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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uicid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epidemic 

situ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9223 undergraduates from 87 majors in a college were 

tested with the revised version of the suicide behavior questionnaire (SBQ-R). Results: 

(1) The detection rate of suicidal ideation, suicide plan, suicide attempt, suicide threat 

and suicide risk were 17.2%, 3.9%, 1.4%, 12.3%, 2.2% and 13.4% respectively.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life-long suicidal ideation / Suicide Plan / Suicide 

Attempt, recent suicidal ideation, life-long suicide threat, potential future suicide and 

overall suicide risk, and it’s all girls over boys. (3)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life-long suicidal ideation, short-term suicidal ideation, life-long suicidal threat, 

future suicidal possibility and overall suicidal risk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onclusion: 

The suicide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decreased in epidemic situation. There were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s in life-long suicidal ideation / Suicide Plan / Suicide 

Attempt, recent suicidal ideation, life-long suicide threat, potential future suicide and 

overall suicid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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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调查疫情下大学生的自杀行为，为自杀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

提供参考。方法：对某高校 87 个专业共 19223 名在读大学生进行自杀行为问卷—

修订版（SBQ-R）测试，并进行性别和年级差异比较。结果：（1）疫情下大学

生自杀意念的检出率 17.2%、自杀计划 3.9%、自杀未遂 1.4%、自杀威胁 12.3%、

自杀可能 2.2%，总体自杀风险为 13.4%。（2）疫情下大学生终身自杀意念 / 自

杀计划 / 自杀未遂、近期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以及总体自

杀风险的性别差异均极为显著，而且均是女生高于男生。（3）疫情下大学生终

身自杀意念、近期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以及总体自杀风险

的年级差异均不显著。结论：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减少了；疫情下大学生自

杀行为存在性别差异，女生多于男生；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不存在年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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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自杀是指主体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自杀是人类

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亟待解决的重要

公共卫生问题。全球每年报告的自杀人数为 50 万，联合国估计的实际自杀人数

高达 120 万。自杀是我国人群第五位死因，15—34 岁人群的首位死因［1］。大

学生自杀尤为突出，占非正常死亡第一位，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2］。大学生

自杀率是同龄一般人口的 2 ～ 4 倍［3］。

自杀是一个复杂的病理性行为，影响因素众多，大致可分为危险性因素和

保护性因素两类。个体最终是否做出自杀行为是危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这两

者交互作用的结果［4］。有研究总结概括自杀的保护因素为认知风格、家庭背景、

文化社会和生活环境这 4 个方面因素［5］，更多的研究关注的是自杀的风险性

因素，比如个体的冲动性人格特征、行为异常、家庭环境，特别是大学生父母

教养方式等方面［6］［7］。

2020 年新年来临之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疫情来势汹汹，人们被迫

处于一种长时间的休假模式，这就广泛影响到广大民众的工作、生活和身心健康。

本文就疫情下的大学生自杀行为做一调查分析，以供广大高校心理工作者在从

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的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时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对全校 87 个专业共 19223 名在读大学生进行自杀行为问卷（SBQ-R）

测试，有效问卷 19223 份，有效率 100%。测试对象的年级分布：大一 6822

（35.5%）、大二 5170（26.9%）、大三 4786（24.9%）、大四 1974（10.3%）、

硕博士生 471（2.5%）；性别情况：男 10366（53.9%）人、女 8857（46.1%）

人；年龄：平均 19.55±4.85 岁。

2.2  研究工具

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uicidal Behaviors Questionnaire-Revised，SB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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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共 4 个条目，分别评估既往自杀意念、自杀计划与自杀未遂，近 1 年内自

杀意念，自杀威胁性和未来自杀可能性。可通过第 1 题得出既往短暂自杀意念、

自杀计划与自杀未遂的发生率，可通过第 2 题得出过去 1 年的自杀意念率。该

量表总分为 3 ～ 18 分，分数越高，自杀风险越高。其中文版已在中国大学生中

应用，具有可靠的信效度［9］。

本研究在疫情下进行在线测试，由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统一发布

通知和注意事项，要求所有学生在一周内完成答题。

2.3  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将所有原始数据导入 SPSS22.0 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处理分为连续变量和分

类变量两种情况：

（1）连续变量。计算 SBQ-R 的每一题的原始得分，具体地说，第 1 题是 1 ～ 4

分 4 点计分，第 2 题是 1 ～ 5 分 5 点计分，第 3 题是 1 ～ 3 分 3 点计分，第 4

题是 0 ～ 6 分 7 点计分。每一题代表某种具体的自杀行为：①终身自杀意念 / 自

杀计划 / 自杀未遂；②最近 1 年的自杀意念；③终身自杀威胁；④未来自杀可能。

（2）分类变量。根据每一题的回答，按照如下标准进行分类：第 1 题，选

项 2 做肯定回答者，归入终身自杀意念类；选项 3 做肯定回答者，归入终身自

杀计划类；选项 4 做肯定回答者，归入终身自杀未遂类。第 2 题，选项 2 ～ 5

做肯定回答者，归入近期自杀意念类。第 3 题，至少 1 次表达了自杀想法或要

自杀，即选项 2 ～ 3 做肯定回答者，归入终身自杀威胁类。第 4 题，选项 4 ～ 6

做肯定回答者，归入未来自杀可能类。

统计分析包括描述统计、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比较（t 检验、卡方检验）等。

3  研究结果

3.1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检出情况

按照分类变量的统计方法，本研究中，终身自杀意念、自杀计划与自杀未

遂的检出人数和检出率分别为：终身自杀意念 5636 人（29.3%）、自杀计划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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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3.9%）与自杀未遂 278 人（1.4%）。近 1 年内自杀意念的检出人数为 3320 人、

检出率 17.2%，自杀威胁的检出人数为 2362 人、检出率 12.3%，自杀可能的检

出人数为 408 人、检出率 2.2%。按照量表作者 Osman 的标准［8］，以量表总

分 7 分及以上为自杀风险的临界值，得到总体自杀风险的检出人数 2580 人、检

出率为 13.4%。如表 1 所示。

表 1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检出情况

Table 1  Suicidal behavior screening result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epidemic 

situation (n=19223)

自杀行为问卷修订版（SBQ-R）中文版题目 /
选项

自杀行为表
现人数（比
率）n（%）

自杀风险评估
自杀行为检出
情况人数（比
率）n（%）

问题 1：你曾经想过或者尝试过自杀吗 ?
终身自杀意念
或自杀未遂

1027（5.3）

（1）从来没有 12560（65.3） 没有
（2）有过一闪而过的想法 5636（29.3） 终身自杀意念 5636（29.3）
（3）至少一次制定了自杀的计划 749（3.9） 终身自杀计划 749（3.9）
（4）曾经尝试自杀 278（1.4） 终身自杀未遂 278（1.4）
问题 2：你在过去 1 年中考虑自杀的想法有多
频繁？

近期自杀意念 3320（17.2）

（1）从来没有 15903（82.7） 没有
（2）很少（1 次） 2136（11.1） 有
（3）有时（2 次） 843（4.4）
（4）经常（3 ～ 4 次） 218（1.1）
（5）非常频繁（5 次或更多） 123（0.6）
问题 3：你曾经告诉某人你将要自杀或者可能
自杀吗？

终身自杀威胁 2362（12.3）

（1）没有 16861（87.7） 没有
（2）是的，有过 1 次 1938（10.1） 有
（3）是的，不止 1 次 424（2.2）
问题 4：你未来实施自杀的可能性有多大 未来自杀可能 408（2.2）
（0）永远不可能 13102（68.2） 低
（1）非常不可能 3643（19.0）
（2）相当不可能 1624（8.4）
（3）不可能 446（2.3）
（4）可能 341（1.8） 高
（5）相当可能 36（0.2）
（6）非常可能 31（0.2）
SBQ-R 总分 总体自杀风险 2580（13.4）
SBQ-R 总分＜ 7 16643（86.6） 没有
SBQ-R 总分≥ 7 2580（13.4）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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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的性别差异比较

按照连续变量的计分方法，分别计算终身自杀意念 / 自杀计划 / 自杀未遂、

最近 1 年的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以及量表总分，利用其平

均数进行 t 检验。结果表明，终身自杀意念 / 自杀计划 / 自杀未遂、近期自杀意念、

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总体自杀风险的性别差异均极为显著（p<0.001），

而且均是女生高于男生。如表 2 所示。

表 2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的性别差异比较 (M±SD)

Table 2  Sex difference of suicide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epidemic 

situation (M±SD)

男（n=10366） 女（n=8857） t p
终身自杀意念 1.34±0.58 1.51±0.69 -18.659*** <0.001
近期自杀意念 1.20±0.58 1.32±0.72 -12.761*** <0.001
终身自杀威胁 1.10±0.34 1.20±0.47 -17.264*** <0.001
未来自杀可能 0.41±0.84 0.65±1.00 -17.834*** <0.001
总体自杀风险 4.05±1.86 4.68±2.28 -21.076*** <0.001

注：*p<0.05，**p<0.01，***p<0.001，下同。

3.3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年级差异比较

同样按照连续变量的计分方法，利用终身自杀意念 / 自杀计划 / 自杀未遂、

近期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以及量表总分的平均数进行方差

分析。结果表明，终身自杀意念、近期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

总体自杀风险的年级差异均不显著（p>0.5）。

表 3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的年级差异比较 (M±SD)

Table 3  Grade difference of suicide behavior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epidemic 

situation (M±SD)

大一
（n=6822）

大二
（n=5170）

大三
（n=4786）

大四
（n=1974）

F p

终身自杀意念 1.42±0.64 1.41±0.64 1.43±0.64 1.40±0.62 1.212 0.304
近期自杀意念 1.25±0.64 1.27±0.66 1.26±0.66 1.25±0.65 0.600 0.615
终身自杀威胁 1.14±0.41 1.15±0.41 1.14±0.41 1.15±0.42 0.044 0.988
未来自杀可能 0.52±0.94 0.51±0.91 0.54±0.94 0.49±0.92 1.641 0.178
总体自杀风险 4.34±2.09 4.34±2.06 4.38±2.11 4.29±2.09 0.932 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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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条目 1

由第 1 题得到，疫情下大学生终身自杀意念的检出率为 29.3%。这与最近的

一项研究结果 26.5%［10］接近，而比以往研究结果 45.1%［9］低很多。可能

的原因是与测试对象有关，以往研究的对象多是大一新生。

疫情下大学生终身自杀计划的检出率为 3.9%，比以往研究结果 5.9%［10］、

6.8%［9］均低一些。这可能与疫情下亲人团聚，亲人之间联系和交流加强，自

杀意念者因为亲情的温暖而获得了生存的意义，从而放弃了原先的自杀计划。

疫情下大学生终身自杀未遂的检出率为 1.4%，也比以往研究结果（1.9%）［9］

［10］低。也可能是疫情下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增加了互相关心、照顾和行为监控，

从而减少了实际的自杀行为。

4.2  条目 2

疫情下大学生 1 年内自杀意念的检出率 17.2%，而以往研究结果分别为

（19.2%）［10］、（19.3%）［9］。由此可见，第 1 题疫情下大学生终身自杀

意念的检出率比以往研究稍高，而这第 2 题疫情下大学生 1 年内自杀意念的检

出率却比以往研究结果要低。这进一步说明了，大学生的自杀想法和自杀冲动

在疫情下确实减少了。

4.3  条目 3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威胁的检出率 12.3%，这也比已有研究结果 13.2%［10］ 

稍低。这可能也与疫情下的特殊生活环境和生活状态有关，疫情期间全国上下

处于封城封国的社会环境中，无形中增加了家人之间陪伴、交流的时间和机会，

但自杀者向亲人表达的自杀威胁却有所减少。可能是因为亲人之间的日常交流

和陪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杀者的某些需求，他们不需要通过自杀威胁这一

极端方式来提出自己的需求。



·448·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调查分析 2020 年 7 月

第 2 卷第 7 期

https://doi.org/10.35534/tppc.0207034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4.4  条目 4

疫情下大学生未来自杀可能的检出率 2.2%，仍然比已有研究结果 5.9%［10］ 

低。这也可能是疫情下回归家庭，生活在生我养我、成长长大的熟悉环境中，

自杀者对现在、对自己、对未来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觉得自己不再需要运

用自杀这一极端方式来解决问题。

4.5  量表总分

按照量表作者 Osman 的标准［8］，以量表总分 7 分及以上为自杀风险的临

界值，得到疫情下大学生总体自杀风险的检出率为 13.4%，低于已有研究结果

17.0%［10］。综合以上各题的讨论，可以看出，疫情期间全国上下处于封城封

国的社会环境中，大学生回归家庭，生活在生我养我、成长长大的熟悉环境中，

无形中增加了家人之间陪伴、交流的时间和机会，增加了相互关心、照顾和行

为监控，自杀者的某些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他们因为亲情的温暖而

获得了生存的意义，对现在、对自己、对未来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觉得自

己不再需要运用自杀这一极端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困难。

5  研究结论

5.1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减少了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减少了。疫情下大学生的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

杀未遂、自杀威胁、自杀可能的检出率，以及总体自杀风险，都降低了。

5.2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存在性别差异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存在性别差异，差异统计性检验达到极显著性水平。

无论是终身自杀意念、近期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还是总

体自杀风险，均存在极为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且都是女生多于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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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不存在年级差异

疫情下大学生自杀行为不存在年级差异，差异统计性检验未达到显著性水

平。无论是终身自杀意念、近期自杀意念、终身自杀威胁、未来自杀可能，还

是总体自杀风险，均不存在年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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