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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天津市大学生吸烟影响因素多水平模型分析

李佳萌 王伟

【摘要】 目的 探讨在个人水平和班级水平上大学生吸烟的影响因素。方法 通过随机整群抽

样方法，抽取天津市12所大学24个班的大学生进行有关吸烟的知识、态度、行为的问卷调查。

结果对743份大学生的有效问卷分析显示，大学生偶尔吸烟率为10．0％、经常吸烟率为7．4％、已经

戒烟率为5．9％。经多水平模型分析，大学生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的影响因素为：性别(0R值分别为

0．243和0．186)、心情(oR值分别为O．071和0．078)和周围环境中吸烟行为的多少(0R值分别为

2．722和19．075)；大学生已经戒烟的影响因素为：性别(0R值为O．180)、年龄(0R值为1．567)、大学

生的心情(0R值为0．221)和周围环境中吸烟行为的多少(0R值为2．776)有关。结论 可以根据大

学生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手段进行干预，降低吸烟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吸烟；大学生；多水平模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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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moking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on

individuai and classes ievei by multil毛vel model and to identify high矗sk groups in order to develop pertinent

prevention meaSures which can decrease smoking behavior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Methods Self—

reported data on knowledge，attitude and behavior on smoking coming from a randomly clustered sampling

of 24 classes in stud朗ts fmm 12 unjverSities in Tianjin．R鼯ults Through analyses of 743 queStionnaires

from university students，we 1earned that the occasional smoking rate was 10．0％，the regular smoking rate

was 7．4％and 5．9％had given up smoking．The innuencing factors fOr students who smoked occasionally

and regularily were gender(oR values were 0．243 and O．186)，mo()ds(oR values were 0．071 and 0．078)

and environment(0R values were 2．722 and 19．075)．Gender(0R value was 0．180)，age(OR value was

1．567)，H啪ds(oR value was 0．221)and environment(OR value was 2．776)had poSitive influences on

students in giving up their smoking behavior．ConchIsion』k∞rding to the different status of uniVersity

students，differen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event smoking and to change thier smoking behavior．

【Key words】smoking；univerSity stud朗ts；Multinomial multilevel model；Influencing factors

吸烟已成为目前严重危害健康的公共卫生问

题。我国未成年人中约有500万人吸烟，成年烟民

中有75％的人在15～24岁这个年龄段开始吸烟‘11。

青少年吸烟者的剧增与吸烟低龄化趋势是近年来中

国人吸烟现象中两个显著的特征。目前国内有一些

关于青少年吸烟行为的研究。与以往国内相关研究

不同，本次研究利用多水平模型对随机抽取的天津

市大学生的吸烟行为进行分析，从个体水平和班级

水平上探讨了天津市大学生吸烟的影响因素，为进

一步采取有效预防措施降低青少年学生吸烟行为提

作者单位：300011天津市卫生防病中心(李佳萌)；天津医科大

学卫生统计教研室(王伟)

通讯作者：王伟，300070天津医科大学卫生统计教研室

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于2004年9—11月期间，通过随

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天津市12所高等院校的在校

大学生，每所学校随机抽取2个班级共24个班级，

以班级为单位进行调查。在此期间共调查大学生

743人，其中男生378人，女生365人，平均年龄为

(20．52±1．31)岁。

2．调查方法：采用“大学生有关吸烟的知识、态

度、行为调查问卷”，其内容主要包括：学生一般情况

(性别、出生日期、年级)、对有关吸烟危害健康知识

的了解、对吸烟所持的态度、吸烟的行为以及周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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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的吸烟情况(具体变量及赋值见表1)。经受过

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给每个班级的大学生说明调查目

的及填写方法后，由被调查的大学生自行填写。共

发放问卷750份，收回747份，有效问卷743份；占

实际调查人数的99．46％。

表1 大学生有关吸烟知识、态度、行为调查问卷

变量及赋值

变 量 赋 值

是否吸烟

是否有零用钱

在什么心情下最易于吸烟

老师是否吸烟

同学、伙伴是否吸烟

父亲是否吸烟

母亲是否吸烟

经常接触的亲戚朋友是否吸烟

过去7天中宿舍或家里
有人吸烟天数

过去7天中校园里有人吸烟天数

烟草中对健康最有危害的
三种物质

吸烟与肺气肿是否有关

吸烟与气管炎是否有关

吸烟与关节炎是否有关

吸烟与麻疹是否有关

吸烟与肺癌是否有关

吸烟与龋齿是否有关

吸烟与冠心病是否有关

吸烟与胃肠炎是否有关

吸烟与近视是否有关

吸烟与咽炎是否有关

吸烟与高血压是否有关

吸烟与小儿麻痹是否有关

吸烟与脉管炎是否有关

被动吸烟对健康是否有害

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
吸烟的危害

吸烟是否污染环境

吸烟是否加速衰老

是否得到过“拒绝别人
劝您吸烟”知识

吸烟是否可以表现成熟

吸烟的样子是否很酷、潇洒

吸烟是否对异性有吸引

不接受别人的递烟是否不礼貌

吸烟是否助于社交

在公共场所吸烟是否是不文明行为

学校是否是禁止吸烟的地方

不吸烟是否是新时尚

别人在您旁边吸烟时，您的做法

从不吸烟=0，已经戒烟=1，偶
尔吸烟(≤3次／周)=2，经常吸
烟(>3次／周)=3

没有=0，有=1

从不吸烟=0，心情烦躁=1，疲
劳或紧张=2，心情愉快=3

不吸=0，吸=1

不吸=0，吸=1

不吸=0，吸=1

不吸=0，吸=1

不吸=O，吸=1

无=0．1～=1，3～=2，5～=3

无=0，1～=l，3～=2，5～=3

尼古丁、一氧化碳、烟焦油=1，
其余选项为O

有=1，其余选项为0

有=1，其余选项为0

无=1，其余选项为O

无=1，其余选项为0

有=1，其余选项为0

无=1，其余选项为O

有=1，其余选项为0

无=1，其余选项为0

无=1，其余选项为0

有=1，其余选项为O

有=1，其余选项为0

无=1，其余选项为0

无=1，其余选项为0

有=1，其余选项为O

对健康的危害更大=1，其余选
项为0

是=1，其余选项为0

是=1，其余选项为0

否=0，不记得=1，是=2

否=1，其余选项为0

否=1，其余选项为0

否=1，其余选项为O

否=1，其余选项为0

否=1，其余选项为O

是=1，其余选项为0

是=1，其余选项为0

是=1，其余选项为0

我也吸=1，我不管=2，我躲开
或要求他们到别处去吸=3，劝
他们不要吸烟=4

当别人递您香烟时，您是怎样处理的 薯蓑霎昙娶歪磊}彗萎萋筹英
给萤递过垂坦三1

3．多水平模型简介：多水平模型是由英、美统计

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用于研究具有层

次结构数据的分析方法。所谓层次结构数据，是指

若干单位聚集在不同水平的数据。例如在学校教育

中尤为明显，个体隶属于群体，学生聚集于学校中，

学生为水平1单位、学校为水平2单位。多水平模

型的基本思想是按照数据的层次结构，将变异自然

地分解到相应的层次上，从而使低水平单位的随机

误差变得更纯。与传统分析方法相比具有以下优

点：第一、它获得回归系数的有效估计；第二、通过利

用聚集信息，提供正确的标准误、可信区间和假设检

验；第三、引入在任何水平上测量到的协变量，使得

研究者能够深入探讨各个水平上变量的效应‘2’3|。

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1．5软件和HLM6

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 果

1．一般情况：对天津市12所高校的743份有效

问卷进行分析，其中从不吸烟者570人、已经戒烟者

44人、偶尔吸烟者74人、经常吸烟者55人，分别占

调查总数的76．7％、5．9％、10．0％和7．4％。

2．因子分析：首先对问卷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

Cronbach’s a系数为0．9139，信度较高。对问卷中

的“是否有零用钱”等37项变量进行KMO检验及

Bartlett球形检验。两项检验均说明适于做因子分

析¨1(KM0统计量数值为0．828，Bartlett球形检验

统计量值=62 583．61，P值<0．001)，结果见表2。

在分析的37项变量中主要是与吸烟有关的知

识、态度及环境的内容，因而人为地规定提取出3个

共性因子。“烟草中对健康最有危害的三种物质”等

项对因子1的贡献度最大；“吸烟是否可以表现成

熟”等项对因子2的贡献度最大；“老师是否吸烟”等

项对因子3的贡献度最大。结合实际意义因子1可

以代表与吸烟有关的知识，因子2可以代表与吸烟

有关的态度，因子3可以代表与吸烟有关的环境。

利用因子1、因子2和因子3三个新变量进行大学

生吸烟影响因素的多水平模型的拟合。

3．多水平模型的拟合：

(1)无效模型的拟合：在本次研究中，把大学生

吸烟调查的结局变量即是否吸烟作为无序分类处

理。由于调查资料是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的，所以分

为2个水平，水平1单位为学生，水平2单位为班

级。对数据进行无解释变量的无效模型的拟合，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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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旋转后大学生各变量的因子负荷

d：n(1)、d：n(2)、d：n(3)分别是分类1、分类2和分类

3的水平2残差方差，由于￡(1)的P值=o．002，表
U

明资料存在层次结构特征，即不同班级内的大学生

戒烟状况存在相似性或聚集性；同理《n(2)和a：n(3)

说明不同班级内的大学生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的情

况均存在相似性或聚集性。由此可以认为数据存在

以班级为水平2单位的层次结构，适于进行无序多

分类反应变量的多水平模型分析。

(2)无序多分类反应变量的多水平模型：把学生

水平上的性别、年龄、心情、知识、态度、环境以及班

级水平上的宣传教育引入模型，经逐步筛选”。，得到

多水平模型：

叩d=yoo(1)+ylo(1)(性另4)“+y20(1)(年龄)。+y30(1)(心

情)d+y40(1)(环境)。+y41(1)(M1)J(环境)i+yoo(2)+ylo(2)

(性另0)4+y20(2)(年龄)d+y30(2)(心情)4+740(2)(环境)。+

y41(2)(M1)J(环境)d+yoo(3)+ylo(3)(性另4)。+

y20(3)(年龄)d+y30(3)(心情)d+y40(3)(环境)4+)，41(3)(M1)J

(环境)。+“o(1)+甜3(1)(心情)。+“o(2)+“3(2)(心情)“+

“o(3)+乱3(3)(心情)4

具体参数估计见表4。

表3 大学生吸烟无序多分类反应变量两水平无效模型

注：分类F0r category 1、2、3分别为已经戒烟、偶尔吸烟和经常

吸烟，其参数估计均是以第4类从未吸过香烟作为对照进行的；

*P<0．05，#为标准差，△P<0．01

为了使模型更稳定旧。，所以模型的拟合是以从

未吸过香烟的大学生作为对照组。M1是以班级水

平衡量学校或班级组织吸烟危害宣传教育的活动

情况。

如表4所示，对于已经戒烟的情况，截距

y00(，)=一2．631表示当性别为男性(性别=0)，年龄

为所调查大学生的平均年龄，心情和环境取值均为

0时，所调查班级的大学生已经戒烟发生的概率为

exp{一2．631}／[1+exp{一2．631}+e)(p{一2．281}+

eXp{一5．087}]-0．061；同理，当性别为男性，年龄为

所调查大学生的平均年龄，心情和环境取值均为0

时，所调查班级的大学生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发生

的概率分别为0．087和0．005。ylo(1)、ylo(2)和ylo(3)

分别表示不具有班级水平变异的个人水平上大学生

的性别对大学生已经戒烟、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情

况的影响。y：0(1)表示不具有班级水平变异的个人

水平上大学生的年龄对大学生已经戒烟情况的影

响；对于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情况年龄因素无统计

学意义。y30(1)、y30(2)和y30(3)是个人水平上大学生

的心情对于大学生已经戒烟、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

情况的影响，d：^(1)和d：心)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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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大学生吸烟无序多分类反应变量两水平模型

·497·

注：同最3

这一变量在班级水平上有差异；对于经常吸烟的情

况，不同班级间大学生的心情状况对于其经常吸烟

情况的影响无差异。y40(1)、y40(2)和y。0(3)表示在个

人水平上大学生的环境各项特征对已经戒烟、偶尔

吸烟和经常吸烟情况的影响，其在班级之间没有差

异。班级水平上的宣传教育对环境与大学生吸烟情

况的关系没有影响，各指标均无统计学意义。

从表4中可知，对于大学生偶尔吸烟的情况，女

性和保持良好心情是保护因素，oR值(95％a)分

别为0．243(0．110～0．536)和0．071(0．030～

0，168)；周围环境中的吸烟行为的多少是危险因素，

0R值(95％a)为2．722(1．796～4．127)。与大学

生偶尔吸烟的情况一样，女性和保持良好心情也是

经常吸烟大学生的保护因素，其0R值(95％Cj)分

别为0．186(0．036～0．956)、0．078(0．027～0．225)，

周围环境中的吸烟行为的多少也是危险因素，0R

值(95％Cf)为19．075(8．756～41．555)。对于大学

生已经戒烟的情况，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女性戒

烟发生的概率是男性的O．180倍(0．064～0．511)。

讨 论

对于影响大学生吸烟及戒烟的因素主要有以下

方面：

1．年龄：通过对大学生的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对

于已经戒烟的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戒烟率快速增

加，或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学生能够有意识的控制自

己的不良行为。而对于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的情

况，年龄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与有关报道一致¨。。

2．性别：性别是大学生戒烟的影响因素，男生比

女生更容易戒烟。这可能由于女生依赖烟碱的程度

要高于男生所致一-7|。国内有关报道表明男性是吸烟

的危险因素旧o，也有文献分析女性是吸烟的危险因

素∽o。本研究男性对于大学生偶尔吸烟和经常吸烟

情况均为危险因素，不同班级之间不具差别。

3．心情：以往的研究结果发现心情沮丧的大学

生易于吸烟o7|，另有研究表明吸烟者通过吸烟可以

改善情绪、缓解压力、增加自信H0|。在本次研究中，

心情这一变量在模型中有统计学意义。对于大学生

已经戒烟和偶尔吸烟的情况，不同班级的大学生心

情状况有所差异，这说明班级这一小环境对于大学

生的心情状况是有影响的，所以在对大学生整体进

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下，老师应针对不同班级内

学生的特点进行指导，使学生有健康的心理状态面

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保持良好的心情，降低吸烟

行为。

4．知识：DeBernardo等∞。经过调查得知，被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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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中13％的人是吸烟者，98％的人知道吸烟的危

害，虽然有39．1％的现实吸烟者考虑过戒烟，但还有

11．5％的现实不吸烟者准备开始吸烟。由此看来，

虽然人们知道吸烟有损健康，但还是不能影响人们

吸烟行为的改变。本次研究中“知识”变量未被纳入

模型，说明了解与吸烟有害健康知识的多少与大学

生的吸烟状态无关。

5．态度：在大学生吸烟状况的多水平分析中“态

度”未被纳入模型，表明对吸烟行为持肯定态度还是

否定态度不能影响大学生的吸烟状态。这与对吸烟

持肯定态度是吸烟的危险因素的结论不同¨1|。这

可能是大学生开始独立生活，此时他们能接触到以

前未接触到的观念和事物，虽然大学生们已有了对

事物判别的能力，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但还不成

熟、摇摆不定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

6．环境：Kandel等¨21利用全国青少年健康的纵

向研究资料进行研究发现家庭有吸烟者、同伴吸烟

是青少年吸烟的危险因素。Scal等¨3’的研究也表

明有朋友吸烟是吸烟的危险因素。同样有众多研究

都表明个人水平上的周围环境中吸烟行为是吸烟的

危险因素旧’111。对于经常吸烟和偶尔吸烟的大学

生，周围环境中的吸烟行为情况这一因素是主要危

险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大学生已经戒烟的情况，参数

估计值表明周围环境中的吸烟行为是戒烟的保护因

素；这一情况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在对大学生吸烟

情况进行多水平模型拟合中，班级水平上的宣传教

育变量无统计学意义，说明还不能认为健康的宣传

教育对吸烟行为产生作用，与Maes，Lievensu41的研

究结果一致。这可能是由于大学生学习压力大、社

会环境的影响，使得他们注重专业课的学习而忽视

健康教育方面的学习。

根据以上分析的因素，要针对大学生的特点，有

计划有目的的采取预防措施，而且在关注吸烟学生

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已经戒烟的学生，要注重防止戒

烟后复吸的情况发生。促进健康手段应随着不同时

代变化而变化，不仅对于学生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

而且也要教育家长和教师明确他们的责任，进而呼

吁全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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