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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广东省贫困县－怀集县初中生生存理由状况及其影响因素ꎮ 方法　 采取分层随

机整群抽样方法ꎬ使用人口学及校园经历状况调查表等量表ꎬ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对该县某普通中学 ４３０ 例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怀集县初中学生的生存理由总分为(１９０.２４±２０.５１)分ꎬ男生、女生的得分无统计

学差异ꎬ生存理由量表(ＲＦＬ－Ｃ)总分及除对自杀的恐惧因子外的 ４ 个因子得分均低于深圳市中学生ꎮ 结

论　 ＲＦＬ－Ｃ 可以用来预判自杀倾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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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杀问题已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ꎬ成为了
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ꎮ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ＭＲ
等[１]于 ２００２ 年在 Ｌａｎｃｅｔ 上报告ꎬ中国总的自杀率为 ２３ 人 / １０
万ꎬ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 ２８.７ 万人ꎻ在全人群死因排位中自
杀居第 ５ 位ꎬ在 １５~３４ 岁人群中居第 １ 位ꎮ 卫生部报告每年
至少有 ２００ 万人自杀未遂[２] ꎮ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 的报
告[３] ꎬ１９９８ 年中国因自杀和自伤而导致的伤残损失占疾病总
负担的 ４.２％ꎬ在疾病负担排位中自杀居第四位ꎮ 生存理由量
表(ＲＦＬ－Ｃ)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ꎬ于 ２０１２ 年由中南大学邓
云龙[４]引入国内ꎮ 国内除刘奋[５] 对深圳市中学生进行调查
外尚未见应用该表的研究ꎬ笔者应用 ＲＦＬ－Ｃ 对 ４３０ 例广东省
贫困县－怀集县某初中学生进行调查ꎬ旨在了解贫困地区初
中学生自杀行为的保护性因素ꎬ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为初中
学生的自杀预防与干预提供基础ꎮ

一、临床资料
１.一般资料:以同意参加调查、身体状况允许、可进行有

效的语言交流、理解无障碍的怀集县某普通中学全日制在校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ꎮ 总共抽取 ４３０ 例中学生ꎬ其中 ５５ 例学生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０３１９ｃ)ꎻ肇庆市科技计划

项目(２０１５Ｂ０１０３０１００８)
　 　 作者单位:５１０３７０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州市惠爱医

院)(蔡颖莲、陈晓东、苏敬华)ꎬ５２６４００ 怀集县第三人民医院(陈晓

东、蔡志强、陆振亮、岑杏芳、梁国艺)
　 　 通信作者:苏敬华ꎬＥｍａｉｌ:ｃａｉｙｉｎｇｌｉａｎｇｚ＠ １６３.ｃｏｍ

拒绝调查ꎬ其余 ３７５ 例学生在征得同意后统一进行问卷调查ꎬ
共回收有效问卷 ３７４ 份ꎬ应答率为 ８６.９８％ꎮ 完成调查者年龄
１２~１８ 岁ꎬ平均(１４.２５±０.５６)岁ꎻ男性 １８９ 例(５０.５％)ꎬ女性
１８５ 例(４９.５％)ꎻ年级初一 １２５ 例(３３.４％)ꎬ初二 １３４ 例(３５.
８％)ꎬ初三 １１５ 例(３０.７％)ꎮ 完成与未完成调查者之间在性
别、年龄及年级上与完成调查者无统计学差异ꎮ

２.方法:本研究选择广东省怀集县作为贫困地区的代表ꎬ
在该县中学中选取初中学生人数最多(人数超过 ３０００)的一
所中学ꎮ 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方法ꎬ选择该校部分初中学
生作为调查对象ꎬ在该中学初一、初二、初三的三个年级中各
随机整群抽取 ２ 个班级ꎬ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对抽取到的 ６ 个班
级的 ４３０ 例学生进行问卷调查ꎮ 将结果与深圳常模进行比
较ꎬ问卷为评估潜在的抑制自杀的原因的 ＲＦＬ－Ｃ[４] 调查表ꎮ
ＲＦＬ 由 Ｌｉｎｅｈａｎ 等[８]在 １９８３ 年研制ꎬ等级越高分值越大ꎬ得
分越高表示生存理由越充分ꎮ

３.数据处理:资料验收合格后ꎬ使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数据库进行
双人录入ꎬ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数据分析ꎮ 两样本均数比较
使用 ｔ 检验ꎬ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ꎮ 使用
Ｇｒａｐｈ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 Ｖ５.０ 中的两样本 ｔ 检验对怀集中学生与深圳
中学生[５]的生存理由量表得分进行比较ꎮ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生存理由评分结果:见表 １ꎮ 除对自杀恐惧外ꎬ其余 ４

项因子及总分两地比较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ꎬ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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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怀集中学生与深圳中学生 ＲＦＬ－Ｃ 评分的比较(分)
生存和应对信念 家庭责任 对自杀的恐惧 对社会排斥的恐惧 道德反对 总分

怀集 １１１.６４±９.７８∗ ３０.７９±６.６２∗ ２１.１５±４.１７ １１.２９±３.３１∗ ９.８２±３.３１∗ １９０.２４±２０.５１∗

深圳 １２０.５±１９.１ ３２.８±６.８ ２１.８±８.７ １２.３±４.０ １１.８±５.３ ２０３.６±３３.５

　 　 注:与深圳中学生比较ꎬ∗Ｐ<０.０５

　 　 讨论　 青春期(初中阶段)正是青少年心理发育的关键

阶段ꎬ较童年期更容易出现心理行为问题ꎻ而他们往往缺乏解

决问题、应对困境的能力和相应的认知技能ꎮ 本研究对生存

理由量表的调查是基于积极的认知信念系统ꎬ以便了解贫困

地区初中学生自杀的保护性因素ꎮ 本次调查的应答率为 ８６.
９８％ꎬ１３.０２％(５６ 例)未参与调查ꎮ

怀集初中生生存理由量表得分男女生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与深圳中学生常模的调查[５] 一致ꎮ 本研究显示初一学生

ＲＦＬ－Ｃ 得分平均分略高于初二及初三学生ꎬ但尚未达到统计

学差异ꎬ考虑可能与样本量有关ꎮ 与深圳中学生相比ꎬ怀集初

中学生 ＲＦＬ－Ｃ 总分及除对自杀的恐惧外的 ４ 个因子得分均

低ꎮ 深圳是经济发达的大城市ꎬ而怀集为广东省的贫困县ꎬ两
地 ＲＦＬ－Ｃ 评分的差异我们考虑可能与经济因素有关ꎮ 国内

李献云有研究[７]显示家庭经济差作为主要的负性生活事件

是 １５~２４ 岁自杀青年的特征ꎬ对中学生的调查显示家庭经济

状况差的学生容易出现自杀倾向[８] ꎬ生存理由得分减少ꎮ
中文版生存理由调查表是一个较好的预判自杀倾向的工

具ꎬ有研究发现[１] 生存理由减少与自身被欺辱史、同伴的自

杀行为、自杀意念史、自杀未遂史、ＳＣＬ－９０ 总分低、ＳＣＬ－９０ 抑

郁及焦虑两因子得分低、近 ３０ 天课后补习时间长和生活事件

量表总分低相关ꎮ 而本研究仅对有无自杀意念进行调查ꎬ发
现贫因地区学生生存和应对较发达地区低ꎮ 提示在对贫困地

区初中学生进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ꎬ可以使用 ＲＦＬ－Ｃ
预测初中生的自杀企图ꎬ重点了解高危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

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ꎬ进行有针对性的危机干预和健康促进

工作ꎬ从而提高学生应对困境的能力和相应的认知技能ꎬ减少

初中学生的自杀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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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患者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与防控措施

张庆涛

【摘要】 　 目的　 研究脑卒中患者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并探讨防控措施ꎮ 方法　 通过回顾性调查与

资料分析方法ꎬ对本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期间 ２１０ 例脑卒中住院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ꎬ调查

肺部感染及其影响因素ꎮ 结果　 ２１０ 例脑卒中住院患者中发生肺部感染患者 ３２ 例ꎬ感染率为 １５.２３％ꎻ从
感染患者送检标本中分离出 ５６ 株病原菌ꎬ其中革兰阴性杆菌 ３４ 株ꎬ占 ６０.７１％ꎬ革兰阳性菌 １８ 株ꎬ占 ３２.
１４％ꎬ真菌 ４ 株ꎬ占 ７.１４％ꎻ年龄、有意识障碍、有吞咽困难、卒中类型、合并心脏病、糖尿病、有侵入性操作、
预防性使用抗菌药物、使用抑酸药物等因素与患者肺部感染有密切关系ꎮ 结论　 肺部感染在老年脑卒中

住院患者中发生率较高ꎬ病原菌分布复杂且影响因素多ꎬ应当采取针对危险因素相关的防控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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