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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某看守所在押人员童年创伤经历与自杀意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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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济宁医学院精神卫生学院，济宁 ２７２０１３；２济南市看守所，济南 ２５０１１５；３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　探讨在押人员童年创伤经历与其自杀意念之间的关系，为降低在押人员的自杀风险提供依
据。方法　使用儿童期虐待问卷（ＣＴＱＳＦ）和自杀意念自评量表（ＳＩＯＳＳ）对济南市某看守所１６４９名在押人员进
行调查研究。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１５５６份，有效应答率为９４．４％。至少有过１种童年创伤经历的在押人员占
５５．４％，有自杀意念的在押人员占２５．８％。有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经历的在押人员
自杀意念检出率均高于无相应童年创伤经历的在押人员（χ２值分别为 ５１．３，４０．５，２５．６，６８．５，８０．６，均 Ｐ＜
００５）；各种类型的童年创伤经历均和在押人员自杀意念存在正相关关系（ｒ值分别为 ０．４０，０．２８，０．２２，０．３４，
０３５，均Ｐ＜００５）；情感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经历是在押人员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ＯＲ值分别为 １．５５，
１４９，１．８１，均Ｐ＜０．０５）。结论　在押人员童年创伤经历可增加其自杀意念的风险，可基于在押人员童年创伤经
历对其进行心理干预，降低在押人员自杀风险，保障在押人员平安度过羁押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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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押人员是一个特殊且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其
自杀风险要比普通人群高［１２］，因此降低和预防在

押人员自杀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既往研究发

现［３６］，童年创伤经历与个体产生自杀意念及自杀

行为有关。然而，这些研究多是在普通人群中进行

的。目前国内尚未发现关于在押人员童年创伤经

历对其自杀意念影响的研究报道。本文将深入了

解在押人员各类型童年创伤经历与其自杀意念之

间的关系，便于早期发现在押人员的自杀风险，及

时开展教育管理和心理干预工作，也为未来对在押

人员的研究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于２０２０年１月在济南市某看守所进行整群随

机抽样调查研究，以监室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发

放问卷１６４９份，剔除年龄６０岁以上（避免回忆偏
倚）及信息不全问卷。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１）儿童期虐待问卷（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ｔｒａｕｍ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

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ＣＴＱＳＦ）。采用
在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编制 “儿童期虐待问卷（ＣＴＱＳＦ）”基
础上，由赵幸福等译制修订的中文版儿童期虐待问

卷对在押人员进行童年创伤经历测评［７］。有２８个
测试条目，包含５个因子：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
虐待、情感忽视以及躯体忽视。评分标准：情感虐

待≥１３分、躯体虐待≥１０分、性虐待≥８分、情感
忽视≥１５分、躯体忽视≥１０分时分别代表有这些
类型的童年创伤经历，反之则无。本研究总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８７。２）自杀意念自评量表（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ｉｄｅａｏｆｓｕｉｃｉｄｅｓｃａｌｅ，ＳＩＯＳＳ）。采用由夏
朝云等编制的量表对在押人员进行自杀意念测

评［８］。有２６个测试条目，包含４个因子：绝望、乐
观、睡眠以及掩饰。评分标准：掩饰因子得分＜４
分，其它３个因子总分≥１２分时定义为有自杀意
念，反之则无。本研究总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
０．８２。
１．２．２　调查方法　在施测前对参与调研人员进行
统一培训，并按照相关要求向主管民警说明基本情

况及注意事项，并对一般疑问进行解答，然后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由看守所民警负责实施完成

并收回发放问卷。

１．３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２５．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通过 χ２

检验对定性资料进行组间比较，使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
级相关分析各种类型童年创伤经历和自杀意念之

间的关系，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各种类型童
年创伤经历对在押人员自杀意念的影响。检验水

准α＝０．０５。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人口学资料
本研究回收有效问卷１５５６份，有效率９４．４％，

在押人员基本构成情况见表１。
２．２　在押人员自杀意念报告率

在押人员自杀意念报告率为４０１名（２５．８％）。
通过χ２检验，发现不同年龄段及不同入所时间的
在押人员自杀意念存在统计学差异；未婚在押人员

自杀意念报告率高于已婚在押人员；无固定工作在

押人员自杀意念报告率高于有固定工作在押人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不同人口学特征的在押人员
自杀意念报告率比较（ｎ／％）

　特征 ｎ
自杀意念

发生
χ２ Ｐ

性别

　男
　女

１２３７／７９．５
３１９／２０．５

３３２／２６．８
６９／２１．６

３．６０ ０．５８

年龄／岁
　１６～
　３１～
　４０～

４４１／２８．３
５８３／３７．５
５３２／３４．２

１４２／３２．８
１４９／２５．８
１１０／２０．７

１６．７６ ＜０．０１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７９１／５０．８
７６５／４９．２

１６８／２２．０
２３３／２９．５

１１．４２ ＜０．０１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及以上

７５７／４８．７
７９９／５１．３

１９５／２４．４
２０６／２７．２

１．６０ ０．２１

入所前职业状况

　无固定工作
　有固定工作

７４５／４７．９
８１１／５２．１

２５３／３４．０
１４８／１８．２

５０．１０ ＜０．０１

入所时间／ｄ
　０～
　１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３２．１
５８８／３７．８
４６８／３０．１

１３６／３４．９
１４８／２４．７
１１７／２０．６

２５．１６ ＜０．０１

案由

　暴力犯罪
　非暴力犯罪

７０４／４５．２
８５２／５４．８

１７６／２５．０
２２５／２６．４

０．４０ ０．５３

２．３　在押人员童年创伤经历与其自杀意念的关系
１５５６名在押人员中至少有１种童年创伤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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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５５．４％（８２６名），各种童年创伤经历类型的
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分别是躯体忽视 ４５．１％（７０２
名）、情感忽视 ３０．３％（４７１名）、性虐待 ２６．１％
（４０６名）、躯体虐待 ２１．０％（３２７名）和情感虐待
１７．７％（２７５名）。经 χ２检验，发现有各类型童年
创伤经历的在押人员自杀意念检出率均高于无该

类型童年创伤经历的在押人员（均 Ｐ＜０．０１），见表
２。经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发现各种类型童年创
伤经历与在押人员自杀意念均有相关性（情感虐

待ｒ＝０．４０，躯体虐待 ｒ＝０．２８，性虐待 ｒ＝０．２２，情
感忽视ｒ＝０．３４，躯体忽视ｒ＝０．３５，均Ｐ＜０．０５）。

表２　是否有童年创伤经历在押人员
自杀意念报告率比较（ｎ／％）

童年创伤经历类型 ｎ 自杀意念发生 χ２ Ｐ
情感虐待

　　是
　　否

２７５
１２８１

１１８／４２．９
２８３／２２．１

５１．３ ＜０．０１

躯体虐待

　　是
　　否

３２７
１２２９

１２９／３９．４
２７２／２２．１

４０．５ ＜０．０１

性虐待

　　是
　　否

４０６
１１５０

１４３／３５．２
２５８／２２．４

２５．６ ＜０．０１

情感忽视

　　是
　　否

４７１
１０８５

１８７／３９．７
２１４／２２．２

６８．５ ＜０．０１

躯体忽视

　　是
　　否

７０２
８５４

２５８／３６．８
１４３／１６．７

８０．６ ＜０．０１

２．４　在押人员童年创伤经历对其自杀意念的影响
将在押人员产生自杀意念的可能影响因素采

用逐步回归法，纳入水准０．０５，剔除水准０．１０。控
制了其他影响自杀意念的因素后，发现在押人员有

情感虐待、情感忽视以及躯体忽视经历与其自杀意

念发生呈正相关（ＯＲ值分别为 １．５５、１．４９、１．８１，
均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在押人员童年创伤经历对其自杀意念
影响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Ｘ ｂ ｓｂ Ｗａｌｄχ２ Ｐ ＯＲ
ＯＲ值 ９５％可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年龄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０．６９ ＜０．０１ ０．９８ ０．９７ ０．９９

入所前职状况业 －０．５９ ０．１３ ２２．１０ ＜０．０１ １．８０ １．４１ ２．３１

情感虐待 ０．４４ ０．１６ ８．０８ ＜０．０１ １．５５ １．１５ ２．１０

情感忽视 ０．４０ ０．１５ ７．０８ ＜０．０１ １．４９ １．１１ ２．００

躯体忽视 ０．５９ ０．１６ １４．６３ ＜０．０１ １．８１ １．３４ ２．４５

常数项 －１．１８ ０．２５ ２３．００ ＜０．０１ ０．３１

表４　自杀意念相关影响因素赋值

变量 赋值说明

年龄 ０～３０＝１，３１～＝２，４０～＝３

婚姻 未婚＝０，已婚＝１

入所天数 否＝０，是＝１

是否入所前有职业 否＝０，是＝１

是否有情感虐待 否＝０，是＝１

是否有躯体虐待 否＝０，是＝１

是否有性虐待 否＝０，是＝１

是否有情感忽视 否＝０，是＝１

是否有躯体忽视 否＝０，是＝１

是否有自杀意念 否＝０，是＝１

３　讨论

有研究预计到２０４０年，将有超过１０３万人死
于自伤［９］。关注自杀问题，降低自杀造成的非正

常死亡率，成为全球的热点课题。自杀意念是指包

括从“生命不值得活下去”到“如果我死了会更好”

再到自杀行为的具体计划这期间的各种想法［１０］。

如果能控制自杀意念这个自杀行为的首个环节，将

会极大的降低自杀行为的发生率。

既往国外研究表明［１１１２］，各种类型的童年创

伤均可能增加自杀意念的风险，但其研究对象为普

通人群，且年龄范围较小，对在押人员的研究参考

价值有限。

本次调查研究发现，１５５６名在押人员中有自
杀意念的占 ２５．８％，提示在押人员的自杀意念比
较普遍，这与国外研究相一致，说明在押群体的自

杀意念远高于普通人群［１０１３］。在押人员的自杀意

念报告率如此之高，给看守所管理带来潜在风险，

值得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视。通过 χ２检验，发现在
不同年龄段、不同入所时间、婚姻状况及职业状况

这些方面，在押人员自杀意念报告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通过逐步回归控制混杂因素后，发现在押人

员一般人口学特征中只有年龄及职业状况对在押

人员自杀意念有影响。这可能是年轻人刚步入社

会，没有固定工作，由于各种原因犯罪进入看守所，

从而对未来生活丧失信心，从而产生自杀意念进而

有可能实施自杀行为。这也提示社会各阶层，尤其

是监管部门，应该对具有该类特点人员的心理状态

给予格外的关注，并加强心理疏导和干预，促进心

理成熟。此外还应加强在押人员能力培训，使其能

更好地适应再次回归社会的生活。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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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有５０％以上的在押人员有童年创
伤经历，且情感虐待、情感忽视及躯体忽视经历是

在押人员产生自杀意念的独立风险因素，而自杀意

念是自杀行为最强有力的预测因素，这提示具备这

些因素的在押人员需要给予积极关注，并对其采取

必要干预措施。遭受情感虐待、情感忽视及躯体忽

视的个体，本身就在原生家庭中未得到足够爱与支

持，再进入看守所这样一个封闭化管理的特殊场

所，就彻底失去了既往的社会支持，自杀的发生率

显然要高于正常人。监管人员不但要做好监管工

作，还要给予在押人员一定的社会支持，如物质、情

感及信息上的帮助。帮助在押人员在看守所中建

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提升在押人员交往能力，这些

均有利于减少自杀意念，降低在押人员因自杀行为

造成的死亡率，保障在押人员平安度过羁押期［１４］。

本研究为解决在押人员自杀问题提供一个崭

新的视角，给看守所监管人员早期发现并预防在押

人员自杀行为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也为未来该方面

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尚存一些局限性，如看

守所女性在押人员明显少于男性在押人员；问卷为

自评问卷，可靠性和真实性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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