．发表偏倚分析：分析发表偏倚用Begg提出的

秩相关法进行发表偏倚的识别和评估。结果显示，

总的、男生、初中生和高中生自杀意念的人选研究文

献无发表偏倚。女生分层分析的人选文献存在发表

偏倚(P<0．05)，见表2。

讨 论

本文应用Meta分析综合我国2000--2012年中

学生自杀意念的相关研究结果，虽然文献数量存在

地区差异，但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反映

出国内中学生自杀意念的特征。表明我国中学生自

杀意念的合并发生率为17．99％(95％CI：16．59％～

19．49％)，高于一些西方国家m，45|。分层分析表明，

中学生的自杀意念率在性别和年级存在差异。女生

的自杀意念率高于男生。这可能与女生感情细腻、

依赖性强以及男女生在家庭、社会中性别角色、解

决问题的方式不同等有关。国外有相关研究发

现，青少年女性在面对压力时，容易表现出更多的

脆弱性m1。说明女中学生是自杀行为预防的重点对

象。所以学校应加强对女生的心理教育，减少其自

卑情绪，提高自身的认知程度，树立良好的自信心。

本研究分层分析结果显示，年级是自杀意念的

危险因素。其中高中生的自杀意念发生率较初中

生高。出现这种原因可能是由于高年级学生理想

的我与现实的我间的差距较之低年级学生更大，同

表2 2000--2012年我国中学生自杀意念Meta分析 时中学生进入高中学习阶段，需

要应付考试和升学等压力明显

增加，因而高中生会出现更多的

心理矛盾和冲突，当出现严重的

心理失衡状态，由于不能及时得

到家庭或社会的帮助而往往产

生自杀意念的想法，提示高中生

特别是高三学生是预防自杀行

 



·518· 生堡煎鱼疸兰苤查兰!!!堡!旦笙!兰鲞笙!塑堡垒堡!里旦!璺!里型!塑型!!!!!塑!：!!!堕!：!

为的重点人群。

从以上Meta分析结果可见，各研究结果间存在

异质性，这可能是由于各研究的基线水平不同所

致。Meta分析的质量好坏主要取决于所分析的文

献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本文敏感性分析显示，文

献质量对结果稍有影响。提示未来应开展高质量的

研究，应明确自身意念定义和保证数据分析方法的

完备性等，从而使综合评价的结果更可靠。针对本

次分析结果，在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要根据性

别、不同年级和学生的心理特点及需求，有针对性地

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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