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理压力与健康·

大学生自杀意念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研究

高宏生 曲成毅 苗茂华

【摘要】 目的 探讨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的社会心理因素。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

样方法，应用 !"#$ 自杀意念量表、自杀态度问卷、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防御方式问卷、社会支持评定

量表、症状自评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对山西省普通高校一至三年级本

专科大学生+ ,,-名进行现场调查，采用非条件 ./01231# 回归及通径分析探索自杀意念与各类社会心理

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 心理疾病倾向是自杀意念的主要直接影响因素，负性事件不能对自杀意念

产生直接作用，只间接通过心理疾病倾向微弱地作用于自杀意念；人格等因素总是直接或间接通过应

对、防御等中间变量对自杀意念产生影响作用；应对、防御、支持作为中间环节对自杀意念产生直接或

间接的微小作用。结论 人格是自杀意念的基础性因素，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意念作用虽小却起到

“扳机”作用，而心理疾病倾向则是自杀意念的直接作用因素，三者依次递进有机整合最终产生自杀意

念。

【关键词】 自杀意念；心理疾病倾向；人格；通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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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意念是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者早期的心理

活动，尽管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之间未必有必然的

联系，但对自杀意念的干预依然是预防自杀死亡的

重要手段之一［5，-］。国外研究发现青少年是自杀行

为的高危人群，大学生是该人群中一个特殊群体，当

代大学生人格意志修养不足与激烈的社会竞争产生

的心理压力矛盾日益突出，该群体倍受社会关注。

本项研究在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现况调查基础上应用

非条件 ./01231# 回归及通径分析，探讨大学生自杀意

作者单位：*4***5 太原，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

研室

通信作者：曲成毅 ME81.：R;#(=S<;H.1#B 3= B 2AB #7

念与社会心理因素关联程度及其作用路径，旨在为

自杀意念的早期干预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5 B调查对象：依据山西省高校招生处和 -*** 年

山西省统计年鉴，对全省范围内所有高校采用多阶

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抽取在读一至三年级的大学

生。调查时间为 -**5 年4 T U 月，实际抽取V -+4人

并发放调查问卷V 5,)份，收回有效问卷+ ,,-份，调

查问卷合格率为)+ B5W。

- B调查方法：采用自填问卷调查方式，在被调查

单位的配合下，按专业班级集中，统一指导语，独立

填写，一般利用一节自习课完成调查问卷。调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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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包括：!"#$ 自杀意念量表（!%&）、自杀态度问卷

（’%(）、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防御方式问

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症状自评量表（%+)-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0’）等。

!%& 量表来源于美国 123#45637 !32#" 849269:#; 心理

测量公司，为与国际调查结果相比较，本次调查在反

复斟酌译文的准确性之后试用该量表，量表共 <.
项，每一项采用 /、<、= 记分，第 >、? 两项为判定自杀

意念主要依据。第 > 项包括 < 周之内有自杀的想法

和 < 年之内有持续的、强烈的自杀愿望，第 ? 项的主

句为：“如果我发现我的生命已处于极端危险状态

时，我不打算再想方设法避免死亡”是判定被动自杀

愿望的依据。艾森克人格问卷来源于北京师范大学

辅仁应用心理发展中心，其余来自中国心理卫生杂

志社编订的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调查前对调查

人员培训并均经预试，每个量表所有因子的奇偶分

半系数介于/ @AA B /@./之间（经校正后），内部一致

性!系数介于/ @C/ B /@CD之间，经二阶因素分析并

加正交 旋 转 后，各 量 表 累 积 贡 献 率 介 于AE @=F B
C<@.F，各因子的因素负荷介于/ @>? B /@AC之间。

判定自杀意念依据 !%& 第< B ? 项，%+)-./ 第 <? 项及

*0’ 第 ?. 项综合评分，得分!< 为有自杀意念，得

分 G < 为无自杀意念，其他量表依原始分、因子分、

总分计算并统计分析，有效问卷须测慌题中答慌的

题数占测慌总题数 G ?F、掩饰因子分占总掩饰因子

分 G ?F。

E @统计学分析：全部数据均在 H4IJ34 数据库上

录入，在 %0%% </ @/统计软件使用单因素 K4L:M7:# 回归

分析、通径分析统计方法。通径确定的原则为两现

象发生时间的先后，事件之间的联系符合逻辑及专

业知识，两因素互为因果时用双箭头表示。对参与

通径分析的所有原始变量进行标准化，公式为：

!" N（ #" O #""）$ %#"，& N（ ’ O"’）$ %’

结 果

< @现况调查：< 周内自杀意念出现率为<E @<CF，

< 年内自杀意念出现率为E? @E/F，男性高于女性，

医学类学生高于其他专业，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相关

因素有：家庭经济状况、恋爱失败、考试失败、吸烟及

饮酒。

= @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以 < 年内出现自杀意念为因变

量（无 N <，有 N =），对一般项目及量表内各因子作单

因素的非条件 K4L:M7:# 回归，结果列于表 <。

表! 大学生自杀意念单因素非条件 K4L:M7:# 回归分析

变 量 " ()*+#
= 值 ,- 值（.?F ./）

P< 性别（女N/，男N<） /@D=? <. @=/C < @CD.（<@><E B =@>AE）

P2 负性生活事件总分 <@/A. .= @CAD = @.>=（=@ED= B E@DD?）

P2< 人际关系 /@C=/ =E @/=> = @=A/（<@D=> B E@<AE）

P2= 学习压力 <@/./ ?E @AE> = @.A?（=@==E B E@.CE）

P2E 受惩罚 /@.?E <>A@E=/ = @?.?（<@.AA B E@>/?）

P2> 丧失 /@>?. <A @/.C < @?CE（<@=AE B <@.D.）

P2? 健康适应 /@./A EA @A>/ = @>AC（<@C?? B E@E<=）

PQ< 不成熟防御 /@?.C D @==E < @C<C（<@<E. B =@./.）

PQ= 成熟防御 O /@?<E <= @=DA / @?.C（/@>>C B /@A.A）

PQE 中间型防御 /@.=A E @E<A = @?=C（/@.E< B D@C?.）

P#< 内外向 O /@E=. . @C.A / @A<.（/@?CD B /@CCE）

P#= 神经质 /@ACD >D @CE/ = @<.>（<@A?< B =@A>A）

P#E 精神质 <@EC> .= @=>< E @..=（E@//. B ?@=.D）

PR< 客观支持 O /@>== C @D/= / @D??（/@>.> B /@CD.）

PR= 主观支持 O /@?.. <E @AE? / @?>.（/@>// B /@A?>）

PRE 对支持的利用度 O /@?.A <D @.E/ / @??=（/@><D B /@AE=）

P"< 积极应对 O /@=D/ D @.=< / @AD.（/@DEE B /@.E?）

P"= 消极应对 /@.CC AD @D>A = @DC.（=@<?E B E@E?E）

PL %+)-./ 症状 =@A?E =.A@>>C <? @D.>（<<@>AA B =<@>?.）

PL< 躯体化 =@>E? =<E@.ED << @><D（C@=E? B <?@C=/）

PL= 强迫 <@A=/ ==<@?>E ? @?CA（>@>?> B A@//A）

PLE 人际敏感 <@>>. <C/@/?= > @=D<（E@>>C B ?@==D）

PL> 抑郁 =@<DA =CE@?A= C @AE=（D@AC? B <<@=EA）

PL? 焦虑 =@=CE =C=@EC= . @C<>（A@?<. B <=@C/.）

PLD 敌对 <@CD? =>E@./E D @>AC（?@<=> B C@<.<）

PLA 恐怖 =@=.D ==/@A>? . @.E.（A@EEC B <E@>>C）

PLC 偏执 <@A.C ===@?=. D @/>=（>@AA/ B A@D?=）

PL. 精神病性 =@ED? =AE@<?/ </ @D?<（C@/>D B <>@</<）

P;< 对自杀的态度 O /@/=C E @?/E / @.DE（/@?D. B =@ED.）

P;= 对自杀的认识 /@//E / @//D / @.C.（/@>DE B E@=DA）

注：2 为 (%)*+ 量表，? 级评定，各相关因子依据因子均分划分

为 /、<、=、E 共四个等级；Q 为 ,%’ 问卷，. 级评定，各相关因子依据因

子均分划分为 /、<、= 共三个等级；# 为 *0’ 量表，= 级评定，各相关因

子依据因子均分划分为 /、<、= 共三个等级；R 为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级评定，各相关因子依据因子均分划分为 /、<、=、E 共四个等级；" 为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级评定，各相关因子依据因子均分划分为 /、<、

= 共三个等级；L 为 %+)-./ 量表，? 级评定，各相关因子依据因子均分

划分为 /、<、=、E 共四个等级；; 为 ’%( 量表，? 级评定

（=）多元 K4L:M7:# 回归因素分析：假设每一个体

发生负性生活事件（可能给青少年带来心理压力的

生活事件，依 (%)*+ 量表总分评价）为随机事件，心

理疾病倾向（依 %+)-./ 总症状指数评价）为病因因

素作用于个体产生的结果，而个体的人格特征、防御

方式、支持方式、应对方式等为较固定的潜在因子，

在排除了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之后分别以自杀意念

的有无作因变量，以不同生活事件及心理疾病倾向

的各因子和相同的人格特征、防御方式、支持方式、

应对方式为自变量建立了 . 个不同组合形式的回归

方程，使每个回归方程中可变化的因子是不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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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及心理疾病倾向的各因子，其他个性心理特征

为不变化的因子。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心理疾

病倾向的作用，则负性生活事件各因子、成熟防御、

内外向和神经质均进入回归方程，表明内向人格、不

成熟防御的大学生在人际关系紧张、学习压力大、受

惩罚时容易产生自杀意念；"当加入心理疾病倾向

因素时，如果心理健康（心理疾病倾向得分!!），只

有负性生活事件和精神质进入方程，如果心理疾病

倾向得分!! 同时负性生活事件得分!!，结果没有

一个变量进入，表明心理健康的学生如无负性生活

事件不会产生自杀意念；#如果负性生活事件得

分!!，进入回归方程的是心理疾病倾向和精神质，

表明心理疾病倾向严重且有精神质的学生，即使无

不利生活事件的诱发也可产生自杀意念；$如果对

所有变量进行分析则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的关

联无显著统计学意义，而心理疾病倾向作为影响因

素进入回归方程。

（"）通径分析：由不同回归方程的多因素分析可

看出，生活事件和心理疾病倾向的各因子无论在任

何方程中均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为分析各因子对自

杀意念的综合作用，依据专业知识和前期各种分析

结果，将相关因素分为：支持因子（主观支持、客观支

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之和）、防御因子（成熟防御）、

应对方式（消极应对）、生活事件因子和心理疾病因

子为该相应各分因子之和，将精神质、神经质、内外

向、生活事件及性别作为外生变量，内生变量为防御

方式、应对方式、支持方式、心理疾病倾向，绘制出通

径分析图，由通径图得出计算用标准递归方程。经

计算得出通径分析结果如表 #，图 ! 所示，可看出心

理疾病倾向是自杀意念最大的直接影响因素，不利

事件不能对自杀意念产生直接作用，只通过影响心

理疾病倾向间接作用于自杀意念，且作用较小；神经

质、精神质对自杀意念可直接作用但很小，也可通过

中间变量应对、防御、支持等对自杀意念产生间接作

用，且间接作用最大；应对、防御、支持作为中间环节

对自杀意念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微小作用。

表! 自杀意念通径分析各影响因素的因子载荷

变 量
总作用

（!）$（#）
直接作用

（!）

间 接 作 用 （#）

作用总和 %& %&%’ %&%’%( %)%’ %)%’%( %* %’ %’%( %(
%! 性别 + ,+-. + + ,+-. +
%/! 内外向 0 +,+!" . 0 +,+!" . 0 +,++- . 0 +,+++ # 0 +,+++ " 0 +,++! 1 0 +,++# 2 0 +,++" "
%/# 神经质 + ,#.! 3 + ,!## + + ,!13 3 + ,+!. 4 + ,+++ ! + ,+++ ! + ,++! 4 + ,++" + + ,++1 # + ,++1 4 + ,+!! + + ,!+2 +
%/" 精神质 + ,#2+ 3 + ,+23 + + ,!3! 3 + ,+4+ + + ,++! # + ,++# 3 + ,++! " + ,++" 1 + ,+23 3 + ,++" ! + ,++. 2 + ,+"# "
%* 支持 0 +,+4- + 0 +,+4- +
%) 防御 0 +,+"# . 0 +,+"# . 0 +,++3 1 0 +,+#" "
%& 应对 0 +,!". 4 0 +,!#. + 0 +,+!+ 4 0 +,++" + 0 +,++. 4
%’ 生活事件 + ,+33 . + ,+33 . + ,+33 .
%(心理疾病 + ,"+4 + + ,"+4 +

注：同表 !

注：同表 !；5 为残差

图" 自杀意念通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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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自杀意念受社会、心理、生物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各因素影响程度不等，特别是各种心理因素错综

复杂，相互关联，甚至互为因果，本研究尝试通过多

个量表尽可能定量测出受试者多种心理现象，试图

探索各因素间的关系及对自杀意念的整体作用。

! "心理疾病倾向、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意念的

影响：经回归分析和通径分析均显示心理疾病倾向

是自杀意念最大的直接影响因素，本调查采用 #$%&
’( 测定的各类心理疾病的症状，包括抑郁、焦虑、躯

体化、偏执等与自杀意念、自杀未遂的关系已被许多

国内外学者所证实［!，)］。负性生活事件通过影响心

理疾病倾向间接作用于自杀意念，国内外研究表明，

只有当某一不利生活事件对某一个体具有特殊意义

或其强度达到一定水平，而同时该个体具有不良的

个性特征时，才有可能导致对心理疾病的损害［*，+］。

心理疾病主要与人格倾向性、情绪稳定性有相关关

系，人格倾向为内向者、情绪稳定性差者心理症状发

生比例较高［,］。本次研究表明负性生活事件对心理

疾病倾向作用最大，因子载荷达 ( " *)-，通过心理疾

病对自杀意念产生间接作用（图 !）。不利的生活事

件引起人们的心理压力，破坏人体内环境的稳定，在

某种人格倾向的基础上产生心理疾病症状，对自杀

意念起到“扳机”的作用。在我国，自杀死亡率一般

为女性高于男性，农村高于城市，但本研究在大学生

中调查自杀意念男生高于女生，类似发达国家流行

特征，与本研究现况调查结果大学生心理疾病倾向

和负性生活事件总分男生高于女生一致，值得深入

研究。

) "神经质、精神质及内外向人格对自杀意念的

影响：由图 ! 可看出，神经质、精神质对自杀意念的

直接作用较小，主要通过中间变量（应对、防御、支

持）等对自杀意念产生较大的间接作用。具有神经

质倾向的人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容易产生自杀意念，

其对自杀意念间接作用总和要比直接作用大，神经

质倾向者对事物常常采用过激的应对方式，由此导

致许多一般人不以为是的小事在神经质倾向者成为

造成心理压力的负性生活事件，加之神经质倾向的

人更易产生对生活的无望以致出现自杀意念。有研

究报道，外向性同一些具普遍适应意义的应对方式

呈显著正相关，而内向性则多与一些适应不良的应

对方式、不成熟的防御方式密切相关［.］。本研究显

示，单纯的内向或外向的人格特征并不能直接影响

自杀意念的产生，但其可以通过不同的应对方式、防

御方式、支持方式对自杀意念产生间接作用。

* "应对、支持、防御对心理疾病倾向和自杀意念

的影响：应对、防御、支持作为中间环节直接或间接

影响自杀意念，但相对而言作用较小。有研究发现

个体在高应激状态下，如果缺乏社会支持和良好的

应对方式，则心理损害的危险度可达+* "*/，为普通

人群的 ) 倍［-］。应对方式与心理疾病倾向、人格特

点均有关联，但应对形式可随时间推移而变，而人格

特质具有较大的跨情境的一致性［.］。社会支持一方

面对应激状态下的个体提供保护，即对应激起缓冲

作用，另一方面对维持一般的良好情绪具有重要意

义。从本文通径分析可见，社会支持直接作用于自

杀意念，与生活事件并无直接的联系，但也有报道社

会支持在生活事件对综合健康的影响中起到缓冲作

用，从而缓解自杀意念的产生。大学生所采用的防

御机制类型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

性，有研究表明，入学时调查不成熟或成熟防御机制

的高分组至毕业前仍较多地采用入学时的防御方

式，使用不成熟防御机制者心理疾病较多，易产生自

杀意念［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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