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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区8138名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

阶段转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韩是雁 陈维清卢次勇 张彩霞 罗亦娟 邓雪清凌文华

·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探讨影响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阶段转换的因素。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广

州地区某大学l～3年级在校大学生8138名，以自填式结构问卷调查学生所处的吸烟行为阶段及其

相关影响因索。以尝试吸烟者和从未吸烟者作为“病例组”与“对照组”、不规律吸烟者和尝试吸烟者

作为“病例组”与“对照组”、规律吸烟者和不规律吸烟者作为“病例组”与“对照组”，分别做多因素

logistic分析，筛选影响不同吸烟行为阶段转变的因素。结果调查的8138名大学生中，尝试吸烟率、

不规律吸烟率和规律吸烟率分别为19 6％、2 0％和1 1％，且三种吸烟行为流行率均随着年级的增加

而增长。人大学后，仍有学生尝试吸烟或成为规律吸烟者。在男大学生，由不吸烟发展为尝试吸烟的

影响因素有大学生的生源、父亲文化程度、吸烟相关知识和信念水平、室友吸烟；由尝试吸烟转变为不

规律吸烟的影响因素是非医学生、吸烟相关信念、室友和同学吸烟；由不规律吸烟转变为规律吸烟的

影响因素包括父亲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收入。在女大学生，由不吸烟发展为尝试吸烟的影响因素是母

亲文化程度、吸烟相关信念、室友吸烟；由尝试吸烟转变为不规律吸烟的影响因素为父亲文化程度、室

友吸烟和同学吸烟。结论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阶段转变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应根据他们所处的

吸烟行为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预防或控制吸烟行为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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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he To expIore the lnfluencir培factors of smoklng behavlor transltlon at different

stage of smoki“g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ethods 8138 und盯gTaduate students from grade l to 3

were sdected using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from an universl‘y 1n Guangzhou with their smoklng behaviors

and rdevant factors studied through a selfadTninlstered questionnaire．Beginners，un—reguIar smokers and

regular smokers were de矗ned as“case group”，while r”n—smokers，beglnners and un—regular smoker㈣e
defined as“contr。l group”accordi“gly Three multivariable loglstlc regreSsions were separately conducted∞

explore the innuenci“g factors 0f behavioral trallSition at dlfferent stage of smokmg R龉ults of the 8138

students investigated，the prevaknce rateS of beginners，un’reguhr smokers and regular smokerS were

19 6％，2 0％and l 1％，respectively；while a11 of the above sald three rates increased with grades of the

students S0me students miRht still try to smoke or be∞me regular smoker in the university In male

underzraduate students，dete瑚inants fof the tran豇tion frorn non—smokers to s mokers were：伽ce of

students，father’s educational levd，smoking—rdated knowledge and bdief，and snloking habit of the

n】ommateS RiskS that innuenclng the transitlon frorn beginners to un—regularsmokers were：being non—

medical students，smokln牛related belief，r00mmateS and claSsmates who were smokers and tr丑nsltion from

un．regular smokerS【o regular sn帕kers would 111clude father’s educationaI level and average income of

family In femaIe undergraduate students，influenclflg factorS from non—smokers t。beglnmrs wefe mother’s

educational level，smokir培一rdated bdief，and“砌mates smnkers，whlle father’s educatlonal 1e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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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mateS and classmates’smoki“g hablts were signmcant associaced with beglnners’char培e to un—regular

srnokers o呷clusion The lnnuendng factors rdated to the transitionof dlfferent stage。n smokmg wouId

be di“erem in undergraduate students，and s。me speclfic measures sh。uld be taken based on the小fferent

stage of smoHng

【Key words】 smokIng behaviors；Transltion；Influence factorS；undergraduate students

1992年Flay等“。21提出青少年吸烟行为的形

成大致经历从未吸烟、尝试吸烟、不规律和规律吸烟

四个发展阶段，有研究揭示大约有50％～67％的尝

试吸烟者并未成为规律吸烟者”141。众多研究发现

一些社会、心理、生物因素对四个吸烟阶段的发展进

程以及对不同人群产生不同的影响”“1。目前，国

内未见相关报道。本研究以广州地区某大学为调查

对象，探讨影响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转变的因素，为

预防和控制青少年吸烟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以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广州地区

某大学1～3年级在校学生8912名，其中8138

(91．32％)人回答了问卷的全部内容。

2．调查方法：使用自填式结构问卷调查大学生

的一般情况、吸烟相关的知识和信念以及吸烟行为。

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填写结束后，由调查员复

核调查内容，发现遗漏及时补充。

(1)吸烟行为定义”1：①从未吸烟：指未曾吸过

一口烟；②尝试吸烟：指曾经吸过烟，但到目前为止

总量不超过4支；③不规律吸烟：指在过去3个月几

乎每周都吸烟，但总数不足100支；④规律吸烟：指

在过去3个月几乎每天都吸烟，且总数超过100支。

(2)吸烟相关的知识用14个问题测量；涉及烟

草中的有害成分和吸烟的危害，回答正确得1分，错

误或未回答记O分，满分14分。吸烟相关的信念用

26个问题测量；采用Likert氏5分制法(1=非常同

意、2=同意、3=说不清、4=不同意、5=非常不同

意)，将各条目得分相加得吸烟相关信念总分，得分

越高表明越不支持吸烟。

此外，还调查了室友和同学中的吸烟情况。室

友吸烟指同一宿舍的室友有1人或1人以上吸烟；

同学吸烟指同班同学中有1人或1人以上吸烟。

3．统计学分析：①大学生一般情况和吸烟行为

的描述性分析；②影响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转变的

因素分析，以尝试吸烟者和从未吸烟者作为“病例

组”与“对照组”、不规律吸烟者和尝试吸烟者作为

“病例组”与“对照组”、规律吸烟者和不规律吸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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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病例组”与“对照组”，分别做多因素l。gistic分

析，筛选影响不同吸烟行为阶段转变的因素。所有

分析使用sPSS 11．0软件完成。各研究变量的定义

及赋值详见表1。

表1 大学生吸烟行为有关研究变量的定义及赋值

研究变量 定义及赋值

性别

年级

专业

生源

吸烟相关知识

吸烟相关信念

室友吸烟

同学吸烟

父母文化程度

父母职业

家庭人均月收^(元)

月花赞(元)

1=男，O=女

1=一年级，2=二年级，3=三年级

1=医学，0=非医学

1=城市f县城，O=乡镇／农村

l>8分，0≤8分

1≤107分，o>107分

1=是．0=否

1=是，0=否

小学以下，初高中，大学

干部，工人，农民／其他

l>1000，0≤1000

l>500．0≤500

结 果

1．基线情况：8138名大学生的平均年龄为

20．02岁±1．15岁，男生和女生各占53．3％、46．7％

(表2)。

表2 广州市某大学8138名大学生的人口学特征

一般特征 人数尊案} 一般特征 人数肆尝产
性别 父亲文化程度

男 4335 53 3 小学以下 944 ll 6

女 3803 46 7 初高中 4472 55 O

年级 大学 2594 31 9

一 2599 31 9 不详 128 1 6

二 3218 39 5 母亲文化程度

三 232l 28 5 小学以下 1927 23 7

生源 初高中 4520 55 5

城市／县城 530s 65 2 大学 1545 19 0

乡镇／农村 2753”8 不详 146 1 8

不详 80 1 O 母亲职业

父亲职业 干部 2538 31 2

干部 2908 35 7 工人 1889 23 2

工人 2694 33 1 农民／其他 3513 43．2

农民／其他 2321 28．5 不详 198 2 4

不详 215 2．6 月花费(元)

家庭人均月收人(元) ≤500 4954 60 9

≤1000 3458 42 5 >500 2916 35 8

>1000 2885 35 5 不详 268 3 3

不详 1795 2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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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阶段的构成：8138名大

学生中，尝试吸烟率、不规律吸烟率和规律吸烟率分

别为19 6％、2 0％和1．1％。其分布在男女性别和

不同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三种吸烟行为流

行率随着年级的增加而增长(表3)。

裹3 广州市某大学8138名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阶段的

性别和年级分布

类别 从未吸烟 尝试吸烟 不规律吸烟 规律吸烟

男 2856(65 9) 1252(28 9) 145(3 3) 82(1 9)

女 3435(90 3) 346(9 1) 14(0．4) 8(0 2)

x2；703．96；P<o 0005

年级

一 2075(79 8) 465(17 9) 37(1 4) 22(0 8)

二 247l(76 8) 656(20 4) 56(1 7) 35(1．1)

三 1745(75 2) 477(20 6) 66(2 8) 33(1 4)

x：三!：：!丝j!三!：!!!!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3大学生尝试吸烟和规律吸烟者的发生时间：

l～3年级的尝试吸烟者中均有部分学生(0．4％～

8 0％)是在人大学后发生尝试吸烟行为的；1～3年

级的规律吸烟者中分别有5．O％、55 9％和30．3％的

学生是在人大学后形成规律吸烟的。说明进入大学

后，仍有学生尝试或者形成规律吸烟(表4)。

4．影响大学生吸烟不同行为阶段转变的因素：

由表5可知，影响男大学生由不吸烟转变为尝试吸

烟的因素有：生源、父亲文化程度、吸烟相关知识和

信念水平、室友吸烟；影响女大学生由不吸烟转变为

尝试吸烟的影响因素是：母亲文化程度、吸烟相关信

念、室友吸烟。影响尝试吸烟转变为不规律吸烟的

影响因素，在男大学生为是否是医学生、吸烟相关信

念、室友和同学吸烟；在女大学生为父亲文化程度、

室友吸烟和同学吸烟。影响男大学生由不规律吸烟

转变为规律吸烟的影响因素为父亲文化程度和家庭

人均收入。

讨 论

本次调查广州地区某大学8138名1～3年级在

校大学生，发现尝试吸烟率、不规律吸烟率和规律吸

烟率分别为19 6％、2．0％和1．1％，且三种吸烟行为

流行率随着年级的增加而增长。入大学后，仍有学

生尝试或者形成规律吸烟行为。其原因可能有大学

生远离家人，父母对他们的监控减弱，且能自主支配

生活费，加上同伴吸烟行为的影响，因此尝试和接触

吸烟的机会明显增加。鉴于此，在大学校园内加强

预防和控制大学生吸烟工作仍然是必需的。

表4 广州市某大学8138名大学生尝试吸烟和规律吸烟者的发生时间’

*大学生尝试和规律吸烟者的发生时间有10人资料缺失；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表5 男女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转变的多因素109istic回归分析。

*女生规律吸烟仅8人。未能进行规律和不规律暇烟的kglstic分析；变量筛选方法：Fbrward：LR；一：未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P<

0 001；△P<O 01；▲P<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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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在男大学生中城市学生的尝试吸烟行

为显著性地低于农村学生。范晓晔等”o的研究也有

类似发现，农村学生的吸烟率高于城市学生。造成

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农村学生的健康意识和吸烟

危害健康的认识较差，易于尝试吸烟。另一方面，农

村人群吸烟率高于城市人群一，，农村学生受周围吸

烟者影响的机会要比城市学生高。因此，加强农村

青少年的吸烟预防与控制工作对降低我国吸烟率具

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尝试吸烟行为与父母的文

化程度有关，父母文化程度高的学生尝试吸烟率低

于父母文化程度低者，其中男大学生受父亲的影响，

而女大学生则受母亲的影响。其原因可能是文化程

度低的父母有较高的吸烟率“⋯，又因为性别角色的

关系，儿子多模仿父亲的行为，女儿多模仿母亲的

行为⋯3。

同伴吸烟是影响青少年吸烟的主要因素之一，

与吸烟同伴的关系越是密切，吸烟行为形成的可能

性越大““。相似结果在本研究亦有发现，室友吸烟

与不吸烟者转变为尝试吸烟者和尝试吸烟转变为不

规律吸烟显著关联，同学吸烟是尝试吸烟转变为不

规律吸烟的危险因素。其原因可能与青少年交往中

常以是否拥有相同信念和行为作为判断伙伴的标准

和从众行为有关“。“1，此外伙伴问相互递烟的习惯

也促成了青少年的吸烟行为”1。

同非医学生相比，男医科大学生中尝试吸烟者

转变为不规律吸烟的较少。其原因，一方面与医学

生在接受专业教育的过程中会学习到一些吸烟对健

康危害的知识，另一方面医学生所处的环境大多数

对吸烟有严格的限制。二者对阻止医学生吸烟行为

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经济因素是规律吸烟的重要危险因

素““，每月零花钱较多的青年，发展为较高阶段吸

烟的可能性较大““。本研究亦发现家庭人均月收

入较高是男大学生从不规律吸烟转变为规律吸烟的

主要危险因素，提示可以通过限制他们的零花钱来

防止吸烟行为的形成。

同男大学生尝试吸烟的关系相反，父亲文化程

度低是男性不规律吸烟转变为规律吸烟和女性尝试

吸烟转变为不规律吸烟的保护因素。一般而言，文

化程度低者的社会地位较低，经济收入较少，他们给

子女的经济支持也较少，大学生获得烟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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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降低u“，而影响处在相对早期吸烟行为阶段的青

少年向更高吸烟行为阶段发展，还是通过其他途径

发挥影响，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本研究提示大学生不同吸烟行为阶段转

变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应根据他们所处的吸烟行

为阶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预防或控制吸烟行为

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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