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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自杀意念与家庭环境和
心理弹性之间的关联研究

从恩朝　吴彦　蔡亦蕴　陈海莹　徐一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上海 　200030）

［摘要］　目的　探讨青少年自杀意念与家庭环境因素和心理弹性之间的关系。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

于 2014 年 12 月对河南省新乡市 3 230 名初高中生进行一般社会资料问卷及 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表（11 项）

（KADS-11）、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FES-CV）、中文版心理弹性量表（CD-RISC）评估测评后，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和病例对照研究探讨青少年家庭环境和心理弹性与自杀意念之间的关联。结果　有效问卷为

2 960 份，有自杀意念者 247 例（8.50%），其中男性 98 例，女性 149 例。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控制

了年龄和性别因素后，单亲 / 再婚家庭模式与青少年自杀意念风险增加有关（OR=2.655）。男性青少年的自杀

意念与家庭亲密度（OR=0.750，P<0.001）及组织性（OR=0.855，P=0.036）呈明显负关联，与家庭矛盾性呈明

显正关联（OR=1.159，P=0.017）。女性青少年的自杀意念与家庭亲密度（OR=0.771，P<0.001）、情感表达（OR=0.815，

P=0.001）及知识性（OR=0.915，P=0.037）存在负性关联。CD-RISC 量表评估显示，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心理

弹性总得分明显低于无自杀意念的青少年（P<0.05），有自杀意念青少年该量表中的能力、忍受消极情感、接

受变化和控制 4 个维度的得分均比无自杀意念青少年低（P<0.05）。结论　青少年家庭环境亲密度是青少年自

杀意念的保护因素；男性青少年的家庭组织性和女性青少年家庭情感表达与降低自杀风险有关；增强心理弹性

可能有助于降低青少年的自杀意念。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19，21（5）：479-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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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suicidal ideation with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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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200030, China (Xu Y-F, Email: hyyyyb@gmail.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association of suicidal ideation with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adolescents. Methods    Cluster sampling was used to perform an investigation among 3 230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Xinxiang of Henan Province, China December 2014. A general soci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11-Item 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KADS-11),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Chinese Version 
(FES-CV) and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Chinese version ) were used for evaluation. A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a case-control study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suicidal ideation with 
family environment an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in adolescents. Results    A total of 2 960 usable questionnaires were 
received. Among the 2 960 adolescents, 247 (8.50%) had suicidal ideation (98 boys and 149 girls).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fter adjustment for age and sex, single-parent/remarried family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suicidal ideation (OR=2.655). Suicidal ideation in boys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mily 
cohesion (OR=0.750, P<0.001) and organization (OR=0.855, P=0.036) an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mily 
conflict (OR=1.159, P=0.017). Suicidal ideation in girl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family cohesion (OR=0.771, 
P<0.001), emotional expression (OR=0.815, P=0.001) and intellectual-cultural orientation (OR=0.915, P=0.037). The 
adolescent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had a significantly lower total score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than those with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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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是 15~19 岁青少年的第二大致死性因素 [1]。

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发生率为 10.72%~12.1%[2]，自

杀企图和计划为 8.1%[3]。青少年自杀与抑郁症、

酒精或精神活性物质（如大麻使用）、青少年焦

虑情绪及青少年的虐待经历有关 [4-9]。国内研究发

现 15~24 岁年龄段的女性自杀率更高，30% 的调

查对象有情绪低落症状，16% 承认有自杀意念，9%

承认确实尝试过自杀 [10]。因此，探寻青少年的自

杀意念及行为的危险因素非常重要，为尽早干预

及预防提供基础。

国内外研究发现消极观念及行为的风险因素

与家庭经济支持和居住环境、青少年边缘型人格

特征及内在压抑和抑郁焦虑情绪有关 [10-11]。经常情

绪压抑的女性、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或学习成绩欠

佳者，自杀意念和尝试自杀行为的发生率更高 [10]。

良好的同辈人际关系，积极的求助模式，信任的

父母亲子关系，良好亲密度和情感表达，成为自

杀意念和尝试自杀行为的保护因素 [10]。

本研究旨在探讨以下问题：（1）家庭收入、

家庭结构等与青少年自杀意念的关系；（2） 家庭

环境因素，包括亲密度和情感表达等因素，其中

哪些因素与自杀意念关系密切？（3）不同性别青

少年自杀意念与家庭环境关联的差异；（4）自杀

意念与心理弹性之间的关联。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于 2014 年 12 月在河南省新乡市某初中和某

高中进行整群随机抽样调查研究，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问卷调查，发放问卷 3 230 份，回收有效问卷

2 906 份，有效率为 89.97%。

1.2　调查工具

（1） 家 庭 环 境 量 表 中 文 版（Family 

Environment Scale-Chinese Version, FES-CV）：在美

国心理学家 Moss 编制的“家庭环境量表（FES）”

基础上，由费立鹏等 [12] 在 1991 年进行修订改写。

包含 10 个分量表。采用 10 个因子来评价家庭环

境特征：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

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

控制性。

（2） Kutcher 青少年抑郁量表（11 项）（11 -
Item Kutcher Adolescent Depression Scale, KADS-
11）：本研究使用 KADS-11 对青少年的抑郁症状

评估。由周慧鸣等 [13] 翻译和在中国进行效度和

信度检查，其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4，敏感度为

89%，特异度为 90%。KADS-11 由 11 个条目组成，

每个条目分别描述抑郁情绪的核心症状，包括情

绪低落、无价值感和兴趣减低，也包括躯体症状

如躯体不适、睡眠困难等，以及自杀观念行为。

每个条目分别按 0~3 分计分：0 分（几乎没有），

1 分（很多时候），2 分（大部分时候），3 分（所

有时候）。其中第 11 条目为“有自杀、自伤的想法、

计划或行为”。

（3）心理弹性量表：采用中文版心理弹性量

表（CD-RISC）考察青少年的心理弹性。该量表是

由 Connor 等 [14] 编制，后经中国学者翻译并结合实

际修订 [15]。该量表包括 5 个维度：能力、忍受消

极情感、接受变化、控制、精神影响。这 5 个方

面共包括 25 个题目。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1 分

代表“从来不”，5 分代表“几乎总是”，从 0 到

4 计分，得分越高，说明心理弹性越好。25 个题

目的得分相加即为心理弹性的总得分。

1.3　调查方法

将一般资料和量表装订成册，被试者需要留

下姓名、学号和父母联系方式，以便进入随访研究。

量表测试之前 1 周内由班级班主任开家长会告知

青少年家长并获得知情同意。量表以班级为单位

进行集体施测，由学校的负责心理咨询老师协助

讲解调查的目的和指导，完成调查后提交量表。

suicidal ideation (P<0.05).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suicidal ideation, the adolescents with suicidal ideation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scores on 4 factors of the CD-RISC (ability, tolerance of negative emotions, acceptance of 
changes and control) (P<0.05). Conclusions    Family cohesion is a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suicidal ideation in 
adolescents. Family organization in boys and family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girls are associated with a decreased 
risk of suicidal ideation. Enhanced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may help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suicide ideation in 
adolescents.                                                                                             [Chin J Contemp Pediatr, 2019, 21(5): 479-484]

Key words: Suicidal ideation; Cohesion;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dol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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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成组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表示。采用二分

类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法，以年龄和性别作为控制

因素，以自杀意念作为因变量，分析家庭一般因

素 / 家庭环境因素与自杀意念的关联，检验水准 α
为 0.05。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2 906 例青少年中，最小年龄为 11 岁，最大

为 18 岁，平均年龄为 15 岁（16.0±1.3 岁）。其

中男孩 1 105 例，女孩 1 801 例。有自杀意念的青

少年 247 例（8.50%）。2 906 例青少年的一般情

况见表 1。

表 3　青少年自杀意念与一般家庭因素之间的关联

变量 B SE Wald χ2 P OR 95%CI

单亲 / 再婚家庭 0.976 0.246 15.763 <0.001 2.655 1.640~4.299

家庭收入 -0.057 0.048 1.385 0.239 0.945 0.860~1.038

父亲文化 -0.049 0.093 0.279 0.598 0.952 0.793~1.143

母亲文化 -0.058 0.091 0.409 0.522 0.944 0.790~1.127

家庭结构 0.120 0.121 0.981 0.322 1.127 0.889~1.429

父亲外出打工 -0.021 0.146 0.022 0.883 0.979 0.736~1.302

母亲外出打工 0.265 0.194 1.878 0.171 1.304 0.892~1.906

常量 -2.588 0.994 6.773 0.009 0.075

表 2　家庭一般因素各变量的赋值

变量 赋值

家庭模式 0= 双亲家庭；1= 单亲或再婚家庭

家庭收入 0= ≥ 5 万元；1=  <  5 万元

父亲文化 0= 高中及高中以上；1= 初中及初中以下

母亲文化 0= 高中及高中以上；1= 初中及初中以下

家庭结构 0= 和父母居住；1= 和祖父母或亲戚居住

父亲外出打工 0= 否；1= 是

母亲外出打工 0= 否；1= 是

表 1　2 906 例青少年的一般状况

变量 例 (%)

性别

男 1 105(38.02)

女 1 801(61.98)

家庭模式

双亲家庭 2 789(95.97)

单亲 / 再婚家庭 117(4.03)

家庭结构

和父母居住 2 455(84.48)

和祖父母或亲戚居住 451(15.52)

家庭收入

<5 万元 2 420(83.28)

≥ 5 万元 486(16.72)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初中以下 1 957(67.34)

高中及高中以上 949(32.66)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初中以下 2 128(73.23)

高中及高中以上 778(26.77)

父母亲外出打工

父亲 1 183(40.71)

母亲 378(13.01)

2.2　青少年自杀意念与一般家庭因素的关联

有自杀意念的 247 例青少年中，男 98 例，女

149 例。家庭一般因素各变量的赋值见表 2。多因

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控制了年龄和性别因素

后，单亲 / 再婚家庭模式与青少年自杀意念的风

险 增 加 有 关（OR=2.655，95%CI：1.640~4.299，

P<0.001），而其他家庭因素与青少年自杀意念没

有明显的关系，见表 3。

2.3　青少年自杀意念与家庭环境因素之间的关联

青少年自杀意念组的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

成功性、文化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

等因子分均明显低于无自杀意念组（P<0.001）；

而青少年自杀意念组的矛盾性因子分明显高于无

自杀意念组（P<0.001），见表 4。

2.4　不同性别青少年家庭环境因素与青少年自杀

意念的关联

男性青少年的自杀意念与家庭亲密度和组织

性呈明显负关联（P<0.05），而与家庭矛盾性呈显

著正关联（P<0.05），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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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青少年的自杀意念与家庭亲密度、情感

表达及知识性存在显著负关联（P<0.05），见表 6。

2.5　青少年自杀意念与心理弹性之间的关联

CD-RISC 量表评估显示，有自杀意念组心理

弹性总得分明显低于无自杀意念组（P<0.05），有

自杀意念组该量表中能力、忍受消极情感、接受

变化和控制 4 个维度的得分均低于无自杀意念组

（P<0.05），见表 7。

表 4　有自杀意念组与无自杀意念组家庭环境的比较　（x±s，分）

组别 人数 亲密度 情感表达 矛盾性 独立性 成功性 文化性 娱乐性 道德宗教观 组织性 控制性

无自杀意念组 2 659 7.8±1.7 5.4±4.6 2.6±1.9 4.8±1.5 4.6±1.4 4.2±2.4 4.0±2.4 3.3±1.4 6.3±1.8 3.9±1.8

有自杀意念组 247 6.0±2.4 4.6±1.7 4.0±2.3 4.9±1.6 4.3±1.6 3.9±1.9 3.2±2.2 3.0±1.6 5.2±1.9 4.1±2.0

t 值 15.33 7.33 -9.00 -0.21 2.76 2.28 5.52 2.70 8.82 -1.26 

P 值 <0.001 <0.001 <0.001 0.832 0.006 0.022 <0.001 0.007 <0.001 0.210

表 7　自杀意念与心理弹性之间的关联　（x±s，分）

组别 人数 能力 忍受消极情感 接受变化 控制 精神影响 总分

 无自杀意念组 2 659 18±6 15±5 11±4 7±2 4±1 55±16

有自杀意念组 247 15±6 13±5 10±4 6±3 4±2 48±18

t 值 7.50 3.69 5.06 6.89 0.05 5.56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947 <0.001

表 5　男性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和家庭环境因素之间的关联

变量 B SE Wald χ2 P OR 95%CI

亲密度 -0.287 0.070 16.880 <0.001 0.750 0.654~0.860 

矛盾性 0.148 0.062 5.693 0.017 1.159 1.027~1.309 

成功性 -0.051 0.080 0.402 0.526 0.951 0.812~1.112 

知识性 -0.054 0.235 1.023 0.312 0.947 0.853~1.052 

娱乐性 0.013 0.065 0.042 0.837 1.013 0.892~1.151 

宗教观 0.042 0.080 0.271 0.603 1.043 0.891~1.220 

组织性 -0.156 0.075 4.390 0.036 0.855 0.739~0.990 

情感表达 -0.065 0.074 0.777 0.378 0.937 0.811~1.083 

常量 -2.628 1.558 2.847 0.092 0.072 

表 6　女性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和家庭环境因素之间的关联

变量 B SE Wald χ2 P OR 95%CI

亲密度 -0.265 0.056 22.570 <0.001 0.771 0.690~0.860

矛盾性 0.074 0.049 2.233 0.135 1.077 0.977~1.186

成功性 -0.020 0.064 0.098 0.755 0.980 0.864~1.111

知识性 -0.089 0.043 4.351 0.037 0.915 0.841~0.995

娱乐性 -0.061 0.049 1.533 0.216 0.941 0.855~1.036

宗教观 0.089 0.065 1.874 0.171 1.093 0.962~1.242

组织性 -0.082 0.054 2.317 0.128 0.921 0.828~1.024

情感表达 -0.205 0.062 10.939 0.001 0.815 0.721~0.920

常量 -1.190 1.302 0.835 0.361 0.304

3　讨论

自杀包括自杀意念、自杀企图和自杀行为。

自杀意念与青少年的人格特征、父母的抚养方式、

家庭环境、抑郁症和物质滥用等都有关系 [16]。自

杀造成家庭重大创伤，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公共

卫生和精神卫生的重大课题。青少年中有 30% 的

自杀意念会转化为自杀行为 [17]。一项中国的 Meta

分析研究发现，男性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发生率

为 8.8%，女性为 10.32%。另一项韩国的青少年

自杀意念的研究发现女性的自杀意念发生率约为

19%，显著高于男性（11%）[18]。本研究也发现女

性的自杀意念发生率 5.13%（149/2 906）高于男性

的 3.37%（98/2 906）。

本研究显示，单亲 / 再婚家庭模式可增加青

少年自杀意念的风险（OR=2.655）。父母离异或

丧失父母会让青少年失去稳定的亲子依恋关系，

面对挫折易产生消极厌世的自杀意念。Lee 等 [19]

研究发现单亲家庭或再婚家庭中，无论男生还是

女生的自杀意念风险都明显增加。

研究发现高水平的家庭亲密度是大学生自杀

意念的保护因素 [20]。本研究显示，无论在男性青

少年还是女性青少年，家庭亲密度下降均可增加

自杀意念的风险。积极的家庭支持和同辈关系会

削弱抑郁和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 [21]，是一个重要

的保护因子 [22]。Hill 等 [23] 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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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意念具有重要影响，仅次于既往有自杀意念的

影响，对再次发生自杀意念和行为具有保护作用。

Rapp 等 [24] 在不同种族和性别青少年人群中研究发

现，家庭关系亲密度对自杀意念和主动性自杀行

为有明显关联，较高的家庭亲密度有助于减少自

杀行为 [25]，因此亲密的家庭关系对自杀意念有保

护作用。

本研究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男女

青少年的自杀意念除了与家庭亲密度有关外，女

性青少年自杀意念还与情感表达和知识性有关，

而男性青少年自杀意念还与家庭组织性和家庭矛

盾性有关。青少年时期是性别认同和同辈关系及

自我认同的关键时期，不同性别青少年对情绪的

表达方式不同，男性往往通过行为表达，而女性

常通过言语表达 [26]。本研究显示家庭情感表达对

女性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具有保护作用，提示女性

青少年家庭中积极的情感表达有利于降低青少年

自杀意念的发生。家庭环境中定时、定要求、按

计划的行动模式，即组织性，是一个家庭内部和

谐的外在表现。男性往往通过行为表达内在的情

感 [27]，因此，组织性强的男性家庭中青少年自杀

意念的风险降低。男性青少年家庭中的冲突矛盾

可能通过抑郁情绪或愤怒这样的中介因素 [28]，与

青少年自杀意念建立连接。本研究也发现了家庭

的矛盾性可增加男性青少年的自杀意念风险。家

庭的知识性是一种培养良好习惯、克服困难和应

激，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支持基础。一项 Meta 分

析研究发现，家庭的知识性越低和应激事件及不

良习惯（如酗酒等）可增加青少年的自杀意念和

企图 [29]。本研究也显示女性青少年家庭知识性与

自杀意念风险呈负关联。

Jakobson 等 [30] 对临床样本和非临床样本的随

访研究发现，心理弹性是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

预测因子。Chung 等 [31] 在香港的调查研究发现，

心理弹性得分低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和抑郁情绪的

风险因素，提高青少年的心理弹性可以避免抑郁

情绪。Siegmann 等 [32] 对中国学生和德国学生的跨

文化群体研究发现，对生活的满意度和社会支持

会调节心理弹性，降低自杀意念的风险。本研究

显示自杀意念组心理弹性总得分较无自杀意念组

明显降低，自杀意念组在 CD-RISC 量表评估中能

力、忍受消极情感、接受变化和控制 4 个维度的

得分均低于无自杀意念组。因此提高家庭、社会

和同辈支持，帮助青少年面对应激和挫折事件建

立应对策略，寻找多元化的适应性方法来改善困

境，会减少自杀意念的发生率和自杀行为的发生。

综上，本研究发现，单亲 / 再婚家庭模式、

家庭环境亲密度降低和矛盾性增高可增加青少年

自杀意念的风险；男性青少年家庭的组织性，以

及女性家庭的情感表达与较低的自杀意念有关。

增强心理弹性可能有助于降低青少年自杀意念的

发生。在学校里开展更多的家庭心理宣传工作可

能有利于青少年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减少

青少年自杀的发生率。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只能研究青少年自杀

意念与家庭环境因素和心理弹性的关联，无法从

纵向来看因果关系。因此，需要将来开展随访研

究探讨其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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