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428 ·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2 年 6 月 20 日第 22 卷第 6 期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June 20，2022，Vol.22，No.6

·学术交流·

住院成年早期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自杀相关因素研究

孙丛丛 吴涵 贾立娜 潘伟刚

10008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精神疾病

诊断与治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孙丛丛、吴涵、贾立娜、潘伟刚）；100069 北京，首都医科

大学 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孙丛丛、吴涵、贾立娜、潘伟刚）

通信作者：潘伟刚，Email：panweigang@mail.ccmu.edu.cn
DOI：10.3969/j.issn.1009-6574.2022.06.009

【摘要】 目的 探索分析成年早期双相情感障碍住院患者自杀行为的相关因素。方法 选取

2018 年 1— 12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住院的 521 例成年早期（18～25 岁）双相情感障碍

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是否曾有过自杀，分为自杀组（n=140）与无自杀组（n=381），比较两组患者的

一般资料及疾病亚型。通过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讨成年早期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自杀危险因素。 

结果 与无自杀组比较，自杀组女性［70.0%（98/140）比 47.8%（182/381）］、冲动性格者［29.3%（41/140）

比 19.2%（73/381）］、有重大精神创伤史者［14.3%（20/140）比 4.5%（17/381）］占比更高，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χ2=20.350、6.141、16.941；P ＜ 0.05）。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0.375，95%CI

（0.226～0.564），P ＜ 0.001］、冲动性格［OR=0.603，95%CI（0.377～0.963），P=0.034］、有重大精神创伤史

［OR=0.295，95%CI（0.144～0.604），P=0.001］是成年早期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发生自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女性、性格冲动、有重大精神创伤史的成年早期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发生自杀的风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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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suicidal behavior in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early adult bipolar disorder. Methods A total of 521 in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in early 
adulthood （aged between 18 to 25） in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8 were recrui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suicide group 

（n=140） and no suicide group （n=381）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y had ever committed suicide. The general data 
and disease subtyp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The risk factors related to suicide in early adult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were analyzed by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suicide group， there were more female in the suicide group ［70% （98/140） vs 47.8% （182/381）， χ2=20.350， 
P ＜ 0.01］， more impulsive personality ［29.3% （41/140） vs 19.2% （73/381）， χ2=6.141， P=0.013］， and there 
were more people with a history of major trauma ［14.3% （20/140） vs 4.5% （17/381）， χ2=16.941， P ＜ 0.01］.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female ［OR=0.375， 
95%CI （0.226-0.564）］， impulsive personality ［OR=0.603， 95%CI （0.377-0.963）］， history of major trauma 

［OR=0.295， 95%CI （0.144-0.604）］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uicidal behavior in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in early adulthood （P ＜ 0.05）. Conclusions Patients with bipolar disorder in early adulthood 
who are females， have longer disease course， have impulsive personality， and have a history of major trauma 
are at higher risk of su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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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相情 感障碍（bipolar disorder，BD）是一种重

性精神疾病，具有起病年龄早、复发率高、疾病治疗

负担重的特点，其自杀率高于其他精神障碍患者，

BD 患者终生自杀未遂率为 25%～50%，终生自杀病

死率为 8%～19%［1］。研究指出，BD 首次发病年龄

在 20 岁左右可明显增加自杀风险［2-3］。成年早期

（18～25 岁）患者由于其年龄特殊、个性特征等，其

发生自杀的特点可能有别于其他年龄段患者。目前，

国内对此年龄段BD患者自杀因素分析的研究较少。

因此，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对成年早期 BD 患者

的一般资料进行分析，以探索自杀的相关因素，为

临床诊治及自杀的预防提供依据和参考。

一、对象与方法

1. 研究对象：选取 2018 年 1— 12 月在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住院的BD患者为研究对象，

按照是否曾有过自杀分为无自杀组和自杀组。纳入

标准：（1）18～25 岁；（2）符合 ICD-10 中 BD 的诊断标

准，包括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伴有精

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

郁发作、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混合

发作 5 种亚型及其他（未标注亚型）；（3）病历资料完

整者。排除标准：（1）物质滥用或依赖者；（2）器质性

疾病所致情感障碍。本研究提及的曾有过自杀包括

自发病以来发生过的自杀观念、自杀企图及自杀未

遂。本研究已获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号：2018-133）。

2. 研究指标：根据病历资料，对调查患者的性

别、家族史、出生方式、母孕期健康状况、人际关系、

饮酒史、吸烟史、性格特点、是否是独生子女、重大

精神创伤史、是否伴有精神病性症状进行调查［4］，

并将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3.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7.0 软件对数据进行

处理。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χ2 检验。采用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住

院成年早期 BD 患者自杀的危险因素。双侧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本研究共纳入

521 例 BD 患 者，男 性 241 例，女 性 280 例；自 杀 组

140 例（26.9%），无 自 杀 组 381 例（73.1%）。 自 杀 组

中，过量服药或服毒 85 例（60.7%），刀等锐器自伤

30 例（21.4%），其中 55 例（39.3%）采用过 2 种及以上

的自杀方式。230 例（44.1%）患者曾出现过幻觉、妄

想（不包括躁狂发作时的夸大妄想）等精神病性症

状。与无自杀组比较，自杀组的女性、冲动性格者、

有重大精神创伤者占比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1。73.0%（27/37）的女性患者有重大

精神创伤，多于男性患者的 27.0%（10/37），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2=6.431，P=0.040）。

表1 两组成年早期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自杀组

（n=140）

无自杀组

（n=381）
χ2 值 P 值

例数
构成比

（%）
例数

构成比

（%）

性别

 男 42 30.0 199 52.2
20.350 ＜ 0.001

 女 98 70.0 182 47.8

家族史

 阳性 41 29.3 128 33.6
0.352 0.399

 阴性 99 70.7 253 66.4

出生方式

 剖宫产 25 17.9 62 16.3
0.185 0.667

 顺产 115 82.1 319 83.7

母孕期健康

 是 130 92.9 360 94.5
0.487 0.485

 否 10 7.1 21 5.5

人际关系

 良好 57 40.7 182 47.8

2.915 0.233 一般 69 49.3 156 40.9

 差 14 10.0 43 11.3

饮酒史

 有 16 11.4 25 6.5

5.151 0.076 无 121 86.5 353 92.7

 不详 3 2.1 3 0.8

吸烟史

 有 24 17.1 67 17.5

2.436 0.296 无 114 81.5 313 82.2

 不详 2 1.4 1 0.3

冲动性格

 是 41 29.3 73 19.2
6.141 0.013

 否 99 70.7 308 80.8

独生子女

 是 79 56.4 185 48.6
2.538 0.111

 否 61 43.6 196 51.4

神经病性症状

 有 59 42.4 171 44.9
0.245 0.690

 无 80 57.6 210 55.1

重大精神创伤

 有 20 14.3 17 4.5

16.941 ＜ 0.001 无 117 83.6 361 94.7

 不详 3 2.1 3 0.8

2. BD 不同亚型患者的自杀情况比较：BD 不同

亚型患者的自杀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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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见表2。进一步通过χ2分割法发现（未考虑“其

他”这一分类），目前为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

郁发作、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发作、

目前为混合发作患者的自杀风险均高于目前为伴或

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患者的自杀风险，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其他各组间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3. 成年早期 BD 患者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分析：

根据是否有自杀行为，对纳入患者的性别、冲动性

格、重大精神创伤史、家族史、是否伴有精神病性症

状进行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冲

动性格、有重大精神创伤史是成年早期 BD 患者发

生自杀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见表 4。

讨论 近年对心境障碍患者自杀自伤领域的研

究显示，研究者更加关注青少年及较为年轻群体，因

为此群体较老年患者具有更高的自伤和自杀风险［5］。

本研究结果显示，住院成年早期 BD 患者发生过自

杀的比率为 26.9%，与李茂生等［6］的研究结果相一

致；其中过量服药及服毒占比最高，与其他研究结

果一致［7-8］；其中有 39.3% 的患者采取过 2 种及以上

方式自杀，高于 Ruengorn 等［9］研究中的 26.4%，说

明成年早期 BD 患者的自杀风险相对较高，且采用

过量服药及服毒的方式最多。

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患者、曾有过重大精

神创伤史者自杀率高，与王茜等［4］、杨贵成等［10］的研

究结果一致。女性自身调节基因及激素水平的影响

有别于男性，这可能在自杀中起到一定的作用［11-12］。

本研究还发现，冲动性格是自杀的危险因素，与成

年早期 BD 患者心智尚未完全成熟有关，性格特点可

能是该年龄段患者出现自杀行为的独特因素。此外，

不同诊断亚型之间比较发现抑郁发作与混合发作的

自杀风险较躁狂发作高，与 Costa Lda 等［13］的研究

结果一致。

表2 两组成年早期双相情感障碍不同亚型患者的自杀情况比较

双相情感障碍亚型 例数
自杀组（n=140） 无自杀组（n=381）

例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目前为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 138 15 10.9 123 89.1

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 122 24 19.7 98 80.3

目前为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 51 18 35.3 33 64.7

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发作 73 30 41.1 43 58.9

目前为混合发作 103 39 37.9 64 62.1

其他 34 14 41.2 20 58.8

  注：χ2=40.432，P ＜ 0.001

表3 成年早期双相情感障碍不同亚型患者自杀情况比较

项目 例数

目前为伴有精神病性症

状的躁狂发作（n=138）

目前为伴有精神病

性症状的重度抑郁

发作（n=51）

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

性症状的躁狂发作

（n=122）

目前为不伴有精

神病性症状的抑

郁发作（n=73）

χ2 值 P 值 χ2 值 P 值 χ2 值 P 值 χ2 值 P 值

目前为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抑郁发作 51 15.414 ＜ 0.001 - - - - - -

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躁狂发作 122 3.935 0.047 4.775 0.029 - - - -

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抑郁发作 73 25.988 ＜ 0.001 0.426 0.514 10.469 ＜ 0.001 - -

目前为混合发作 103 24.730 ＜ 0.001 0.097 0.756 6.673 0.010 0.187 0.665

  注：- 无数据

表4 成年早期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自杀危险因素的二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χ2 值 P 值 OR 值 95%CI

性别 -1.029 0.233 19.468 ＜ 0.001 0.375 0.226～0.564

冲动性格 -0.506 0.239 4.477 0.034 0.603 0.377～0.963

重大精神创伤史 -1.220 0.365 11.177 0.001 0.295 0.144～0.604

家族史 0.354 0.233 2.301 0.129 1.425 0.902～2.251

精神病性症状 0.166 0.213 0.607 0.436 1.181 0.777～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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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自杀的形成因素繁杂，包括社会心理因素、

基因、神经影像、生物化学等方面［14］。研究指出 BD

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不同于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其

他精神疾病，但目前为止 BD 患者自杀机制尚未完

全清晰［15-16］。该疾病对患者的学习、家庭生活、社

会功能等多方面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探索

这部分患者的病例特点意义重大。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的样本量偏

小，且只对部分临床资料进行了分析，未纳入神经生

化、基因学、影像学等方面的研究。本研究仅选取住

院患者，所选人群较局限，未来可扩大样本量，将门

诊及社区患者也纳入研究中，因为研究表明患者在

出院后1年内自杀及自伤行为的发生率最高［17］。本

研究未涉及治疗、随访等方面，此后的研究中可纳入

基于移动医疗筛查和管理等较新颖的研究方法［18］，

为揭示病因发生机制，预防自杀提供更全面的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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