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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应用型高校大学生自杀意念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高校、社区、家庭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

提供一定依据。方法：采用问卷法对云南4所应用型高校2348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采取spss软件进

行分析。结果：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为6.22%，不同性别、年级、家庭经济收入的大学生自杀意念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不同学历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6.523, p = 
0.011*)；不同专业类型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15.884, p = 0.007**)；不同父母婚

姻状况的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25.536, p = 0.000**)。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专业类型和父母婚姻关系进入回归方程，二者均对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结论：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相对不高，专业类型和父母婚姻关系是自杀意念产生的重要预测因素。

危机干预应重点关注父母婚姻“失和”并结合不同专业类型，联合多方力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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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affecting factors of suicide ide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applied-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thus to provide some basis for universities, com-
munities and families to carry our targeted intervention. Methods: The questionnaire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2348 college students in 4 Applied-Oriented universities in Yunnan, and SPSS 
software was used for analysis. Results: The incidence rate of suicide ideation among college stu-
dents was 6.2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suicide ide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ders, grades and family income (p > 0.05).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back-
grounds (χ2 = 6.523, p = 0.011*). The incid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of dif-
ferent major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 = 15.884, p = 0.007**).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parents’ marital 
status (χ2 = 25.536, p = 0.000**). The results of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ype of 
major and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of parents entered the regression equation, and both had sig-
nificant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occurr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is relatively low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Applied-Oriented univer-
sities, while major type and marital relationship of parents are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suicide 
ideation. Therefore, crisis intervention should focus on the “disharmony” of parents’ marriage and 
combine different majors and combine multipl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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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前人将自杀分为三类，分别是自杀意愿(等同自杀意念、自杀意念)、自杀未遂、决定自杀，自杀意念

在个体实施自杀行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为了解大学生自杀(自杀)意念的发生现状和可能的影响因素，本

研究对云南 4 所高校大学生进行了调查，为高校、社区、家庭进行预警及有针对性的干预提供一定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抽取云南 4 所高校 2747 名大一至大三学生进行调查，发出问卷 2747 份，有效问卷 2348 份，有效率

85.4%。其中男生 1014 名(43.19%)，女生 1334 名(56.81%)，大一 1312 名(55.88%)，大二 704 名(29.98%)，
大三 332 名(14.14%)，专科 318 名(13.54%)，本科 2030 名(86.46%)，艺术类专业 406 名(17.29%)，体育类 230
名(9.80%)，工学类 328 名(13.97%)，农学类 469 名(19.97%)，文史类 256 名(10.90%)，医学类 659 名(28.07%)。 

2.2. 方法 

采用自杀意念自评量表(SSIOS)对他们的自杀意念进行调查。该量表由夏朝云(夏朝云，王东波，吴

素琴等，2002)等编制，共由 26 个项目构成，包括绝望、乐观、睡眠、掩饰四个因子。量表的信度为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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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79，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2.3. 统计分析  

用 SPSS19.0 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数据经核实后用 χ2检验对自杀意念发生率及其分布进行分析，采

用 logistic 回归方法分析影响自杀意念发生的因素。 

3. 结果 

3.1. 应用型高校大学生自杀意念现状 

SSIOS 量表中，总分 = 绝望 + 乐观 + 睡眠 ≥ 12，且掩饰因子分 < 4 (掩饰因子得分 ≥ 4 为测量不

可靠)，判定为有自杀意念。结果表明，应用型高校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6.22%。从性别看，男大学

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6.71%，女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5.85%，男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高于女大学生，

男女大学生之间自杀意念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从年级和家庭经济水平看，年级、不同家庭经济收

入间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从学历层次看，专科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9.43%，本

科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5.71%，专科生自杀意念发生率高于本科生，本专科生之间自杀意念发生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从专业类型看，不同专业类型间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7**)，
艺术类专业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最高(10.09%)，医学类专业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最低(4.55%)；从父

母婚姻状况看，不同父母婚姻关系间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00**)，父母婚姻

关系失和的家庭关系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最高(17.54%)，父母关系缺失的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保持

较高水平。见表 1。 
 
Table 1. Univariate analysis of suicide ideation  
表 1. 自杀意念发生情况单因素分析 

人口学统计特征 调查人数 有自杀意念 无自杀意念 发生率(%) χ2 p 
性别 女 1334 78 1256 5.85 0.729 0.393 

 男 1014 68 946 6.71   
学历 专科 318 30 288 9.43 6.523 0.011* 

 本科 2030 116 2014 5.71   
专业 艺术 406 41 365 10.09 15.884 0.007** 

 体育 230 17 213 7.39   
 工学 328 16 322 4.90   
 农学 469 25 444 5.33   
 文史 256 17 239 6.64   
 医学 659 30 629 4.55   

年级 大一 1312 75 1237 5.72 2.701 0.259 
 大二 705 44 661 6.24   
 大三 331 29 302 8.76   

家庭经济收入 贫困 963 64 899 6.65 0.647 0.724 
 一般 1021 59 962 5.78   
 较高 364 23 341 6.32   

父母婚姻关系 丧亲 106 10 96 9.43 25.536 0.000** 
 失和 57 10 47 17.54   
 离异 129 16 113 12.4   
 良好 2056 110 1946 5.35   

*p < 0.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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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杀意念影响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 χ2中有显著差异的学历、专业、父母婚姻关系作为自变量，将自杀意念检出作为因变

量，在 α= 0.05 水平上进行非线性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专业和父母婚姻关系进入回归方程。专

业类型(回归系数值为−0.134，z = −2.560，p = 0.010 < 0.05，OR = 0.874)，父母婚姻关系(回归系数值为

−0.335，z = −3.633，p = 0.000 < 0.01，OR = 0.715)，会对自杀意念检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见表

2。 
 
Table 2.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affecting factors of suicide ideation  
表 2. 自杀意念影响因素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 

项 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z 值 p 值 OR 值 OR 值 95% CI 

专业类型 −0.134 0.052 −2.560 0.010 0.874 0.789~0.969 

父母婚姻状况 −0.335 0.092 −3.633 0.000 0.715 0.597~0.857 

因变量(y)：自杀意念发生       

4. 讨论 

个体产生自杀意愿，说明个体存在自杀意念的主观偶然性体验。自杀意念的产生，为自杀未遂和实

施自杀提供了心理基础和较强的预测依据。自杀行为从自杀意念、尝试自杀到自杀死亡逐步发展，虽然

不一定连续，但自杀意念是自杀死亡的强危险因素(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本研究结果显示，应

用型高校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6.22%，低于国内相同筛查标准下得出的大学生自杀意念率(王声，林

汉生，2007)，低于张世晶(12.14%) (张世晶，黄泽娇，2012)、石文娟(11.6%) (石文娟，马绍斌，王声勇，

2007)、徐慧兰(14.6%) (徐慧兰，肖水源，冯珊珊，2004)、高宏生(35.5%) (高宏生，曲成毅，苗茂华，2003)、
吴玲(15.4%) (吴玲，王小丹，田冶，2013)等人筛查出的筛查率，与代成书(5.31%) (代成书，2016)对我国

大学生的筛查率相近，以及与唐芳(7.21%) (唐芳，覃萍，2016)等人对武汉市大学生的筛查率相近。目前

国内外对自杀意念的界定、测量仍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时间维度，因而用不同的方法分析不同的人群，得

出的自杀意念发生率是不同的，用相同的方法分析同样的人群，因地区差异，文化背景、人格、时代价

值观、施测情境、当时心境状况不同，会得出不一样的发生率。结果有的会具有统计学意义，而有的则

没有，同理，其影响因素方面，也会导致各不相同的结果。 
本研究发现，应用型高校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在专业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与张世晶(张世晶，黄

泽娇，2012)等人研究结果一致。医学类专业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比非医学类专业大学生的发生率低，

与吴玲(吴玲，王小丹，田冶，2013)对海南医学生的调查结果一致，可能与医学类学生对医学和心理方面

的知识比较了解有关，也可能与医学类专业大学生就业压力较小，心理压力较小有关。文科类大学生的

自杀意念较工科类大学生的自杀意念强，文科类大学生显著高于理工科类大学生(李辉，刘倩倩，方晓义，

蔺秀云，2007)，从广义上来讲，工科学生是未来的工程师，对于他们而言,“技能改变命运”这句话很适

合。因为他们对就业前景充满期待，会全身心地学习实用技术，无暇顾及其他，相对文科类学生而言自

杀意念较弱(张世晶，黄泽娇，2012)。文科生在择业过程中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和专业就业不利的局面，

自杀意念较理工科生更高(和红，杨洋，2014)。艺术类专业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最高，显著高于其他专

业，其次是体育类，这可能与艺体类专业大学生以较低分数考入，存在自卑情绪、挫败感和较大学业压

力，自我效能感较低有关，特别是艺术类学生，容易将自己带入理想化和浪漫化，自我期望较高，但自

我管理较其他专业学生差，理想我与现实我有较大差距，造成心理失衡和自我否定。这与和红等(和红，

杨洋，2014)的研究结果：文史类专业大学生自杀意念显著高于艺体类大学生不一致。这可能是专业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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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杀意念发生率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测量工具、人的主观因素等差异而造成的差异，有待进一步

研究论证。 
本研究发现，应用型高校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明显受家庭父母婚姻关系的影响，父母婚姻关系失

和的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最高(17.54%)，与家庭父母婚姻良好的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形成鲜明的对

比(5.35%)。孙殿凤研究发现，离异、再婚、家庭成员有自杀或暴力事件等家庭因素都是自杀意念的重要

预测变量(孙殿凤，2007)，如夫妻关系不和，家庭成员亲密度低是自杀的危险因素(李欣晏，苗路霞，王

锦红，2016)。家庭父母婚姻关系发生变化，会显著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率的检出。大部分学者研究认为，

已解体或濒临解体家庭大学生的自杀意念的比率明显高于完整家庭，生活在单亲或重组家庭与生活在独

生子女家庭、核心家庭、大家庭的大学生相比，自杀意念的强度有显著差异。高正亮(高正亮，童辉杰，

2013)等研究发现单亲家庭大学生自杀意念比率显著高于双亲家庭，这与以往的研究一致，进一步说明父

母婚姻关系是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的重要因素。荆春霞等(荆春霞，王声勇，卢莉云，2003)研究结果也证

实，处于单亲家庭中的大学生发生自杀意念的危险性近乎正常双亲家庭的 3 倍，同时家庭成员关系融洽

可降低大学生面对压力时产生自杀意念的危险。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部门应重点关注文科生、艺术体育类学生，针对专业性质不同，制定可行的措施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个性化心理咨询，合理运用心理干预手段，正确教育引导他们，以减少自杀意念发

生的危险因素，增强自杀意念发生的保护因素。 
良好的父母婚姻关系可以有效降低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而糟糕的父母婚姻关系则会增加大学生

自杀意念发生率，婚姻关系处于失和状况比离异和丧亲带来的自杀意念发生率更高，风险更大。父母双

方冲突，孩子被夹在中间，更多时候，受到心理创伤的是孩子。因此，增强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的保护

因素，应对父母或准父母开展婚姻家庭教育显得很必要，探索创新家庭教育机制，如在条件成熟的高校

开设家庭教育专业，在婚前进行家庭心理教育，在家庭中，开展家庭情感教育，织密有“爱”有“温度”

的家庭成员关系，引导家庭成员合理调节消极情绪，选择科学的应对方式，避免消极情绪伤及他人。同

时将中华民族“修身”“齐家”的优秀传统教育与婚姻冷静期的法律机制有效融合，在学校教育期、婚

前预备期、婚姻期、冷静期，乃至离婚后全过程强化个体和群体的情绪情感调适知识技能及心理教育，

厚植“家和万事兴”的观念。社区、邻里、志愿者多方面介入，多种措施着手，积极干预，引导解决各

种家庭情感纠纷，减少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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