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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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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情绪调节策略在抑郁影响大学生自杀意念过程中的作用。方法：采用简明抑郁—幸福感量

表（the short  depression-happiness scale，SDHS）、自杀意念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PANSI）和情绪调节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scale，ERS）对583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1）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抑郁与重新评价显著负相关，与表达抑制、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重新评价与自

杀意念显著负相关，表达抑制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2）中介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抑郁能够正向预测自

杀意念，具体来说，抑郁可通过减少重新评价和增加表达抑制影响自杀意念。结论：培养积极情绪调节策略

有利于降低抑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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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杀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社会和公共卫生问题［1］［2］，大学生自杀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3］。研究表明大学生自杀率是其他同龄人群的 2 ～ 4 倍［4］。在我国，大学生自杀是除意外伤害外

导致死亡的第二位死因［5］，且近十年大学生自杀未遂的检出率显著上升［6］，因此，及早识别自杀相关

的表现在预防和干预自杀危机中至关重要［7］。临床研究发现，在自杀死亡者中约有 80% 在行动前以各

种形式表露过自杀念头［8］。这种自杀的念头就是自杀意念（Suicide Ideation），它描述的是个体想结束

自己生命的一种心理活动［9］。自杀意念作为自杀死亡和自杀未遂者的早期心理活动，是自杀发生前的

重要环节。了解自杀意念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能为识别和预防自杀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10］，研究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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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及其机制，对于维护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抑郁是影响自杀的重要风险因子，一直以来受到研究者广泛关注［11］。贝克（Beck）认为抑郁是由

个体对自己、对世界，以及对未来的消极认知引起［12］。这种消极的僵化认知会导致个体体验较强的心

理痛苦，产生绝望感，容易导致抑郁个体产生自杀意念与自杀行为［13］。大量研究支持抑郁和自杀症状

间的关系［14］。然而，并非所有的抑郁个体都会选择自杀，也并非所有的自杀尝试都发生在个体的抑郁

发作期［15］，抑郁和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鉴于情绪调节困难是抑郁的核心症状［16］，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是抑郁和自杀意念关系中的重要的中

介变量。根据格罗斯（Gross，1998）提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包括重新评价和表

达抑制。重新评价是指重新赋予情绪刺激一个不同以往的意义，表达抑制是指在外在行为上隐藏自己内

在的情绪体验［17］。作为先行关注策略，重新评价往往发生在情绪产生早期，是一种适应性策略，而表

达抑制则是反应关注策略，往往发生在情绪产生的晚期［18］。由于表达抑制策略会降低行为表达，却无

法减少情绪体验，故常被认为是一种非适应性策略［19］。李艳兰［20］研究发现，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会

触发自杀意念，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则能避免自杀意念。焦彬等人［21］发现，消极情绪调节不仅直接促

进自杀意念产生，而且通过抑郁间接影响自杀意念。可见，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可能是自杀意念形成的保

护因素，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则可能是自杀意念形成的危险因素。

然而，以往研究表明，抑郁使得个体更倾向于选择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较少使用积极的情绪表达

策略［22］。一方面，抑郁使得个体对积极刺激反应减少，适应性降低［23］。另一方面，抑郁使得个体对

消极刺激具有注意偏向［24］，会习惯性地将当前情境评价为消极情境而非积极情境［25］。较高的抑郁会

很少对先前解释做出重新评价［26］，更倾向于使用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如表达抑制［27］。因此，情绪

调节策略可能在抑郁和自杀意念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考察抑郁对自杀意念的影响，并检验情绪调节策略在其间

的中介作用。具体来说，重新评价可能是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子，表达抑制可能是抑郁预测自

杀意念的危险性因子。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 研 究 借 助 互 联 网 问 卷 平 台 共 发 放 659 份 问 卷， 将 答 题 过 快（<M 答 题 时 间 -1SD 答 题 时 间） 或 过 慢 

（>M答题时间 +3SD 答题时间）、所有条目勾选相同选项的量表数量超过总数一半，以及呈现规律性答题模式

的问卷均视为废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583 份，有效率为 88.47%。其中，男生 324 人（55.6%），女生

259 人（44.4%）；大一 87 人（14.9%），大二 236 人（40.5%），大三 193 人（33.1%），大四 67 人（11.5%）；

被试平均年龄 21.20 岁，标准差为 1.97 岁。

2.2  研究工具

2.2.1  抑郁

采用约瑟夫（Joseph）等人［28］修编并经过王鑫强等人［29］修订简明抑郁—幸福感量表（the short 



·1158·
抑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 2023 年 11 月

第 5 卷第 11 期

https://doi.org/10.35534/pc.0511135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c

depression - happiness scale，SDHS）考察大学生抑郁得分水平。该量表条目从 Beek 抑郁自评量表中抽取

或改编而来，要求被试报告最近一周所经历的积极或消极的情感（感受），所得评分可用于评估抑郁状

态到幸福状态的变化程度，且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水平［28］。量表共有 6 个条目，采用李克特四级计分方式，

1= 从未，4= 经常，得分越高表示被试体验的抑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克隆巴赫一致性系数为 0.64。

2.2.2  自杀意念

采用由奥斯曼（Osman）等人［30］编制，王学志等人［31］翻译修订的自杀意念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PANSI）。量表共有 14 题，包含积极自杀意念（6 题）及消极自杀意念（8 题）

两个维度。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方式，“1”表示从未如此，“5”表示一直如此。积极自杀意念题

目反向计分后，与消极自杀意念题目加总，分值越高表示自杀意念程度越强。以往研究发现该量表具有

良好的信效度水平［32］。本研究中该量表克隆巴赫尔系数为 0.87。

2.2.3  情绪调节策略

情绪调节量表（emotion regulation scale，ERS）是由王力等［33］为准确评估个体使用情绪调节策略的

差异，基于格罗斯（Gross）［17］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编制而成的。该量表主要评估重新评价和表达抑制

两种调节策略。量表包含 14 个条目，每种调节策略各有 7 个条目，皆包括评估对 5 种基本情绪（厌恶、

愤怒、悲伤、恐惧和快乐）进行调节的条目，以及 2 个从总体上评估个体是否经常使用这一策略的条目。

量表采用 7 级评分，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被试所得分值越高说明情绪调节策略使用越频繁，越有

能力对情绪进行调整。以往研究发现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水平［33］。本研究中重新评价和表达抑制

分量表的科隆巴赫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是 0.88 和 0.86。

2.3  研究程序与分析思路

本研究通过线上问卷法进行数据收集。施测时在指导语中说明研究内容和目的、课题研究的意义和

内容、答案无关对错、匿名，以及保密原则。答题时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作答，完成问卷

后被试可领取一份小红包。本研究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中介效应

检验均在 SPSS 24.0 中完成，Mplus 7.4 完成共同方法因子控制法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由于本研究各变量均采用自我报告获得，为降低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在问卷设计时

尽可能多地在实测程序上进行控制，比如，匿名作答、平衡问卷正反题、适度变更指导语及计分方式

等。数据回收后，采用两种不同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1）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34］，对全部

变量使用未经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得到 5 个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

为 26.14%，远小于 40% 的临界值；（2）共同方法因子控制法［35］，将全部变量公因子设定为 1，变量

所有条目均作为外显变量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单因子模型拟合指数不理想（χ2/df=10.662，

CFI=0.464，TLI=0.430，RMSEA=0.129，SRMR=0.225）。综合两种检验方法可知，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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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抑郁与重新评价显著负相关，与表达抑制、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重新评价与

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表达抑制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重新评价与表达抑制显著正相关；年级、性别

与所有变量相关均不显著。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 M±SD 1 2 3 4 5 6
1. 年级 - -
2. 性别 - - -
3. 抑郁 13.07±3.35 -0.02 -0.04 1.00
4. 重新评价 35.34±7.24 0.04 0.05 -0.25*** 1.00
5. 表达抑制 33.17±7.77 0.03 -0.01 0.09* 0.66*** 1.00
6. 自杀意念 34.46±11.16 0.03 -0.07 0.73*** -0.22*** 0.13** 1.00

注：性别：0= 男，1= 女；年级：0= 一年级，1= 二年级，2= 三年级，3= 四年级。*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下同。

3.3  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检验

采取 SPSS 软件 PROCESS 2.16.3 插件中的 Model 4 检验情绪调节策略（重新评价、表达抑制）在抑

郁影响自杀意念间的中介效应。由于性别、年级与所有变量相关均不显著，因此分析时并未将其作为

控制变量纳入方程。此外，将所有变量做标准化处理。中介模型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抑郁负向预测

重新评价（β =-0.24，p<0.001，95%CI=［-0.31，-0.16］），重新评价负向预测自杀意念（β =-0.19，

p<0.001，95%CI=［-0.27，-0.10］）；抑郁正向预测表达抑制（β =0.09，p=0.023，95%CI=［0.01，0.17］），

表达抑制正向预测自杀意念（β =0.19，p<0.001，95%CI=［0.11，0.28］）；抑郁正向预测自杀意念的直

接效应显著（β =0.67，p<0.001，95%CI=［0.61，0.73］）。

重新评价

抑郁 自杀意念

表达抑制

-0.24*** -0.19***

0.67***

0.09*
0.19***

图 1  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路径图

Figure 1 The mediation effect path map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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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 所示，中介效应量分析表明，抑郁通过情绪调节策略影响自杀意念的总间接效应为 0.062，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零，情绪调节策略中介效应成立，间接效应量占总效应的 8.45%。具体来看，

抑郁通过重新评价影响自杀意念的中介效应量为 0.044，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不包含零（Ind1），重新

评价的中介效应显著。抑郁通过表达抑制影响自杀意念的中介效应量为 0.017，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

不包含零（Ind2），表达抑制的中介效应显著。

表 2  抑郁对自杀意念的中介效应量分析

Table 2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pression on suicidal ideation

路径 效应量 标准误 95% 置信区间
总间接效应 0.062 0.01 ［0.03，0.09］

Ind1：抑郁→重新评价→自杀意念 0.044 0.01 ［0.02，0.07］
Ind2：抑郁→表达抑制→自杀意念 0.017 0.01 ［0.002，0.04］

4  讨论

相关分析发现，抑郁与重新评价显著负相关，与表达抑制、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这与原有研究结

果一致［36］。抑郁的个体较少使用重新评价，更倾向于选择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抑郁个体的这种

情绪调节策略与更高水平的抑郁症状有关［37］，从而使得抑郁个体具有比较高的自杀风险［38］。研究发现，

重新评价与自杀意念显著负相关，表达抑制与自杀意念显著正相关，这与原有研究结果一致［20］。重新

评价是一种适应性策略，通过重新评价可以帮助个体降低消极情绪对自己的影响和意义，从而使个体更

少消极的情绪体验，相对应的由消极情绪引发的连锁反应如自杀意念也会降低。而表达抑制是一种非适

应性的策略，采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行为表达减少但是消极情绪体验没有降低［19］，这就容易使得

处于抑郁中的个体长期沉浸在消极情绪中难以自拔，抑郁程度加重，更有可能产生自杀意念［21］。

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策略在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作用中起中介的作用，但是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

的工作机制不同，其中抑郁通过重新评价负向预测自杀意念，抑郁通过表达抑制正向预测自杀意念，所

以重新评价是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保护性因子，表达抑制是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危险性因子。抑郁是自

杀的危险性因素已被学界普遍公认［39］。进一步分析发现，二者之间关系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已有研

究对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危险性因素研究较多，如绝望感、心理痛苦等［40］，但是对于保护性因素研究

较少。本研究结果表明，情绪调节策略既可能是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危险性因素也可能是保护性因素。

情绪调节，是指个体为了达成情绪调节目标而使用情绪调节策略来调控自身的情绪体验、生理反应

和行为表现［19］。抑郁个体习惯于使用表达抑制这种非适应情绪调节策略，而较少使用重新评价这种适

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22］，这种习惯性的情绪表达策略的使用导致个体更容易陷入抑郁情绪的循环，加

重抑郁情绪，从而引发自杀意念。本研究进一步解释了抑郁预测自杀意念的内部心理作用机制，表达抑

制会增强抑郁诱发自杀意念的可能性，重新评价会降低抑郁诱发自杀意念的可能性。本研究是从个体可

习得的策略的角度剖析了对抑郁预测自杀意念既有保护性又有危险性的因素，这对于后续的干预研究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我们的启示是在针对抑郁个体进行干预的时候，培养积极情绪调节策略有利于降

低抑郁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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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呈现增加的趋势，陈雨濛等［6］针对 2010—2020 年中国

内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的元分析表明，我国大学生抑郁检出率为 20.8%，自杀意念检出率为

10.8%。对抑郁进行干预，对于降低大学生自杀风险和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

意义。基于本研究的结果，在制定抑郁个体的干预方案时，可以进行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训练，使个体

了解表达抑制策略的不足，尽量减少使用表达抑制的情绪调节策略，培养个体学习重新评价的情绪调节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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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Depression on Suicidal Ide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Ren Lijie1 Han Xianguo2

1. Shanghai Customs College, Shanghai;
2.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emotion reg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depression affecting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Methods: 583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the Short 
Depression-Happiness Scale (SDH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uicide Ideation (PANSI) and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ERS). Results: (1)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depress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appraisal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ppression and suicidal ideation; 
reappraisa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ppression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uicidal ideation; (2) The mediation model test results showed that depression can positively 
predict suicidal ideation. Specifically, depression can affect suicidal ideation by reducing reappraisal 
and increasing suppression. Conclusion: Pos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is helpful to reduce the harm of 
depression to college students’ suicidal ideation.
Key words: Depression; Suicidal ideation;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y; Medi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