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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因素研究和护理措施探讨 

郭旭东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成都 

【摘要】目的 分析青少年存在自杀行为的影响因素，并对其有效的护理措施进行探讨。方法 选取本院在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6 月接收的 64 例存在自杀行为的抑郁症青少年病人进行护理观察和研究，按照不同护理方式进

行分组，分别为优质组和常规组，每组各 32 例。常规组病人选择常规干预，优质组选择常规联合优质护理干预，

比较优质组和常规组病人的护理效果、以及干预前后病人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同时对病人自杀行为的因素进

行研究分析。结果 优质组的护理效果明显高于常规组的护理效果，组间差距较大（P＜0.05）；优质组病人的生

活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常规组病人的生活质量评分，组间差距较大（P＜0.05）；干预后两组病人的 HAMD 评分

明显低于干预前两组病人的 HAMD 评分，且干预后优质组病人的 HAMD 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后常规组病人的

HAMD 评分，组间差距较大（P＜0.05）；导致病人出现自杀行为的因素包括抑郁心理、妄想、外界环境、以及

幻觉、个人和家庭因素。结论 对存在自杀行为的抑郁症青少年病人实施优质护理，可有效改善病人的抑郁程度，

并且还能提升其生活质量，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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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uicidal behavior in adolescents, and to discuss the 
effective nursing measures. Methods: A total of 64 cases of depression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suicidal behavior 
receiv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0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for nursing observation and research, and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nursing methods, namely the high-quality group and the routine group. 32 
cases each. The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chose routine intervention, and the high-quality group selected routine 
combined with high-quality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high-quality group and the 
routine group were compared,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sychological state of the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factors of the patients' suicidal behavior were studi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nursing effect of 
the high-qualit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large (P<0.05). The HAMD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ven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the HAMD score of the patients in the high-quality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patients in the routine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 
was large (P<0.05); the factors leading to suicidal behavior included depression, delusion, external environment, 
hallucinations, personal and family factors. Conclusion: Implementing high-quality nursing care for depressed 
adolescent patients with suicidal behavior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degree of depression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which is worthy of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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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意自伤、有自杀想法和行为等情况均属于自杀

行为。从宏观角度看，自杀行为属于自我毁灭式的慢

性自杀行为，包括故意自伤和酗酒、吸毒等行为；从

微观角度看，自杀行为属于直接主动结束自身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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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行为[1]。而人们常在口中说的自杀和对自杀的看

法，均是微观的自杀。经调查，世界上每年大约有 80
万人因自杀而死亡，而我国的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就

占其总人数的 32%左右，同时，还有大约 200 万左右

的人属于自杀未遂。而存在自杀行为的人群中，占有

较多人数的群体就是青少年群体[2]。而自杀也是造成青

少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了对青少年自杀行为因

素和护理对策进行了解，本文对本院在 2020 年 5 月至

2021年 6月接收的 64例存在自杀行为的抑郁症青少年

病人的自杀行为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对其进

行了相应的优质护理效果的研究观察，现研究结果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在 2020 年 5 月至 2021 年 6 月接收的 64

例存在自杀行为的抑郁症青少年病人进行护理观察和

研究，按照不同护理方式进行分组，分别为优质组和

常规组，每组各 32 例。常规组中，女 20 例，男 12 例；

年龄最大为 18 岁，最小为 14 岁，平均年龄为（15.65
±2.34）岁。优质组中，女 18 例，男 14 例；年龄最大

为 17 岁，最小为 14 岁，平均年龄为（15.73±2.41）
岁。全部抑郁症青少年病人基本资料信息比较没有太

大差异（P＞0.05），可进行对比。 
纳入标准：（1）所有病人均经家人同意参与研究，

且审批通过；（2）存在自杀行为或倾向的抑郁症病人；

（3）配合研究者；（4）年龄≥14 岁，≤18 岁的病人。 
排除标准：（1）不能正常交流沟通者；（2）退

出研究者。 
1.2 方法 
常规组病人选择常规干预，包括常规健康教育、

用药护理等；优质组选择常规联合优质护理干预，常

规干预和常规组相同，优质护理干预：（1）对入院病

人的家人进行健康教育，并积极和其进行沟通交流，

在交流时，对病人的自杀行为先兆进行询问和了解，

并收捡好任何能满足病人自杀行为的物品和工具。但

对于有严重自杀倾向的病人，应对其进行封闭时管理

治疗，实时对其的各方面行为进行监视，必要时，可

让病人家人陪同，并将病房内的潜在危险因素进行排

查和消除。另外，嘱咐病人家人要多关心和理解病人，

从而让病人能因为家人的理解和鼓励而降低抑郁程

度。（2）对病人给予支持、鼓励、劝导、以及安抚等

心理护理，让病人能对问题进行正确认知，增加其对

治疗和护理工作的配合度。同时，护理人员应通过模

拟、想象、以及认知示范等方式来塑造和重建病人的

行为和认知，并结合对其的心理评估结果来实施相应

的心理护理，帮助病人有着正确的自我认知，打消病

人的悔恨、自责等心理，消除病人的自杀想法和倾向。

另外，还应告知病人负面情绪的危害性，指导病人对

情绪进行调节，并引导病人用积极向上的心态来看待

一切事物。（3）耐心介绍抗抑郁等相关治疗药物的正

确服用方式，嘱咐病人和其家人准医嘱用药的重要性，

让病人家人监督病人用药，增强其配合度。另外，对

病人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进行及时的观察和解决，尽

可能降低药物给病人带来的不良影响。（4）对情绪稳

定的病人实施健康知识教育。定期开展健康讲座，让

病人和其家人均参加，让他们都能对疾病相关知识和

预防控制自杀行为的重要性等知识有着全面的了解，

从而提升他们的配合度[3]。 
1.3 观察指标 
（1）观察比较优质组和常规组的护理效果。病人

的 HAMD（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的减分率在 50%
以上为显效；病人的 HAMD 评分的减分率在 25-50%
之间为有效；病人的 HAMD 评分的减分率在 25%以下

为无效。减分率=（治疗前分数-治疗后分数）/治疗前

分数×100%。 
（2）观察比较优质组和常规组干预前后病人的生

活质量。通过（SF-36）生活质量调查简表来对干预前

后病人的生活质量进行评估，内容包括情感职能、生

理职能、精神健康、以及社会功能等维度，最高分 100
分，分数和生活质量成正比。 

（3）观察比较优质组和常规组干预前后病人的心

理状态。通过 HAMD 来对干预前后病人的心理状态进

行评估，分数越低，表示病人的抑郁程度越轻。 
（4）调查分析病人的自杀行为因素。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资料全部以 SPSS20.0 软件进行处理.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s）表示，采取 t 检验方式:
计数资料采用[例(%)]表示,采用 x2检验,结果以P＜0.05
表示本次研究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优质组和常规组的护理效果 
由表 1 数据可知，优质组的护理效果明显高于常

规组的护理效果，组间差距较大（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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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比较优质组和常规组干预前后病人的生活质

量 
由表 2 数据可知，优质组病人的生活质量评分均

明显高于常规组病人的生活质量评分，组间差距较大

（P＜0.05）。 
2.3 比较优质组和常规组干预前后病人的心理状

态 

由表 3 数据可知，干预后两组病人的 HAMD 评分

明显低于干预前两组病人的 HAMD 评分，且干预后优

质组病人的HAMD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后常规组病人的

HAMD 评分，组间差距较大（P＜0.05）。 
2.4 调查分析病人的自杀行为因素结果 
经询问调查，发现导致病人出现自杀行为的因素包

括抑郁心理、妄想、外界环境、以及幻觉和家庭因素。 
表 1 优质组和常规组的护理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优质组 32 22（68.75） 10（31.25） 0（0.00） 32（100.00） 
常规组 32 15（46.88） 11（34.38） 6（18.75） 26（81.25） 

x2  3.139 0.071 6.621 6.621 
P  0.076 0.790 0.010 0.010 

表 2 优质组和常规组干预前后病人的生活质量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情感职能 生理职能 精神健康 社会功能 

优质组 32 64.36±2.35 74.21±5.47 59.24±2.36 67.14±2.58 
常规组 32 60.14±2.14 70.24±4.54 51.27±3.54 62.34±1.32 

t  7.511 3.159 10.597 9.369 
P  0.000 0.003 0.000 0.000 

表 3 优质组和常规组干预前后病人的心理状态比较（ x ±s，分） 

组别 例数 
HAMD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优质组 32 25.36±4.26 16.32±2.36 
常规组 32 25.14±4.32 22.17±2.71 

t  0.205 9.209 
P  0.838 0.000 

3 讨论 
出现最多的自杀方式就包括服毒、溺水、跳楼、

割腕等方式。存在精神疾病的病人出现自杀行为的机

率明显比正常人群高，尤其是抑郁症病人，此类病人

中，有接近一半左右的病人均出现过自杀想法或者自

杀行为[4]。所以，对存在自杀行为的抑郁症病人进行有

效的预防护理尤为重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优质组的护理效果明显高于常

规组的护理效果，组间差距较大（P＜0.05），可知，

相较于常规护理，对存在自杀行为的抑郁症青少年病

人实施优质护理干预更能提升护理效果。优质组病人

的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常规组病人的生活质量评

分，组间差距较大（P＜0.05），可知，相较于常规护

理，对存在自杀行为的抑郁症青少年病人实施优质护

理干预更能提升其生活质量。干预后两组病人的

HAMD 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前两组病人的 HAMD 评分，

且干预后优质组病人的HAMD评分明显低于干预后常

规组病人的 HAMD 评分，组间差距较大（P＜0.05），

可知，相较于常规护理，对存在自杀行为的抑郁症青

少年病人实施优质护理干预更能缓解其抑郁程度。而

经过调查，发现导致病人出现自杀行为的因素包括抑

郁心理、妄想、外界环境、以及幻觉、个人和家庭因

素。严重的抑郁心理是主要造成病人自杀的主要因素

之一，且此类病人是总精神疾病病人中有着最高自杀

率的一类。如果病人产生了自身犯了不能原谅的重大

错误的罪恶妄想症状，就会使其产生用死亡来赎罪的

想法。而对于存在被害妄想的病人，会因此而产生长

期的惊恐，担惊受怕的心理，从而就会出现心态崩溃，

也就会使其产生用自杀来逃避的想法。而对于疑病妄

想的病人，会让其产生本来就活不长，何不通过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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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来提前结束的想法。有部分病人会产生命令性

幻听，然后就会因此出现自杀行为。而学校是青少年

除了家以外，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场所，且也是其社

交的场所。在学校的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关系不好均

是使青少年产生自杀行为的主要因素。不良的家庭教

育方式和环境也是造成青少年出现自杀行为的重要因

素。教育方式的严厉和放纵均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发

展。同时，如果父母有任何一方存在精神疾病，因为

遗传和教育方式，以及家庭氛围等均会使青少年的身

心健康受到影响。另外，父母感情不好、离婚等家庭

情况，也会让青少年因为缺乏父母关爱而出现自杀想

法。而家境贫寒的因素也会使青少年出现或多或少的

自卑、抑郁心理。上述因素均会使青少年存在程度不

同的负面情绪和心理负担，一旦青少年面临困难和障

碍时，就极易会走上自杀等极端道路。造成青少年自

杀的关键因素就是青少年自身的因素。对于存在心理

承受能力差、性格孤僻和偏执、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等

特征的青少年，只要其遇到应激事件、或者受冷眼、

不被理解等情况，就会使其出现自杀行为[5]。 
综上所述，对存在自杀行为的抑郁症青少年病人

实施优质护理，可有效改善病人的抑郁程度，并且还

能提升其生活质量，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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