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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童年期受虐待和近期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心理行为的关联ꎬ为中学生自杀心理行为的防控提供参

考ꎮ 方法　 ２０１９ 年 １０—１２ 月ꎬ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抽取深圳、南昌和沈阳 ３ 个地区 ７ ９８６ 名在校中学生ꎬ使用童年期

虐待问卷( Ｃｈｉｌｄ Ｔｒａｕｍ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ＣＴＱ) 和青少年负性生活事件量表(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ꎬ
ＡＳＬＥＣ)等进行调查ꎬ了解一般人口统计学指标、童年期虐待经历、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和自杀心理行为等信息ꎬ建立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童年期虐待和近期负性生活事件与自杀心理行为的关联ꎮ 结果　 中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报

告率分别为 ２２.９％和 ４.７％ꎮ 控制相关因素的影响ꎬ随着童年期虐待水平和近期负性生活事件水平的升高ꎬ中学生自杀心

理行为呈增加趋势(Ｐ 值均<０.０５)ꎮ 相对低虐待和低生活事件水平者ꎬ高水平虐待经历且高负性生活事件者自杀意念和自

杀未遂风险显著增加(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０.４３ꎬ１９.７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童年期虐待和近期负性生活事件是中学生自杀心

理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ꎬ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有利于中学生自杀心理行为的防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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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每年大约有 ８０ 万人死于自杀[１] ꎬ其中有

１ / ３ 年龄在 ３０ 岁以下[２] ꎮ 每 １ 例自杀死亡ꎬ将有 １３５
人受到影响[３] ꎬ相关人群躯体疾病和心理问题的风险

均会增加[４] ꎮ 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是青少年自杀死

亡的重要预测因素[５] ꎮ 在儿童青少年中ꎬ２５％ ~ ３３％
的自杀案例都有自杀未遂史ꎬ而且有更多的人被报告

有自杀意念[６] ꎮ 研究显示ꎬ童年期不良经历预示着自
杀的风险增加[７] ꎮ 消极、负性生活事件带来的压力ꎬ
可以损害个人的心理健康ꎬ导致焦虑、抑郁和其他消

极情绪状态ꎬ也是青少年自杀的重要诱因[８－９] ꎮ 此外ꎬ
有研究提示ꎬ童年期虐待经历与近期负性生活事件紧

密关联[１０] ꎮ 本研究共调查深圳、南昌和沈阳 ３ 个地区
７ ９８６ 名在校中学生ꎬ探寻童年期不良经历、近期负性

生活事件与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之间的关系ꎬ为促进

中学生心理健康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使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ꎬ在深圳、南昌和

２９３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沈阳 ３ 个地区分别选取城镇和农村中学各 ２ 所ꎬ每所

中学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３ 个班级ꎬ共有 ８ ０８２ 名在校

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获取有效问卷 ７ ９８６ 份ꎬ有效

应答率为 ９８.８％ꎮ 被试平均年龄(１４.６８±２.０２)岁ꎬ其
中男生 ３ ８６６ 名ꎬ女生 ４ １２０ 名ꎮ 本研究获得安徽医科

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准号:２０１７０２９０)ꎮ
１.２　 方法　 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１２ 月ꎬ在深圳、南昌和

沈阳 ３ 个地区分别使用自编«中国青少年身心健康监

测问卷(２０１９－Ｂ)»进行调查ꎬ各监测点学校卫生专业

人员经统一培训之后ꎬ告知校方及学生调查的基本目

的、意义ꎬ并取得学生及家长同意后ꎬ组织学生以班级

为单位自填问卷ꎮ 问卷匿名ꎬ调查结束后当场收回ꎮ
１.２.１　 一般情况　 包括年龄、性别、是否为独生子女、
家庭所在地(农村、乡镇、城市)、父母文化程度(小学

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和家庭经济状况

(差、中等、好)等内容ꎮ
１.２.２　 童年期虐待经历 　 采用中文版童年期虐待问

卷[１１](Ｃｈｉｌｄ Ｔｒａｕｍ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ＣＴＱ)ꎬ该量表共有

２８ 个条目(含 ３ 个校标条目)ꎬ包括情感虐待、躯体虐

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 ５ 个维度ꎬ每个维度含

５ 个条目ꎬ采用 ５ 级评分ꎬ即从未 ＝ １、偶尔 ＝ ２、有时 ＝
３、经常 ＝ ４、总是 ＝ ５ 分ꎮ 累计各条目总分ꎬ得分越高

表示童年期虐待越严重ꎬ本研究将总得分≤Ｐ３３为低水

平组ꎬ>Ｐ３３ ~ Ｐ６７为中等水平组ꎬ>Ｐ６７为高水平组ꎮ 该量

表在我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１１] ꎬ本研究中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５ꎮ
１.２.３　 负性生活事件量表(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Ｃｈｅｃｋｌｉｓｔꎬ ＡＳＬＥＣ) 　 刘贤臣等[１２]编制ꎬ共有 ２７
个条目ꎬ包括人际关系、学习压力、受惩罚、亲友与财

产丧失、健康与适应问题和其他 ６ 个维度ꎮ 根据事件

发生时的心理感受分 ５ 级评定ꎬ即无影响 １ 分、轻度 ２
分、中度 ３ 分、重度 ４ 分或极重 ５ 分ꎮ 得分越高表示近

期负性生活事件水平越高ꎬ将得分≤Ｐ５０( ≤２８ 分)为

低水平组ꎬ>Ｐ５０( >２８ 分)定义为高水平组ꎬ本研究中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６ꎮ
１.２.４　 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 　 了解“最近 １ 年内ꎬ你
认真考虑过自杀(即认真想过以自杀结束自己的生

命)”或“有过自杀行为(如上吊、吃安眠药、割手腕等

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频率ꎬ选择≥１ 次者即判定为

有自杀意念或自杀未遂ꎮ
１.３　 质量控制　 调查前对调查员统一培训ꎬ调查时使

用统一的指导语ꎮ 采取知情同意的原则ꎬ受试者自愿

参加并匿名填写问卷ꎬ要求受试者在上课时间内独立

完成问卷ꎮ 调查现场组织专人进行监督ꎬ负责问卷的

发放、收集和审核ꎬ以保证问卷的完整性和真实性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进行问卷录

入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通过 χ２ 检

验比较不同性别、家庭所在地、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

济状况、童年期虐待水平和近期负性生活事件水平中

学生的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报告率的差异ꎬ建立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童年期虐待水平和近期负性生活

事件水平与中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关联ꎬ检验

水准 α＝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未

遂报告率比较　 研究显示ꎬ中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未

遂的报告率分别为 ２２. ９％ ( １ ８２５ / ７ ９８６) 和 ４. ７％
(３７８ / ７ ９８６)ꎮ 自杀意念在不同性别、家庭所在地和家

庭经济状况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自杀未遂在不同性别、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

和是否独生子女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随着童年期虐待水平和近期负性生活事件水

平的升高ꎬ中学生发生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风险增

加(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２.２　 童年期虐待和负性生活事件水平与中学生自杀

意念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有无自杀意念为因变量

(有＝ １ꎬ无＝ ０)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在控

制年龄、性别、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后ꎬ经历高

水平童年期虐待、高水平负性生活事件的中学生自杀

意念发生风险为低水平者的 ３. １８ ( ９５％ ＣＩ ＝ ２. ７５ ~
３.６９)和 ３.３９(９５％ＣＩ ＝ ２.３０ ~ ３.８３)倍ꎮ 以“低＋低”(低
童年期虐待水平＋低负性生活事件水平)组为参照ꎬ随
着童年期虐待水平和负性生活事件水平的升高ꎬ自杀

意念的发生风险也随之增加ꎮ “低＋高”组、“中＋低”
组、“中＋高”组、“高＋低”组和“高＋高”组的 ＯＲ 值分

别为 ２.６４ꎬ１.４８ꎬ４.１６ꎬ２.２１ 和 １０. ４３( Ｐ 值均< ０. ０１)ꎮ
见表 ２ꎮ
２.３　 童年期虐待和负性生活事件水平与中学生自杀

未遂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有无自杀未遂为因变量

(有＝ １ꎬ无＝ ０)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在控

制年龄、性别、父母文化程度、是否为独生子女和家庭

经济状况后ꎬ经历高水平童年期虐待、高水平负性生

活事件的中学生自杀未遂发生风险为低水平时的３.３０
(９５％ＣＩ ＝ ２.８５ ~ ３.８２)和 ３.４０(９５％ＣＩ ＝ ３.０１ ~ ３.８５)倍ꎻ
以“低＋低” (低童年期虐待水平＋低负性生活事件水

平)组为参照ꎬ随着童年期虐待水平和近期负性生活

事件水平的升高ꎬ自杀未遂的发生风险也随之增加ꎮ
“低＋高”组、“中＋高”组、“高＋低”组和“高＋高”组 ＯＲ
值分别为 ３.９２ꎬ７.４８ꎬ５.０３ꎬ１９.７５(Ｐ 值均<０.０１)ꎮ 而在

“中＋低”组中ꎬ自杀未遂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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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不同组别中学生自杀意念与自杀未遂报告率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组别 选项 人数
自杀意念

报告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自杀未遂

报告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３ ８８６ ６８６(１７.７) １１０.９１ <０.０１ １１８(３.１) ４６.９６ <０.０１

女 ４ １２０ １ １３９(２７.６) ２６０(６.３)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２ ７６９ ６４２(２３.２) ０.２７ ０.６１ １５６(５.６) ７.６３ ０.０１

否 ５ ２１７ １ １８３(２２.７) ２２２(４.３)
家庭所在地 农村 １ ０８９ ２１９(２０.１) ９.４５ ０.０１ ５５(５.１) １.３２ ０.５２

乡镇 １ ４５９ ３１１(２１.３) ６１(４.２)
城市 ５ ４３８ １ ２９５(２３.８) ２６２(４.８)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９４２ ２１７(２３.０) ５.８５ ０.１２ ６６(７.０) １７.４９ <０.０１
初中 ２ ４８５ ５３５(２１.５) ９４(３.８)
高中 ２ ３７０ ５３７(２２.７) １０４(４.４)
专科及以上 ２ １８９ ５３６(２４.５) １１４(５.２)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 ４５９ ３３６(２３.０) １.５８ ０.６７ ７８(５.３) ８.２４ ０.０４
初中 ２ ４３２ ５３６(２２.０) ９１(３.７)
高中 ２ １８１ ５１４(２３.６) １１６(５.３)
专科及以上 １ ９１４ ４３９(２２.９) ９３(４.９)

家庭经济状况 差 １ ０３０ ３３５(３２.５) ６２.８６ <０.０１ ７３(７.１) ２６.９７ <０.０１
中等 ５ ２８４ １ １３７(２１.５) ２０５(３.９)
好 １ ６７２ ３５３(２１.１) １００(６.０)

童年期虐待水平 低 ２ ７９９ ３４８(１２.４) ４４８.５３ <０.０１ ４５(１.６) １８８.１１ <０.０１
中 ２ ６０８ ５３８(２０.６) ９３(３.６)
高 ２ ５７９ ９３９(３６.４) ２４０(９.３)

负性生活事件水平 低 ４ ０９０ ４７９(１１.７) ５９０.２４ <０.０１ ６８(１.７) １７５.３１ <０.０１
高 ３ ８９６ １ ３４６(３４.５) ３１０(８.０)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２　 童年期虐待和负性生活事件与中学生自杀意念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ｂｕｓ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ｉｄｅ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童年期虐待水平＋
负性生活事件水平

人数 自杀意念人数
模型 １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模型 ２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低＋低 １ ９２９ １７(０.９) １.００ １.００
低＋高 ８７０ ２８(３.２) ２.５６ ２.０４~ ３.２１ <０.０１ ２.６４ ２.１０ ~ ３.３２ <０.０１
中＋低 １ １８８ １６(１.３) １.４３ １.１４~ １.８１ <０.０１ １.４８ １.１７ ~ １.８８ ０.０１
中＋高 １ ４２０ ７７０(５.４) ３.８６ ３.１７~ ５４.６９ <０.０１ ４.１６ ３.４１ ~ ５.０７ <０.０１
高＋低 ９７３ ３５(３.６) １.９８ １.５７~ ２.５０ <０.０１ ２.２１ １.７５ ~ ２.７９ <０.０１
高＋高 １ ６０６ ２０５(１２.８) ９.５９ ７.９７~ １１.５３ <０.０１ １０.４３ ８.６３ ~ １２.６０ <０.０１

　 注:模型 １ 无控制变量ꎻ模型 ２ 控制年龄、性别、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ꎻ()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３　 童年期虐待和负性生活事件与中学生自杀未遂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ｂｕｓ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童年期虐待水平＋
负性生活事件水平

人数 自杀未遂人数
模型 １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模型 ２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低＋低 １ ９２９ １７(０.９) １.００ １.００
低＋高 ８７０ ２８(３.２) ３.７４ ２.０４~ ６.８７ <０.０１ ３.９２ ２.１３ ~ ７.２２ <０.０１
中＋低 １ １８８ １６(１.３) １.５４ ０.７７~ ３.０５ ０.２２ １.６６ ０.８３ ~ ３.３０ ０.１５
中＋高 １ ４２０ ７７０(５.４) ６.４５ ３.８０~ １０.９５ <０.０１ ７.４８ ４.３８ ~ １２.７５ <０.０１
高＋低 ９７３ ３５(３.６) ４.２０ ２.３４~ ７.５３ <０.０１ ５.０３ ２.８０ ~ ９.０６ <０.０１
高＋高 １ ６０６ ２０５(１２.８) １６.４６ ９.９９~ ２７.１２ <０.０１ １９.７５ １１.９２ ~ ３２.７５ <０.０１

　 注:模型 １ 无控制变量ꎻ模型 ２ 控制年龄、性别、家庭所在地和家庭经济状况ꎻ()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中学生过去 １ 年自杀意念、自杀

未遂报告率分别为 ２２.９％和 ４.７％ꎬ自杀意念报告率略

高于美国、韩国和国内等其他研究[５ꎬ１３－１４] ꎻ自杀未遂发

生风险与国内研究相似ꎬ 低于美国青少年的发生

率[１４] ꎮ Ｇｏｎｇ 等[５]对广东 ２１ ０１９ 名高中生研究发现ꎬ
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检出率为 １８.２％和 ３.６％ꎮ 韩

国一项对 ７２ ６２３ 名青少年网络匿名调查发现ꎬ青少年

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报告率为 １９.１％和 ４.９％[１３] ꎮ 在

美国高中生中有 １７.２％认真考虑过自杀ꎬ７.４％在过去

１ 年尝试过自杀[１４] ꎮ 各国研究报告率的差异可能与

调查人群的选择、经济文化背景及评价方法等因素

有关ꎮ
本次调研发现ꎬ童年期虐待和近期负性生活事件

可能是中学生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重要危险因素ꎬ
与国内外的研究一致[１５－１９] ꎮ 与无童年期虐待或水平

较低者相比ꎬ经历高水平童年期虐待的学生发生自杀

意念和自杀未遂的风险均增加了 ３ ~ ４ 倍[２０] ꎻ在童年

期经历过虐待和忽视的中学生自杀行为检出率更

４９３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高[２１] ꎻ在中国农村自杀未遂者样本中ꎬ大约 ７９.３％在

自杀前至少经历一次负面生活事件[２２] ꎮ 但 Ｓｔｕｍｂｏ
等[２３]认为ꎬ后期生活阶段的不良事件对人的影响可能

高于童年期的不良经历ꎻＭｉｌｌｅｒ 等[２４] 建议研究青少年

自杀必须集中于近端风险因素ꎬ远端因素可能不是研

究的重点方向ꎬ如青少年的自杀行为可能更容易受到

同伴的影响[２５] ꎮ
Ｃｏｌｍａｎ 等[２６] 提出ꎬ早期不良经历可能增加个体

的易感性ꎬ后期暴露于同等水平的负性事件ꎬ有早期

不良经历者更容易发生自我伤害等心理行为问题ꎮ
Ｍａｎｓｕｅｔｏ 等[２７]进行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发现ꎬ童年期

逆境和近期生活事件单一暴露时精神疾病发生风险

分别增加了 ５ 和 ８.５ 倍ꎬ而有童年期逆境和近期负性

生活事件同时暴露者发生精神疾病的风险增加了约

１５ 倍ꎮ 德国一项对 ３ ０２１ 名青少年进行长达 １０ 年的

队列研究显示ꎬ单一高水平的童年期不良经历和近期

生活事件均不会增加受试者罹患精神病的风险ꎬ而两

者同时暴露群体出现精神问题的风险可能增加 ６. ４
倍[２８] 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在童年期虐待和近期负性生

活事件联合暴露的情况下ꎬ随着童年期虐待和近期负

性生活事件水平的升高ꎬ发生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

风险最高为低童年期虐待和低近期负性生活事件水

平组的 １０.４３ 和 １９.７５ 倍ꎮ
本研究基于大样本中学生人群ꎬ分析了童年期虐

待与近期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意念和自杀未遂的影

响ꎬ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ꎮ 首先ꎬ本研究为横断面调

查ꎬ难以明确因果关系ꎻ其次ꎬ本研究属于回顾性研

究ꎬ存在回忆偏倚ꎬ部分条目较为敏感ꎬ可能会影响调

查对象填写的真实性ꎮ 还需要建立前瞻性队列研究

进一步论证童年期虐待经历与负性生活事件对自杀

意念和自杀未遂的潜在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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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沉默ꎮ 结合他人研究[１５－１７] ꎬ可能归因于校园性骚扰

多为言语骚扰ꎬ受害者认为情节比较轻微ꎬ不需要向

外界寻求帮助ꎻ其次ꎬ受害者可能担心损害自己名誉

而保持沉默ꎮ 另外ꎬ学校缺少对性骚扰的防治机制、
校园性骚扰难以举证的特点也阻碍了受害者寻求帮

助ꎮ 校园性骚扰可能影响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并造

成其他负面心理影响ꎬ应加强对学生性骚扰的教育ꎬ
减少校园性骚扰的发生ꎮ

４　 参考文献

[１] 　 ＨＩＬＬ Ｃꎬ ＫＥＡＲＬ Ｈ.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ａｔ ｓｃｈｏｏｌ
[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ＲＩＣꎬ２０１１:１－７６.

[２] 　 ＤＥ ＬＩＪＳＴＥＲ Ｇ ＰꎬＦＥＬＴＥＮ ＨꎬＫＯＫ Ｇꎬ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ａ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Ｊ] .Ｊ Ｙｏｕｔｈ Ａｄｏｌｅｓｃꎬ
２０１６ꎬ４５(５):８７４－８８６.

[３] 　 ＭＣＭＡＳＴＥＲ Ｌ ＥꎬＣＯＮＮＯＬＬＹ ＪꎬＰＥＰＬＥＲ Ｄꎬｅｔ ａｌ.Ｐｅｅｒ ｔｏ ｐｅｅｒ ｓｅｘｕ￣
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Ｄｅｖ 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ｏｌꎬ２００２ꎬ１４(１):９１－１０５.

[４] 　 王献蜜ꎬ林建军ꎬ金颖.高校性骚扰发生现状及性别差异研究[ Ｊ] .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９ꎬ３１(５):５－１３.
ＷＡＮＧ Ｘ ＭꎬＬＩＮ Ｊ ＪꎬＪＩＮ Ｙ.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
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Ｊ] . Ｊ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ꎬ２０１９ꎬ３１(５):５－１３.

[５] 　 ＡＳＨＢＡＵＧＨＭ Ｌ ＰꎬＣｏｒｎｅｌｌ Ｄ Ｇ.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ｓ ｉｎ ｓｉｘｔｈ￣ｇｒａｄｅｒｓ[Ｊ] .Ｊ Ｓｃｈ Ｖｉｏｌꎬ２００８ꎬ７(２):２１－３８.

[６] 　 Ｔ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Ｇ.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ｐｅｒｐｅ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ｙ ｐｅｅｒｓ: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ꎬｃｕｌ￣
ｔｕｒｅꎬ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Ｊ] .Ｓｅｘ Ｒｏｌｅｓꎬ２００３ꎬ４８(５ / ６):
２３１－２４４.

[７]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ＣꎬＺＨＡＮＧ Ｌ.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ｊｏｉ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ｌｆ￣
ｅｓｔｅｅｍ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ｓａｍｅ￣ｓｅｘ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 Ｊ] . Ｓｅｘ Ｒｏｌｅｓꎬ
２００４ꎬ５０(１１ / １２):８２３－８３３.

[８] 　 ＮＩＥＬＳＥＮ Ｍ ＢꎬＢＪØＲＫＥＬＯ ＢꎬＮＯＴＥＬＡＥＲＳ Ｇꎬｅｔ ａｌ.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
ｍｅｎｔ: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ꎬｏｕｔｃｏｍｅｓꎬ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 . Ｊ Ａｇｇｒｅｓ Ｍａｌｔｒｅａｔ Ｔｒａｕｍａꎬ２０１０ꎬ１９
(３):２５２－２７４.

[９] 　 ＢＵＲＳＩＫ ＫꎬＧＥＦＴＥＲ Ｊ.Ｓｔｉｌｌ ｓｔａｂ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ｙｅａｒ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Ｊ] .Ｊ Ｓｏｃ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１１ꎬ１５１
(３):３３１－３４９.

[１０] 王雪ꎬ卜秀梅ꎬ崔仁善.辽宁大学生遭受性骚扰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１１):１７０２－１７０５.
ＷＡＮＧ ＸꎬＰＵＸ ＭꎬＣＵＩ Ｒ Ｓ.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ｌ￣
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Ｊ]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１１):１７０２－１７０５.

[１１] 王璐.论我国高校性骚扰防治的有效途径[ Ｊ] .新西部ꎬ２０１８(１８):
１１１－１１２ꎬ１１９.
ＷＡＮＧ Ｌ.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
ａ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Ｊ] .Ｎｅｗ Ｗｅｓｔꎬ２０１８( １８):１１１－
１１２ꎬ１１９.

[１２] 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Ｍ ＪꎬＰＥＲＫＩＮＳ Ｊ.Ａ 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Ｊ] .Ｓｅｘ Ｒｏｌｅｓꎬ２００３ꎬ４９
(７ / ８):３４３－３５１.

[１３] ＣＬＥＡＲ Ｅ ＲꎬＣＯＫＥＲ Ａ ＬꎬＣＯＯＫ￣ＣＲＡＩＧ Ｐ Ｇꎬｅｔ ａｌ.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
ｍｅｎｔ ｖｉｃ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ｐ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Ｊ] .
Ｖｉｏｌ Ａｇａｉｎ Ｗｏｍꎬ２０１４ꎬ２０(１０):１２０３－１２１９.

[１４] ＴＵＬＬＯＣＨ Ｍ.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ｂｕｌｌｙ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Ｊ] . Ａｕｓｔｒａ Ｊ Ｅｄｕｃꎬ
１９９５ꎬ３９(３):２７９－２９３.

[１５] 陈晓燕ꎬ李曼ꎬ王宾ꎬ等.从社会性别理论视角探讨校园性骚扰的

危害与成因[Ｊ]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ꎬ２０１８ꎬ３８(２):１７０－１７１.
ＣＨＥＮ Ｘ ＹꎬＬＩ ＭꎬＷＡＮＧ Ｂ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ｃａｍｐｕｓ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ｅｎｄ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Ｊ] . Ｊ
Ｋａｉｆｅ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 Ｅｄｕｃꎬ２０１８ꎬ３８(２):１７０－１７１.

[１６] 郑力ꎬ张冉.高校性骚扰受害者的沉默原因:一项初步研究[ Ｊ] .复
旦教育论坛ꎬ２０１８ꎬ１６(４):５０－５７.
ＺＨＥＮＧ Ｌꎬ ＺＨＡＮＧ 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ｅａａｍｅｎｔ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Ｊ] .Ｆｕｄａｎ Ｅｄｕｃ
Ｆｏｒｕｍꎬ２０１８ꎬ１６(４):５０－５７.

[１７] 任海涛ꎬ孙冠豪.“校园性骚扰”的概念界定及其立法意义[ Ｊ] .华
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ꎬ２０１８ꎬ３６(４):１５０－１５７.
ＲＥＮ Ｈ ＴꎬＳＵＮ Ｇ Ｈ.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 ｃａｍｐｕｓ ｓｅｘｕａｌ 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Ｊ] . Ｊ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 Ｕｎｉｖｅｒ( Ｅｄｕｃ
Ｓｃｉ)ꎬ２０１８ꎬ３６(４):１５０－１５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９－２７　 修回日期:２０２１－０１－１４　 本文编辑:顾璇


(上接第 ３９５ 页)
[２０] ＦＯＲＳＴＥＲ ＭꎬＧＲＩＧＳＢＹ Ｔ ＪꎬＧＯＷＥＲ Ａ Ｌꎬ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ｅｌｆ￣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ｅ: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ｆｒｏｍ ａ ｓｔａｔｅｗｉｄ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Ｊ Ｙｏｕｔｈ Ａｄｏｌｅｓｃꎬ２０２０ꎬ４９(６):１１９５－１２０８.

[２１] 刘佳ꎬ万宇辉ꎬ袁长江ꎬ等.童年期不良经历与中学生自杀行为的

关联性研究[Ｊ] .中国学校卫生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４):５６７－５６９ꎬ５７２.
ＬＩＵ Ｊꎬ ＷＡＮ Ｙ Ｈꎬ ＹＵＡＮ Ｃ 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Ｊ]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２０１６ꎬ３７(４):５６７－５６９ꎬ５７２.

[２２] ＬＩＵ ＹꎬＺＨＡＮＧ Ｊ.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ｓｕｉ￣
ｃｉｄ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Ｊ] .Ｊ Ｎｅｒｖ Ｍｅｎｔ Ｄｉｓꎬ２０１８ꎬ２０６(３):１８７－１９４.

[２３] ＳＴＵＭＢＯ Ｓ ＰꎬＹＡＲＢＯＲＯＵＧＨ Ｂ ＪꎬＰＡＵＬＳＯＮ Ｒ Ｉ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ｃｈｉｌｄ ａｎｄ ａｄｕｌ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ｆｒｏｍ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ｌｌｎｅｓｓ[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 Ｒｅｈａｂｉｌ Ｊꎬ２０１５ꎬ３８(４):３２０－３２７.

[２４] ＭＩＬＬＥＲ Ａ ＢꎬＰＲＩＮＳＴＥＩＮ Ｍ Ｊ.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ｓ ａ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ａ￣
ｃｕｔｅ ｓｔｒｅｓ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 .Ａｎｎ Ｒｅｖ Ｃｌ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ꎬ２０１９ꎬ１５:４２５

－４５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４６ / ａｎｎｕｒｅｖ－ｃｌｉｎｐｓｙ－０５０７１８－０９５６２５.
[２５] ＬＩＵ Ｚ ＺꎬＷＡＮＧ Ｚ ＹꎬＢＯ Ｑ Ｇꎬｅｔ ａｌ.Ｓｕｉｃｉｄ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ｏｒ ｄｅａｔｈ [ Ｊ] .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 Ｓｃｉꎬ２０１８ꎬ２９:ｅ１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７ / ｓ２０４５７９６０１８０００７５６.

[２６] ＣＯＬＭＡＮ ＩꎬＧＡＲＡＤ ＹꎬＺＥＮＧ Ｙꎬｅｔ ａｌ.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ｈｏｏｄ ｔｒａｕｍａ[ Ｊ] . Ｓｏｃ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ꎬ２０１３ꎬ４８(２):
２６５－２７４.

[２７] ＭＡＮＳＵＥＴＯ ＧꎬＦＡＲＡＶＥＬＬＩ Ｃ.Ｒｅｃｅｎｔ ｌｉｆ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ｓｙｃｈｏｓｉ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 Ｒｅｓꎬ２０１７ꎬ２５６:１１１－１１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ｐｓｙｃｈｒｅｓ.２０１７.０６.０４２.

[２８] ＬＡＴＡＳＴＥＲ ＪꎬＭＹＩＮ￣ＧＥＲＭＥＹＳ ＩꎬＬＩＥＢ Ｒꎬｅｔ ａｌ.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ｓｙ￣
ｃｈｏｓｉｓ:ａ １０￣ｙｅａ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ｓｉｓ [ Ｊ] . Ａｃｔａ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 Ｓｃａｎｄꎬ
２０１２ꎬ１２５(５):３８８－３９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２７　 修回日期:２０２１－０２－０３　 本文编辑:顾璇

８９３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２１ꎬ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