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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自杀意念与社会支持和生命质量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对重
庆市９８０８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重庆市在校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情况，并通过多元相关分析探讨大学生自杀意

念与社会支持和生命质量之间的关系。结果　重庆市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报告率为１３．０４％，女生、文科学生、有宗教信仰和有
自杀未遂史的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高（分别为１６．３９％、１５．０９％、１５．０５％和６８．６４％）；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在社会支

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以及生命质量总分、躯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工作状况、与家人

关系、与他人关系方面均低于无自杀意念大学生（Ｐ＜０．０１）；大学生自杀意念与社会支持因子的主观支持（ｒ＝－０．１００，Ｐ＜

０．０１）、对支持的利用度呈负相关（ｒ＝－０．０９４，Ｐ＜０．０１），与生命质量因子的躯体健康状况（ｒ＝－０．１２７，Ｐ＜０．０１）、心理健康

状况（ｒ＝－０．０６７，Ｐ＜０．０１）和经济状况（ｒ＝－０．０８１，Ｐ＜０．０１）呈负相关。结论　重庆市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高。社
会、家庭、学校应重视大学生心理健康，完善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并采取综合干预措施，预防大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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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外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

问题。Ｐｈｉｌｌｉｐｓ等［１］对中国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９年自杀死

亡及自杀未遂的研究得出，自杀已是我国第５位重

要的死亡原因，而在１５～３４岁的人群中占首位死亡

原因［２］。自杀意念是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前的早期

心理活动，是发生自杀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本文

旨在探讨大学生自杀意念与社会支持和生命质量之

间的相关性，进而为预防大学生自杀的发生提供科

学的依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对重庆市所有高校按照重点院校、

普通院校、专科院校和民办院校进行等级分层，并随

机抽取重点院校２所、普通院校４所、专科院校３
所、民办院校２所作为调查现场。从这１１所调查院

校所有在校学生中根据性别、专业、年级、学生类别

等随机抽取１２１１４名大学生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共

收集有效问卷９８０８份，完成率为８１．０％。

１．２　调查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北京心理危机研

究与干预中心提供的《自杀态度与心理健康状况问

卷（大学版－Ⅳ）》。该问卷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资

料、公众自杀态度、冲动攻击、社会支持、生命质量、

负性生活事件等自杀的影响因素问卷。本文选取了

上述问卷的部分内容进行研究，包括一般人口学资

料、社会支持系统、生命质量评估、既往自杀未遂情

况调查、自杀意念情况调查。

１．２．１　一般人口学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民族、专

业、宗教信仰、家庭经济状况、受教育年限等。

１．２．２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ｃａｌｅ，

ＳＳＳ）　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３条）、主观支持（４条）

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３条）三个维度共１０个条

目。分数越高，提示拥有或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

可以较好地反映社会支持水平。

１．２．３　生命质量量表（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ＯＬ）　此

量表共包括６个条目，分别评估研究对象的身体、心

理、经济、工作或学习状况、与家人的关系以及与他

人的关系。答案分为５个等级：非常差～非常好，分

别对应１～５分，将其转换为０～１００分，得分越高，

生命质量越高。

１．２．４　自杀未遂判定　被调查者对问卷项目“过去

任何时候您是否有喝药、割腕等自伤或自杀行为？”，

若被试回答“是”，则视为有过自杀未遂行为。当被

试对上述问题回答“是”时，需继续询问自杀未遂行

为的次数、频率、出现最早的一次及最近的一次的时

间、自杀或自伤的方式、自杀前是否有过具体计划、

自杀未遂的原因及目的、想死的程度等具体问题。

１．２．５　自杀意念的描述及判定　被调查者对问卷

项目“过去您是否想过自杀或故意伤害自己，无论当

时您是否真的会去做”，若被试回答“是”，则视为有

过自杀意念。当被试对上述问题回答“是”时，需继

续询问其自杀意念出现的次数、频率、最强烈的一次

是什么时候、是否考虑过具体计划、是否做了具体准

备、想死的程度、想死的原因等相关具体问题。

１．３　调查方法　每间教室的被调查者≤３０人，被试

与调查员的比例为６!１，所有调查员均通过严格培

训，在统一的测试指导语及被试签订知情同意书后，

被试单独完成问卷并现场回收，完成问卷时间为

２０～５０ｍｉｎ。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调查资料进

行一般统计分析以及多元相关分析。计数资料用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
２检验；计量资料以珚ｘ±ｓ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并且进行偏相关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检验水准（α）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２．１　自杀意念的人口学特征　在本次调查的９８０８
名学生中，有自杀意念的学生人数为１２７９名，自杀

意念报告率为１３．０４％。调查显示女生、文科大学生

自杀意念的发生率高于男生和理科生（Ｐ＜０．０１），有

宗教信仰和自杀未遂史的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

较高（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详见表１。

２．２　有无自杀意念学生的社会支持和生命质量比

较　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在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

持、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上均低于无自杀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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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详见表

２。有自杀意念大学生的生命质量总分较无自杀意

念学生低（Ｐ＜０．０１），其躯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

况、经济状况、工作或学习状况、与家人关系、与他人

关系６个维度的评分均低于无自杀意念大学生（Ｐ＜

０．０１）。详见表２。

２．３　大学生社会支持、生命质量与自杀意念的相关

分析　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各因子与生命质量各因

子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大学生自杀意念与社会支

持因子的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呈显著的负相

关，与生命质量因子的躯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和经济状况呈显著的负相关。详见表３。

表１　有无自杀意念大学生人口学资料比较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ａｔ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
（Ｎ＝９８０８）

ｎ ％

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Ｎ＝８５２９）

ｎ ％

Ｗｉｔｈ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Ｎ＝１２７９）

ｎ ％
χ２ Ｐ

Ｓｅｘ

　　Ｍａｌｅ ５３７９ ５４．８４ ４８２６ ８９．７２ ５５３ １０．２８ ７９．９９８ ＜０．００１

　　Ｆｅｍａｌｅ ４４２９ ４５．１６ ３７０３ ８３．６１ ７２６ １６．３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Ｈａｎ ９３４７ ９５．３０ ８１３０ ８６．９８ １２１７ １３．０２ ０．０７１ ０．７９０

　　Ｏｔｈｅｒｓ ４６１ ４．７０ ３９９ ８６．５５ ６２ １３．４５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４８０ ５５．８７ ４８５４ ８８．５８ ６２６ １１．４２ ２８．６３５ ＜０．００１

　　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 ４３２８ ４４．１３ ３６７５ ８４．９１ ６５３ １５．０９

Ｆａｍｉｌｙ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ｏｄ ４１６ ４．２４ ３６７ ８８．２２ ４９ １１．７８

　　Ｍｉｄｄｌｅ ６１３８ ６２．５８ ５３２２ ８６．７１ ８１６ １３．２９ １．２２２ ０．５４３

　　Ｐｏｏｒ ３２５４ ３３．１８ ２８４０ ８７．２８ ４１４ １２．７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８７６５ ８９．３７ ７６４３ ８７．２０ １１２２ １２．８０ ４．１６８ ０．０４１

　　Ｗｉｔｈ １０４３ １０．６３ ８８６ ８４．９５ １５７ １５．０５

Ｓｕｉｃｉｄｅａｔｔｅｍｐ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９６３９ ９８．２８ ８４７６ ８７．９３ １１６３ １２．０７ ４６８．７６６ ＜０．００１

　　Ｗｉｔｈ １６９ １．７２ ５３ ３１．３６ １１６ ６８．６４

表２　有无自杀意念大学生社会支持、生命质量状况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珚ｘ±ｓ

Ｉｔｅｍ Ｗｉｔｈ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ｎ＝１２７９）

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ｎ＝８５２９） ｔ Ｐ

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ｃａｌｅ ４３．５７±９．６２ ４７．１６±９．９９ －１２．７１ ＜０．００１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３１．１５±９．２６ ３１．４４±９．７８ －１．０２ ０．００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４８．９６±１２．７９ ５３．６９±１３．５０ －１２．２７ ＜０．００１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 ５２．１１±２１．１１ ５９．３１±２１．１７ －１１．８４ ＜０．００１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６０．１２±１２．７５ ６７．６６±１３．５２ －１９．５３ ＜０．００１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３．５２±０．８６ ３．８２±０．８４ －１２．２２ ＜０．００１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３．２５±０．８８ ３．７３±０．８３ －２０．０４ ＜０．００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３．０１±０．８３ ３．１８±０．８２ －７．４７ ＜０．００１

　　Ｗｏｒｋｏｒｓｔｕｄ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２．９７±０．７７ ３．３１±０．７７ －１５．５８ ＜０．００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ｆａｍｉｌｙ ４．００±０．７６ ４．２４±０．７５ －１１．２４ ＜０．００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 ３．６６±０．６９ ３．９４±０．７０ －１３．６０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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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大学生社会支持、生命质量与自杀意念的相关分析

Ｔａｂ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１

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０．２２３ １

３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 ０．２３７ ０．３５４ １

４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０．０４９ ０．１７０ ０．１８１ １

５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０．０８９ ０．２０７ ０．２４０ ０．５５０ １

６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ｔｕｓ ０．０２３ ０．０８３ ０．１４６ ０．２７５ ０．３２８ １

７Ｗｏｒｋｏｒｓｔｕｄｙ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０．０６３ ０．１５２ ０．２２４ ０．３６５ ０．４８４ ０．４１３ １

８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ｆａｍｉｌｙ ０．１２８ ０．２３０ ０．２１９ ０．３０５ ０．３５７ ０．２２８ ０．３３３ １

９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 ０．１０３ ０．２６１ ０．２４７ ０．３４０ ０．４３７ ０．２４８ ０．３７２ ０．５１７ １

１０Ｓｕｉｃｉｄａｌ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０ －０．０９４ －０．１２７ －０．０８１ －０．０６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２ －０．０４９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３　讨　论

　　本研究显示重庆市大学生自杀意念的报告率为

１３．０４％，比徐慧兰等［３］、Ｋｅｓｓｌｅｒ等［４］、范引光等［５］

调查的自杀意念报告率略低，但由于本研究选取的

样本量大，且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被试对象，

因此具有本地区代表性。调查发现大学生自杀意念

的发生率受社会特征的影响。女生、文科学生自杀

意念的发生率高于男生和理科生，有宗教信仰和自

杀未遂史的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高，这与国

内外其他相关调查研究结果相一致［６９］。女生自杀

意念的发生率高可能与女生的性格特征有一定关

系。女生情感细腻，对压力源的感知较男生敏感，抗

挫折的能力以及心理承受力较男生脆弱，在应激状

况下，比如感情失败或受到挫折时更易产生绝望感

和自杀的意念。理科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率较低可

能与理科生遇事更为理性有关。另外，自杀意念的

发生与宗教信仰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陈艺华［１０］

研究发现，有宗教信仰的大学新生比无宗教信仰的

新生具有更为消极的生活态度和生命意义感。而生

活态度和生命意义感比较消极的人更倾向于寻找宗

教的慰藉，也更易对生活和生命产生悲观绝望，从而

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自杀未遂史是与自杀意念发

生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有自杀未遂史的人群具有

更为冲动的人格特征，也更易产生冲动性自杀或自

伤的想法，Ｙａｎ等［１１］的调查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

　　社会支持是社会心理刺激的缓冲因素，可以有

效缓冲各种外界刺激，具有减轻应激反应的作用，对

健康产生间接的保护作用。同时，社会支持可以维

护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提高个体对现实刺激的应

对能力和顺应性，减少灾难性事件带来的精神伤害，

是自杀意念形成的重要保护性因素。有研究表明，

个体可通过寻找和利用情感支持、物质支持来减少

紧张刺激，降低自杀意念的发生［１２］。本次调查发

现，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客观支持得分、主观支持得

分和支持利用度得分均低于无自杀意念的大学生。

社会支持度差的大学生在面对应激性生活事件时不

能获得充分的精神支持，从而易产生各种负面情绪

和自杀意念。良好的社会支持是自杀意念产生的保

护性因素，也是降低大学生自杀危险性的重要因素。

学校可以通过加强和构建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

主动向社会支持系统薄弱的同学提供帮助，早期对

其进行危机干预，以减少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发生

的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将生命质量定义为：在个

体生活的文化背景和价值体系中，其对自我生命地

位的感知，与自我的目标、期望和标准相关［１３］。ｄｅ

Ａｂｒｅｕ等［１４］研究发现，有自杀意念的人群生命质量

比无自杀意念人群差。本研究结果显示，生命质量

与自杀意念呈负相关，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生命质

量得分明显低于无自杀意念的大学生，自杀意念的

发生与生命质量较差有关。调查结果提示，高校要

对大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对

于有严重躯体疾病和心理健康问题的大学生应给予

更多的关怀和帮助，以预防自杀意念以及自杀的

发生。

　　自杀意念是大学生自杀的重要危险因素。自杀

意念是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前的早期心理活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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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在有自杀意念的人中，５％将发生自杀行

为［１５］。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和社会经

济的不断发展，当代大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竞争

压力以及人际关系、恋爱感情等问题，在遇到挫折等

负性生活事件时易出现消极悲观的想法，对生活产

生绝望，从而增加了自杀的风险。本调查发现，与大

学生自杀意念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有女生、文科、有

自杀未遂史、主观支持差、对支持的利用度低以及躯

体健康状况差、心理健康状况差和经济状况差。该

研究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及危机干预提供了有意义

的数据。高校教育者及社会各界均应重视大学生心

理健康及生命教育，完善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系统，适

时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动态，及时筛查和发现有自杀

意念的高危人群，并给予相应的心理辅导及心理治

疗，进而降低大学生自杀的发生率。

　　自杀意念的产生是由个体内在基础因素与外在

诱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多方面因素如生活环境、社

会环境及人格心理等的影响［１６］。本研究只调查了

部分与自杀未遂相关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纳入调

查的资料有限，后续研究可以再增加完善一些心理

社会影响因素，加强相关性和回归分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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