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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杭州、武汉和乌鲁木齐四城市初中生的吸烟情况，并分析其吸烟行为

与多种危害健康的行为和心理问题的关系。方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健康教育所提供四

城市所有中学资料，由美国cDc用特殊的抽样软件从中抽取100所学校，采用wHO的全球学校学

生健康调查问卷对9015名初中生进行调查。结果 参加调查的初中生尝试吸烟率为29．4％，过去

30 d中6．6％的学生使用过烟草。27．0％的吸烟学生在9岁及以前开始吸第1支烟，31．8％的学生从

学校教育中学到过拒烟技巧。吸烟组的饮酒、使用毒品、伤害、旷课行为和心理问题发生率均显著高

于不吸烟组。结论 初中生的尝试吸烟率和吸烟率有上升趋势。吸烟行为的发生与多种不健康行为

和心理问题密切相关。

【关键词】 吸烟行为；危险因素；健康教育；初中生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Oking behavior and other unhealthy behaViors among middle sc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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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7ro explore the situation of smoking behavior among the students of middle

school in Be巧ing， Hangzhou， Wuhan and Urumchi an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moking

behavior and severaI unhealthy behaviors together with psychological troubles to prDvide evidence in

developing an early intervention plan． Methods The National Health Education lnstitute(NHEI)of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ml and Prevention(CDC)provided relevant data on all middle sch∞ls in

the 4 cities and then US CDC randomly sampled 1 00 common middle sch∞ls from them with a special

sampling pmcess．The core questionnaire developed by the experts from WHo and other countries was used

in the survey among 9015 sampled students．Results Among an the sampled students，29．4％of them

had ever anempted cigarettes smoking while 6．6％of them tried tobacco in the 30 days before survey，

27．0％of the students with smoking behavior began smoking at the age of 9 or)Dunger， 31．8％ had

learned how to refuse smoking from school education．The students with smoking behavior were more likely

to drink alcohol，use drugs，buny others，be injured，miss classes，and have some psych0109ical troubles

than those without smoking behavior．Conclusion There were increasing trends noticed on the incidence of

attempt and smoking cigarettes．Smoking was closely related to other unhealthy behaviors and psychological

troubles．(bmprehensive education activities on“no_smoking”should be implemented as early as possible

among adolescents，as well as to promote training on life skjlls．

【Key words】smoking behavior；Risk factors；Health education；Middle school students

既往研究表明，青少年吸烟行为已日益严重，呈

现出人数不断上升和低龄化的趋势。此外，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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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害健康行为有聚集现象，即多不是单一发生。

Jessor通过追踪研究认为，青少年行为问题相互影

响，一种行为问题的存在会增加其他行为问题出现

的可能性⋯。这一理论假设已在青少年吸烟、饮酒、

应用违禁药物、性行为、反社会行为、违反交通规则

行为以及缺乏体育锻炼行为的研究中得到证实怛o。

我国青少年早期吸烟、饮酒行为与多种其他不健康

行为的关系如何，目前国内尚无系统研究旧1。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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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的吸烟行为与多种危害健康的行为和心理问

题的关系，对制定青少年危害健康行为的早期干预

措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为在校初中生。调查城市选择了

北京、杭州、武汉和乌鲁木齐四城市100所学校，完

成问卷9173份，其中有效问卷9015份，分别为北京

市2348份、杭州市1802份、武汉市1947份、乌鲁木

齐市2918份，总应答率98．3％。

2．方法：采取两个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先由美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采用专门设计的抽样软

件在四城市所有初中学校中各抽取25所学校，被抽

到的学校根据自愿原则参加调查；在被抽到的学校

中随机抽取班级，被抽到班级的学生参加调查前须

由家长／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根据自愿原则以班

为单位参加调查。

wHO提供核心问卷，结合我国特殊情况和需要

增加了附加问题组成中国区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

含以下方面：烟草使用、酒精使用、毒品使用、意外伤

害与暴力、心理问题以及保护因素。由学生自填问

卷，一节课内完成。调查过程中严格保护学生的隐

私，保证参加者的匿名身份。由经过培训的健康教育

人员担任调查员，班主任和学校老师回避调查现场。

3．统计学分析：所有问卷答题卡统一寄送至美

国CDC进行计算机读卡录入，生成相关数据文件，

应用sPss 1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

．

1．四城市初中生基本情况：9015份问卷中，男

生4356人(49．0％)，女生4537人(51．0％)，缺失

122人。平均年龄13．72岁(11．60～15．84岁)，其中

13～15岁7393人(82．9％)。分布在初一至初四的

4个年级内，分别为2699人(30．5％)、2942人

(33．2％)、3164人(35．6％)和58人(0．7％)，缺失

152人。北京市2348人(26．0％)、杭州市1802人

(20．0％)、武汉市1947人(21．6％)、乌鲁木齐市

2918人(32．4％)。

2．四城市初中生吸烟情况：见表1。

3．四城市初中生其他行为和心理问题情况：见

表2。

4．四城市初中生吸烟与其他行为和心理问题的

关系：将回答过去30 d里使用过任何形式的烟草视

为有吸烟行为，回答过去30 d里至少喝过1次酒视

为有饮酒行为，伤害问题采用过去12个月里打过

架、过去12个月里受过重伤、过去30 d里受到过欺

负3个指标来衡量；心理问题采用过去12个月里做

过自杀计划、感到过孤独、感到过伤心或绝望3个指

标来衡量。将调查对象分为吸烟与不吸烟两组，比

较两组在饮酒、毒品使用、心理问题、伤害、旷课等方

面的差异，发现两组在这些方面差异均存在统计学

意义(P<0．01)。见表3。

讨 论

四城市初中生的尝试吸烟率为29．7％，高于4

年前由wHO发起和资助的“全球青年与烟草”中国

区调查结果(22．5％)¨1，过去30 d里至少有1 d吸

过烟的比例也高于4年前的调查结果(本次调查为

6．1％，4年前为4．9％)，提示初中生的尝试吸烟率

和吸烟率有上升趋势。另外，27．0％的吸烟学生是

在9岁及以前开始吸第1支烟的，提示对少年儿童

的不吸烟教育应尽早开始，建议从小学一年级(甚至

幼儿园时)就开始不吸烟的教育。在过去12个月里

的尝试戒烟率高于4年前的调查结果H o，这可能与

我国近年来在学校开展控烟教育有关。多数学生反

映上一学年老师教过吸烟的危害，但只有31．8％的

学生从学校教育中学到过拒烟技巧，说明目前的学

校控烟教育针对性不够强，建议学校的控烟教育要

针对少年儿童的特点，结合学校其他生活技能教育

开展以危害与技能相结合的预防吸烟教育活动。多

数学生的父母或监护人吸烟，多数学生生活在周围

有人吸烟的环境中；而有关研究也表明，同伴和父母

吸烟是影响学生吸烟行为的最显著因子¨·。少年儿

童可塑性大，善于模仿，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因此，应积极创造家庭、学校和社区都参与和共同行

动的无烟环境，包括开展无烟家庭、无烟学校和无烟

社区的活动，为青少年培养健康行为习惯提供一个

良好的支持环境，同时让学生自己积极参与到吸烟

预防干预的设计、实施和评估等活动中来，充分利用

不吸烟学生开展同伴教育活动。

本研究结果显示四城市初中生吸烟与不吸烟两

组在饮酒、毒品使用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说明吸烟行

为与其他危害健康的行为有显著关联，与Durant

等№1对13岁以前多种危害健康行为的相关关系分

析结果相近。青少年吸烟和饮酒行为互相作用，关

系密切，吸烟者往往饮酒，与有关研究一致。7J。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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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早期暴露于尼古丁可能会增加对其他成瘾

性药物的敏感性；早期曾使用尼古丁的青少年，如果

随后又使用可卡因，将会对其产生更大的危害∽一。

吸烟、饮酒与使用毒品行为的发生在青少年人群中

的分布有一定的聚集性|9 o。早期吸烟行为可能是青

少年问题行为的一种表现，一种危害健康行为的出

现，可能同时伴随着多种危害健康行为的存在。因

此，预防和干预青少年危害健康行为应同时开展对

多种危害健康行为的预防和干预。

研究显示，四城市初中生吸烟与不吸烟两组的

心理问题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学生的心理状

态影响吸烟行为，可能是来自学校、家庭的压力使学

生感到紧张和苦恼，从而期望从吸烟中得到缓

解¨01。从行为学角度来讲，青少年吸烟往往导致负

性情绪的出现。此外，与青少年吸烟行为有关的性

格因素还有人际关系紧张、性格特别外向或内向、心

理素质较差、反抗等¨1I。因此，应改变他们对吸烟

能够改善情绪的错误认识，告知吸烟的弊远大于利，

同时注意调整这部分学生的学习氛围，缓解心理压

力，改善不良情绪，丰富健康有益的课余生活。

研究还表明四城市初中生吸烟与不吸烟两组在

伤害和旷课行为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有吸烟行

为的学生往往还有其他方面的不良表现，吸烟与不

吸烟两组在打架闹事等主动伤害他人的问题行为方

面比受欺负等被动伤害的问题行为方面差异更显

著。吸烟学生的青春期逆反心理更强，更容易出现

过激行为。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为：那些不能够在

学校日常表现中获得赞誉的学生，会试图通过其他

表1 四城市初中生吸烟情况

行为、心理问题 吸烟组。 不吸烟组4 OR值(95％C，)

。括号外数据分子为发生人数，分母为调查人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6表示两组的率经x2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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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获得周围人的注意或重视。一些人可能通过运

动、音乐等被认可的活动来提升自我形象，而另一些

人可能转向诸如吸烟、打架等不被认可的问题行

为¨1】。这种解释与问题行为理论相一致，当某些青

少年无法在公众认可的一些领域获得成绩时，可能

会转向负性行为¨2I。

中学阶段是形成良好生活方式的最好时期。‘青

少年的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有一种问题行为的青少年更容易发生其他心理和行

为问题。多种问题行为产生的根源都是没有良好的

心理社会能力。因此，在中学开展控烟教育的工作

中，应改变以往单纯强调吸烟对健康的危害的健康

教育模式，转为培养学生心理社会综合能力。可借

鉴西方的以下几种模式：①社会影响干预模式：强调

让青少年了解对吸烟行为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因素，

并提高抵制这些因素的技能和方法；②生活技能干

预模式：将个体一般的心理特征引入干预方案，强调

教给青少年日常生活技能、人际交往及其他社会技

能，在发展个体一般生活技能的同时，也提高他们抵

制吸烟等不良诱惑的能力；③认知发展干预模式：把

重点放在改变青少年的认知上，通过让青少年合理

地解释吸烟与同伴友谊、情绪应对和成熟人格的关

系，来达到干预的目的。1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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