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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故障树定性分析大学生跳楼自杀倾向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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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分析导致跳楼自杀事故的主要原因，利用故障树定性分析该事件的基本原因事件及其结构重要度，确定主要矛盾，

为学生心理干预工作重点或方向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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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巨变，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改

革，导致当代大学生产生了各样的心理问题，如心理不平衡、抑郁、
急躁、情绪不稳定等，导致自杀已经成为 15— 29 岁青年死亡的重
要原因[1]。世界卫生组（WHO）针对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自
杀，调查并发布的全球预防自杀报告指出，全球每年大约有 80 万
人死于自杀[2]。同时 2020 年新冠疫情以来，各种压力加剧了这一现
象，给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因此，各高校将学生的生命安全作为学生工作的底线，
解决大学生自杀倾向刻不容缓。 

关于当今社会大学生自杀倾向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
究。大学生自杀表现为自杀未遂和自杀死亡两种结果[3]，主要是由
于主体原因和外界环境干扰刺激结果所致，其主要途径较多，其中
跳楼自杀可控性较好，能够通过人为干预和提升场所安全性避免此
类事件的产生[4-5]。利用 IMB SPSS 23.0 统计分析软件对某高校 2019
级新生心理普查所获数据进行分析，结构表明有 458 名学生存在一
类心理问题，有 507 名学生存在二类心理问题，有 795 名学生存在
三类心理问题，分别占实测总人数的 13.8%、15.3%和 23.9%。面对
如此严峻的心理问题形势，高校辅导员对学生的心理干预工作就显
得愈发重要[6]。 

因此为了帮助当代大学生避免走向极端，形成自杀倾向行为，
以“跳楼自杀”为顶上事件，利用故障树分析其基本原因事件，定
性分析各原因的结构重要度，抓住主要矛盾，尽可能避免大学生跳
楼事件的发生，为学生工作提供理论方向。 

2 故障树绘制及定性分析 
目前在大学校园，大学生因压力太大与缺乏心理疏导，从高楼

跳下而造成死亡的事故时有发生。针对“跳楼自杀”这一事件，运
用故障树分析的方法查找原因。建立故障树如图 1 所示。 

 
图 1 跳楼自杀事故树 

各事件代码所对应的事件名称如表 1 所示。 
表 1 事件代码对应事件名称 

事件
代码 

事件名称 
事件
代码 

事件名称 

T 跳楼自杀 X4 情感困扰 
M1 压力无法排解 X5 学习退步 
M2 适合跳楼的场所 X6 生活困难 
M3 学生压力大 X7 无人辅导 
M4 压力未正确疏导 X8 语言过激 
M5 危险处易于接近 X9 方法不当 
M6 长期压力 X10 耐心不够 

M7 临时压力 X11 未发现学生压力 
M8 疏导方法不当 X12 无人看守 
X1 个人性格孤僻 X13 无防护 

X2 
未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无法融入社会 
X14 

无唤醒他人生存
的提醒 

X3 外界长期不理解 X15 
危险处无法实施

营救 

结构函数 T= M1·M2 

=M3·M4·M5·X14·X15 

=（M6+M7）（X7+M8+X11）（X12+X13）·X14·X15 

=（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X14·X15 

故最小径集为：{X1，X2，X3，X4，X5，X6}、{X7，X8，X9，X10，
X11}、{X12，X13}、{X14}、{X15}，分析其结构重要度顺序为 X15 = X14＞
X13 = X12＞X7 = X8 = X9 = X10 = X11＞X1 = X2 = X3 = X4 = X5 = X6。因此为了
防止跳楼自杀事故的发生，重点应在危险处设置唤醒他人生存的提
醒标识，优化危险处的实施营救措施和设备，其次是增设看守和加
强防护设备设施，防止形成利于跳楼事故发生场所的形成，最后应
将工作重点防止日常的教育与引导过程中，为学生适当减压，注重
进行正面积极疏导，从而防止跳楼自杀极端处理方式的产生。 

3 预防措施 
通过分析以上事故树可知，最小割集非常多，顶事件非常容易

发生。为防止跳楼事故发生，从长远教育打算，结合实际提出切实
可行预防措施，可将事故树转换为相应的成功数分析。措施如下： 

（1）对学校各楼房进行风险评价，在事故易发处设置屏障，
张贴积极向上的标语提示。 

（2）重视学生从小到大的长期教育，树立正确人生观，养成
开朗的性格。 

（3）配备专门的有责任心的心理辅导老师，时刻注意学生心
理变化，尤其是性格孤僻的学生。 

（4）培养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经常关心有困难的学生。 
（5）建立应急预案，发现他人有跳楼倾向时实施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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