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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 自殺防治熱線是自殺危機處遇的方法之一
(Joiner, et al., 2007)。

• 自殺防治熱線缺乏有效評估的研究佐證
(Mishara & Daigle, 1997)。

• 當代自殺防治熱線的實證研究以立即效果
為重點(Mishara et. al., 2007a, 2007b)。

• 本研究企圖評估台灣自殺防治熱線的服務
效能。



假設

假設I: 
1. 在電話晤談中，自殺防治熱線之電話諮詢

服務能夠改善來電者之情緒狀態。

2. 在電話晤談中，自殺防治熱線之電話諮詢
服務能夠降低來電者之自殺風險。

假設II:
面對不同來電者，自殺防治熱線的接線人
員會使用不同的晤談行為。



方法 ( I )

• 樣本

– 以台北市生命線所運作之全國自殺防治熱線，安心專
線，作為評估之樣本來源。

– 二手資料(Archival data): 取自安心專線之同意錄音來電
者，樣本取自2009年4月至12月。

– 依照自殺意圖，將來電者區分為三種類型：無自殺意
念者、自殺意念者、正在自殺者。



方法 ( II )

• 評量工具

–評量來電者之情緒狀態：The Mental State 
Rating Scale: A modified scale (簡稱MSRS)

–評量來電者之自殺風險：The Suicide Risk Scale: 
Developed by Gould, et al. in 2007 (簡稱 SRS)



方法 ( III )
晤談時間

來電者類型

初始 中段 末段

無自殺意念者 來電者的情緒狀態
(MSRS)

來電者的自殺風險
(SRS)

來電者的情緒狀態
(MSRS)

來電者的自殺風險
(SRS)

自殺意念者 來電者的情緒狀態
(MSRS)

來電者的自殺風險
(SRS)

來電者的情緒狀態
(MSRS)

來電者的自殺風險
(SRS)

正在自殺者 來電者的情緒狀態
(MSRS)

來電者的自殺風險
(SRS)

來電者的情緒狀態
(MSRS)

來電者的自殺風險
(SRS)



資料分析 (I)

假設I: 
在電話晤談中，自殺防治熱線之電話諮詢服務

能夠改善來電者之情緒狀態與自殺風險。

• 資料分析
– Assumptions test
– A Repeated‐Measure MANOVA test 
– Followed by ANOVA tests
– Post hoc test, Tukey
DV: MSRS2‐MSRS1 and SRS2‐SRS1
I V: groups 



結果 : 假設I
在電話晤談中，自殺防治熱線之電話諮詢服務能夠顯著降低來電者之情緒困擾與
自殺風險。



討論 (I): 自殺防治熱線之效能

• 自殺防治熱線具有功效

–無自殺意念者在電話晤談過程中，能夠改善來
電者之情緒困擾，降低來電者之自殺風險。

–具自殺意念者在電話晤談過程中，能夠改善來
電者之情緒困擾，降低來電者之自殺風險。

–正在自殺者在電話晤談過程中，能夠改善來電
者之情緒困擾，降低來電者之自殺風險。



討論 (II): 自殺防治熱線之效能

• 正在自殺之來電者情緒困擾顯著低於具自
殺意念之來電者。

–自殺者相較於投降者(surrenders)，更少有情緒
性的表現 (Rogan, 2009; Rogan & Hammer, 1995, 
2002)。

–正在自殺者願意描述目前採取的傷害動作
(DiVasto, Lanceley, & Gruys, 1992)。



Q &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