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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部分餐厅和酒吧烟草烟雾

及影响因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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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餐厅采取控烟措施的现况和实行禁烟措施对减少室内烟草烟雾浓度

的效果。方法 电话调查部分餐厅和酒吧采取的各种禁烟措施情况，采用AM510型个人智能防爆粉

尘检测仪对室内外细颗粒物PM。的浓度进行检测，分析不同禁烟措施和不同类别餐厅烟草烟雾浓

度以及室内外细颗粒物浓度差是否存在差异。结果 在抽取调查92家的餐厅、酒吧中，采取完全禁

烟和部分禁烟措施的占27．9％。92家的室内细颗粒物平均浓度达到253．08肛g／m3，比室外的高

102．37％；有禁烟规定的餐厅和酒吧室内外细颗粒物浓度分别是93．10扯dm3和110．33弘dm3，无禁

烟规定的餐厅、酒吧室内外细颗粒物浓度分别是289．34肛g／m3和128．40 pdm3，不同类型餐厅、酒吧

室内外细颗粒物浓度分别是413．46_f』dm3和190．62 p∥m3，西式快餐厅室内外细颗粒物浓度分别是

83．86扯g／m3和104．77肛g／m3，不同档次的餐厅中，室外细颗粒物浓度均比室内低。所调查餐厅、酒吧

的室内细颗粒物浓度与单位体积吸烟人数呈显著正相关。结论餐厅内采取禁烟措施能有效减少环

境烟草烟雾污染。

【关键词】环境烟草烟雾；禁烟措施；影响因素；餐厅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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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moking regulations and their impacts on the

environmentaltobacco smoke(ETS)levels inside restaurants and bars in Beijing． Methods Telephone

survey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moking regulations．TSI Sidepak AM5 10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fine particles less than 2．5 microns in diameter(PⅣ【2 s)in restaurants and barS，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non—paramet“c rank tests were used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door and outdoor PIⅥ2 5 levels and

(1)smoking regulations；and(2)types of restaurants and bars．Results Of the 305 restaurants and bars

surveyed，27．9％had complete or partial smoking prohibiting rules．The average indoor PM2 5 level of the

92 restaurants and bars was 253．08弘g／m3，102．37％ higher than the outdoor level． The average ind∞r

and outdo。r PM2 5 levels in tbe reStaurantS and bars with smoking ban regulations were 93．10 p到m3 and

l 10．33弘g／m3 whole 289．34弘g／m3 and 128．40弘dm3 in those without，reSpectively．The average indoor

and outd00r PM2 5
levels of bars were 413．46 pg／m3 and 190．62肛g／m3，respectively，while in the western

fast-fo。d restaurants，they were 83．86”g／m3 and 104．77弘g／m3，respectively． The outd00r PM2 5
leVels

were higher than the ind∞r levels in different classes of restaurants and bars， Furthermore， there was a

signm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M2 5 levels and the number of smokers per cube meterS(r=0．47，

P<0．001)．Conclusion Smoking regulations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ETS level in restaurants and

barS．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smoking regulations；Influence factor；Restaurants and

b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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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吸烟可对儿童、青少年和孕妇产生多器官

多系统的损害。11，患肺癌危险大大增加汜o。国内外

的研究表明，人们在包括餐厅在内的公共场所接触

的被动吸烟比家里接触的更多∞’4I。北京市从1996

年起开始执行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政策，但该政策

并没有包含在餐厅禁止吸烟的规定。为了解北京市

部分餐厅目前采取的禁烟措施及对这些措施的执行

情况，分析不同禁烟措施对室内烟草烟雾浓度的影

响，以推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

国的履行，于2006年2—8月进行了本项研究。

材料与方法

1．电话调查：通过搜索黄页和网上查找，收集

到北京市242家餐厅及63家酒吧的联系资料，共计

305家，将其分为中、西式快餐厅，中、西式正餐厅和

酒吧五类bj，设计调查表，以顾客订餐或订位方式进

行电话调查，根据大厅服务员的回答填写调查表。

调查的内容主要有：是否设有无烟的场所?有哪些

相关规定等。

2．环境烟草烟雾(ETS)检测方法、检测仪器和

原理：本次餐厅烟草烟雾浓度通过检测细颗粒物

(PM，，)浓度来反映，检测仪器采用美国TSI公司

生产的AM510型个人智能防爆粉尘检测仪，其原

理是利用内置气泵将气体微粒吸入光学室中，再由

90。直角光散射来测量微粒的浓度，具有提供每秒钟

空气中细颗粒物浓度的能力。

3．现场观察及餐馆内环境烟草烟雾的测定：抽

取餐厅及酒吧共92家，在就餐高峰期以就餐者身份

进入餐厅进行现场观察，并对室内外细颗粒物进行

监测。每次进入餐厅前5 min的时候打开检测仪器，

开始测量周围细颗粒物质浓度，直至用餐完毕出来，

每个餐厅内检测时间不少于30 min；同时记录餐厅

所在的位置，了解餐厅的分类，通过餐厅装饰、参考

一般餐馆都有的鱼香肉丝价格(没有可参考其他相

当菜的价格)及观察者的感受将餐厅划分高、中、低

三个档次，酒吧另设为一类。另外，用声波测距仪测

定餐厅的空间大小，并每15 min收集一次餐厅内的

总人数和正在吸烟的人数。此方法和国外监测方法

相同。

4．统计学分析：调查表经过审核合格后，采用

Epi Data 3，1软件录入计算机，数据清理后，对变量

进行赋值，用SPSS 11．5软件计算均数，并进行方差

分析、非参数秩和检验与相关性分析。

结 果

1．餐厅禁烟措施现况：根据城区分布，对北京市

13个区(县)以电话和观察方式调查了305家餐厅

和酒吧，电话应答率为100％。有禁烟措施的占调

查总数的27．9％(表1)。

表1 2006年北京市部分餐厅、酒吧控烟状况

羹耍样本数完垂斧烟部墓斧烟谍帮
西式快餐

西式正餐

中式快餐

中式正餐

酒吧

41

61

28

112

63

305合计

注：o采取禁烟措施的餐厅包括完全禁烟的餐J丁和邵分禁烟

餐厅

餐厅的禁烟规定包括分区、分楼层，服务员带

领，张贴禁止吸烟标识等。现场观察发现一些餐厅

设置无烟区的标准并不严格、规范，如有禁烟标识和

不设烟灰缸，但仍有部分吸烟者；无烟区的范围有

限，仅为几个包问或一个小的区域。

2．室内烟草烟雾的浓度：对92家餐厅、酒吧进

行了现场观察和检测，室内细颗粒物平均浓度达到

253．08扯dm3，室外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

125．06弘∥m3，室内外细颗粒物平均浓度差为

128．02肚g／m3，室内比室外高102．37％。两相关样

本的wilcoxon秩和检验表明，有禁烟规定的餐厅室

内细颗粒物浓度低于室外，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完

全禁止吸烟的餐厅室内的细颗粒物浓度比室外低更

多；而无禁烟规定的餐厅室内细颗粒物浓度则显著

高于室外(P<0．001)；见表2。

表2 北京市92家有不同禁烟规定的餐厅、酒吧

细颗粒物浓度(弘彰m3)检测结果

用非参数秩和检验，各类餐厅室外细颗粒浓度

相当(#=o。005，P=o．998)，室内细颗粒物浓度不
同(X2=17．188，P<0．001)；无禁烟规定的餐厅室

内细颗粒物浓度高，有禁烟规定的餐厅细颗粒物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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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室内外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Y2=22．775，

P<O．001)。

从餐厅和酒吧类型看，各类餐厅室外颗粒物浓

度相当(Y2=9．940，P=0．040)，餐厅内颗粒物浓度

存在差异，以西式快餐厅浓度低，酒吧浓度最高

(Y2=21．481，P<0．001)；室内外浓度差存在差异，

室内比室外高(Y2=16．357，P=0．003)，但西式快

餐厅室内细颗粒物浓度比室外低(表3)。结果还显

示，有禁烟规定比例高低和室内细颗粒物浓度有关，

西式快餐厅全部禁烟，室内浓度最低，酒吧无禁烟规

定，室内浓度最高，这和表2的结果相同。

表3 北京市92家不同类型的餐厅、酒吧

细颗粒物浓度(肛dm3)检测结果

羹耍譬罐转豢篷案蜜簇z值P值

结果表明，不同档次的餐厅室内细颗粒物浓度

均比室外高(X2=8．089，P=0．044)；室内颗粒物浓

度和室外差均相同(X2=3．303，P=0．347)。同时，

各档次餐厅室内外浓度均存在差异，室内比室外细

颗粒物浓度高(表4)。

表4 北京市92家不同档次的餐厅、酒吧

细颗粒物浓度(肛彩m3)检测结果

3．相关性分析：对餐厅、酒吧室内细颗粒物浓度

与单位体积吸烟人数(观测期间平均吸烟人数比所

观测餐厅的体积)作Spearman非参数相关分析；相

关系数r=0．47，P<0．001，两者正相关关系有统计

学意义。

讨 论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已是大势所趋。世界卫生组

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正式在中国生效，该公约

将减少被动吸烟作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K1。2004

年3月29日爱尔兰开始在全国范围实施在工作场

所禁止吸烟的法规，明确规定禁止在餐厅和酒吧吸

烟，因为其是服务员的工作场所。爱尔兰是第一个

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在所有娱乐餐饮环境吸烟的国家

之后，实行全国立法的国家包括挪威、芬兰、新西兰

等国家。我国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推动禁烟工作

的开展。我国公共场所禁烟状况较差。一方面，禁

止或限制吸烟的餐厅和酒吧所占比例很小，调查的

305家餐厅和酒吧只有27．9％有限制吸烟的措施，

并且设置无烟区标准也不严格、规范。另一方面，有

禁烟规定的餐厅室内细颗粒物浓度和室外的相当或

更低，其中完全禁烟的餐厅室内外细颗粒物浓度差

最大，而无禁烟规定的餐厅室内细颗粒物浓度明显

高于室外的及有禁烟规定的室内细颗粒物浓度。可

见，在餐厅执行禁烟规定能有效降低餐厅内环境烟

草烟雾浓度，但执行范围还远远不够。其中设置非

吸烟区的餐厅由于规定不统一，设置、管理也很不规

范，甚至有的餐厅的吸烟区和非吸烟区没有相对隔

离开。研究显示071，北京市无禁烟规定的餐馆内细

颗粒物浓度(289．34肚g／m3)比一些发达国家要低

(321．00肛g／m3)，但禁止吸烟的餐厅细颗粒物浓度

(93．10弘g／m3)却比国外(37．00弘g／m3)高许多；这

是因为北京餐厅的吸烟区和非吸烟区设置不规范和

执行不彻底，吸烟区和非吸烟区根本没有分开以及

有人在非吸烟区吸烟所致。

本研究表明，监测细颗粒物浓度反映环境烟草

烟雾浓度方法是可行的。在空气污染物中，细颗粒

物对人体的影响最大，因为其可以通过人呼吸直接

进入肺泡，其上带有30余种有害物质∽’9I，室内空气

中细颗粒物包括燃烧型、矿物型、生物型、有机气溶

胶四类[1⋯。美国已经制定了细颗粒物的限制标

准¨1|，要求年均浓度<15扯g／m3，日均浓度<

35肚g／m3，日均浓度标准比1997年标准下降了

30弘g／m3。。因在吸烟场所内的细颗粒物的主要来

源是烟草燃烧产生的H2’”o，且烟草燃烧时产生的颗

粒物粒径绝大多数<2．5肚mu⋯，故目前国际上推荐

其作为检测环境烟草烟雾的指标，国外对餐厅等其

他公共场所烟草烟雾浓度检测都用室内细颗粒物浓

度代表。但本研究采用的是室内外空气中细颗粒物

的浓度差，充分考虑了中国城市尤其是北京地区的

大气环境中细颗粒物浓度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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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而室内外的浓度差在一定程度上能减少沙尘暴、

汽车尾气、生活烟尘等影响。

本研究还表明，室内烟草烟雾浓度随着吸烟人

数增加而增加，即餐厅里每增加一个吸烟者，其室内

细颗粒物就会增加一定浓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增

加餐厅内就餐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危险性。因

此，在餐厅内实行严格的全面禁止吸烟措施，是降低

室内细颗粒物浓度，保障相关人员健康权益的必要

措施。

我国在1996年开始实行在交通工具、候车室、

儿童活动场所实行禁止吸烟的规定，执行也取得一

定效果，到2000年全国有88个城市出台了公共场

所禁止吸烟的规定，但对餐馆、酒吧等大众活动较多

的场所却没有规定，这与执行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

制框架公约》第8条的“防止接触烟草烟雾”尚有相

当大的距离。这需要加强立法。建议有关部门一方

面扩大无烟公共场所的范围，如在更多的餐厅和酒

吧设立无烟区，另一方面加大在公共场所执行无烟

规定的力度，防止无烟规定的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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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读者·作者·编者·

(1)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

告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

试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4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

试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2)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j±s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M(Q。)表达呈偏态分布的

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

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20，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3)统计学分析方

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

用f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及分析目的，选

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x2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应盲目

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基

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4)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P<0．05(或P<0．叭)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

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

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q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f=3．45，x2=4．68，F=6．79等)；在用不等式表示P值的情

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P>0．05、P<0．05和P<0．0l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P<0．001或P<0．000l。

当涉及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95％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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