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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中学生初次吸烟行为与

生活事件的关系初探

龚洁 李燕 !"#$ %& ’("$)($ !*

【摘要】 目的 分析武汉市中学生初次吸烟行为与日常生活事件的关系以及压力对青少年初次

吸烟的影响。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对武汉市城区和郊区 ++ 所学校的 ,--. 名在校初中

生进行问卷调查，选择报告过去一年内开始吸烟和从未吸过烟的学生共 //0, 人作为本次分析对象。

结果 武汉市中学生在调查的前一年内开始吸整支烟的吸烟率为12+3，男生高于女生，初二学生高

于初一学生，初三学生略有下降。控制性别、年龄、城乡和年级的影响，多因素 4(56)768 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武汉市青少年初次吸烟行为与家庭、学校的负性生活事件呈正性相关（! 9 :2:/），而与学校方

面的正性生活事件呈负性相关（! 9 :2:/）。结论 青少年学生初次吸烟行为与应激性生活事件有密

切的联系，特别是学校和家庭方面的生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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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青少年吸烟人数在不

断增长，且开始吸烟的年龄在提前［P］。国外的研究

显示，尝试抽第一口烟的年龄越早，就越有可能成为

固定吸烟者［+］。近年来国内调查多次显示，在青少

年吸烟中，有 ++3的人是为了缓解压力［0］。这表明

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有很多种生活事件（学校、

家庭、社会以及其他方面）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一

些行为（吸烟、喝酒等）的发生。但他们均侧重于研

究心理压力与吸烟的关系，涉及的是所有的吸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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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包括开始吸烟者和吸烟者等），然而压力是否是

青少年开始吸烟的动因，此方面的影响还未见报道。

为此，我们对武汉市中学生初次吸烟行为与生活事

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调查。

对象与方法

P 2调查对象与抽样方法：本研究资料来自于中美

合作的一项前瞻性的 / 年吸烟干预计划的基线调查

资料。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分别从武汉市 PP
个区（L 个城区，. 个郊区）中每个区随机抽取 + 所学

校，共 ++ 所中学作为调查学校。在每所被抽取的学

校内再以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初一年级中抽取 . 个班，

初二和初三年级各抽取 P 个班参加调查。本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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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共计 !""# 名中学生，其中郊区学生 $""! 名，城区

学生 %""& 名；男生 %’(’ 名，女生 %$&’ 名。

为了分析初次吸烟行为与生活事件的关系，将

报告过去一年内开始吸一整支烟的学生以及不吸烟

的学生作为初次吸烟行为研究的对象，另外 # 名年

龄在 )’ 岁和 )& 岁的从分析中剔除。最后纳入分析

的对象共 **%! 名。

$ +调查问卷的编制：参考国内外生活事件调查

表和量表，于 )""& 年年初首先在武汉市两所中学，

对初一至初三共 )#" 名中学生进行了预调查，由学

生自由填写过去一年内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高兴和

不高兴的事以及主要生活事件，对填写的结果进行

归纳、整理，结合实际情况，编制出 "* 条武汉市中学

生生活事件调查表。然后于 )""& 年 * 月在另外 #
所中学（$ 所城市学校，$ 所郊区学校）内用该调查表

对初一学生进行 了 预 试 验，其 ,-./0123’4!值 为

( +")。根据此次调查的结果，又对调查表进行修订，

编制了 "" 条的生活事件量表，并对该量表进行一致

性检验，其 ,-./0123’4!值为( +"%。根据量表内容，

将 "" 条生活事件分为四个方面，即学校、家庭、社会

和其他方面，其 ,-./0123’4!分别为( +&)、( +&$、( +&#
和( +’!。

同时，学生还完成一份控烟调查表，其主要内容

包括一般背景材料、烟草有关知识、对吸烟的态度、

吸烟行为、戒烟行为等。

% +测量方法：

（)）生活事件得分：根据学生报告的正性和负性

事件，分别计算过去半年内学生所经历的学校、家

庭、社会以及其他四个方面的正 5负性事件总数，以

此作为这四个方面正性和负性生活事件得分。

（$）初次吸烟行为的测量：将过去一年内开始吸

一整支烟的学生计为 )，将不吸烟的学生计为 (。

# +调查方法：在调查前，对所有调查员进行统一

严格培训，并统一对问卷中可能的问题进行解答；整

个调查过程在教室进行，调查表由调查员到现场统

一发放和回收。在调查前，调查员明确告诉学生他

们不用在调查表上写自己的名字，调查员也不会把

学生的回答告诉他们的老师和家长，在整个调查过

程中，请老师回避。

* +统计学分析：采用 678 9/:. *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的录入和管理。对初次吸烟行为与生活事件得

分的关系采用 ;.<84=82 回归分析。所有统计分析均

利用 >?> !+)$软件进行处理完成。

结 果

) +基本情况：在参与分析的 **%! 名对象中，初

一有 %’)( 名，初二 &&# 名，初三 "#$ 名，其中各年级

的男生分别占#’ +&@、#* +&@和#* +’@；平均年龄分

别为)$ +!岁、)% +’岁和)# +!岁。三个年级中，各年级

有%"@ A #%@的学生分布在农村（表 )）。

表! 研究对象的年龄分布

年龄
（岁）

年 级

初一
（! B %’)(）

初二
（! B &&#）

初三
（! B "#$）

合计

)) A )%# ( ( )%#（$ +#）!

)$ A )##$ $$ $ )#!!（$! +*）!

)% A )’’$ %%’ $! $)%*（%& +*）!

)# A %%( ##* %"% ))!&（$) +)）!

)* A $" ’# #*" *!$（)( +$）!

")! % ! !$ ’)（) +%）!

平均年龄
（#" C #） )$+! C ( +’% )% +’ C ( +!" )# +! C ( +!! )% +) C ) +(#

! 为构成比（@）

$ +初次吸烟情况：**%! 名对象中，初一、初二和

初三学生的初次吸烟率分别为’ +&@、" +)@和& +%@
（$ B (+*’&）；男生的初次吸烟率为)% +!@，女生为

% +#@（$ B (+(()），城区初次吸烟率为& +%@，郊区为

& +(@（$ B (+!’$）。不同年级男女初次吸烟率不同

（$ D (+()），但不同年级城乡初次吸烟率差异无显

著性（$ E (+(*）。

% +生活事件：在 "" 条生活事件中，初一男生报告

的前十位正性生活事件与小伙伴有关的生活事件为

% 条（过生日，交上新朋友和收到朋友及亲人的礼物），

与学校有关的生活事件为 $ 条（考试得高分、受到表

扬和奖励），与家庭有关的 $ 条（受到家长称赞和家人

团聚）以及其他方面的 % 条；初一女生报告的更多地

涉及到与小伙伴有关的生活事件，除前面提到的学校

和家庭有关的生活事件外，增加“受到同学称赞”和

“与同学关系融洽”，其他方面的生活事件“中国队在

重要比赛上获胜”和“睡眠充足”则位次后移。随着年

级的升高，女生中与小伙伴有关的生活事件位次明显

提前，而男生则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

而从前十位负性生活事件排序来看，进入前十

位的生活事件主要是与学校有关，无论男生和女生，

三个年级前三位负性生活事件均为“调座位”、“考试

失败或成绩不理想”和“考试排名次”；其次是与小伙

伴有关的生活事件，如“被人误会或错怪”和“与好友

发生纠纷”，在女生中这两个生活事件位次更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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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初次吸烟与各类生活事件之间关系的 !"#$%&$’ 回归分析

变量 估计值 !
( 值 ! 值 标准估计值 "# 值（)*+ $%）

性别 , -./012 -1/.02 3 .333- 4 , 3 ./3- 3 .(1-（3 .-2 5 3.13）

学校负性事件 3.--13 (0.30 3 .333- 4 3 .(32 - .-(3（- .36 5 -.-6）

学校正性事件 , 3.(30- (0.1( 3 .333- 4 , 3 .-6* 3 .2-/（3 .6* 5 3.22）

家庭负性事件 3.3*20 -3.1* 3 .33-1 4 3 .--6 - .303（- .3( 5 -.--）

其他负性事件 3.36*( / .(/ 3 .31)0! 3 .320 - .362（- .33 5 -.-0）

其他正性事件 , 3.-3(3 / .11 3 .316*! , 3.360 3 .)31（3 .2( 5 3.))）

4 ! 7 3.3-，! ! 7 3.3*

表" 男、女生初次吸烟与各类生活事件之间关系的 !"#$%&$’ 回归分析

变量 估计值 !
( 值 ! 值 标准估计值 "# 值（)*+ $%）

学校负性事件 3.-103 3 .-103 3 .333- 4 3 .(*60 - .-/0（- .3) 5 -.(3）

学校正性事件 , 3.((01 , 3.((01 3 .333- 4 , 3 .-)66 3 .6)6（3 .61 5 3.26）

家庭负性事件 3.306- 3 .306- 3 .33-0 4 3 .-1)( - .30)（- .3( 5 -.--）

社会负性事件 , 3.3001 , 3.3001 3 .3/02! , 3.-31* 3 .)10（3 .22 5 -.33）

其他负性事件 3.-0/3 * .1222 3 .3(31! 3.-21) - .-62（- .31 5 -.1*）

其他正性事件 , 3.(-(/ * .-*// 3 .3(1(! , 3.-**1 3 .23)（3 .06 5 3.)6）

4 ! 7 3.3-，! ! 7 3.3*

些；“遭父母打骂”是惟一排在前十位的与家庭有关

的生活事件，它只在初一和初二的男生中进入前十

位；其他方面的生活事件如“青春期身体上某些变

化”在初一女生、初二男女生和初三男生的负性生活

事件排序中进入前十位。

从进入前十位的生活事件发生率来看，无论正

性还是负性生活事件，三个年级均表现出女生报告

的生活事件发生率高于男生。

/ .青少年学生初次吸烟与各类生活事件之间的

关系：控制性别、年龄和年级对初次吸烟的影响，采

用 !"#$%&$’ 回归模型，分析各类生活事件得分与初次

吸烟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学校负性生活事

件、家庭负性生活事件和其他方面负性生活事件与

初次 吸 烟 呈 正 性 关 系，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7
3.3*），而学校正性生活事件对初次吸烟有保护作用

（! 7 3.3-）。

男女生表现略有差异，对男生而言，生活事件对

初次吸烟的影响与总体类似，但与小伙伴有关的负

性生活事件与初次吸烟呈负性关系（! 7 3.3*），而

其他方面的正性和负性生活事件未发现与初次吸烟

有显著影响（! 8 3.3*）。对女生而言，只发现其他

方面的正性事件得分与初次吸烟呈负性关系，而其

他方面的负性生活事件则与初次吸烟呈正性关系

（! 7 3.3*）（表 (，1）。

讨 论

青少年已成为世界上迅速增长的香烟消费群

体。-))0 年，卫生部组织的吸烟调

查发现，初、高中男生的吸烟比例分

别为 1/+和 /*+；开始吸烟的平均

年龄也从 -)2/ 年的 (( 岁提前到 -)
岁［-］；在我国武汉市 -))6 年的一项

调查显示，初次吸烟年龄为-3 5 -1
岁［/］。青少年的吸烟行为还直接关

系到其成人后的吸烟行为，大多数

成人吸烟者都是从青少年时期就开

始，并形成习惯的。有证据表明，开

始吸烟年龄越早，就越难戒掉，越容

易成为重度吸烟者［(］。本研究结果

显示，在调查的前一年内，初中三个

年级开始吸烟率从城乡来看，无论

男生和女生，均表现出随着年级的

上升，开始吸烟率呈上升的趋势，而在农村学校中，

男女生均表现出初二高于初一，而初三则低于初二

的结果，这可能是因为在农村，成绩差、表现差的学

生在初三期间流失所致。

青少年吸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心理压力

在青少年吸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生物9心理9
社会的现代医学模式的建立，心理社会因素作为疾

病的危险因素已获得了大量的证据［*］。心理社会因

素中，生活事件作为主要的个人应激源在中介因素

的参与下，使个体产生应激状态，适应不良者最终可

导致各种身心疾病和各种行为问题［0，6］。国外的研

究显示，应激与成瘾之间存在着肯定的正相关关

系［2］，国内调查也显示，在青少年吸烟中有 ((+的

人是为了缓解压力［1］。

本研究从家庭、学校、小伙伴及其他四个方面入

手，分析正性和负性生活事件对青少年初次吸烟的

影响。此次调查结果显示，武汉市青少年经历的负

性生活事件主要是与学校有关的事件，其次是与小

伙伴有关的事件，女生更在意与小伙伴之间的关系；

而正性生活事件主要涉及到与小伙伴有关的事件，

其次是与家庭和学校有关的事件；男女生报告的生

活事件发生率存在差异，女生报告经历了更多的生

活事件，并且女生报告的事件更多地涉及与小伙伴

的关系。这可能是由于男女生在性格上的差异，女

生对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较男生更加敏感，她们更在

意小伙伴对自己的看法。

家庭和学校是青少年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与

家庭和学校有关的生活事件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活其

中的青少年产生重要影响。研究显示，父母对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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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不够或父母对子女期望愈高，子女的心理压力

愈严重［!］；学习压力因子的心理应激强度明显地高

于其他生活事件［"］，与老师关系紧张的学生产生心

理问题的危险性是师生关系一般的# $%&倍［!］。如果

他们不能正确地应对，将会产生行为问题。本研究

结果显示，学校负性事件和家庭负性以及其他方面

的负性事件均对青少年初次吸烟行为具有促进作

用，即随着这三个方面负性得分的增加，青少年开始

吸烟的危险性增加；而学校方面和其他方面的正性

事件则能减少青少年初次吸烟，这种结果在男生中

表现更明显。

与小伙伴有关的生活事件对武汉青少年初次吸

烟行为的影响并不明显，只有与小伙伴有关的负性

生活 事 件 与 男 生 初 次 吸 烟 呈 负 性 关 系（ ! ’
%$%#(!）。这可能是由于那些人际关系差、与小伙伴

交往少的青少年，其接触烟的机会也相对小一些。

但对这部分学生，我们也应该加以重视，减少他们产

生其他心理问题的可能性。

本研究在研究青少年开始吸烟和生活事件关系

时，未考虑气质和人格以及父母吸烟等影响，另外，

该资料是现况调查资料，不能说明青少年生活事件

与青少年开始吸烟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还有待今

后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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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山东省胜利油田石油工人肝癌患者肝炎病毒检测分析

付春祥

为了解胜利油田石油工人肝癌患者血清肝炎病毒标志

物的状况，对 )G) 例研究对象进行了检测分析。

)$对象与方法：!研究对象分为肝癌患者组和健康体检

组。肝癌患者组为胜利油田石油工人医院临床已确诊的肝

癌住院患者 +* 例；健康体检组为胜利油田卫生防疫站进行

健康体检的石油工人 )+# 名。调查对象均统一填制调查表

并采静脉血G >5，分离血清，冻存集中试验。"检测方法与指

标：用放射免疫法（NLFO9）测定乙型肝炎（乙肝）表面抗原

EP=9:、EP09:、EP09H，试剂由山东 &Q 公司提供，判定标准，

EP=9:、EP09: L R S T +$)为阳性；EP09H L R S U %$G为阳性。用

VWON9法测定丙肝抗体、丁肝抗体，试剂由丽珠试剂公司提

供，判 定 标 准：L R S T +$)为 阳 性。用FX- L.F 法 测 定 EYQ-
FS9，试剂由北京大学肝炎试剂中心提供。各种肝炎检测试

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结果与分析：!研究对象年龄中最小的 )& 岁，最大 *#

作者单位：+G*%&( 东营，山东胜利石油管理局卫生防疫站

岁，平均年龄#%$&岁。其中 #% 岁以下为 *( 人，占G%$&&Z；

#) [ G%岁 GG 人，占&($#+Z；G) 岁及以上为 +% 人，占)&$+GZ。

男、女之比为)%),G%。特别是肝癌患者组年龄最小为 +( 岁，

最大为 *& 岁，男女之比为 +# , &。"研究对象的肝炎病毒检

出情况。EP=9: 阳性 +( 例，EP09: 阳性 + 例，EP09H 阳性 #)
例，E.Q9H 阳 性 & 例，E\Q9H 阳 性 & 例，阳 性 率 分 别 为

)*$&+Z、)$&+Z、+*$)GZ、)$"!Z、)$"!Z；EYQ-FS9 未检出。

肝癌患者组 EP=9: 阳性率*#$%*Z，健康体检组 EP=9: 阳性

率仅为#$!#Z，肝癌患者组与健康体检组的 EP=9: 阳性率差

异有非常显著性（#
+ ’ ++$+*，! U %$%)）。$本研究结果显示，

肝癌发病率男性是女性的 ! 倍。肝癌患者组 EP=9: 阳性率

为*#$%*Z，但是 EP09: 阳性率仅为)$&Z，EP09H 阳性率高

达!!$"Z。提示乙肝病毒在体内与人的染色体融合，可能是

乙肝病毒感染者最终形成原发性肝癌的原因之一。

（收稿日期：+%%&-%"-))）

（本文编辑：尹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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