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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医学生人格特征、内外控、自尊水平与自

杀意念的相互关系0 方法：使用艾森克人格问 卷（4CS），内

外控量表（ T4UO-），自尊量表（-4-）对 %$), 名医学生进行调

查0 结果：医学生自杀意念率为 $(0 +V ；有自杀意念大学生

组 4CS#4、内外控、自尊水平分数低于无自杀意念大学生组（4
W "0 "!），而 4CS#C 和 4CS#X 分数则高于无自杀意念大学生

组（4 W "0 "!）0 结论：有自杀意念大学生情绪稳定性差，性格

内向，具有精神质倾向和外控个性，自尊水平低0
【关键词】医学生；自杀 Y 心理学；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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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引言

自杀被描述为以自杀意念开始，然后是自杀计

划，自杀准备的连续体的终结，最终以自杀威胁、自杀

未遂、自杀死亡结束［!］0 自杀意念是偶然体验的自杀

行为动机，个体胡思乱想或打算自杀，但未采取或实

现到此目的的外显行动，具有隐蔽性、广泛性、偶发

性、个体差异性等特点［$］0 在关于自杀的众多理论模

型中，人格是自杀意念及行为产生的重要危险因素之

一，探讨自杀意念与人格特征、内外控、自尊水平等因

素的关系，对于自杀的预防干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而国内关于自杀的研究起步较晚，

目前关于自杀意念与人格特征的关系仅有少量报道，

而自杀意念与内外控及自尊水平关系的研究则十分

罕见0 为此，我们对广东 %$), 名医科大学生进行调

查，旨在探讨医学生自尊、内外控人格等因素与自杀

意念的关系，以期对预测自杀及预防自杀的发生提供

一定依据0

GF 对象和方法

G0 GF 对象F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广东某医科大

学各专业年级学生进行调查，涉及临床医学、医学影

像、中医学、中药学等 $" 多个专业，共 %$), 人0 问卷

填写完整者共 %!’& 人，问卷有效率 &&0 )V 0 有效样

本的年龄 !+ \ $+（$"0 ) ] $0 %）岁，其中男 )%&) 人

（+$0 ’V），女 ))&, 人（(%0 $V）0
G0 HF 方法

!0 $0 !* 调查工具* ! 中文修订版艾森克人格问卷

（4LK2B?R C2FK@B637EL S>2KE7@BB67F2，4CS）［)］：问卷含

’’ 个条 目，包 括 精 神 质（ C），内 外 向（ 4），神 经 质

（X），掩饰性（U）( 个维度0 " 中文修订版内外控量

表（ 7BE2F63#2QE2FB63 3@?>K @= ?@BEF@3 K?632）［(］：检测个体

对现实所持的态度和行为类型0 包括 !" 个条目，计

算总分，分值越高，表明内控性越高，自我控制性越

强，越能积极主动地应付现实及能正确的自我评价，

分数越低，表明其外控性越高，自我控制感弱，认为事

件结局主要由外部因素所影响0 # 中文修订版自尊

量表（ E92 K23=#2KE225 K?632，-4-）［+］：检测自我价值

和自己接纳的总体感受0 包括 !" 个条目，分四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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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非常符合、符合、不符合、很不符合分别计 !，"，#，

$ 分，统计总分反映自尊程度高低，分值越高，自尊程

度越高% ! 自杀意念的评估：自杀意念的有无用艾

森克人格问卷第 &’ 条“你曾有过不如死了为好的愿

望吗？”进行筛选，回答肯定者被选入有自杀意念组%
!% "% "( 研究程序及数据处理( 由心理学专业人员进

行团体测试，每组 !)) 人左右；测试前用统一指导语

详细说明测试的目的和方法以及保密原则，答卷现场

收回% 用 *+,-.+&% ) 建立数据库，并用 /0//!!% 1 进行

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组间率的比较用 !" 检验，均值

比较用 ! 检验%

!" 结果

!% #" 医学生自杀意念的发生状况 " 2!3’ 名医科大

学生中，!2&# 人曾有过自杀意念，自杀意念发生率

"$% 14，女性高于男性（" 5 )% )!），更易出现自杀意

念（#$ 6 !% 1’3，表 !）%

表 !( 医科大学生自杀意念发生率 ［%（4）］

性别 无自杀意念 有自杀意念

男 #)!3（2’% &） 221（")% $）

女 "$)3（2)% ’） ’33（"’% !）

合计 1$"&（21% 1） !2&#（"$% 1）

!" & 2"’ &)’，7" 5 )% )!%

!% !" 医科大学生自杀意念与人格等因素的关系" 自

杀意念大学生的 809:0，809:; 得分显著高于无自

杀意念大学生，精神质倾向越严重，809 < 8 的得分

却显著低于无自杀意念大学生，有自杀意念的学生较

无自杀意念大学生性格更倾向于内向（ 表 "）% 自杀

意念大学生的自尊水平、内外控得分显著低于无自杀

意念大学生，自杀意念大学生的自尊水平相对较低、

内 控 性 相 对 较 差，更 倾 向 于 受 外 界 因 素 的 影 响

（表 #）%

表 "( 有无自杀意念大学生 809 各维度分数 （( ) *）⋯⋯⋯

维度 无自杀意念（% 6 1$"&） 有自杀意念（% 6 !2&#）

809:0 $% !’ = "% ## 1% )2 = "% 2!7

809:8 !"% &2 = $% $& !!% 1! = $% &"7

809:; 3% 2# = $% $! !#% &3 = $% &!7

809:> !)% )$ = #% #& 3% 3) = #% !37

7" 5 )% )! +* 无自杀意念%

表 #( 有无自杀意念大学生自尊水平及内外控的比较（( ) *）

项目 无自杀意念（% 6 1$"&） 有自杀意念（% 6 !2&#）

自尊程度 #)% 3) = #% 13 "3% $3 = $% "$7

内外控 $2% ’$ = 1% $" $1% $" = 1% ’$7

7" 5 )% )! +* 无自杀意念%

$" 讨论

近年来，大学生自杀现象在某些高校频有发生，

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思考% 我国大学生（!3 ? ""
岁）自杀率高于同年龄段的非大学生和一般人群，已

得到共识［&］，这与国外的一些情况不同，美国大学生

的自杀率仅为同年龄、性别、种族样本人群自杀率的

一半［2］，这更说明了中国大学生自杀问题的严峻性%
本次研究发现医学生的自杀意念率为 "$% 14，

呈现出与大学生的高自杀率相一致的趋势，与国内相

同自杀意念筛查标准下得出的大学生自杀意念率接

近［3］，说明自杀意愿的偶然体验在医科大学生中是

一种较普遍现象% 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的前奏，如何

对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阻止其

进一步向自杀行为发展是降低大学生自杀率亟待解

决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报道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的

国家，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 "14，女性自杀未遂率是

男性的 # 倍［’］% 本研究结果发现，在医学生这一群体

中，自杀意念呈现出与自杀率、自杀未遂率相一致的

趋势，即女生自杀意念率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国内一

些研究的结果相一致［!)］% 因此，在大学生的心理健

康教育中应特别关注有自杀意念的女大学生群体%
本研究中也显示，有自杀意念大学生较无自杀意

念者表现出情绪稳定性差、精神质倾向、内向、掩饰程

度高等心理特点% 情绪稳定维度得分高的人常表现

为焦虑、紧张、易怒、睡眠不好、甚至患有各种心身障

碍［#］% 在同样的生活应激情境下，情绪不稳定的个体

更易发生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 一项为期 &7 的

追踪研究显示，与神经质关系密切的边缘型人格障碍

是重度抑郁的一个较敏感的预测指标［!"］，而重度抑

郁又是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和预测指标%
精神质分数高表现出孤独、不关心他人、难适应环境、

不近人情、感觉迟钝、与别人不友好、喜欢寻衅搅扰、

喜欢干奇特而不顾危险等人格特质，而这些特质易使

个体认知歪曲、情绪消极、社会隔离严重、行为冲动、

使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最终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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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有自杀意念大学生较无自杀意念大学生更

偏于内向，这可能与内向性格多与一些适应不良的应

对方式、不成熟的防御方式关系密切有关［!"］#
自尊是重要的人格变量，是自我意识中的核心要

素，是对自我的情感体验，它与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

呈高度负相关［!$］# 低自尊和应激生活事件与自杀意

念高度 正 相 关，并 且 可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预 测 自 杀 意

念［!%］# 本研究结果支持这一结论# 自尊的情感模型

认为，自尊包含两种情感体验，即归属感和掌控感#
低自尊使个体对自我的归属感和掌控感降低，使自我

价值感降低，造成个体自我否定感和丧失感增强［!&］，

产生生活及自我无意义感体验，产生存在性挫折，这

些因素都极有可能导致自杀意念的产生#
内外控倾向是个体对活动与结果的归因倾向，它

是对人的心理与行为长期发挥作用的一种心理力

量［!’］# 外控倾向者通常具有事情结局不由个人努力

的一种普遍信念# 大多数的研究结果显示，外控与抑

郁呈正相关［!(］，心理倾向于外在控制的人正性情感

少、负性情感多、总体心理健康水平低［!)］# 我们研究

显示，有自杀意念的大学生更倾向于外控，即相信一

切事物成败都是受外在力量所控制，所以他们便不会

设法去克服所面对的困难，更难以应付紧张的生活情

境，从而一方面导致了抑郁、焦虑等负性情感的不断

出现，另一方面对自我和环境的控制感进一步丧失，

他们往往选择逃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此，外控倾

向可能是自杀意念形成的人格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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