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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小学生控烟干预研究

郑频频符莫英杨顺英崔红伟郭凤霞叶葶葶傅华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探索小学生学校控烟干预的模式并予以评价。方法采用两阶段整群抽样的方

法，选取两所小学的所有四、五年级学生566人为研究对象。对干预组进行为期一年的综合控烟干

预。评价采用自填调查问卷的方法，在干预前、干预后、干预后半年分别进行调查。结果干预后干

预组一年内的尝试吸烟率由7．8％下降到2 6％，被动吸烟率由53 6％下降到41 8％，有关烟草预防的

认知、态度、技能也有所提高。但干预后半年干预组个别指标有所回落。结论学校综合性控烟干预

是可行、有效的，但干预效果还需加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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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队列研究表明，在青少年早期就尝试吸烟，

包括仅吸过几口烟的青少年，到了高中阶段，成为常

吸烟者的可能性是其他青少年的3倍”o。此外，早

期的吸烟、饮酒等行为可能与青少年后期乃至成年

早期的问题行为有关：如暴力、过失行为、体质不良、

精神问题等”1。目前，我国的开始吸烟年龄有低龄

化趋势。而小学生的控烟干预往往被忽视。为此，

我们在长桥社区小学生中开展了小学生烟草使用情

况的调查，并开展控烟干预，旨在了解与小学生烟草

使用有关的影响因素，探索小学生控烟的可行性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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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的确定及样本量计算：本次研究对

象为小学高年级学生。根据行政区域规i4，在2002

年8月进行了两阶段整群抽样。第一阶段，选择位

于徐汇区南部的两个社区作为研究总体，随机将长

桥社区作为干预组，梅陇社区作为对照组，两区的经

济水平、人口构成基本接近；第二阶段以学校为单

位，在这两个社区中分别随机抽取两所学校，要求两

校在学生生源、教师配置、办学规模、教学条件方面

基本接近，以两所学校中的四、五年级小学生为研究

对象，共有样本566人，其中干预组245人，对照组

321人。

2．调查方法：采用问卷方式调查，内容包括人口

学资料、烟草使用情况(包括吸烟和被动吸烟)以及

与吸烟有关的知识态度以及抵制吸烟的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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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共4卜于、问题。以班级为单位，按照事先拟定的

调查表，采用无记名自填式方法，由经统一培训的调

查员讲解注意事项，发放问卷，学生不能互相交谈独

立完成并当场收回。为保证填写的真实性，班主任

仅在现场维持秩序，不参与调查。

(1)基线调查：调查于2003年1月进行，此次共

调查546人，干预组228人，对照组314人；其中有

效问卷542份，占研究对象的95．7％。

(2)干预后调查：旨在评价干预的效果。在干预

组进行为期一年的干预后，在2003年12月，采用相

同的问卷和方法，对同一批对象再次进行调查，此次

共调查547人，有效问卷545份，占研究对象的

96 3％。

(3)干预后半年调查：旨在评价干预效果的持续

性。在干预结束半年后的2004年6月对该批对象

进行第三次调查，此次调查542人，有效问卷539

份，占研究对象的95．3％。

(4)有关青少年吸烟的定义：①尝试吸烟者：曾

经尝试过吸烟，包括吸一支或一两口”。；②被动吸

烟：不吸烟者每周平均有一天以上吸人烟雾15 min

以上‘“。

3．干预内容：在基线调查的基础上，根据行为改

变的生态学模型，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

(1)建立学校控烟网络，制定学校无烟政策并保

证政策的执行。

(2)编写小学生控烟教程《在无烟环境中健康成

长》，本课程分为5阶段22课，教师发放教程，学生

发放配套教材，教程包括吸烟和被动吸烟的危害，如

何拒绝香烟，不作被动吸烟者等内容。

(3)加强对教师的控烟教育能力的培训，定期进

行控烟课程集体备课。

(4)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如版面展出、漫

画比赛等。

(5)发放告家长书，倡导家长成为无烟榜样，在

学生中开展和家长签订戒烟合同的活动。

(6)开展暑期社区控烟活动，把学校控烟与社区

相结合。

4．统计学分析：问卷编码后用Foxpr0 6．0录入，

并编写程序进行核对纠错。统计分析运用sPSS

11 0软件进行；采用Y2检验、￡检验和1。gistic回

归等。

结 果

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干预组和对照组的年

级结构、性别构成基本相似。两组的年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在家庭情况中，干预组母亲的文化程度

低于对照组。学生以往的尝试吸烟情况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表1)。

裹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基线情况 干预组 对照组 p值

平均年龄(岁，j±s)

性别比(男女)

父亲文化程度(％)

韧中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上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高巾或中专

大专以上

尝试驳烟率(％)“

尝试吸烟年龄(岁．i±s)

第一支烟的米源(％)

家人

朋友

家中有人吸娴的比例(％)

9 70±0．66 9 60±0 74>0 05

1 17 1 03 >0 05

<O 0S

23 7 19 1

34 6 35 4

40 6 45 5

>O 05

28．3 24 6

46 5 44 8

25 1 30 5

18 O(n=41)12．7(n=40)>O 05

8 03±2 15 7 83±2 04>0 05

>0 05

43 9 55 0

17 1 7 5

68 0 68 5 >0 05

*这里的尝试吸烟率指学生中有过尝试吸烟行为的比例

2尝试吸烟的影响因素：根据学生是否曾经尝

试吸烟，将他们分为尝试吸烟组和未尝试吸烟组，对

可能影响尝试吸烟性行为的性别、父母文化程度、零

用钱、是否有家人吸烟、是否替家人买烟和家人的相

处情况等因素分别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

归分析(表2)。父亲的文化程度在单因素分析中有

意义，但在多因素分析中没有意义。其他结果基本

一致。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都表明，替家人买烟，与

家人相处欠佳均为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

3干预效果分析：

(1)尝试吸烟行为：为了能够反映干预效果，用

最近一年内尝试吸烟率(一年内有过尝试吸烟行为

的比例)来反映学生在近期的尝试吸烟情况(表3)。

尽管干预组和对照组在三次调查中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O 05)；但在基线调查期到第二次调查期问，

以及基线调查和第三次调查期间，干预组尝试吸烟

率的变化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

(2)抵制吸烟能力的自我效能：采用青少年抵制

吸烟的自我效能量表评价青少年拒绝吸烟能力的变

化”1。从抵制吸烟的自我效能得分的改变量看，干

预组的变化情况优于对照组(表4)。

(3)吸烟有关的知识、态度、技能的变化：控烟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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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对于学生对吸烟的有关认知、态度、技能都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表5)。

表2 徐汇区小学生尝试吸烟的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霞蓿蔫帮。耀蔫麓”蔷屉蒿美茜，

*P<O 05；#均为对照

表3 _F预组与对照组最近一年内尝试吸烟率(％)的变化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

表4 1：预组与对照组抵制吸烟自我效能得分的变化(％)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

(4)被动吸烟情况：对被动吸烟的干预取得明显

效果，干预组被动吸烟率的变化情况优于对照组(表

6)，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

讨 论

我国的研究表明，小学5～6年级即形成青少年

表5 十预组与对照组吸烟有关的知识、态度

技能的变化(％)

*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

表6 干预组与对j}ci组被动吸烟率(％)的变化

*干地组与对照组比较

吸烟的第一个高峰。’“；从小学到初中阶段成为青

少年的重要需求。不同团体在形象和生活方式区别

的重要因素之一就包括了吸烟。小团体意识是迫使

年幼的学生吸烟的主要原因”4l；年长的学生会成

为他们的“榜样”，使他们相信吸烟是成熟标志之一。

因此，本研究选择即将步人初中的小学高年级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求知欲强，模仿力强，具有较强

的团体归属感，但分辨是非的能力相对较弱，正是控

烟工作的关键阶段。世界卫生组织在1999—2001

年对全球13～15岁在校学生的调查表明，全球学生

的平均尝试吸烟率为33％”o。根据本次研究的基

线数据，两校小学生的尝试吸烟率分别为18％与

12 7％，低予上述水平，也低于1998年全国学生的

调查结果”1，但高于成都和深圳小学生近年调查的

结果‰9。

本次选择的两个组别，干预组的家庭环境稍逊

于对照组．在基线调查中部分指标也与对照组有所

差距。从本次的干预结果来看，经过一年的干预，干

预组尝试吸烟、被动吸烟以及有关的知识、态度、技

能等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提高，证明干预措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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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在项目实施策略的确定中，采用了生态学模型，

从个体、小组、组织、社区、人群的不同层次，从降低

烟草需求和减少烟草可得性两个角度来实施干

预“⋯，旨在改变青少年的知识、态度、技能、能力和

抵抗吸烟的自我效能。

研究结果显示，所采取的综合性干预措施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无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吸烟室

的建立强化了学校健康社会环境，使老师对学生控

烟的引导能力也得到加强。在对学生的教育中，以

往多采用广播、黑板报宣传的形式，易流于形式，学

生很难受到全面系统的控烟教育。本次研究所编写

的控烟教程，分为五个阶段，全面涵盖了学校控烟教

育的内容，同时结合学生特点，在讲授中结合录像、

实验、讨论等多种形式，能够被学生所接受。针对部

分小学生对尝试吸烟的好奇心理，我们利用小实验

向学生演示吸一支烟对健康的影响；同时通过角色

扮演小品等形式培养拒烟的技能。

从对尝试吸烟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家庭是影

响开始吸烟的重要因素。与家人关系不融洽是开始

吸烟的危险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成为问题少

年的可能性比较大，有转向加入同伴以获得归属感

的倾向，由于交友不慎等增加了开始吸烟的机会和

压力。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父母吸烟并要求孩子买

烟也是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父母吸烟可能使孩子

对于这一行为习以为常；替父母买烟无形中更增加

了香烟的可得性。因此，和睦家庭环境和父母的表

率行为对于儿童健康行为的培养非常重要。本次干

预中，也对家长采取了一定的干预措施(告家长书、

戒烟合同等)，学校与家庭间建立良好的社区关系，

不仅强化学校控烟教育的效果，同时也为学生在家

庭中创建良好的无烟环境，学生干预后的被动吸烟

情况得到改善。在以往对尝试吸烟的危险因素研究

中，国外研究表明同伴是影响开始吸烟的最强影响

因素““。与我国1998年全国学生的研究结果一

致”1。而在本次研究中，同伴的吸烟行为并没有成

为尝试吸烟的影响因素，这可能与小学生中吸烟者

较少有关，同伴吸烟的影响在小学生中并不明显。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学校的控烟项日已经证明

对于控制青少年烟草的使用卓有成效。但如果没有

785·

政策的干预、社区的参与和媒体的宣传，学校控烟项

目的干预结果更容易随着时间而流逝“⋯。从干预

效果的持续性来看，部分指标在干预半年以后已经

出现回落。因此，进一步落实政策，将控烟教育整合

到学校的健康促进中，把学校的控烟工作整合到社

区的控烟工作中，是巩固干预效果的关键。

由于人力、物力等限制，本研究仅选取了两所小

学，样本量较小；本次干预后尝试吸烟情况干预组和

对照组直接比较未能表现出显著差别，但对干预组

和对照组在同一期间的变化率比较仍然可以体现出

干预的效果。此外，有关学生的吸烟状况仅依靠主

观回答未能增加有关生物指标，是本研究的遗憾。

参考文献

1 Breslau N，Pe惶rs叽EL SmokLog cess舭⋯“y叫啤add㈣8鲆a‘
initiation。f cigar虬证8rnoking ard other8uspected 1nnuenccs Am J

Pub}Ⅻ．1996．86：214—220
2 Gr∽ⅡKw，B。¨in GJ，Nichols TK，et al Efktlven螂o[a

uni—l drog abu8e p删dn。on appr。ach f。r youth at hIgh r_sk f。r

substanceuse i，】lmt帕n P弛v Med．2003．36：1—7

3 YangGH，Ma JM，(^皿AP，d al_Smoking amoIlg adol删ts m

China：1998 suⅣey 611d【n薛In地r J Epldem“，2004，”：1103—

1110

4杨功焕1996年全国吸烟行为的流行病学调查北京：巾国科学

技术出版社．1997 12

5 hwmce L，Mcleroy KR Sel^efficacy and hdth educatlon J

ScIml}kdth．1986．56：317

6 WHo InforⅡHmn Se⋯0n Schod Hedth．D0cument nve tob蛐
use口Ⅻ，觚tm WHo，G∞～．1999 6—9．

7 The G10bd Youth Toba∞o Su丌ey Cdl8b。Ⅲl"Gr。up．Tobac∞㈣‘镕youth：acf㈣ntry comp㈣Tobacco Contml，

2002．11：252—270

8刘熹．田红梅成都市中小学生及其家庭成员吸烟干预效果研

究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4，2 117．118

9何定武探$II市960名小学生吸烟状况调查分析健康心理学

杂志．2003．11：15—16

10 Kitty KT Suscept|blIity of扣uth to tob㈣：㈤越ecdogical
fr锄ework for p理啪tIon Re5pl珀t10n P}l删o}。gy，200l，128：103—

118

11 J∞ob蚴PD，LaⅡtz PM，wa工Tl盯KE，et al-Comball|19【een

蚰10klng．㈨h and polky st呲egl∞Ann Arbor，MI 2001

(收稿日期：20。4．12 09)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