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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的相关性&方法
!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重庆市
$$

所大学中的

$1$$0

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选用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量表了解社会人口学特征$用对个人生活的看法问卷评估最近
$

个月内

的自杀意念$用自编生活事件调查问卷评估过去
$

年内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结果
!

大学生最近
$

个月内自杀意念报告率为

(&)A

!随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数目增加!近期自杀意念发生率增高&

!

1 检验表明!经历
$

件负性生活事件与未经历负性生活事

件的自杀意念发生比率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1

!

!

$

%&%$

%!经历
1

件及以上的负性生活事件与未经历负性生活事

件的自杀意念发生比例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2&0)

!

!

$

%&%$

%&多因素
9"

G

#+F#L

回归分析示!与家庭其他成员发生矛盾

"

OL<%&1(2

!

(2A:=%&%$-

"

%&2-$

%!被虐待"

OL<-&1(2

!

(2A:=)&%0(

"

(&-%$

%是大学生近期自杀意念产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

负性生活事件多!与家庭其他成员发生矛盾及被虐待与大学生近期自杀意念的出现有相关性&

"关键词#

!

自我伤害行为$生活变动事件$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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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公共问题)在中国#自杀是
$2

"

10

岁人群死亡的首要死因'

$

(

)自杀意念是指自己结束生命的

想法或欲望#是自杀行为的关键环节之一#很可能是自杀行为

的一个重要前兆)有研究表明#

'%A

的严重自杀意念者可能出

现自杀'

1

(

)世界精神卫生横断面调查表明#

1(&%A

的自杀意念

者有过自杀行为%同时美国的一份研究也显示#

1)A

的自杀意

念出现自杀行为'

'

(

)在大学生人群中有研究显示#近
$

周自杀

意念的发生率在
$%A

左右'

0

(

#近
$

年稍高$一般高于
$%A

&

'

2

(

#

而终身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可高达
'0&'A

'

)

(

)我国一项
UEF?

分析也显示#近
$%

年来大学生的自杀意念总体发生率为

$%&-1A

'

-

(

)自杀意念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受内外环境的共

同影响)近年来负性生活事件被视为自杀意念较强的外在危

险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

(

)在我国#关于自杀意念的危

险因素研究几乎都涉及负性生活事件#但对负性生活事件进行

细化*大样本量的研究较少)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在过去的一

年中#存在自杀意念的青少年往往经历多种类型的伤害'

(

(

)为

了对负性生活事件进行大样本量*细化的研究#较全面地评估

不同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意念的影响)本文将从工作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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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经济问题*亲属患病或去世*患急重症疾

病*被虐待等
$1

个方面对大学生近
$

年的负性生活事件进行

评估#以便较全面地了解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

!

资料与方法

?&?

!

对象及抽样方法
!

本研究从
1%%)

年
$$

月至
1%%-

年
2

月进行)分层整群随机抽取重庆市重点院校
1

所*普通院校
0

所*专科院校
'

所及民办
1

所共计
$1$$0

名大学生作为调查

对象)采取调查员现场问卷调查#依据学生的完成情况及问卷

中设定的信度测试问题的回答情况判断问卷的有效性#共收集

有效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为
/$&%A

)其中男
2'/$

例

$

20&/A

&#女
001-

名$

02&1A

&#平均年龄$

1%&0Y$&(

&岁)

?&@

!

方法
!

采用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编制的/自杀

态度与心理健康状况问卷$大学版
.

.

&0中的一般人口学资料

调查量表*对个人生活的看法问卷*生活事件调查问卷#了解重

庆市大学生的近
$

个月自杀意念和近
$

年内负性生活事件的

发生情况)

?&@&?

!

一般人口学资料调查量表
!

包括学生类别*性别*年

龄*受教育程度等)

?&@&@

!

对个人生活的看法问卷
!

采用自编问卷调查近
$

个月

想自杀及故意伤害自己的频率)答案分为,从无-,极少-,有

时-,经常-

0

个等级)若被试者回答为,极少-或,有时-或,经

常-#则视为近
$

个月内有自杀意念)

?&@&A

!

生活事件调查问卷$

N#KEEDE,F+L?NE

#

96]

&

!

通过
96]

调查问卷了解近
$

年内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情况#描述生活事

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及不良的影响程度)问卷中包括工作和学

习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经济问题*亲属患病或去世*患急重症

疾病*被虐待等
$1

个项目)

?&@&B

!

调查过程
!

$

$

&联系各大高校相关领导及教师说明调

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征得校方同意)$

1

&经由严格培训的

研究员向被调查者介绍本次调查的目的和内容#以及调研资料

严格保密和自愿参与的原则)获得书面知情同意书后自行填

写问卷)现场调查时将学生与研究员的人数比为
)k$

)$

'

&

调查过程中#被调查者可随时选择退出)本调查获得重庆市伦

理委员会的审查通过)

?&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1%&%

统计软件对进行数据分

析)在分析数据前#将近
$

个月内自杀频率$多项有序变量&按

性质转化为二分类变量)运用频数*构成比描述计数资料)采

用
!

1 检验比较负性生活事件数目和自杀意念关系%首先进行

单因素
9"

G

#+F#L

回归分析不同生活事件对近期自杀意念的影

响#然后在将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依次纳入多因素
9"

G

#+F#L

模

型)以
!

$

%&%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近期自杀意念与负性生活事件的出现率
!

近
$

个月内

有自杀意念的报告率为
(&)A

$

(0$

"

(/%/

&#其中
0)&%A

的近

期自杀意念者在过去
$

年中经历负性生活事件)近期自杀意

念者最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依次是!工作与学习问题#夫妻或

恋人之间发生矛盾#经济问题#其中工作与学习问题的出现率

是经济问题的
1

倍左右)见表
$

)

@&@

!

负性生活事件数目对自杀意念的影响
!

近
$

个月有自杀

意念者近
$

年负性生活事件所占比例明显高于无自杀意念者)

经
!

1 检验进行比较#结果显示!经历
$

件负性生活事件与未经

历负性生活事件的自杀意念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1

<

'-&-1

#

!

$

%&%$

&#经历
1

件及以上不同性质的负性生活事件

与未经历负性生活事件的自杀意念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2&0)

#

!

$

%&%$

&#见表
1

)

表
$

!!

有自杀意念者不同种类负性生活事件的出现率

近
$

年的负性生活事件
近

$

个月的自杀意念者

$

%<(0$

&'

%

$

A

&(

;?,@

排序

工作或学习问题
1''

$

10&/

&

$

夫妻或恋人之间发生矛盾
$0-

$

$2&)

&

1

与家庭其他成员发生矛盾
-/

$

/&'

&

2

与其他人发生矛盾
$$1

$

$$&(

&

0

恋爱或结婚问题
$$1

$

$$&(

&

0

经济问题
$$2

$

$1&1

&

'

亲友患重病或去世
20

$

2&-

&

)

患急*重病或外伤
'-

$

'&(

&

/

家庭其他成员发生矛盾
0$

$

0&0

&

-

被虐待
2

$

%&2

&

$%

与生育有关的问题
1

$

%&1

&

$$

其他负性生活事件
$%

$

$&$

&

(

表
1

!!

近
$

个月有无自杀意念者近
$

年负性生活

!!!

事件的比较"

%

%

A

&#

生活事件的数目 有自杀意念$

%<(0$

& 无自杀意念$

%<//)-

&

%

件
2$$

$

20&'

&

)%(/

$

)/&/

&

$

件
$-$

$

$/&1

&

$$2'

$

$'&%

&

1

件及以上
12(

$

1-&2

&

$)$)

$

$/&1

&

@&A

!

不同性质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的相关性
!

将性别*

年龄*受教育程度作为控制因素后#自杀意念组与无自杀意念

组的单因素
9"

G

#+F#L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1

种负性生活事件

中#除了生育有关的问题$

OL<%&%%'

#

(2A:=%&%1%

"

%&$01

&

外#其他负性生活事件!工作或学习问题$

OL<$&$$0

#

(2A:=

%&-$)

"

$&-'1

&#夫妻或恋人之间发生矛盾$

OL<$&'0(

#

(2A

:=%&--1

"

1&'2(

&#与家庭其他成员发生矛盾$

OL<$&%1)

#

(2A:=%&0-'

"

1&1'1

&#与其他人发生矛盾$

OL<$&'$/

#

(2A

:=%&/%'

"

1&$)0

&#恋爱或结婚问题$

OL<$&1'1

#

(2A:=

%&)(0

"

1&$/-

&#经济问题$

OL<$&%%/

#

(2A:=%&2/0

"

$&-'/

&#亲属患重病或去世$

OL<$&'/1

#

(2A:=%&-)'

"

1&2%'

&#患急重病或外伤 $

OL<%&-$'

#

(2A:=%&'02

"

$&0-1

&#家庭其他成员发生矛盾$

OL<$&%/2

#

(2A:=%&)1(

"

$&/-1

&#被虐待$

OL</&1(%

#

(2A:=)&1%2

"

$$&2('

&#其他负

性生活事件$

OL<%&%$'

#

(2A:=%&%%(

"

%&%0)

&均是大学生

近期自杀意念的危险因素)将上述因素放入多因素
9"

G

#+F#L

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与家庭其他成员发生矛盾$

OL<%&1(2

#

(2A:=%&%$-

"

%&2-$

&#被虐待$

OL<-&1(2

#

(2A:=)&%0(

"

(&-%$

&是大学生近期自杀意念的独立危险因素)

A

!

讨
!!

论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研究样本中大学生近
$

个月内自杀意

念报告率为
(&)A

#这与我国近
$

年来大学生自杀意念总体发

生率接近'

'

(

)

CMJ,EJ

等'

$%

(对美国
2-'2

例青少年的调查研究

中发现#

0&'A

的人在近
$

个月内有自杀意念#明显低于本项研

究的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这可能与我国高校心理卫生服务体

系的不足密切相关'

$$

(

)

本次调查发现#

0)&%A

的近期自杀意念者在过去
$

年中经

历负性生活事件#最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前
'

位依次为工作与

学习问题#夫妻或恋人之间产生矛盾#经济问题)黄乔蓉等'

$1

(

的调查研究均显示#学习问题*人际关系问题是大学生产生自

杀意念的主要应激源)

M̂I#?@

等'

$'

(的研究也表明工作与学习

问题是导致自杀意念产生的最常见诱因#这主要与大学生正处

于求学阶段或即将毕业#主要的任务目标主要是学习或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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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感情或经济问题)因此#高校需加大对大学生学习或就业

工作的关注#采取相应干预措施#从而提高学生的环境适应能

力#促进社会功能的健全)

本次研究表明#在过去
$

年中#随着大学生经历的负性生

活事件数目的增多#近期自杀意念产生的危险性增加)青少年

由高中生成为大学生的过程中#生理及心理上需要一定的适应

过程)而对于个体而言适应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随着危险因

素的累积#势必会导致一部分人在经历较多的负性生活事件时

可能会产生逃避的心理)因此#选择过激的解决方式111自

杀#而自杀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往往会向周围的同学或朋友等表

露出自杀的想法及意念#这时就需要及时发现存在潜在风险的

个体#阻断悲剧的发生)对于经受负性事件的学生进行早期识

别和重塑个体人格特质#减低多重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造成的

累积效应非常必要)

多因素逻辑回归分析显示#与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的矛盾#

遭受虐待是大学生自杀意念的主要危险因素)

U?JLX

P

m+@?.

8!"Q#@

等'

$0

(研究也显示#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往往缺乏来自

父母的支持)大学生属于半社会人#面临问题时#大多数仍需

要在父母或亲属的帮助或协助下解决)而与家人之间的矛盾#

意味着支持系统的减弱#学生往往会恐慌不安#甚至产生无助*

绝望感#而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因此#和谐家庭环境对大学

生的心理健康非常重要#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学生自杀意念

的产生)另外#

6+@#,

等'

$2

(研究表明#遭受虐待是自杀意念产

生的危险因素)遭受虐待的大学生容易产生悲观绝望等负性

情绪#这种,消极-的认知结构#特别强调对未来的消极预期#对

自杀有着深远影响#更易产生自杀意念#增加自杀风险)

该课题为横断面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降低自杀意念

与负性生活事件之间的时间先后顺序*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若研究对象的选择均为近
$

个月内出现的自杀意念#则可避免

上述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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