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自杀的迫切性·

中南大学大学生自杀意念及其危险因素研究

徐慧兰 肖水源 冯姗姗 陈希希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南大学大学生的自杀意念的出现率及其危险因素。方法 采用自制的自

杀意念调查表、症状自评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以及

一般资料调查表，以分层整群抽样方法，调查中南大学三个校区大学生 *+, 名，并通过多因素 -./01203
回归模型，筛选出自杀意念的主要危险因素。结果 大学生样本中有456*7的人最近一年内出现自

杀意念，+687的人有详细的自杀计划和方法，4697的人有过自杀未遂行为。-./01203 回归分析揭示自

杀意念的主要危险因素是对专业不满意、社会支持少、负性生活事件多以及抑郁倾向。结论大学生样

本中自杀意念发生率较高，因此，根据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主要危险因素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是当前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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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青少年自杀死亡已成为这一年龄阶段

的第二大死因，仅次于交通事故［4，+］。青少年自杀

问题日益突出，受到广泛的关注。P.B<H-.K［,］指出

在大部分高中或大学校园，自杀或自杀未遂已是常

见事件。自杀意念者是自杀的最重要的高危人群之

一［5］。目前，国内虽然一些学者对大学生自杀意念

进行了研究［8，*］，但自杀意念的主要危险因素仍不

清楚。本研究旨在了解高校大学生的自杀行为，探

究大学生自杀意念产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为预防大

学生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后果提供科学依据。

作者单位：54&&:9 长沙，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与卫生

事业管理系

对象与方法

4 6对象：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中南

大学在校大学生（包括校本部、铁道校区、湘雅校区

三校区）按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各抽取一个班级进行

调查，共 *+, 人，其中有效问卷为 *4& 份，年级覆盖

4 Q 8 年级；专业覆盖文、理、医学，其中文学类 4,:
人（占总人数++ 687），理、工学类 +,% 人（占总人数

,% 6+7），医学类 +,5 人（占总人数,9 657）。

+ 6方法：

（4）研究工具：!自制一般情况问卷：包括性别、

年龄、年级、专业、学生来源、家庭类型、是否独生子

女、家庭收入、在校生活费用、吸烟饮酒习惯、专业满

意程度（对本专业是否满意）、学习成绩（根据班上平

时学习成绩的排名，学生对学习成绩进行自我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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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分很好、中上、中等、中下以及很差五个等级）、心

理咨询或治疗史等。!自制自杀意念问卷：根据

!"#$ 自杀意念问卷修改而成［%］，为了检验该问卷的

效度，以 !"#$ 自杀意念问卷作为标准测量工具，测

量同一人群，两次调查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
系数为) *+，反映具有较好的效度。为了真实地反映

大学生自杀行为问题，将自制自杀意念问卷有关条

目列于“生活信心”栏目下，与其他问题混合进行测

定，其条目包括：近一年内是否有自杀意念（一年内

是否严肃地想过要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意念

持续的时间、自杀计划（是否有详细的计划和方法）、

自杀未遂（在过去任何时候是否采取了伤害自体的

行动）共四个条目。"症状自评量表（,-./0)）［+］，

以此量表评定大学生最近 1 个月来心理症状痛苦水

平。#生活事件评定量表［0］，以此量表评定大学生

过去 12 个月生活事件发生频度和应激强度。$社

会支持评定量表（,,3,）［1)］，以此量表评定大学生

最近 1 个月来所获得的社会支持。

（2）评定方法：研究者逐条讲解测试问卷，且申明

本研究将不会给受试者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受试者以

自评的方式集中填写问卷，所有问卷填写后当场收

回，由研究者逐一检查，要求受试者即时对漏填项目

进行补充。在调查结束 14 天后随机抽取其中的 5)
名调查对象（约占调查总数的 46）进行重复测定，将

两次调查结果进行一致性分析，&’((’ 系 数 或 者

7"’89:; 相关系数均 < )*%，提示资料可信度较高。

（5）统计学分析：所有资料进行统一归类、整理

后用统计软件包 ,7,, 1) *)进行数据处理分析。采

用 =:>?9@?# 回归分析评价各危险因素对自杀意念的

影响，并用 !" 值反映影响程度。# 值基于双侧似

然比检测。

结 果

1 *大学生自杀行为：在 A1) 份有效问卷中，有 +0
人（占总样本的1B *A6）表述自己在 1 年内认真想过

要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其中男性 B4 人（占总样本

的% *B6），女性 BB 人（占总样本的% *26）。经卡方

检验男女自杀意念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C

) *B5，# < )*)4）。B4 人（占有自杀意念者的4) *A6）

只在瞬间有自杀念头；2+ 人（占 有 自 杀 意 念 者 的

51 *46）自杀意念持续时间在 1 周以内；1A 人（占有

自杀意念者的2A *26）自杀意念持续时间在 2 周以

上。4) 人（占总样本的+ *26）考虑了自杀方法但没

有详细的自杀计划；14 人（占总样本的2 *46）有详

细的自杀计划和方法；1) 人（占总样本的1 *A6）自

杀意念持续时间 2 周以上且有详细的自杀计划和方

法。+0 例近一年有自杀意念者中 11 人（占总样本

的1 *+6）有过自杀未遂既往史，其中 0 人有过一次

自杀未遂，2 人有过两次以上自杀未遂；421 例近一

年无自杀意念者中 % 人有过一次自杀未遂。经卡方

检验，近一年有自杀意念者中既往自杀未遂发生率

显著高于近一年无自杀意念者既往自杀未遂发生率

（%
2 C 52 *22，# D )*)1）。

2 *自杀意念组和非自杀意念组的主要社会人口

学特征：+0 人有过自杀意念，作为病例组；无自杀意

念者 421 人，作为对照组。两组社会人口学特征如

表 1 所示。卡方检验结果表明，除家庭类型外，自杀

意念者与非自杀意念者之间性别、年级、专业、来源、

家庭经济收入、是否独生子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说明两组主要人口学特征一致，均衡性较好。提示

生活在单亲家庭，可能是自杀意念形成的危险因素。

表 1 中南大学大学生自杀意念组（$ C +0）与

对照组（$ C 421）主要人口学特征

变量

自杀意念组

人数
构成比
（6）

对照组

人数
构成比
（6）

%
2 值 # 值

性别 ) *B5 < )*)4
男 B4 4)*2 2+5 4B *5
女 BB B0*B 25+ B4 *%

年级 ) *%+ < )*)4
一 % % *0 40 11 *5
二 25 24*+ 120 2B *5
三 52 5A*) 1B% 2+ *5
四 1A 1+*) 125 25 *%
五 11 12*B A2 11 *0

专业

文学类 2+ 51*4 11B 21 *0
理、工学类 52 5A*) 2)B 50 *2
医学类 20 52*A 2)2 5+ *+

学生来源 1 *4% < )*)4
农村 BB B0*B 22B B5 *1
城市 BB B0*B 202 4A *)

家庭经济收入! 1 *55 < )*)4
D 5)) 10 21*5 02 1% *%
5)) E 2+ 51*4 140 5) *A
A)) E 1+ 2)*2 04 1+ *5
< 0)) 1+ 2)*2 1A1 51 *)

家庭类型 B *%% D )*)1
单亲 1) 11*2 20 4 *A
双亲 %+ +%*A B+A 05 *4
他人照顾 1 1 *1 2 B *)

独生子女 ) *5B < )*)4
是 2A 20*2 1A+ 52 *5
否 A5 %)*+ 542 A% *%

!元 F人均每月

5 *自杀意念与各社会、心理变量的关联强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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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根据生活事件（!" #$ % &’ #"）、社会支持（$( #& %
( #(）、)*+,(’总 分（-$ #’ % &- #.）的 平 均 得 分 以 及

)*+,(’躯体、强迫、人际、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

执、精神维度各因子得分 $ 分（中度痛苦水平）为分

级标准将各变量得分分组，分组方法如表 $ 所示，分

别调整性别、年级、专业、家庭经济收入、学生来源、

家庭类型、是否独生子女 / 个影响因素之后，单因素

01234536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近 & 年是否有自杀意念与

学生的学习成绩、专业满意度、生活事件、社会支持、

)*+,(’总分以及)*+,(’各维度得分都有显著关联。

自评学习成绩差者自杀意念出现的危险性约为自评

学习成绩好者的 . 倍（!" 7 -#/&，# 7 ’#’&"），对专

业不满者自杀意念出现的危险性为对专业满意者的

! 倍（!" 7 !#$/，# 8 ’#’&），生活事件总分!!" 分者

自杀意念出现的危险性为生活事件总分 8 !" 分者

的 ! 倍（!" 7 "#-/，# 8 ’#’&），社会支持总分 8 $(
分者自杀意念出现的危险性为社会支持总分!$(
分者的 " 倍（!" 7 "#&-，# 8 ’#’&），)*+,(’总分!-$
分者自杀意念出现的危险性为)*+,(’总分 8 -$ 分者

的 - 倍（!" 7 !#9’，# 8 ’#’&）。

! #大学生自杀意念危险因素的综合分析：将单

因素 分 析 结 果 # 值 8 ’#$的 研 究 因 素 纳 入 多 元

01234536 回归模型，在!7 ’# ’- 水准上用后退法进行

分析，其结果见表 "。多因素分析结果发现：对专业

不满意、社会支持少、负性生活事件多以及有抑郁倾

向者与自杀意念出现的危险性增加有关。

讨 论

自杀行为是从自杀意念、自杀未遂到自杀死亡

逐步发展的，虽然不一定连续，但自杀意念是自杀死

亡的强危险因素［&&］。国内一些学者关于大学生自

杀意念率的报道没有指明自杀意念发生的时间维

度［.］，因此即便是对同一人群自杀意念发生率的报

道，其结果仍相差悬殊。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样本

中大学生近一年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其结果

与余小鸣等［-］对 $"& 名医学生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的

年自杀意念发生率 &-:相近。;<440<= 等［&$］在一般

人群中抽样调查了 -9// 人，自杀意念的终生发生率

为&" #-:。>?@<0［&"］在一项一般人群普查中发现，在

表 $ 中南大学大学生社会、心理因素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变 量
自杀意念组

人数 构成比（:）

对照组

人数 构成比（:）
!" 值" (-: $% # 值

学习成绩

很好 ! !#- !( ( #! &（参考值）

中上 $’ $$#- &-9 "’#! & #/’ ’ #-! A -#". ’ #"."
中等 "" "/#& $$" !$#( $ #’! ’ #./ A .#&. ’ #$’9
中下 $& $"#. .( &" #" - #’$ & #-. A .#&9 ’ #’’/
很差 9 (#’ $’ " #9 - #/& & #!- A $$#-. ’ #’&"

专业满意度

对专业满意 &- &.#( $$’ !$#" &（参考值）

无所谓 "( !"#9 &9$ "-#’ " #&& & #-9 A .#&" ’ #’’&
对专业不满 "$ ".#’ &&- $$#& ! #$/ $ #&& A 9#.$ ’ #’’’

生活事件

总分 8 !" 分 &/ &(#& $.9 -&#- &（参考值）

总分!!" 分 -! .’#/ $&’ !’#! " #-/ & #(9 A .#!$ ’ #’’’
社会支持

总分!$( 分 $$ $!#/ $-9 !(#. &（参考值）

总分 8 $( 分 -& -/#" &(’ ".#- " #&- & #// A -#.’ ’ #’’’
心理健康水平

)*+,(’ 总分!-$ 分"" .- /"#’ &/& "$#( ! #9’ $ #9" A 9#&! ’ #’’’
躯体因子分!$ 分 B $/ "’ #" -! &’ #! " #-/ $ #’" A .#$( ’ #’’’
强迫因子分!$ 分 B -9 .- #$ &-’ $9#9 ! #$! $ #-- A /#’/ ’ #’’’
人际因子分!$ 分 B !" !9 #" &&" $&#/ $ #9. & #/! A !#/& ’ #’’’
抑郁因子分!$ 分 B !/ -$ #9 &&$ $&#- " #$9 & #(( A -#!& ’ #’’’
焦虑因子分!$ 分 B "9 !$ #/ .$ && #( ! #!- $ #-( A /#.! ’ #’’’
敌对因子分!$ 分 B !" !9 #" &’( $&#’ $ #(9 & #9& A !#9( ’ #’’’
恐怖因子分!$ 分 B $( "$ #. -! &’ #! " #/$ $ #&$ A .#-" ’ #’’’
偏执因子分!$ 分 B ". !’ #! 9- &. #" $ #99 & #/’ A !#99 ’ #’’’
精神因子分!$ 分 B $( "$ #. -’ ( #. " #.- $ #’- A .#-$ ’ #’’’

" !" 值为调整 !" 值，调整变量为性别、年级、专业、家庭经济收入、学生来源、家庭类型以及是否独生子女；"")*+,(’ 总分 8 -$ 分组的

!" 值为参考值；B 各维度因子分 8 $ 分组的 !" 值为参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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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自杀意念危险因素的多元 "#$%&’%( 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 !!" #$ 值 )*+ %& ’ 值

专业满意度 , -.* , -.. . -,! / -!! 0 !-// , -,,/
抑郁因子 / -/1 , -2! ! -.! / -2/ 0 3-22 , -,,4
社会支持 5 /-.3 , -!2 , -.1 , -/2 0 ,-** , -,/,
生活事件 , -).* , -!32 . -*. / -./ 0 *-.* , -,/2
常数 5 *-!4 / -.4 , -,/ , -,,,

注：进入多因素分析样本例数为 4,/ 例

678 9:;7< 的 3., 名调查对象中，1 -)+的人报告在

调查前一年内有过自杀意念。本研究提示自杀意念

发生率在大学生群体中较高。

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随人群特征的不同而不

同，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且危险因素之间有交互作

用。本研究通过控制混杂因素的影响后，主要从社

会人口学以及社会心理因素两方面初步探讨大学生

自杀意念形成的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抑郁

水平与自杀意念呈显著相关，这与王玲，路仕容［/2］

对大学生自杀态度、抑郁水平和自杀意念的研究结

果一致。抑郁与自杀之间的关系，已得到广泛的印

证。相关研究表明，!*+ 0 3)+的自杀未遂者有抑

郁的诊断［/.］。抑郁情绪将对大学生活产生明显的

负面影响，如学习成绩、人际关系、认知功能等的影

响，反过来学习成绩的下降、人际关系不良、认知功

能的减退加重抑郁，因此及时发现情绪的异常，就有

可能及时发现处于危机中的、有潜在自杀危险的个

体。专业满意度是大学生自杀意念出现的重要危险

因素之一，这与张克让等［4］对大学新生自杀观念及

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果相同。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渐

普及，当代大学生面临的学习、就业压力也越来越

大。对专业不满意，可能导致学习成绩差，对自己的

前途产生悲观绝望等负性情绪。社会支持的获得可

减 低 自 杀 意 念 的 发 生，这 与 很 多 研 究 结 果 一

致［4，/*，/4］，社会支持一方面作为社会心理刺激的缓

冲因素或中介因素，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的健康提

供间接的保护作用，个体可通过寻找和利用情感支

持以及物质方面的支援来减少紧张刺激；另一方面

社会支持对维持一般的良好的情绪体验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良好的社会支持是降低大学生自杀危险性

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青少年中的自杀行为与负

性生活事件相关［/3，/1］，与家庭、伙伴、同学、朋友的

争吵，失恋、经济困难等负性生活事件都会增加社会

心理刺激的质和量，大学生还处于生理、心理不完全

成熟期，应付能力差，在遇到重大负性生活事件的打

击时，易于产生抑郁、焦虑情绪，从而增加了产生自

杀意念的危险性。

为预防大学生自杀，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的心

理素质教育，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在大学校园

里设立相应的机构，配置相应的人员，积极开展学校

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心理保健以及自杀监测与预防

工作，使处于心理危机的大学生能及时地得到专业

性的支持和帮助，对于经历重大生活事件的学生及

时采取干预措施，进行心理疏导，防止抑郁情绪的产

生。尽可能地使考生选择自己满意的专业，对于成

绩差的学生，老师、同学、朋友、父母不应该歧视、指

责他们，应该帮助他们找出成绩差的原因，引导他们

对所学科目产生兴趣，尽力帮助他们度过危机。

（参加本项研究的还有中南大学预防医学专业 )1 级实

习生刘丽娟、李颖、尹德卢、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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