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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国内外近年来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研究现状及趋势。方法：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从建库至

2023年6月26日收录的文献为来源，通过CiteSpace软件对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

析。结果：共纳入文献712篇，年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最高频的关键词为青少年、自伤、自伤行为、

抑郁症、中学生。结论：非自杀性自伤领域研究人员众多且机构间缺乏有效的合作联系，未来应多开展

相关实证研究促进该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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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trend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adolescent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 Method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collected from the CNKI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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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tabase to June 26, 2023, the CiteSpace software was used to 
visually analyze the literature related to non-suicidal self-injury in adolescents. Results: A total of 
712 articles were included, and the annual number of articles was on the rise. The most frequently 
used keywords were adolescents, self-injury, self-injury behavior, depression, and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nclusion: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non-suicidal self-injury and there 
is a lack of effe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In the future,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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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是指在没有明确自杀意图的情况下，个体故意、重复

地改变或伤害自己的身体组织的行为，比如针刺、刀割、烧灼、抓挠和击打自己等，这种行为不被社会

所认可，且一般不具致死性，但极具危险性(江光荣，于丽霞，郑莺，2011)。NSSI 行为可以发生在任何

性别、文化背景及性取向的人群中。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 NSSI 患病率并不一致，女生可能高于男生

(Brown & Plener, 2017)。青少年是自伤行为的高危人群，美国一项研究综述表明，自伤在青少年中的发

生率为 17.2%，成年初期发生率为 13.4%，成年人中的发生率为 5.5% (Swannell et al., 2014)。有研究指出，

在国外，青少年 NSSI 的患病率为 17%~31% (韩阿珠等，2017)。而国内青少年 NSSI 的患病率为 27.4% 
(Monto et al., 2018)。通过对世界范围内青少年 NSSI 的调查，发现目前我国青少年 NSSI 的患病情况并不

乐观，且相比于西方国家方兴未艾的发展趋势，我国在 NSSI 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2011 年，江

光荣首次在国内发表有关“非自杀性自伤”的综述(江光荣等，2011)。已有研究表明，NSSI 不仅会提高

抑郁症等身体和心理疾病的风险，还会成为青少年自杀的最重要的危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青少

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但现阶段我国在预防和干预青少年 NSSI 方面尚未

取得显著成果。因此，对青少年 NSSI 行为高发群体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整理，有助于国内学者更加科学、

有效地了解并深入研究该领域。 
本研究利用 CiteSpace 软件，以中国知网(CNKI)的相关文献为研究对象，对该领域发文量、作者和机

构合作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分析，旨在梳理近年来 NSSI 的发展趋势与研究动态，发掘该领域潜在研究热点，

为相关领域未来的科研工作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将中国知网数据库作为研究数据来源，期刊检索时的检索条件为“主题 = 青少年 OR 中学生”

AND“自伤”，检索时间是建库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共检索出 1175 篇文献，认真检查剔除报纸、会议

征文和其他不相关文献，利用 CiteSpace (R6.1.R2)软件去重，最终选取 712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59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汪心茹 等 
 

 

DOI: 10.12677/ap.2023.1310592 4708 心理学进展 
 

2.2.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情报学分析软件 CiteSpace 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并将所得的资料以图谱和表格的

方式显示出来。在图谱中，分析的结果是以结点的形式显示出来的，节点的大小代表发生的频次，每个

圆环都是一个时间单位，而圆环的宽度则是表示频次多少。节点外的紫色圆圈表示该节点的中心性(中心

性强度说明该节点的重要性，沟通着不同的研究领域)。本次分析对 NSSI 领域的研究作者、研究机构和

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基本参数设定为 2 年为一个年份单元，图谱裁剪设置为“pathfinder”和“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s”，其他设置采用默认。在作者共现分析时，节点类型选择“author”，在研究热点

分析时，节点类型选择“keyword”。 

3. 结果 

3.1. 年发文量 

对文献进行年发文量统计可以直观了解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国内文献最早发表于 1988 年，年发

文量从 1998 年开始逐年上升，提示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热度持续增高。见图 1。 
 

 
Figure 1. Domestic annual volume of papers 
图 1. 国内年发文量 

3.2. 作者合作分析 

由图可知，在中文文献中，1993~2023 年发文频次在 8 篇及以上的作者共有 11 位，其中万宇辉教授

发文量最高，其主要研究方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与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关

联，二是社会因素对非自杀性自伤的中介作用，如社会支持。国内总发文频次排名前 5 位的作者见表 1。 
 
Table 1. The top five authors in the total frequency of domestic adolescent NSSI research 
表 1. 国内青少年 NSSI 研究总发文频次前 5 位作者 

排名 文献作者 发文量 

1 万宇辉 20 

2 黄鹏 15 

3 陶芳标 13 

4 王玉龙 10 

5 胡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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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位作者，节点半径大小表示该作者的发文量，节点越大，该作者发文量越多。

节点之间的连线表示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的粗细代表作者之间合作的强度，连线越多代表共同发

文数量越多。由图 2 可了解到学者发文数量以及各学者之间的合作关系。 
 

 
Figure 2. The author cooperation network diagram 
图 2. 作者合作网图 

3.3. 研究机构合作分析 

在中文文献机构中共有 12 所研究机构的发文量在 5 次及以上，发文量最高的是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国内总发文量排名前 5 位的研究机构见表 2。 
 
Table 2. Ranking the top 5 institutions in the total frequency of domestic adolescent NSSI research 
表 2. 国内青少年 NSSI 研究总发文频次前 5 位的机构排名 

 文献机构 发文频次 

1 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系 20 

2 江西省预防医学重点实验室 10 

3 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 8 

4 人口健康与优生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7 

5 南昌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循证医学中心 7 
 

图 3 中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研究机构，节点大小与发文量的多少呈现正相关；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

着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的粗细与共同发文量呈正相关。图 3 中节点数(N)为 209，节点连线(E)为 165
条，Density (网络密度)值为 0.0076，可见各研究机构相互独立，合作发文数量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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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Research institu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diagram 
图 3. 研究机构合作网图 

3.4. 研究热点 

3.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进行分析可得到心理危机干预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陈悦等，2015)。从关键词在文献中的出

现频次来看，频次排名前 5 位的关键词如表 3 所示。 
 
Table 3. The top 5 keywords of co-occurrence frequency in domestic adolescent NSSI research 
表 3. 国内青少年 NSSI 研究共现频次前 5 位的关键词 

排名 中心性 年份 关键词 出现频次 

1 0.67 2013 青少年 198 

2 0.18 2013 自伤 45 

3 0.09 2013 自伤行为 40 

4 0.04 2017 抑郁症 34 

5 0.17 2013 中学生 32 

 
对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图谱共现分析，以关键词为网络节点，时间切分数为 1，文献选择标准为 TOP N，

得到图 4。结果显示，共出现关键词 234 个，关键词之间有 347 个连线。图 4 中的圆代表节点，圆圈大

小与关键词出现频次呈正相关。除去“青少年”“自伤”“自残”等基本关键词后，“抑郁症”“影响

因素”“精神卫生”等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大于 10。 
抑郁症这个关键词的出现，说明许多研究者正努力探索它与其它疾病的关联，以期发掘它们之间的

潜在联系，这一研究方向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因为许多精神心理疾病患者，如抑郁症患者，进食障碍

患者(Chen, 2006)中经常会出现自伤行为。此外，研究者们发现，他们所研究的对象也逐渐变得具体和细

致，从最初的青少年开始，逐渐到中学生、高职生、甚至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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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of domestic adolescent NSSI research 
图 4. 国内青少年 NSSI 研究的关键词共现图谱 

3.4.2. 关键词突现分析 
对关键词进行突现性分析，能够揭示研究热点的变化(杨雪芳等，2022；常青等，2021)。对文献的关

键词突现分析得出 5 个突现词，分别为“自伤行为、学生、自残、社会支持、大学生”。其中，该领域

最早且突现强度最高的关键词为“自伤行为、学生、自残”。图 5 显示出所有被分析文献的关键词在整

个分析时间范围内的突现变化，从时间上来看，早期的研究热点(2013~2015)主要集中于与自我伤害(自残、

自伤行为)相关，这个话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 2020 左右，热度才有所下降。此外，有关“社会

支持”、“大学生”的研究，在最初的几年里一直很受关注。 
 

 
Figure 5. Keyword burst diagram of adolescent NSSI research 
图 5. 青少年 NSSI 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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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青少年 NSSI 研究的现状 

从年发文量上看，文献数量从 1988 年的 1 篇文献增长到 2023 年 712 篇文献，这么多年间增长了 711
篇文献，增速在 2008 年至 2021 年加快，提示近十年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研究热度较高。青少年抑郁症问

题越来越普遍，且研究人员也发现越来越多的自伤行为与自闭症、抑郁症等特殊人群有关。郑秀秀等研

究发现(郑秀秀，闫风武，2022)，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出现 NSSI 行为概率高达 44.29%，出现 1 种以上

NSSI 的占 96.78%。众多研究表明(Claes et al., 2015; Tatnell et al., 2014)，青少年抑郁症状和 NSSI 有着密

切关系，自伤研究对象范围不断扩大，特殊人群的自伤逐渐受到重视。 
从发文作者和机构上看，发文最多的作者来自安徽人口健康与优生省级实验室的万宇辉教授团队，

其团队主要研究方向为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与评估(万宇辉等，2017；徐慧琼等，2019)。我国研究

机构多为学院或实验室，高发文频次的作者大都来自同一个研究机构或团队，提示国内研究机构间的跨

地区交流合作较少，这样做一方面很容易造成学术信息被封闭，使得研究成果缺少创新和突破。另一方

面，也很容易造成学术垄断，造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局面，不利于将精力集中在更加深入系统的研究上。

与此同时，根据研究机构分布可以看出，当前该领域的研究主体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医科大学的附属

医院，缺少一线学校、家庭和社会机构等多主体力量的合作研究。但在现实生活中，要想构建和完善青

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预防与干预体系，就需要将教育、心理、医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整

合，并将预防与治疗、教育手段与医学手段相结合。因此，未来研究要注重整合各方力量，加强合作，

提高研究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4.2. 青少年 NSSI 研究的国内研究热点及趋势 

从关键词分布情况可知，目前国内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研究的热点话题主要集中在抑郁症、自伤行

为、影响因素等方面。从关键词时间演变脉络可知，精神卫生、危险因素、抑郁症等主题会发展成为青

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研究分支的趋势，Lee 等(Lee et al., 2021)研究显示，有 NSSI 行为的青少年常伴有较高

水平的抑郁和焦虑情绪。因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和抑郁症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袁勇等，2023)。从文献关

键词突现结果可知，国内研究热点关键词的突现强度不高，近年来研究多侧重于青少年 NSSI 患者的社会

环境，如“社会支持、精神卫生”。表明研究者也发现了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保护因素。 
此外，在临床工作中也发现了一些其他的原因，随着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社会

结构也发生了较大转型，留守儿童、青少年相关问题也与日剧增，NSSI 也成为了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

一。研究显示，有留守经历的个体更容易出现自伤行为、躯体化、抑郁、焦虑、自卑等心理病理症状，

不利于个体发展良好的心理韧性(杨雪岭等，2014)。其中自伤行为的发生率高达 34.4%~57.4% (Xiao et al., 
2020)。关键词的共现结果也表明该行为发生的人群主要为青少年，青少年患者中以流动儿童和留守青少

年居多。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的流动人口从 90 年代开始递增，在 2000 年~2005
年间，17 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规模从 1982 万增加到 2533 万(段成荣等，2013)。因此，这对非自杀性自

伤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综上，虽然国内研究学者在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领域取得了丰硕

的研究成果，但是也存在诸如研究对象单一、研究主题陈旧、研究方法模糊等问题，这启示研究学者在

后续对青少年自伤问题进行研究时首先要考虑到青少年自伤群体的低龄化趋势，将研究群体着重放在小

学生和留守儿童中。 
目前关于 NSSI 的评估和筛查工具呈现多样化，经文献检索概括发现，国内外常用的评估工具主要为

自我报告式评定量表与开放性访谈问卷两种形式。就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现有评估工具多数是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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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测量工具的汉化与修订，少量学者针对青少年群体编订了专门评定问卷，包括中南大学有关团队根

据 DSM-5 诊断标准，基于 OSI 修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中文版非自杀性自伤行为量表、冯玉修订(2008)的
《青少年自我伤害问卷(MASHS)》等，虽然种类繁多，但仍缺乏一个金标准的测量工具。因此 NSSI 筛

查及评估工具的应用、信效度检验等也是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5.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 CiteSpace 的可视化分析，以我国非自杀性自伤领域 712 篇文献进行计量统计和可视化分

析。发现目前研究类型多样，发文量呈上升趋势。早期的热点主要集中于与自我伤害(自残、自伤行为)
相关，目前 NSSI 人群，影响因素以及干预措施是研究的热点。NSSI 筛查和评估工具、危险因素分析是

其研究前沿，是未来发展的趋势。此外，现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在非自杀性自伤领域内的浅

层次，如相关因素、保护因素。在更深层次的方面，仍然有待加强，如对其发病机制的探讨。若从发病

机制的视角来探索因果关系，也许能找出更好的干预方法。本研究由于相关的文献资料不完整，因此，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在今后对该领域的研究中，可以将多个数据库、多个软件相结合，

更加全面地对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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