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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绝望感、心理复原力与自杀意念关系的研究

李艳兰

（宜春学院师范教育学院，江西宜春３３６０００）

　　摘　要：目的　探讨大学生绝望感、心理复原力在自杀意念形成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Ｂｅｃｋ绝望感量表（ＢＨＳ）、大学生复原

力量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ＳＩＯＳＳ）对７０９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有效回收问卷６８２份。结果　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７．０％。有自杀意念大学生在绝望感及各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无自杀意念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在外部复原力、内部

复原力上得分显著低于无自杀意念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心理复原力在绝望感与自杀意念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犘＜

０．０１）。结论　大学生自杀意念受绝望感、心理复原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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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意念产生后有两种变化趋势：强化或弱化。自杀意念

强化的结果是自杀行为的实施，弱化的结果则是自杀意念的减

退或消失。自杀意念产生后是强化还是弱化，与内在力量、外

部环境密切相关［１３］。已有研究证实，绝望感与消极认知方式

密切相关，对抑郁症的发作有预测作用［４］；绝望感与自杀意念

呈显著正相关，绝望水平高的个体容易出现更多的自我伤害行

为且是自杀行为的关键心理危险因素［５６］。心理复原力是指个

体从困境或生活威胁性情境中维持身心功能健康的能力，可以

通过危险因素冲击的降低、消极连锁反应的减缓、个体自尊与

自我效能感的提高以及危机解决机会的开发等４种机制实现

对个体的积极影响。研究证实，心理复原力与抑郁呈显著负相

关［７］，与适应水平、心理健康水平呈正相关，拥有良好心理复原

力的大学生更容易适应环境，保持健康心理［８９］。

Ｍａｎｎ等
［１０］提出了自杀过程中的应激易感模型，认为自

杀是应激因素、保护性因素（家庭、社会、文化等）与个体素质

（易感性、人格、认知等）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他们共同作

用才导致个体发生自杀行为，为自杀的评估和干预提供了一个

新的视角。笔者基于应激易感模型的观点，以心理复原力作

为素质因子，绝望感为应激因子，探讨他们对自杀意念的预测

力，为大学生自杀预防与干预提供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取整群分层抽样法，从江西省两所综合性

大学抽取７０９名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在取得知情同意后，以

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问卷测评。发放问卷７０９份，有效回收问

卷６８２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６．２％。受试者包括男３２０名、女

３５４名，８人缺少此项信息；年龄１７～２５岁，平均（２０．６０±

１．４１）岁；其中大学一年级１９９名，大学二年级２１９名，大学三

年级１９２名，大学四年级７２名；理工类３４４名，文史类３３８名。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量表调查　采用Ｂｅｃｋ绝望感量表（ＢＨＳ）、大学生复原

力量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ＳＩＯＳＳ）对６８２名大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１）ＢＨＳ
［１１］：由对未来的感觉、动机的丧失和对未来的

期望３个因子２０个条目构成，每个项目有“是”与“否”２个选

项。３个因子总分构成绝望感总分，分值越高，绝望感水平越

高。（２）大学生复原力量表
［１２］：包括３８个条目及社会交往能

力、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乐观宽容、自我价值感、自我认可及对

生活的目标感、自我掌控、自我调适等８个因子。本研究中把

社会交往能力、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合并为外部复原力，把乐观

宽容、自我价值感、自我认可及对生活的目标感、自我掌控、自

我调适合并为内部复原力。采取利克特５点量表计分方法，得

分越高复原力越强。该量表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系数为０．９１，分半信

度是０．８７，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３）ＳＩＯＳＳ
［１３］：由２６个条

目及绝望因子、乐观因子、睡眠因子、掩饰因子４个因子组成，

采取“是”与“否”回答。绝望因子、乐观因子、睡眠因子三者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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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１２分为是否有自杀意念的筛选标准，得分小于１２分判定为

无自杀意念，反之则有自杀意念，分值越高自杀意念越强。以

掩饰因子４分作为鉴别测量是否可靠的标准。本量表具有较

好的信度和效度。

１．２．２　中介作用分析　采用温忠麟等
［１４］提出的三步回归分

析法，建立３个回归方程来检验中间变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

间的中介作用。第一个方程为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第二个

方程为中介变量对自变量的回归。如果上述两个方程的回归

系数显著，继续建立第三个方程，即因变量对自变量与中介变

量的回归。增加中介变量后，如果自变量回归系数与第二个方

程比较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表明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如果自

变量回归系数不显著，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作用。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主要

采用描述性统计、狋检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路径

分析，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　在６８２名大学生中有４８名自

杀意念得分超过１２分，即４８名有自杀意念，自杀意念发生率

为７．０％。

表１　　有无自杀意念的大学生绝望感、心理复原力

　　　得分比较（分，狓±狊）

因子 有自杀意念者 无自杀意念者 狋 犘

对未来的感觉 ３．６５±１．４４ ２．０３±１．３３ ８．０５２ ０．０００

动机的丧失 ３．４６±１．６２ １．７０±１．４２ ７．２８１ ０．０００

对未来的期望 ３．８３±１．０８ １．８５±１．３５ １１．９９９ ０．０００

绝望感 １０．９４±２．５３ ５．５９±３．０７ １３．８７３ ０．０００

外部复原力 ５９．９６±１０．０１ ６９．３９±１０．７６ －５．８８４ ０．０００

内部复原力 ４９．７１±８．４４ ６２．６７±９．９８ －８．７６３ ０．０００

２．２　有无自杀意念组大学生绝望感、心理复原力得分比较　

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在绝望感及各因子上得分显著高于无自

杀意念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在外部复原力、内部

复原力上得分显著低于无自杀意念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１），见表１。

２．３　大学生绝望感、心理复原力与自杀意念的相关性　自杀

意念与绝望感诸因子呈正相关（犘＜０．０１），与内、外复原力呈

负相关（犘＜０．０１）；绝望感诸因子之间呈正相关（犘＜０．０１），绝

望感诸因子与内、外复原力呈负相关（犘＜０．０１）；内、外复原力

呈正相关（犘＜０．０１），见表２。

２．４　心理复原力对绝望感与自杀意念的中介作用分析　从表

２可知，变量间相关度较高，均可以用来检验心理复原力在绝

望感与自杀意念间的中介作用。他们分别是：（１）对未来的感

觉外部复原力自杀意念；（２）对未来的感觉内部复原力自杀

意念；（３）动机的丧失外部复原力自杀意念；（４）动机的丧失

内部复原力自杀意念；（５）对未来的期望外部复原力自杀意

念；（６）对未来的期望内部复原力自杀意念。

第一、第二个方程回归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对这６组中

介路径建立的第三个方程中，增加了中介变量后，这６组自变

量对因变量的效应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但仍达到显著水平，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说明中介变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

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但内、外部复原力中介作用不一样，内

部复原力中介作用要大于外部复原力，见表３。

表２　　大学生绝望感、心理复原力与自杀

　　意念的相关性分析（狉）

项目 自杀意念
对未来的

感觉

动机的

丧失

对未来的

期望

外部

复原力

内部

复原力

自杀意念 １．０００

对未来的感觉 ０．４８９ １．０００

动机的丧失 ０．３９７ ０．３４５ １．０００

对未来的期望 ０．５１０ ０．４３８ ０．３７３ １．０００

外部复原力 －０．３８０ －０．３９２ －０．３８７ －０．３０２ １．０００

内部复原力 －０．５５３ －０．４６８ －０．４２２ －０．４２６ ０．７０７ １．０００

表３　　心理复原力的中介检验结果

中介路径

方程一（系数ｃ）

β 犚ｃ２

方程二（系数ａ）

β 犚ｃ２

方程三（系数ｂ）

β

自变量 中介变量 犚ｃ２

犚ｂ２－犚ｃ２

① ０．４８９ ０．２３８ －０．３９２ ０．１５３ ０．３９９ －０．２２９ ０．２８１ ０．０４３

② ０．４８９ ０．２３８ －０．４６８ ０．２１８ ０．２９５ －０．４１６ ０．３７３ ０．１３５

③ ０．３９７ ０．１５６ －０．３８７ ０．１４９ ０．２９１ －０．２７３ ０．２１８ ０．０６２

④ ０．３９７ ０．１５６ －０．４２２ ０．１７７ ０．１９８ －０．４７０ ０．３３７ ０．１８１

⑤ ０．５１０ ０．２５９ －０．３０２ ０．０９０ ０．４３４ －０．２５５ ０．３１８ ０．０５９

⑥ ０．５１０ ０．２５９ －０．４２６ ０．１８１ ０．３５５ －０．４１１ ０．３９７ ０．１３８

３　讨　　论

本次调查中，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为７．０％，与其他学

者研究比较处于较低水平［１］。造成这种差异可能与调查工具、

被试者特点、地域差异、调查时间有关。在调查工具上，有的学

者仅用１～２个诸如“你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吗”问题的回答作为

判断被试者是否有自杀意念标准，虽然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问题，但大学生自杀意念大多是暂时的，具有偶然性和随机

性，偶尔出现的自杀念头并不能代表被试者对自杀的真实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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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单一项目来判断个体是否存在自杀意念不够严谨。本研

究所采用的问卷为调查自杀意念专用工具，它从不同角度、不

同层面探测个体对自杀的看法，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结论

的得出比较严谨［１３］。

本研究表明，自杀意念与绝望感及各因子呈正相关，有自

杀意念的大学生其绝望感水平显著高于无自杀意念的大学生，

说明有自杀意念者对未来的感觉与期望更低、动机更弱，绝望

感及其所包含的３个因子是自杀意念形成的重要危险因素，与

其他学者的研究基本一致［４］。

本研究还发现，绝望感通过直接与间接两条途径作用于大

学生自杀意念。首先，绝望感直接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产

生。绝望者对未来普遍存在消极期待，他们预计现实的困难和

痛苦将无限期地延续，他们相信自杀是惟一解决问题、摆脱痛

苦最可行的途径。因此，绝望在自杀者中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特

质，是自杀行为非常重要的预警器，绝望可预测最终自杀。此

外，绝望感还会通过影响心理复原力间接作用于自杀意念。具

有较强心理复原力的人拥有较好的人际关系与更高的自我悦

纳能力，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挫折、解决困难，对未来生活较乐

观。当警觉压力来临产生绝望感时，他们会主动调动各种保护

性因素来与压力相对抗，以降低心理疾病和自杀的风险。值得

关注的是，内部复原力在绝望感与自杀意念中所起的作用要比

外部复原力大，这一结果支持了 Ｋｕｍｐｆｅｒ等
［１５］的个人过程

环境心理复原力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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