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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2020~2021年期间温州市中学生自伤行为的发生率及相关特征。方法：随机抽取8所中学初

中或者高中一、二年级学生共计483名学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中学生自伤行为问卷、症状自评量表

(SCL-90)、自编一般情况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自伤行为发生率为10.35%，其中初中生占68%，

高中生32%，两组具显著性差异(p < 0.05)，女生(74%)明显多于男生；自伤行为发生形式以1种自伤方

式(26例，52%)为主，部分采取2~4种(19例，38%)；伤害程度以轻度(30例，60%)为主，部分中度(15
例，30%)，除伤害皮肤以外，大部分(62%)否认有伤害其他部位；在发生伤害是会寻求谁来帮助自己

这项上，有一半学生(25例，50%)不愿意找别人帮忙，有28%学生，会找朋友或者同学，而找父母、老

师、心理老师的只有小部分。对比自伤组与非自伤组，发现自伤行为与校园欺凌、父母教育方式、SCL-90
中人际敏感、敌对因子评分明显相关。结论：1) 温州市中学生自伤行为低于国内其他地区调查结果；

2) 温州市中学生自伤行为主要为伤害皮肤，方式较简单、伤害程度为轻到中度为主，有50%学生在其

自伤发生时不愿意找人帮忙，其寻求帮助对象大都为朋友或者同学(28%)；3) 自伤行为可能与童年创伤

以及人际关系、敏感、敌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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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incidence and related characteristics of self-injury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Wenzhou from 2020 to 2021. Methods: A total of 483 students from ju-
nior school and grade 1 and 2 of senior high schoo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Use the questionnaire 
as of self-injury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 symptom self-assessment scale (SCL-90), and self-com- 
piled genera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self-injury was 10.35%, including 
68% in junior, 32% in senior,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p < 0.05), girls (74%)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likely than boys. Self-injury behavior occurred in the form of 1 self-injury mode 
(26 cases, 52%) mainly, part takes 2~4 kinds (19 cases, 38%). The injury level was mild (30 cases, 
60%), moderate level was 15 cases (30%). In addition to the skin damage, 62% students denied 
any damage to other parts of the body. In the event of an injury is who will be needed to help your-
self, half of the students (25 cases, 50%) were not willing to ask for help, with 28% of the students 
willing to ask for friend or classmate, only small number of parents, teachers, psychological teachers. 
Compared with self-injury and non-self-injury group, NSSI behavior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school-bullying, parenting style, and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hostility factor scores in SCL-90. 
Conclusion: 1) The Self-injury behavio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Wenzhou is lower than that of 
other regions in China. 2) Self-injury behavio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s mainly skin injury, 
simple and mild to moderate, 50% of students are unwilling to find help, mostly friends or class-
mates (28%). 3) NSSI may be related to childhood trauma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ensi-
tivity and hos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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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时期会遇到各种矛盾和压力，包括发育、激素水平震荡、学习、父母、同伴等方面，容易出

现各种情绪症状及过激行为，包括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American Psychiatric As-
sociation, 2013]。NSSI 往往伴随或导致严重的心理障碍，对行为者的前途和人际关系都产生较大的不良

影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研究显示自我伤害行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公共卫生问题。 
在针对瑞典人的研究中，群体样本中 34%~42%的青少年报告称他们至少做出过一次自伤行为

[Jutengren et al., 2011; Marshall et al., 2013]，其中 15%~20%的青少年有重复性的自伤行为(被定义为至少

有过 5 次自伤行为)。由于自伤行为概念界定、样本、抽样方法和测量方法缺乏一致性，自伤行为发生率

变异较大。如 2002 年的一项研究[Ross & Heath, 2002]通过两所学校的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

13.9%的学生有过自伤行为。国内报导有武汉市中学生[郑莺，2006]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 57.4%的被试

有过自伤行为。对武汉市普通中学生和工读生进行对照调查[凌霄，2009]，发现普通中学生自伤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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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5.61%，工读学校学生的自伤率高达 88.89%。贵阳市中学生调查[苏静等，2015]则发现中学生自伤行

为的发生率为 44.3%，初中生自伤行为发生率为 47.4%，高于高中生的 41.0%。总体发生率较国外报导的

要高。 
近年来我院儿童青少年科门诊量剧增，多数来诊青少年具有自伤行为，为了解温州市中学生群体的

心理健康状况，尤其是自伤行为方面问题，故设计此调查研究，以期得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及其特征。 

2. 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于 2022 年~2021 年抽取浙江省温州市八所中学初中、高中 1~2 年

级学生，通过问卷星进行调查，回收 502 份，剔除无效问卷，得到实际有效问卷 483 份，有效率 96.2%。 

2.2. 方法 

采用中学生自伤行为问卷[郑莺，2006；冯玉，2008]，该问卷共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有 18 个项目，

用于测量青少年自伤行为的严重程度。自伤行为 = 自伤次数 × 伤害程度。评估分为四个等级：0 次、1
次、2~4 次、≥5 次，分别计 0~3 分；伤害程度分为五个等级：无、轻度、中度、重度、极重度，分别计

0~4 分。累计自伤总分为 0 则无自伤行为，累计自伤总分大于等于 1 则说明有自伤行为。第二部分有 38
个项目，用于测量青少年自伤行为的功能(本课题暂不使用)。每个项目都是 4 级评分。问卷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为 0.85，且具有较理想的区分效度、校标效度和聚合效度。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自编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包括性别、学习压力、成绩、父母关系及教育

方式、家庭经济大概状态、校园欺凌、朋友关系等)编成“问卷星”小程序，通过学校老师发给学生或者

家长，通过提交问卷收集资料，收集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 月。将问卷结果根据自伤行为有否

分为自伤组与非自伤组，两组间进行对比分析。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21.0 统计软件对所有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 

3. 结果 

3.1. 自伤行为筛查结果 

收到有效问卷 483 份，分别为高中组 278 例、初中组 205 例，其中发现自伤行为者共计 50 例，初中

组 34 例(68%)，其中优质初中 8 例(12.3%)、普通初中 13 例(16.2%)民办初中 13 例(21.6%)，高中组 16 例

(32%)，其中优质高中 2例(2.4%)、普通高中 6例(6.3%)民办高中 8例(8.1%)，卡方检验X2 = 14.57，p < 0.05，
提示两组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所有自伤者中男生共 13 例(26%)，女生共 37 例(74%)，男女比例为 2.57:1。 

自伤组中自伤的方式种类、伤害程度、伤害除了破坏皮肤以外身体其他部位的种类及程度、以及发

生自伤会寻求谁来帮助自己的调查结果见下表 1 (Table 1. System)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self-injury behavior: (example) 
表 1. 自伤行为特征：(例) 

自伤发生种类 伤害程度 伤害其他部位 其他部位伤害程度 会找谁寻求帮助 

1 2~4 ≥5 无 轻 中度 重 极重 无 1 2~4 ≥5 无 轻 中度 重 极重 父母 老师 心理 朋友 不找 

26 19 5 3 30 15 2 0 31 15 4 0 30 15 5 0 0 5 2 4 14 25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6250


黄文武 等 
 

 

DOI: 10.12677/ap.2022.126250 2111 心理学进展 
 

自伤方式上为减轻各种自伤行为对学生的心理诱导，我们简化了原问卷中详细罗列所有自伤类型的

方式，采取以伤害皮肤、其他部位两种内容，分 1 种、2~4 种及大于 5 种方式来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本

调查中学生自伤行为发生以 1 种(26 例，52%)、2~4 种(19 例，38%)为主，伤害程度以轻度(30 例，60%)、
中度(15 例，30%)为主，除伤害皮肤以外，有 31 例(62%)否认有伤害其他部位，伤害其他 1 个部位的有

15 例(30%)，伤害程度几乎没有的占 60% (30 例)，轻度的 30% (15 例)；在发生伤害是会寻求谁来帮助自

己这项上，有一半学生(25 例，50%)不愿意找别人帮忙，有 28%学生(14 例)会找朋友或者同学，其他找

父母、老师、心理老师的分别只有 10%、4%、8%。 

3.2. 一般情况及量表评定结果 

根据自编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及 SCL-90 量表评分，各项目结果如下(见表 2、表 3)。 
 
Table 2. General comparison of self-injury and no self-injury group (example) 
表 2. 自伤与无自伤组一般情况对照(例) 

 学习成绩 学习压力 个性特点 校园欺凌* 父母关系 父母教育** 家庭经济 朋友 

自伤组 
(n = 50) 

中等 40 小 7 内向 23 无 34 和睦 32 一般 36 高 8 少 14 

优或差 10 中等 33 均衡 22 有 16 吵架 10 粗暴 3 中等 31 一般 20 

 大 10 外向 5  离婚 8 无法交 11 低 11 多 16 

非自伤组 
(n = 433) 

中等 365 小 41 内向 143 无 390 和睦 326 一般 416 高 85 少 70 

优或差 68 中等 317 均衡 202 有 43 吵架 57 粗暴 17 中等 258 一般 222 

 大 75 外向88  离婚 50 无法交流 0 低 90 多 141 
*：两组比较，X2 = 6.21，p < 0.01；**：X2 = 3.55，p < 0.01。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SCL-90 scoring results of self-injury and no self-injury group (X2 ± s) 
表 3. 自伤与无自伤组 SCL-90 评分结果比较 (X2 ± s) 

 SCL-90 总分 SCL-90 人际关系因子 SCL-90 敌对因子 

自伤组 136.86 ± 41.23 2.51 ± 0.23 2.26 ± 0.15 

非自伤组 130.11 ± 29.92 1.74 ± 0.31 1.42 ± 0.11 

t 1.58 3.94 3.77 

p p > 0.05 p < 0.05 p < 0.05 

 
结果表明，在学习成绩、学习压力、性格特点、父母关系、家庭经济状况、朋友关系等方面，自伤

学生与非自伤组比较两者无显著性差异(p > 0.05)。在校园欺凌、父母教育方式上两组有显著性差异(p < 
0.01)，提示童年创伤性经验会增加自伤行为，而父母教育方式的不同，也会给孩子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

尤其是处于叛逆期的初中、高中阶段的学生，难以接受父母给出的学习压力，同时还要应付学校、自己

对于学习上的压力，在无法处理矛盾冲突的时候是很容易会出现自伤行为的。 
通过两组 SCL-90 总分及因子分比较，发现总体心理状况(SCL-90 总分)并不影响自伤行为(p > 0.05)，

但敌对和人际关系敏感因子会增加自伤行为，两组有显著性差异(p < 0.05)。 

4. 讨论 

通过对 2020~2021 年期间温州市中学生自伤行为的调查，我们发现温州市中学生自伤行为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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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0.35%，低于国内其他研究文献[郑莺，2006；凌霄，2009；苏静等，2015]。这个可能与 2019 年爆发

的新冠疫情、国内教育环境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近几年来，温州市在教育系统集团化、去学区房化、

学生减负减压方面做了较多的努力，学生的学习环境较前已有明显的改善。而在 2020~2021 年期间，新

冠疫情在国内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学生上课一般采取线下与网络上课相结合的状态，因为居家时间增多，

与父母交流接触时间增加，两者互动、矛盾明显增加，缺乏经验的家长在教育方式上容易变得粗暴，给

孩子增加了叛逆、对立情绪的发生，因此父母教育方式在本调查中显示出非常突出的重要作用。 
本调查结果显示，温州市中学生自伤行为发生形式以 1 种自伤方式(26 例，52%)为主，部分采取 2~4

种(19 例，38%)；伤害程度以轻度(30 例，60%)为主，部分中度(15 例，30%)，除伤害皮肤以外，大部分

(62%)否认有伤害其他部位；在发生伤害是会寻求谁来帮助自己这项上，有一半学生(25 例，50%)不愿意

找别人帮忙，有 28%学生，会找朋友或者同学，而找父母、老师、心理老师的只有小部分。杨娟等[杨娟

等，2015]研究发现：在遭遇生活事件时，家庭关系和同伴关系受损越严重的青少年，抑郁症状会加剧得

更明显。提示学生时期同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被孤立、欺凌，则其消极情绪无法找到帮助，从而

增加自伤行为的发生。 
我们发现自伤学生与学习成绩、学习压力、个性倾向、家庭经济、父母关系无明显相关。我们认为

这可能与本研究抽调学生群体有一定关系，多项文献研究避开处于高压状态的初三和高三学生，主要原

因是避免干扰影响学生升学考，而各个年级学生均有不同的压力，有适应新阶段学习、人际关系、学习

方法等方面影响，各阶段对于成绩、压力、期望值等方面的认知均能影响心理状况，有待我们进一步的

研究。 
在自伤相关性方面有研究发现[唐记华等，2005]，有自伤行为的患者其自伤行为和自杀观念与应激性

生活事件、父母养育方式、应对方式、归因风格有关。本研究发现中学生自伤与校园欺凌、父母教育方

式有明显相关，提示我们要注意童年心理创伤，关注校园欺凌，积极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减少学生心

理发育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重大挫折创伤，同时也需要重视学生家长的培训教育，很多家长没有做好家长

的职责，而是过于望子成龙、站在社会道德角度、老师角度来指导教育自己的孩子，有可能因此引发或

者加重孩子的叛逆、对抗心理，从而出现冲动自伤行为。在心理测试量表 SCL-90 评分上我们也发现自伤

行为与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因子明显相关。北大专家[易春丽，钱铭怡，2006]在文献综述中认为：家庭可

以从不同方面对青少年的抑郁产生影响，父母以负性教养方式为主，缺乏正性的情感支持，则青少年抑

郁发生的可能会增加。因此，我们认为父母教育方式以及人际关系敏感可能会增加自伤行为的发生，在

今后学生教育工作、临床实践中，应重视针对家庭的干预，可能有助于减少青少年抑郁、自伤行为的发生。 
总之，本调查研究发现温州市中学生自伤行为发生率比国内文献低，以简单方式(1 种、2~4 种)伤害

皮肤为主，程度轻度(60%)、中度(30%)居多，大部分(62%)否认有伤害其他部位；有一半学生(25 例，50%)
在发生伤害时不愿意找别人帮忙；发生自伤行为与初中段时期、校园欺凌、父母教育方式、人际关系敏

感及敌对特点有明显相关。提示我们在学生心理教育方面应重视这几方面内容，以提高学生心理健康，

减少自伤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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