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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监狱男性罪犯负性认知特点及与抑郁的关系。方法 采用自动思维问卷(ATQ)和抑

郁自评量表(SDS)对某监狱1
 

000名罪犯进行团体心理测评,对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罪犯自动思

维阳性率为62.90%;(2)罪犯ATQ得分存在显著的年龄间差异(P<0.01),高龄罪犯自动思维更明显;(3)
ATQ得分不同婚姻状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离异罪犯ATQ得分高于未婚、已婚罪犯;(4)ATQ得

分在不同刑期、剩余刑期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TQ得分在不同已服刑时间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服刑时间在1年内的罪犯ATQ得分明显高于其余时间的罪犯;(5)多次入狱罪犯ATQ得分均显

著高于首次入狱罪犯(P<0.01);(6)ATQ得分不同抑郁程度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ATQ与SDS
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0.01)。结论 监狱男性罪犯负性认知明显,与抑郁明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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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gative
 

thoughts
 

characteristics
 

with
 

depression
 

in
 

male
 

jail
 

prisoners.Methods A
 

total
 

of
 

1
 

000
 

male
 

prisoners
 

in
 

a
 

prison
 

conducted
 

the
 

group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by
 

adopting
 

the
 

Automatic
 

Thoughts
 

Questionnaire
 

(ATQ),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The
 

results
 

conducted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Results (1)
 

The
 

positive
 

rate
 

of
 

prisoners
 

auto-
matic

 

thoughts
 

was
 

62.90%.(2)
 

The
 

ATQ
 

scor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age
 

groups
 

(P<
0.01),the

 

aged
 

prisoners
 

had
 

more
 

automatic
 

thoughts.(3)The
 

ATQ
 

score
 

ha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among
 

different
 

marital
 

status
 

(P<0.05).The
 

ATQ
 

score
 

in
 

the
 

divorced
 

prisoner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unmarried
 

and
 

the
 

married
 

prisoners.(4)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ATQ
 

scores
 

among
 

the
 

prisoners
 

with
 

different
 

prison
 

terms
 

and
 

remaining
 

terms
 

(P>0.05),but
 

the
 

ATQ
 

score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prisoners
 

with
 

different
 

served
 

time
 

(P<0.01),the
 

ATQ
 

score
 

in
 

the
 

prisoners
 

with
 

within
 

one
 

served
 

yea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prisoners.(5)The
 

ATQ
 

score
 

in
 

the
 

prisoners
 

with
 

multiple
 

going
 

to
 

pris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prisoners
 

with
 

first
 

going
 

to
 

jail
 

(P<0.01).(6)
 

The
 

ATQ
 

scor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depression
 

degrees
 

(P<0.01),and
 

the
 

ATQ
 

scor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DS
 

score
 

(P<0.01).Conclusion 
The

 

negative
 

cognition
 

of
 

male
 

prisoners
 

in
 

prison
 

is
 

obvious,which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depression.
[Key

 

words] prisoners;negative
 

cognition;automatic
 

thoughts;depression
 

  认知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即对接收到的

外界事物进行信息加工的过程,它包括感觉、知觉、记
忆、想象思维和语言等。个体的认知会在个体和环境

作用下逐步完善,是人的最基本的心理过程。正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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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认知过程可以推动人的积极心理活动,从而对

人的行为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而负性的认知过程会

带来消极的心理活动,可能导致不良行为,甚至危及

人的身心健康[1]。监狱罪犯人群特殊,对其负性认知

的既往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分析监狱罪犯

负性认知的特点及与抑郁的关系,以期为罪犯的有效

改造和心理教育矫治提供数据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某监狱1
 

000名罪犯作为研究对象,全部为男

性。发放问卷1
 

000份,回收问卷963份,剔除空白问

卷、回答不完整的问卷60份,有效问卷903份,有效

率93.77%。年龄18~77岁,平均(36±12)岁。研究

对象年龄、婚姻状况、刑期、已服刑期、剩余刑期、入狱

次数等一般资料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n=903)

特征 n 比例(%)

年龄

 <30岁 338 37.43

 30~<40岁 217 24.03

 40~<50岁 211 23.37

 ≥50岁 137 15.17

婚姻状况

 未婚 380 42.08

 已婚 320 35.44

 离异 203 22.48

刑期

 <3年 171 18.94

 3~<5年 212 23.48

 5~<10年 249 27.57

 ≥10年 271 30.01

已服刑期

 <1年 182 20.16

 1~<3年 363 40.20

 3~<5年 165 18.27

 ≥5年 193 21.37

剩余刑期

 <1年 177 19.60

 1~<3年 335 37.10

 3~<5年 167 18.49

 ≥5年 224 24.81

入狱次数

 首次 694 76.85

 多次 209 23.15

1.2 研究工具

1.2.1 自动思维问卷(ATQ)[2]

采用 HOLLON和 KENDALL编制的 ATQ的

中文修订版。包括30个条目,均为抑郁消极体验,5
级评分,总分30~150分。该量表内部一致性α=
0.96,适用范围广,用以评定研究对象的负性自我认

知评价。
1.2.2 抑郁自评量表(SDS)[3]

由20个陈述句和相应的问题条目组成,采用1~
4级评分。抑郁严重度指数=SDS各条目累计分/80,
指数范围为0.25~1.0,指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重。严

重度指数0.50以下为无抑郁,≥0.50为抑郁阳性,
0.50~0.59为轻度,0.60~0.69为中度,≥0.70为重

度。SDS是最常用的抑郁测评工具,不受年龄、性别、
经济状况等因素影响,能够有效地反映抑郁状态的相

关症状和严重程度及变化。根据文献[4],定义非抑

郁者和抑郁者的平均分临界值为58分。
1.3 方法

选取各监区负责教育改造工作的民警(大多数为

国家二级、三级心理咨询师)对研究对象进行测评。
正式测评前,对测评员进行关于罪犯心理问题、心理

测评的理论、原则、方法、步骤与注意事项等培训。测

评由1名主试和1名辅试共同主持进行,每次测评

50~100人;采用无记名填写问卷,统一指导语,统一

测试方法和程序,现场测评,当场收回问卷。所有测

试在2周内完成。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比较采用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用
LSD/T2法进行多重比较。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监狱男性罪犯负性认知的检出率

监 狱 男 性 罪 犯 自 动 思 维 阳 性 为 568 人

(62.90%),阴性为335人(37.10%)。
2.2 监狱男性罪犯负性认知水平不同年龄间差异

结果显示,监狱男性罪犯<30岁、30~<40岁、
40~<50岁和≥50岁各年龄组 ATQ得分分别为:
(61.94±19.15)、(62.12±17.83)、(67.70±20.34)
和(65.88±17.86)分。经方差分析,监狱男性罪犯

ATQ得分年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进
一步比较,40~49岁组得分高于<30岁组和30~<
40岁,≥50岁组得分高于<30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2)。
2.3 监狱男性罪犯负性认知水平不同婚姻状况比较

监狱男性罪犯未婚、已婚、离异各组ATQ得分分

别为:(62.95±19.61)、(63.52±18.69)、(67.12±
19.09)分。经方差分析,ATQ得分婚姻状况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比较,离异组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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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未婚和已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3)。
2.4 监狱男性罪犯负性认知水平不同刑期间比较

监狱男性罪犯刑期<3年、3~<5年、5~<10
年、≥10年各组ATQ得分分别为:(66.46±17.95)、
(64.09±18.44)、(63.74±19.96)、(62.41±19.09)
分。经方差分析,ATQ得分在不同刑期组间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2.5 监狱男性罪犯负性认知水平已服刑期间比较

监狱男性罪犯已服刑期<1年、1~<3年、3~<
5年、≥5年各组ATQ得分分别为:(68.35±18.87)、
(63.37±18.75)、(64.37±20.60)、(60.53±17.28)
分。经方差分析,ATQ得分在不同已服刑期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进一步两两比较,已服刑

期<1年 组 ATQ 得 分 明 显 高 于 其 余3组(P=
0.001)。
2.6 监狱男性罪犯负性认知水平不同剩余刑期间

比较

监狱男性罪犯剩余刑期<1年、1~<3年、3~<
5年、≥5年各组ATQ得分分别为:(66.64±18.55)、
(62.97±18.44)、(62.32±18.57)、(64.58±20.26)
分。经方差分析,ATQ得分在不同剩余刑期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7 监狱男性罪犯负性认知水平不同入狱次数间比较

监狱男性罪犯首次入狱组和多次入狱组ATQ得

分分别为(62.83±18.58)和(67.64±19.99)分,首次

入狱组ATQ得分显著低于多次入狱组(P<0.01)。
2.8 ATQ与SDS得分的相关分析

ATQ与SDS得分呈显著正相关,Pearson相关

系数r为0.466(P<0.01)。
2.9 监狱男性罪犯负性认知水平不同抑郁程度间比较

根据监狱男性罪犯SDS得分,监狱男性罪犯无抑

郁282人(31.23%),轻度抑郁363人(40.20%),中
度抑郁201人(22.26%),重度抑郁57人(6.31%),
抑郁程度各组 ATQ 得分分别为:(55.55±14.23)、
(62.91±16.75)、(69.53±18.48)、(91.62±22.33)
分。经方差分析,监狱男性罪犯ATQ得分抑郁程度

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进一步比较显示:
ATQ得分随SDS得分增加而上升(F=82.562,P=
0.000)。
3 讨  论

  负性自动思维是人们头脑中不时地出现的负面

想法和意象,这种思维通常是和不良的情绪紧密联系

的意识流,它们不是经过深思熟虑或者理性思考的结

果,像是自动出现的反应,不容易被察觉,人们通常意

识到的是它所引发的不良情绪[5],用以评价被试的负

性认知。负性自动思维在认知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歪

曲,进而影响个体情感及行为[6-7]。本研究结果显示,
监狱男性罪犯的自动思维阳性率较高,达到62.90%,

提示监狱男性罪犯的负性自动思维严重,因此关注监

狱男性罪犯的思维模式及负性认知程度,分析监狱男

性罪犯的负性认知特点,掌握改善方法,对促进监狱

男性罪犯的身心健康有重要意义。
进一步分析发现,监狱男性罪犯负性认知有明显

的年龄特点。本研究结果显示,高龄组罪犯负性自动

思维程度高于低龄组,尤其40~<50岁组自动思维

程度要高于<30岁和30~<40岁组,≥50岁组自动

思维程度高于≤29岁组,可能年龄在40岁以上罪犯,
尤其是男性,一般认为人生成熟度处于比较稳定的时

期,从家庭方面来说,往往是承担着“上有老,下有小”
 

责任的时期,而低龄组罪犯的人生阅历、过往经历或

记忆较年长的罪犯少,在家庭中承担的家庭角色、对
应的家庭责任、生活压力相对较小,从而产生的负性

认知少有关。从婚姻状况来说,离异组监狱男性罪犯

自动思维程度高于未婚和已婚组,可能与罪犯离异经

历的影响使负性认知增加有关,也可能罪犯本身负性

自动思维存在差异,罪犯负性自动思维程度高,通过

对情感和行为产生负性影响,进而影响婚姻生活质

量,导致离异可能性增加。罪犯 ATQ得分在不同刑

期和剩余刑期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
在不同的已服刑期组间ATQ得分差异显著,已服刑

时间<1年组监狱男性罪犯自动思维程度明显高于

1~<3年、3~<5年、≥5年3组。即男性罪犯服刑

1年时间以内负性认知程度是最高的,可能新入狱的

罪犯在服刑的第1年处于对监禁生活模式、监狱环

境、对严格的监规纪律不断地认识进而慢慢适应的过

程中,而产生较多的负性认知。从不同入监次数上来

说,首次入狱组ATQ得分显著低于多次入狱组,可能

与多次入狱的罪犯的既往体验有关,也可能多次入狱

的罪犯自身存在负性认知的模式。
ATQ与SDS相关分析显示,两者得分之间存在

明显正相关,ATQ得分随SDS得分的增加而升高。
既往研究也显示负性自动思维与抑郁有关[8-11],抑郁

严重程度关系人的身心健康,研究发现抑郁是导致自

杀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12]。自动思维可以直接影响

或通过抑郁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自杀意念,而通过改

变抑郁症患者的固有思维模式、认知功能,能使患者

自杀意念消除[13]。因此,在对罪犯的心理矫治中,尤
其是有抑郁倾向或抑郁的罪犯,应帮助其识别自动思

维、分析自动思维程度。主动识别自动思维有助于减

轻抑郁病情、缩短病程[14]。丁光申[15]对大学生压力

与抑郁情绪的相关研究和翟芹等[16]在对海军航空兵

心理健康的研究中也提到认知治疗的关键是识别自

动思维,注重改变个体的负面想法或固有思维,可有

效地缓解抑郁情绪等问题的发生,同时,随着抑郁症

状的好转,自动思维频度会有所下降。
综上所述,监狱男性罪犯表现出明显的负性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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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负性认知受年龄、婚姻状况、已服刑时间和入狱次

数等因素的影响,在对监狱男性罪犯的管理工作中,
应关注高龄、离异的罪犯、入狱1年内及多次入狱的

罪犯,及时地辨别他们的负性认知,积极科学干预,改
善罪犯的负性认知模式,促进罪犯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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