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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2020下半年~2021上半年期间温州市中学生自伤行为的发生及其相关危险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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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

郁自评量表(PHQ-9)、焦虑自评量表(GAD-7)、症状自评量表(SCL-90)、自编一般情况调查问卷进行调查。

根据有无自伤行为进行分组比较分析。结果：自伤行为发生率为10.35%，其中初中生占68%，高中生

占32%。两组比较在性别、学习成绩、学习压力、校园欺凌、父母关系、父母教育方式、能交流的朋友

数、抑郁焦虑评分、SCL-90中人际敏感、敌对因子评分等方面有显著性差异(p < 0.05、p < 0.01)。结论：

1) 该时期温州市中学生自伤行为低于国内其他地区调查结果；2) 中学生自伤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有：

性别、学习成绩、学习压力、校园欺凌、父母关系、父母教育方式、能交流的朋友数、抑郁焦虑评分、

SCL-90中人际敏感、敌对因子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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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of self-injury behavior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Wenzhou during the 
post-COVID-19 outbreak (2020 to 2021) and its related risk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483 stu-
dents from grade 1 and 2 of the junior school one and senior high school were randomly selected. Use 
the questionnaire as of self-injury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 depression self-rating scALE (PHQ-9) and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 (GAD-7), symptom self-assessment scale (SCL-90), and self-compiled genera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presence or ab-
sence of self-injury behavior.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self-injury was 10.35%, including 68% in 
junior, 32% in senior. The two group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academic perfor-
mance, study stress, school bullying, parental relationship, parental teaching-style, number of 
friend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or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hostile factor score in SCL-90. 
Conclusion: 1) During this period, the self-injury behavior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Wenzhou 
was lower than the survey results in other regions in China. 2) The risk factors for self-injury be-
havior are: gender, academic performance, learning stress, school bullying, parental relationship, 
parental teaching-style, number of friend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scor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
ty, hostile factor score in SCL-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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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青少年时期是生理心理发育的关键阶段，期间会遇到各种矛盾和压力，包括父母、学校、同伴等方

面，如果他们不能以合适的方式解决矛盾和缓解压力，就容易出现各种行为和情绪问题。其中非自杀性

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 [1]在青少年中的流行已逐步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 
有文献报导，自伤行为与很多心理问题或精神障碍相关，如边缘型人格障碍(BPD)、摄食障碍、抑郁、

焦虑、药物滥用、创伤后应激障碍、分离障碍等[2] [3]。国内研究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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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 2019 年底到 2020 年初新冠疫情暴发，给人民生活带来了诸多危害性，2020 年下半年后国内疫情

稳定，但防范措施如隔离、疫苗、测核酸等仍然提醒我们疫情仍然存在，在这种慢性、长期应激事件状

况下人们的心理状况如何、学生的心理状况如何都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的。因此，为了解这个时期温

州市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尤其是自伤行为方面问题，故设计此调查研究，以期得到相关调查数据，探

究中学生自伤行为的相关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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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2021 年 1 月抽取浙江省温州市八所中学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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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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组或者初中组问卷出现相反

年级选项 5 例，伤害皮肤次数与种类、伤害程度不符者 4 例，伤害其他部位次数与种类、伤害程度不符

者 10 例)，得到实际有效问卷 483 份，有效率 96.2%。 

2.2. 研究方法 

采用中学生自伤行为问卷[5]，该问卷由郑莺(2006)编制，冯玉(2008)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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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症状自评量

表(SCL-90)、抑郁自评量表(PHQ-9)、焦虑自评量表(GAD-7)以及自编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包括性别、年级、

学习压力、成绩、父母关系、父母教育方式、家庭经济大概状态、遭遇校园欺凌、能交流的朋友等)编成

“问卷星”小程序，通过学校老师发给学生或者家长，通过网络提交问卷收集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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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次调查开始前，我们考虑到由于问卷可能会导致医源性效应，有的学生之前可能根本没听过自

伤行为也没有过实施自伤行为的想法，但此次问卷调查给了他们了解自伤的机会。因此在问卷的最后告

知同学们自伤行为并不一定能真正达到他们的目的，嘱咐他们要珍爱自己的身体，积极寻求问题的解决

办法。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1.0 统计软件对所有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 χ2 检验；计

量资料以(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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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伤行为 = 自
伤次数 × 伤害程度 ≥ 1)共计 50 例，初中组 34 例(68%)，高中组 16 例(32%)，男生共 13 例(26%)，女生

共 37 例(74%)，男女比例为 2.57:1。 

3.2. 一般情况调查表结果比较 

自伤组与非自伤组一般情况调查表项目得分(计数资料)进行卡方检验，结果见表 1。 
 
Table 1. Chi-square test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Example (%)) 
表 1. 两组一般情况调查表卡方检验结果：(例数(%)) 

 
组别(例数(%)) 

Χ2 p 
非自伤组(n = 433) 自伤组(n = 50) 

1) 性别 
男 238 (54.96%) 13 (26%) 

7.483 0.006** 
女 195 (45.03%) 37 (74%) 

2) 年级 
初中 240 (55.42%) 34 (68%) 

4.403 0.221 
高中 193 (44.57%) 16 (32%) 

3) 校园欺凌 
无 390 (90.07%) 33 (66%) 

21.242 0.000** 
有 43 (9.93%) 17 (34%) 

*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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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伤组与非自伤组一般情况调查表项目得分(计量资料)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2。 
 
Table 2. ANOVA results of two groups: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表 2. 两组一般情况调查表方差分析结果：(平均值 ± 标准差) 

 
组别(平均值 ± 标准差) 

F p 
非自伤组(n = 433) 自伤组(n = 50) 

1) 你的性格 1.96 ± 0.59 1.90 ± 0.68 0.466 0.495 

2) 成绩 2.54 ± 0.84 2.98 ± 0.84 12.109 0.001** 

3) 学习压力 2.29 ± 0.75 3.02 ± 0.74 42.724 0.000** 

4) 家庭经济 2.16 ± 0.41 2.24 ± 0.48 1.647 0.200 

5) 父母关系 1.14 ± 0.45 1.62 ± 0.78 42.542 0.000** 

6) 父母教育方式 1.54 ± 1.16 2.58 ± 1.67 32.425 0.000** 

7) 交流的朋友数 2.28 ± 0.61 2.00 ± 0.64 9.529 0.002** 

*p < 0.05，**p < 0.01。 
 

通过卡方检验及方差分析，我们发现自伤与非自伤组在多个方面有显著性或者非常显著性差异(p < 
0.05, p < 0.01)，如性别、学习成绩、学习压力、父母关系以及父母教育方式、校园欺凌、能交流的朋友

等项目，而性格类型、年级及家庭经济状况两组间无显著性差异。 

3.3. 量表评分结果 

自伤行为组与非自伤行为组一般情况调查表项目得分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见表 3。 
 
Table 3. ANOVA of scoring results: (mean ± standard deviation) 
表 3. 两组量表评分结果方差分析：(平均值 ± 标准差) 

 
组别(平均值 ± 标准差) 

F p 
非自伤组(n = 433) 自伤组(n = 50) 

PHQ 总分 12.86 ± 4.19 20.88 ± 5.48 153.062 0.000** 

GAD 总分 9.85 ± 3.80 16.56 ± 5.26 128.162 0.000** 

SCL 人际敏感 1.72 ± 0.72 2.78 ± 0.82 95.358 0.000** 

SCL 敌对 1.40 ± 0.55 2.54 ± 0.83 171.311 0.000** 

SCL-90 总分 136.86 ± 41.23 130.11 ± 29.92 3.762 0.052 

*p < 0.05，**p < 0.01。 
 

通过两组 PHQ-9 总分、GAD-7 总分、SCL-90 总分及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因子分比较，发现 GAD-7
即焦虑情绪、抑郁情绪(PHQ-9 总分)、敌对、以及人际关系敏感两组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 < 0.01)，但

SCL-90 总分两组无显著性差异(p > 0.05)。提示抑郁焦虑情绪和人际关系敏感、敌对等不良个性特点是影

响自伤行为的重要因素。 

4. 讨论 

通过对 2020 年底~2021 年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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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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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在 10.35%，低于国内其他调查研究[5] [6] [7]。这个可能与 2019 年年底暴发的新冠疫情、国内教

育环境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有研究报导，新冠疫情下湖北大学生焦虑抑郁检出率明显升高[8]。在目前

的疫情控制状态下，社会各界包括学生在逐步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奏，但学生的上课并不稳定，一般采取

正常线下上课与网络线上上课相结合的状态，在没有面对面老师的压力下学生可以在上课时开小差，因

此也会减轻部分学校、同伴关系、学习上的压力，故这个时期的调查研究数据可能会与正常时期有一定

的差异。 
这个时期因为学生居家时间增多，导致父母的压力增大，由于接触、管教孩子的时间和机会增多，

很多家长处于疫情、工作、经济和孩子教育的多重压力下，使得家庭矛盾直接暴露在孩子面前，在教育

方式上容易变得粗暴，给孩子增加了心理阴影。本研究发现自伤组在学习成绩、学习压力、父母关系、

父母教育方式、能交流的朋友数量等方面与非自伤组有显著性差异，可能是中学生自伤行为发生的危险

因素。提示我们要注重家庭关系以及正确的教育方式，增强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处理问题能力，而不仅

仅是关注学习成绩。 
在危险因素比较分析中，校园欺凌、性别方面两组也具有显著性差异。杨娟等研究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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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提示我们要注重童

年心理创伤，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尽量减少校园欺凌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性别因素可能为女性中学生

处于生长发育过程中，激素水平的波动较大、内分泌功能不稳定所致。 
Shingleton RM [10]等研究表明在精神障碍患者中，NSSI 的发生率极高，抑郁情绪是重要的独立危险

因素。本研究在比较两组抑郁自评量表(PHQ-9)、焦虑自评量表(GAD-7)、SCL-90 人际关系因子、敌对因

子分析时，发现自伤组与非自伤组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 < 0.01)，提示焦虑、抑郁症状和不良的人际关系、

敌对性可能是中学生自伤行为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唐记华等也认为，有自伤行为的患者存在较多自评

精神症状，其自伤行为与应激性生活事件、父母养育方式有关[4]。 
总之，本调查研究发现在后疫情时期(2020 下半年~2021 上半年)，温州市中学生自伤行为的发生率

并不高于国内既往文献报导，其自伤行为的发生的危险因素有学习、父母、创伤、同伴、性别以及抑郁、

焦虑、人际关系敏感、敌对等多方面。中国精神障碍诊疗规范(2020 版)指出：心理治疗适合不同严重程

度的儿童青少年抑郁、焦虑障碍患者，目前还没有一种抗抑郁药对儿童和青少年绝对安全。认知行为治

疗(CBT)是被临床证实的有效治疗手段[11]。因此，我们在今后学生教育工作中，应该积极开展心理咨询

和心理治疗，包括个体治疗和家庭治疗，重视针对家庭的干预，以减少青少年抑郁、焦虑以及环境的影

响，可能有助于降低自伤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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