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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了解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学生的吸烟行为流行状况及其相关因素，为在中学生中开展控烟干

预活动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典型抽样方法，抽取石景山区6所中学，各学校再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随机抽

样，抽取若干班级，对所抽取班级的全体学生共计1252人进行<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卷》调查。描

述中学生的吸烟行为流行状况，采用单因素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进行相关因素分析。结果北京市石景山

区中学生吸烟率为9．7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影响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因素有性别、年龄、母亲学历、学习成

绩、玩电子游戏时间每天超过4小时、打架斗殴、重度饮酒等。结论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学生吸烟率低于2005

年全国青少年和该区2002年的中学生吸烟率，但仍高于部分国内其他省市的有关报道。因此应重视中学生的吸

烟行为，尽早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预防中学生吸烟，尤其对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因素要进行重点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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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ey 011 the pevalence and the ifluencing fctors of crrent smoking among midlle school studen忸in Shijingshan

District of Beijing City GAO He-rui，Sttl Ping，WANG Dan．Shijingshan District Center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

tion，Beijing 10004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revalence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mok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hijingshan District of Bering City，and to provide bases for smoking cessation programs among students．

Methods 1252 studenm were investigated by using”Health．related Risk Behaviors Inventory for Chinese Adolescents”．

with a cluster random sample from 6 middle schools by typical sampling techndogy in Shijingshan District．The prevalence

of smol【ing wag described and related fhc知l鹅were assessed by single factor analysis and no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Results Among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hijingshan District of Beijing City．smoking rate was 9．7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moking were sex，age，maternal education background，

learning achievement，the time of playing video ganles over 4 hours a day，fighting，heavy alcohol consumption，et a1．

Condusion The smoking rate among th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Shijingshan District of Beijing City is lower than nation-

wide adolescents’in 2005 and themselves’in 2002，but is still higher than that of other domestic reportages．So the smok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hould be emphasized，and early scientific and sound惝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smokin&Especially，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mok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hould be intervened weight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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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是对人类健康造成极大危害的物质成瘾行

为之一。目前中国吸烟者超过3亿，每年死于烟草

相关疾病者超过100万，大约每分钟2人死亡⋯。

到2025年，因烟草所致疾病的死亡将达到高峰，每

年大约有200万人将死于与烟草有关的疾病，到

2050年，这个数字会增加到300万。到本世纪中叶，

累计死亡总数将达1亿，其中有一半将在35—69岁

之间死去，他们正是今天花样年华的儿童与少年【2】。

医学研究表明，吸烟可以大大提高心脑血管、呼吸

系统及癌症的发病率，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

时期，更容易受到烟草危害∞]。为进一步了解北京

【作者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100043

【作者简介】高荷蕊(1977一)，女。河南焦作人，博士，主管

医师．主要从事流行病学研究工作。

市石景山区中学生吸烟行为的流行现状及其影响因

素，为制定相关政策和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课

题组于2009年3—4月进行了此项调查。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北京市石景山区6所学校1252人。

1．2方法

1．2．1抽样方法北京市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下

属的全日制学校包括初中12所、高中4所、职业

高中2所，共18所学校。采用典型抽样方法，抽

取了地理位置和(或)经济发展水平在石景山区

均属适中的普通初中和重点初中3所，普通高中、

重点高中和职业高中3所，共计6所学校。各学校

再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随机抽样，抽取若干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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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对所抽取班级的全体学生进行调查。

1．2．2调查方法 采用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

研究所编制的《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行为调查问

卷》。该问卷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青少年危险

行为监测问卷为基础，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改编而

成，经有关专家论证，并通过预调查后实施。按照

统一要求，以班级为单位，由经过培训的学校卫生

专业人员负责，以集体自填表形式进行不记名问卷

调查，限时答完，当场收回。为保证问卷结果的可

靠性，调查时请学校老师回避。

1．2．3统计分析采用Epi Data 3．1建立数据库，

用SPSS 1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x2检验和

Logistic回归分析。

1．2．4指标定义参考相关文献[4。5】，指标定义如

下：现在吸烟：在过去的30天中，≥1天吸烟；经常

吸烟：在过去的30天中，≥20天每天至少吸1支烟；

严重吸烟：在过去的30天中，在吸烟的日子里每天

吸烟>10支。≤13岁开始吸烟：第一次完整地吸完1

支烟的年龄≤13岁。

2结果

2．1一般情况共调查了6所学校，3所高中，3

所初中，共发放问卷1252份，剔除无效问卷，有

效问卷共1231份，有效问卷率为98．32％。其中，

对吸烟行为及相关因素等题目有效应答的有1225

份，有效应答率为97．84％。其中男生541人，占

44．16％；女生684人，占55．84％。初中611人，

占49．87％；高中614人，占50．13％，调查学生

平均年龄为15．48-I-1．86岁，其中最小年龄为12

岁，最大年龄为19岁(表1)。

表l 各类学校调查学生人数及构成比情况／1,(％)

表2北京市石景山区不同人口学特征中学生吸烟率

注：·初二和初三吸烟卒合并

2．2吸烟行为流行现状 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学生

吸烟119人，吸烟率为9．71％(119／1225)。有50

人(42．02％)经常吸烟；有18人(15．13％)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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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有57人(47．90％)≤13岁开始吸烟。

男生吸烟率高于女生。初中学生中，各班级间

吸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高中学生中，高一、高

二、高三学生的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

13．42，P<0．05)。普通高中、重点高中、职业高

中学生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9．66，P

<0．05)。毕业年级吸烟率高于非毕业年级(x2=

5．84，P<0．05，表2)。

2．3吸烟行为的相关因素分析

2．3．1 吸烟行为的单因素分析影响中学生吸烟

行为的因素有年龄、父亲职业、母亲学历、家庭类

型、住宿、学习成绩、玩电子游戏时间、上网时

间、受到欺侮、打架斗殴、孤独／失眠／抑郁、自残

行为、自杀意念、开始饮酒年龄(≤13岁)、重度

饮酒等。民族、节食行为、学习压力、尝试吸毒等

因素对中学生吸烟行为无影响。(表3)

2．3．2 吸烟行为的多因素分析 以吸烟或不吸烟

为应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中学生吸

烟保护因素主要有女性；危险因素主要有年龄增

大，母亲学历低，学习成绩差，玩电子游戏时间≥

4 ICd，有打架斗殴，有重度饮酒等(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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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学生吸烟行为

相关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论著·

2．4 吸烟学生的初次吸烟年龄和原因调查对象吸

烟者中，第一次抽完l整支烟时的年龄分布情况为：

7岁及以前占5．88％；8一岁组的占7．56％；10一岁

组的占9．24％；12一岁组的占25．22％；14一岁组的

占22．69％；16岁及以上占29．41％。

吸烟学生的第一次吸烟原因有：心情不好的占

34．2l％；好奇的占25．44％；同伴提供烟吸的占

14．91％；同伴要求而无法拒绝的占4．39％；感觉

更像成年人的占4．39％；因为父母和(或)老师

吸烟的占2．62％；为引人注意的占0．88％；其他

原因的占13．16％。

2．5吸烟学生的香烟来源和易得性 吸烟者中，

在过去30天里香烟获得途径有：从商店购买的占

61．6l％；向别人要的占12．50％；从小贩处购买

的占5．36％；偷拿的占4．45％；从自动售货机上

买的占1．79％；让别人替买的占1．79％；其他途

径的占12．50％。其中，很容易购买且从来没有人

拒卖的占97．33％，拒卖并说其年龄太小或(和)

劝其戒烟的仅占2．67％。

3讨论

调查显示，2009年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学生吸

烟率是9．71％，低于2005年全国青少年吸烟率

的平均水平(11．5％)¨J，低于2002年北京市中

学生吸烟率(11．0％)071，低于2002年该区的中

学生现在吸烟率(10．33％)哺】，也低于美国中学

生吸烟率[91；但高于南京市2005年中学生的吸

烟率(7．8％)n们和浙江省2007年中学生吸烟率

7．88％(其中城市为6．59％)¨¨。男生、职业高

中、毕业年级(尤其高三)是现在吸烟的主要人

群。说明石景山区中学生吸烟情况依然严峻，吸

烟仍然是青少年健康危险行为监测和防治工作的

重点。

在石景山区中学生吸烟者中，有将近一半

(47．90％)是在13岁及以前开始吸烟的。由于

尼古丁具有极强的成瘾性，一旦吸烟成瘾，很

难摆脱；而开始吸烟的年龄越早，成为常吸者的

可能性越大，成年后的吸烟量越大，受烟草的危

害也越大，戒烟的可能性越小【2】。因此，控烟宣

传教育和干预活动，要从中小学校、托幼机构

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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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学生现在吸烟行为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结果

本次调查通过单因素与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在对学生进行控烟宣传教育和干预活动时，对男

生、高年龄组、母亲学历低、学习成绩差、玩电子

游戏时间过长、打架斗殴，重度饮酒等的学生，要

作为重点人群进行宣传教育和干预。

青少年的吸烟原因较复杂，主要与社会、家庭

和朋友影响等有关¨21。本次调查显示，吸烟学生

的第一次吸烟原因主要是心情不好(34．21％)、

好奇(25．44％)、同伴提供烟吸(14．9l％)等。

中学阶段正是从儿童过度到成年人的关键时期，如

果学生自身不良情绪上升、自我约束力差、社会适

应力弱，再加上好朋友吸烟和(或)在同龄朋友

中流行吸烟等，很容易使中学生产生烟草依赖成瘾

行为。因此要对学生加强心理疏导，减轻压力，帮

助学生建立积极乐观的健康心理。同时要帮助学生

抵御香烟的诱惑，教会他们拒绝他人敬烟及劝阻他

人吸烟的技巧，引导学生建立正常的交往，同学问

形成良好的反吸烟氛围才能达到较好的控烟效果。

本次调查显示，有吸烟行为的中学生获得香烟

的主要途径是从商店／d,贩／自动售货机上购买的

(68．76％)，其次是向别人要的(12．50％)，说明

这部分学生吸烟更具主动性。而且买烟时，

97．33％的学生很容易买且没有遭到拒卖，说明烟

草制品轻易可得，再加上烟草广告和烟草企业的促

销、赞助活动，影视中大量的吸烟镜头，学校和家

庭中的有烟环境影响等，更促进了青少年吸烟行为

的形成旧J。

因此，让青少年远离烟草危害，应从多方面着

手，无烟环境的创建、成人示范的效应、健康教育

的加强、鲜明的警示标志、税收和价格手段，禁止

各种性质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手段等[2】，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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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卫生、教育等部门要努力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创

建无烟学校，要对青少年不断讲解吸烟的危害，加

强理想、人生观教育，重点是帮助学生学会拒绝的

技巧，学会如何抵御来自同伴、朋友以及社会的不

良影响，建立正常、健康的朋友交往关系。对于吸

烟的学生，要积极鼓励其科学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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