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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杀是一个严重公共卫生问题,是导致初中生死亡的原因之一。 自杀意念往往是发生自杀行为的

前提,可以帮助我们提早发现并预防自杀死亡的发生。 本文主要针对初中生的自杀意念现状以及人口学、遗传、
心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综述,为制定中学生自杀预防公共卫生措施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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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icide
 

has
 

become
 

a
 

serious
 

public
 

health
 

problems
 

and
 

one
 

of
 

the
 

cause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death. Suicidal
 

ideation
 

is
 

the
 

first
 

step
 

of
 

suicide,which
 

can
 

help
 

us
 

identify
 

and
 

prevent
 

deaths
 

from
 

suicide
 

earlier. This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mography,genetics,psychology
 

and
 

environment,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formulating
 

public
 

health
 

measures
 

of
 

suicide
 

prevention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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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是一个严重的全球公共健康问题,每年约
有 80 万人死于自杀[1] 。 在青少年群体中,自杀已
经成为第四大死亡原因[1] 。 自杀行为包括自杀意
念、自杀企图和自杀死亡[2] ,其中自杀意念往往是
自杀行为的早期心理活动,对自杀风险具有一定的
预测作用,可以帮助我们更早地发现并预防自杀死
亡[3] 。 12 ~ 15 岁青少年正步入青春期,生理和心
理发育极不平衡,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自杀意
念检出率高达 13. 6%[4] 。 预防青少年自杀,特别
是对于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时期的中学生来说,是一
项重要的社会公共问题。 本文将对初中生自杀意
念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做一综述。

1　 初中生自杀意念流行病学现状

不同国家和地区初中生自杀意念不同[5] 。 西
方国家的总体终生自杀率高于非西方国家,其中澳

大利亚、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初中生的自杀率在不
断上升,一些中低收入国家初中生自杀流行率也呈
现稳定趋势,此外非洲青少年自杀意念终生流行率
最高(37%),欧洲最低(13. 7%),北美洲、南美洲

和亚洲分别为 30. 2%、28. 5%、14. 2%[5-6] 。 中国初

中阶段学生自杀意念检出率为 16. 7%[7] 。 因此,
初中生自杀意念高发是个全球共性问题,必须高度

关注并探讨初中生自杀产生的具体原因。

2　 初中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

2. 1　 人口学因素

与初中生自杀意念有关的人口学危险因素主

要是性别、年龄等。 在性别方面,中西方研究观点

是一致的,女生自杀意念检出率明显高于男生[7-9] ,
这可能与女生心理成熟较早、内心情感丰富等因素

有关[7] 。 与顺性别(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确定性别

一致)青少年相比,跨性别(性别认同与出生时确
定性别不一致) 青少年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其
中,跨性别女性(出生时生理性别为男性而自我性

别认同为女性)自杀意念更高[10] 。 因此,预防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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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杀要充分考虑性别问题,针对不同性别的初中
生采用不同的预防措施,女性尤其是跨性别群体应
为预防的关键对象。 目前,针对跨性别初中生群体
自杀意念的研究较少,未来还需要更多研究来探讨
跨性别初中生群体的自杀相关行为。 年龄方面,中
西方得出的结果是不一致的。 唐慧琳等[3] 对中国
南京 661 名初中生研究发现,不同年级自杀意念强
度不同,高年级自杀意念强度高于低年级。 Flores
等[9]对美国人群近 27,000 名初中生进行研究,并
没有发现自杀意念检出率存在年级差异。 研究结
果不同可能与两国教育政策、学习背景有关,相比
于美国,中国高年级的初中生面临更重的升学压
力。 民族 / 种族方面,国外研究发现不同种族自杀
意念不同,与白种人相比,黑种人、西班牙裔、亚裔
和其他族裔初中生自杀意念检出率更高[9] 。 中国
虽是多民族国家,但研究显示中国少数民族的自杀
意念和自杀发生率与汉族差异性不大,可能与各个
民族的学生处在同一教学环境中,所接受的知识一
致有关[11] 。 目前针对中国初中生群体不同民族自
杀意念的研究较少,未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
步明确民族因素在自杀意念中的作用。 以上提示
我们需要关注与初中生自杀意念有关的人口学特
征,及时对处于危险中的初中生提供帮助与支持。
2. 2　 遗传因素

自杀 可 能 与 遗 传 变 异 有 关[2] 。 Erlangsen
等[12]对 6024 名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及 44240 名健
康人进行对照研究,确定了与自杀企图显著相关的
3 个 SNPs 位 点, 均 位 于 20 号 染 色 体 上, 即
rs4809706、 rs4810824 和 rs6019297。 Docherty
等[13] 也确定了和自杀死亡显著相关的 2 个基因
座,分别位于 13 号染色体 ( 5 个 SNPs 位点, 即
rs34399104、 rs35518298、 rs34053895、 rs66828456、
rs35502061)和 15 号染色体(rs35256367)。 国内在
自杀遗传学上的研究相比于欧美国家要少。 Wei
等[14]研究报道了 CYP24A1( rs6013897)可能是一
种新的自杀未遂潜在的遗传基因。 大样本全基因
组关联研究帮助我们进一步确定了自杀可能与特
定的遗传基因有关。 但自杀的遗传学确切病因及
分子机制尚不明确,未来仍需要更多大样本且在不
同的种族之间开展研究,进一步明确上述基因与自
杀的因果关系。 我们在关注自杀遗传性的同时,还
需要关注遗传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对自杀的影响,
尽量减少环境因素对自杀意念或行为的负性影响。
2. 3　 心理因素

初中生心理健康问题也是预测自杀意念的重

要的因素。 情绪失调会产生相应的冲动行为,如果
对自己产生的负面情绪不能有效地调节,那么自杀
意念就可能作为一种作为解决问题的策略而出
现[15] 。 而积极情绪则可能是抑郁等消极情绪和自
杀意念之间的一种重要中介,如果初中生在与他人
相处中不断进行自我贬低的话,将会产生更多的消
极情绪和自杀意念[16] 。 可知,消极负面的情绪会
增加初中生的自杀意念。 除上述危险因素,近几年
与自杀意念有关的保护性因素逐渐成为研究的焦
点。 心理弹性可能是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素,与自
杀意念呈负相关[3] 。 生命意义感也是预防自杀意
念的保护性因素,其可以帮助个人应对人类发展特
定阶段的心理风险[17] 。 因此,保护性因素可以降
低初中生的自杀意念。 未来需更多的研究来探索
与自杀意念有关的保护性因素以及相关机制。 同
时,各类学校需要开授相关的心理学课程,并设立
心理疏导站或学生心理工作室等,帮助初中生应对
各种心理问题。
2. 4　 精神障碍

患有精神障碍的初中生自杀意念风险高于普
通人,比如重度抑郁、焦虑障碍等。 物质过度使用
也与自杀意念有关。 过度使用酒精与初中生自杀
意念有关,开始饮酒年龄越早,饮酒醉酒频率越高,
自杀意念的风险就越高[18] 。 与中国不同的是,西
方国家的初中生更有概率接触到毒品。 对美国新
墨西哥州初中生研究发现,使用毒品的初中生有较
高水平的自杀意念[19] 。 另一项研究也证实了滥用
大麻会增加初中生的自杀意念[9] 。 可见,物质滥
用会增加初中生自杀意念的风险,且有害无利。 一
项韩国的研究发现具有潜在和高风险智能手机成
瘾的初中生其自杀意念的可能性增加[20] 。 因此,
除关注物质滥用外,未来研究还应关注到初中生的
手机使用问题,进一步探讨手机成瘾与自杀意念的
因果关系。 重视初中生的精神障碍、物质使用及手
机成瘾问题,对预防初中生自杀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2. 5　 环境因素

2. 5. 1　 家庭环境　 家庭对初中生自杀意念起到了
重要的影响作用。 积极的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
的自杀意念呈负相关,父母教养方式越消极,初中
生的自杀意念水平越高[4] 。 家庭功能(家庭凝聚
力和家庭灵活性)与自杀意念也有关,当家庭功能
失调时,初中生在处理问题时就会由于缺少学习的
榜样而变得情绪化,增加自杀意念的风险,而与家
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越紧密,应对家庭变故能力

·811·



济宁医学院学报 2023 年 4 月第 46 卷第 2 期　 J
 

Jining
 

Med
 

Univ,April
 

2023,Vol. 46,No. 2

就会越强,自杀想法就会越少[21] 。 因此,家庭亲密
度、适应性、凝聚力及家庭支持越高的初中生自杀
意念风险就越低[17] 。 积极的家庭环境能够用降低
初中生的自杀意念,未来的研究应关注与家庭环境
有关的保护性因素。 家庭是个人成长的重要场所,
如果家庭环境出现不良现象,将会影响初中生的心
理健康,要高度关注初中生家庭成长环境。
2. 5. 2　 学校环境　 学校是学生学习生涯中度过时
间最长的场所,需要高度关注学校因素对初中生自
杀意念的影响。 师生有效关系可以发展为预防初
中生自杀的保护性因素,感受到老师关心和鼓励的
初中生有较低水平的自杀意念[9] 。 初中生对校园
生活、学校人际关系越担忧其自杀意念风险越高,
而学校工作人员的支持和同学间的信任则是自杀
意念的保护因素[22] 。 因此,良好的师生关系、同学
关系和校园生活环境可以降低初中生自杀意念的
风险。 学校各级部门需要积极处理初中生教育过
程中出现的消极因素,及时对有自杀意念的初中生
予以帮助,避免自杀悲剧的发生。 未来还可以进一
步探讨学校所采取的相关预防措施是否对初中生
自杀意念产生影响。
2. 5. 3　 不良经历　 童年期的不良经历增加初中生
自杀意念的风险,比如经历虐待、忽视、欺凌、压力
性生活事件等。 言语欺凌、财产相关欺凌、关系欺
凌、身体欺凌和网络欺凌均与自杀意念的高风险密
切有关[23] 。 随着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电子设备的
快速发展,“网暴”现象屡见不鲜,网络欺凌逐渐成
为关注的焦点。 Flores 等[9] 研究证实了遭受网络
欺凌的初中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增高。 复杂的网络
环境使还在成长中的初中生难以分辨是非真假,直
接或间接地受到网络环境的不良影响。 学校和社
会应对初中生开展反欺凌的宣传教育,增强初中生
的自我保护能力,对受欺凌初中生及时进行心理干
预,创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压力性生活事件也会增
加自杀意念的风险,比如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冲突
等[22] 。 因此,干预初中生自杀意念需要了解他们
过往的不良经历。 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需要家庭、
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参与。
2. 5. 4　 睡眠　 睡眠对于健康来说至关重要,充足
的睡眠时间有益于身心健康。 睡眠剥夺是自杀意
念的独立危险因素,每晚睡眠少于 4h 或睡眠时间
更少的初中生自杀意念检出率增加[9] 。 手机成瘾
同样也影响睡眠,夜晚使用手机时间越长,睡眠时
间就越短,自杀意念检出率就越高[20] 。 因此,初中
生的睡眠问题也是需要密切关注的社会现象,未来

需要更多的研究探讨睡眠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联。
需要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以保证初中生实现充
足的睡眠,比如限制夜晚电子设备使用时间、开展
家庭作业减负活动、建议或强制未开展午睡的中学
开展午睡活动等。

3　 小结与展望

初中生的自杀意念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即自杀

意念并不是与单一因素所造成的,而是各个因素之
间相互作用,涉及人口学、生物、家庭、学校、个人心
理特征等方面。 预防初中生的自杀意念需要家庭、
学校以及社会的全力配合与支持。 目前,大部分初
中生自杀相关研究都是横断面调查,并不能确定风
险因素与中学生自杀之间的因果关系,部分研究样
本来源的群体具有局限性,或缺乏充足的样本量,
导致研究结果外推受限。 另外,研究数据来源于被
调查者自我报告,容易产生回忆偏倚,且缺乏相关
文化背景信息收集。 最后,尚缺乏不同国家或种族
之间的差异分析。

未来需要在初中生群体开展基于不同文化背
景的纵向研究,还需要在识别初中生自杀意念影响
因素上开展更广泛且全面的预测因素研究。 建议
相关职能管理部门需要及时制定良好的初中生自
杀预防策略,以保障广大初中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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