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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城市初中生自杀倾向的现况调查

熊光练 吴静 沈秋英 莫少雄 杨道威 张秋云 章翩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城市初中生自杀倾向的流行特点和规律。方法 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方

法，于2003年6月采用“全球学校学生健康调查(GSHS)之中国问卷”在中国北京、杭州、武汉、乌鲁木

齐四城市各抽取25所普通中学共9015名初中学生进行现场问卷调查。结果 四城市初中生中自杀

意念的出现率为14．4％～20．8％，平均为17．4％；自杀计划的出现率为6+8％～9．7％，平均为8．2％；

不同城市问存在差异；初中男生自杀意念的出现率为15．o％，自杀计划的出现率为6，7％；初中女生自

杀意念的出现率为19．7％，自杀计划的出现率为9．5％；女生2种自杀行为均高于男生；城市、年龄、性

别、年级、被欺负天数、被欺负的类型、有无抑郁症状、有无亲密朋友、是否接受过应对压力的健康教育

是初中生自杀倾向的影响因素；初中生被欺负的时间与自杀倾向呈剂量一反应关系。结论 中学生自

杀倾向的状况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应加强中学生的应对方式训练以及培育和谐的学习与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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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0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epid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uicidal tendency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ities of China and to explore the main factors leading to suicidal tendency in adolescents．

Methods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90 1 5 students in grades 1，2，3 and 4

respectively from 25 general middle sch001s in Be巧ing，Hangzhou，Wuhan and Urumqi of China in June

2006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was carried out through“China Global Scho()1．based Student Health Survev

(GSHS)Questionnaire”．Results Arrlong the students in the four cities，the incidence rates of suicidal

ideation were from 14．4％to 20．8％with an avera譬e of 17．4％．The incidence rates of suicidal plan were

from 6．8％to 9．7％with an average of 8．2％and were different among cities．15．O％of the boys had

suicidal ideation and 6．7％of them made a suicidal plan comparing to 1 9．7％of girls having had suicidal

ideation and 9，5％of them made a suicidal plan．The two kinds of suicidal tendency in girls were an higher

than those in b。ys．City，age，gender，grade，days and type of being bullied，depression，close friends and

having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on coping with stresses were factors influencing suicidal tendency of

students．Davs of being buUied and suicidal tendency showed a dose response relation．ConclusioⅡ Suicidal

Lendency seemed common in middle—sch00l students．Training on‘coping the issue’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harmonious environment should be improved in middle sch00ls．

【Key words】 Suicide；Survey；Adolescents

自杀是在心理冲突后产生的一种自我毁灭行

为。在世界范围内，自杀是青少年人群的主要死因

之一，并呈上升趋势。在我国，自杀是10～20岁年

龄群体的第2位死因，仅次于交通事故¨'2|。因此，

如何预测与预防青少年自杀已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

问题。从自杀意念到自杀死亡是一个逐步的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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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中自杀意念是自杀死亡的主要危险之一，自杀

观念的询问是预防自杀死亡的重要步骤¨o。本文通

过对我国四城市100所中学生进行的健康行为调查

数据的分析，了解我国初中生自杀倾向的流行特点

和规律，探索导致青少年自杀倾向的主要因素，为预

防青少年自杀行为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于

2003年6月在北京、杭州、武汉、乌鲁木齐四城市各

抽取25所普通中学共9145名初中学生进行健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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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查[全球学校学生健康行为调查(GSHS)，世界

卫生组织“GHSH”项目内容]。本次调查回收有效

问卷9015份，有效回收率为98．6％。

2．调查方法：本次调查采用GSHS之中国问卷。

该问卷包括核心问卷模块中的9个模块49个问题，

另根据我国国情增加扩展问题及本国特色问题34

个，共83个问题。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统计学特

征、饮食行为、卫生、烟草使用、酒精和其他药物滥

用、心理健康、意外伤害和暴力、体育活动、保护性因

素等。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进入被试者所在班

级向其说明调查目的和问卷的填写方法，然后由学

生自行填写，当场收回问卷。为使调查内容真实可

靠，不要求被调查者填写学校、班级和姓名。资料收

集过程严格遵守GsHs管理原则：必须保护学生隐

私；按照项目要求允许被调查者可以不回答需要保

持的个人信息；本研究的最低有效回答率>95％(各

项分析的合计数可能不一致)；保证调查管理程序标

准化和抽样的规范化；尽量减轻学校负担，尽量减少

对学校正常生活的干扰。

3．自杀倾向评定：对问题“在过去12个月里，你

曾认真想过自杀吗?”做出肯定回答者被认为有自杀

意念，否则认为无自杀意念。对问题“在过去12个

月里，你曾做过如何自杀的计划吗?”做出肯定回答

者被认为有自杀计划，否则认为无自杀计划。报告

曾有过自杀意念或自杀计划者均被认为有自杀

倾向。

4．统计学方法：应用Epi Data 2．1软件建立数

据库，录入原始资料并进行逻辑检查。采用SPSS

12．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f检验等统计

分析。

结 果

1．一般情况：我国“GsHs项目”在四城市共调

查了9015名11～16岁初中学生，其中北京市2348

名，杭州市1802名，武汉市1947名，乌鲁木齐市

2918名。全部调查对象中男生占51．O％，女生占

49．0％；11岁占0．9％，12岁占12．3％，13岁占

30．0％，14岁占31．8％，15岁占21．7％，16岁占

3．8％，平均年龄14．2岁；初一占30．3％，初二占

33．2％，初三占35．8％，初四占0．6％。

2．城市初中生自杀倾向的流行特征：表1表明，

四城市初中生中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的出现率分别

为17．4％和8．2％，城市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

51．05，P<0．01；Y2=18．67，P<0．01)。初中男生

与女生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的出现率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Y2=34．57，P<0．01；Y2=22．37，P<

0．01)。不同年龄组初中生的自杀意念与自杀计划

出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17．21，P=0．004；

Y2=12．52，P=0．028)。不同年级初中生的自杀意

念与自杀计划出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

40．64，P<0．01；Y2=26．58，P<0．01)(表1)。

表1 四城市分年龄、性别、年级初中生自杀意念

与自杀计划的发生情况

3．影响初中生自杀倾向的社会心理因素：

(1)被欺负天数与初中生自杀倾向间的关系：本

研究将“欺负”定义为：一个学生或几个学生对另一

个学生说或做令其讨厌或不愉快的事情，或一个同

学被用不礼貌的方式取笑、逗乐或被他人有目的地

抛掷物品。当力量相当的两个学生发生争执或搏斗

时，或以善意和有趣的方式开玩笑时，不是欺负。

“在过去30天里，有多少天你受到欺负?”与初中生

自杀倾向问的关系见表2。初中生被欺负的天数越

多，自杀意念的出现率越高，自杀计划的出现率也呈

上升趋势。不同被欺负天数的初中生自杀意念与自

 



杀计划的出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96．78，

P<0．01；X2=197．91，尸<O．01)。

表2 四城市初中生被欺负天数与自杀倾向问的关系

被欺负 自杀意念 自杀计划 被欺负 自杀意念 自杀计划
天数 (％) (％) 天数 (％) (％)

O 13 2 6 1 10 33 6 20．6

1— 22．5 9．1 20一29 46．7 28．8

3 25．2 12．6 每天 43．O 25．3

6 33．3 16．0 合计 17．4 8．2

(2)被欺负的类型与初中生自杀倾向间的关系：

“在过去30天里，你最常受怎样的欺负?”与初中生

自杀倾向间的关系见表3。影响自杀意念出现率的

前三位主要原因依次是：“宗教被取笑”、“身体或长

相被取笑”、“被有意的排斥在活动之外或完全不被

理睬”；影响自杀计划出现率的前三位主要原因依次

是：“被有意的排斥在活动之外或完全不被理睬”、

“开黄色玩笑或做黄色动作”、“种族或肤色被取笑”。

受到不同类型欺负的初中生自杀意念与自杀计划的

出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243．55，P<0．01；

X2=122．21，P<O．01)。

表3 四城市初中生被欺负的类型与初中生

自杀倾向间的关系

被欺负的类型 自黼念自黼划

(3)有无抑郁症状、有无亲密朋友、是否接受过

应对压力的健康教育与初中生自杀倾向间的关系

(表4)：对问题“在过去12个月里，你曾连续2周或

更长时问里几乎每天感到非常伤心或绝望而停止平

常的活动吗?”做出肯定回答者被认为有抑郁症状，

否则无抑郁症状。有抑郁症状与无抑郁症状的初中

生自杀意念与自杀计划的出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x2=556．50，P<0．01；X2=433．35，P<0．01)。

有亲密朋友与无亲密朋友的初中生自杀意念与自杀

计划的出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46．90，P<

0．01；Y2=57．57，P<0．01)。接受过教师关于如

何用健康的方式应对压力的教育的初中生与未接受

者自杀意念与自杀计划教育的出现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X2=50．05，P<0．01；X2=35．26，P<

0．01)。

表4 四城市初中生有无抑郁症状、有无亲密朋友以及

是否接受过应对压力的健康教育与自杀倾向间的关系

抑郁症状

有

无

亲密朋友

有

无

602 36．4 335 20．2

787 12．0 313 4．2

164 26．9 96 15．9

1223 16．1 554 7．3

是否接受过应对压力的健康教育

接受过 667 14．4 296 6．4

没接受过 725 20．3 355 10．0

讨 论

1．城市初中生自杀倾向的流行情况：与国内其

他地市同类资料进行比较，本研究初中生2种自杀

行为的报告率均低于上海、合肥、蚌埠市学生‘4。61；初

中生自杀意念的报告率低于广西地区，高于东莞市；

自杀计划的报告率高于广西地区，低于东莞市[7，8I；

与美国全国范围内9～12年级青少年学生自杀行为

报告率相比，同年级青少年2种自杀行为报告率比

美国中学生低‘9 o。

本次调查还表明，初中女生的自杀倾向显著高

于男生，这与国内外众多研究结果一致"’10。1 2I。有

研究者认为，女生感情细腻、思维具体、情感脆弱和

依赖性大等心理特征与自杀意念有关。同时，女生

需要更早地处理性生理突增和性心理相对幼稚的矛

盾、自我意识强烈与社会成熟相对迟缓的矛盾等，这

些矛盾解决不好，可以导致自杀行为¨3|。研究结果

亦显示，初中生自杀倾向随年龄增长和年级增高呈

增加趋势，初三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计划的出现率

在各年级中最高。在我国，初三年级意味着九年制

义务教育的结束，青少年面临人生第一个转折点，有

较大心理压力是正常的，但是，若他们在遭受挫折出

现严重的心理失衡状态后，得不到家庭或社区支持

系统的及时帮助，则易采取“一死了之”的手段。已

有研究表明，自杀死亡、未遂、自杀意念的发生，与青

少年的年龄及发育成熟与否有关。随着年龄的增

长，年龄越大，自杀成功率越高¨4I。

2．社会心理因素对初中生自杀倾向的影响：青

少年把自杀作为摆脱问题的方式，通常是一系列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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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相互作用的结果，如自卑、家庭冲突、学习压力、情

绪冲突等¨5|。本研究显示，被欺负天数、被欺负的

类型、有无抑郁症状、有无亲密朋友、是否接受过应

对压力的健康教育是影响初中生自杀倾向的社会心

理因素，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符。一项对14～16岁

芬兰两地区共20 213名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5％女

性及6％男性在本学期内每周均遭欺侮，2％女生及

9％男生报告他们至少每周一次欺侮别人。而2％

男生及2％女生报告严重的自杀观念。多元分析提

示抑郁及严重的自杀观念与被欺／欺人显著相关，严

重自杀观念的最高危人群是那些同时涉及被欺侮及

欺侮他人者(oR=12．1)。结果提示抑郁既是欺侮

事件的结果又是其原因¨⋯。各种程度的抑郁情绪、

无望感、无助感与自杀之间的关系，已得到广泛的印

证。Robert和ChenⅢo调查了两个种族(墨西哥族

及安各洛族)3200名学生，并利用CES—D(流行病学

调查用抑郁量表)及有关自杀的问卷筛查抑郁及自

杀症状的出现频率。结果显示，在两个种族中都表

现出抑郁与自杀观念有显著相关，多元logistic回归

分析显示抑郁与自杀观念显著相关(调整0R=

10．6)，感到孤独等因素也与自杀观念相关。国内的

研究也表明，被同学欺负、人际关系紧张、抑郁、绝望

等均与青少年自杀行为密切相关u 8I。

综上所述，建议在中学生中开展心理卫生教育，

加强中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的心理品质与心理能

力的训练；教育引导中学生形成健康的人格品质，矫

正不良人格。关注女生群体，及时给予女生心理支

持与帮助，早期处理好性生理与性心理之问的矛盾

以及自我意识与社会成熟之间的矛盾。培育和谐的

学习与成长环境；注意青少年自杀倾向的早期干预，

密切关注有明显心理障碍(如抑郁、自卑、精神分裂

倾向等)的学生和有潜在自杀危险的高危学生，及时

给予心理支持与帮助。避免有自杀念头的学生发展

为自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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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错即改·

对本刊2007年第1期“湖北省恩施州医药人员对药物不良反应报告

认知度调查”一文中数据错误的勘误

本刊2007年第l期第87页“湖北省恩施州医药人员对药物不良反应报告认知度调查”一文表1中，“报告程序”项下“是”

的合计数据应改为“368”，“否”合计数据应改为“132”。谨此更正，特向作者、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