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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2008年1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吸烟
与被动吸烟现状调查

娄培安陈培培余加席张雷张宁林敬德

【摘要】 目的了解徐州市不同人群吸烟现状，为开展控烟工作提供依据。方法于2008

年6一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对15岁及以上常住居民，采

用统一调查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共调查44 686人，其中城市10 295人(23．04％)，农村34 391人

(76．96％)；男性21 524人(48．17％)，女性23 162人(51．83％)。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现在吸烟

率、常吸烟率、重型吸烟率、平均每13吸烟量、戒烟成功率、复吸率及被动吸烟率分别为22．45％、

21．40％、15．49％、9．49％、15．09支、4．68％、5．91％和14．12％。城乡居民的吸烟率、现在吸烟率、常吸

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戒烟成功率、被动吸烟率城市高于农村(P<O．05)；复吸率、重

型吸烟率、平均每日吸烟量农村高于城市(P<O．05)。男性吸烟率、现在吸烟率、常吸烟率、重型吸

烟率、复吸率、平均每13吸烟量比例均高于女性(P<0．05)。戒烟成功率、被动吸烟率女性高于男

性(P<O．05)。该人群吸烟者中主要吸有过滤嘴香烟(85．17％)。不同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收入的

人群吸烟率比较，经f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户<0．05)。结论徐州市居民中吸烟率仍然很

高，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有效地控制烟草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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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revalence of smoking in different sub-populations

in Xuzhou area so as to develop effective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Methods Through multi·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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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05)．The major types of tobacco products smoked by people aged l 5 years old and above were

cigarettes(85．17％)。and Chinese pipes(3．24％)．Conclusion Smoking was quite common in

people from Xuzhou．Our data suggested that health 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sustainable

intervention measures be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to control the tobacco use in t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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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与癌症、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死

亡有明显相关性，有报道认为男性12．9％死亡、女性

3．1％死亡是由吸烟引起’11，因此控烟是慢性病预防

与控制的重要策略之一。为了解徐州市居民目前吸

烟水平，以便为开展全民控烟提供科学依据，于

2008年在该市开展居民烟草流行情况调查。

对象与方法

1．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徐

州市泉山区、九里区、沛县、铜山4个县(区)，每个县

(区)随机抽取5个乡镇协事处，每个乡镇／办事处随
机抽取1个村／d,区，每村／d,区按户主花名册进行系

统抽样。被抽取家庭内所有15～75岁常住人口(本

地居住5年以上)均为调查对象。市区每个居委会

调查550人，农村每个村调查1200人，若人数不够从

临近村／d,区，仍按照系统抽样方法补足。共调查

12 378户44 686人。

2．调查内容：采用统一制定的调查表，由经过专

门培训的调查员入户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问卷由

调查员统一填写。调查的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

和吸烟行为。吸烟行为主要包括是否吸烟、吸烟频

率、吸烟类别、吸烟量、戒烟及被动吸烟。

3．分析指标及定义：分析指标包括吸烟率、现在

吸烟率、常吸烟率、重型吸烟率、戒烟成功率、复吸

率、平均每日吸烟量、吸烟类别、被动吸烟率和平均

开始吸烟年龄。吸烟者指一生中连续或累积吸烟6

个月及以上者，吸烟者在总人群中的百分比为吸烟

率；现在吸烟者指符合吸烟者条件，在调查前30 d内

吸过烟的人；现在吸烟者在总人群中的百分比为现

在吸烟率。常吸烟者指符合吸烟者条件，调查时在

吸烟，且每天至少吸1支烟的人；常吸烟者在总人群

中的百分比为常吸烟率。重型吸烟者指调查时每天

吸20支及以上香烟的吸烟者；重型吸烟者在总人群

中的百分比为重型吸烟率。吸烟量指现在吸烟者平

均每天吸烟支数。戒烟成功者指过去吸烟，现在不

吸烟，且已经戒烟1年以上；戒烟成

功率指戒烟成功者占吸烟人群的百

分比。复吸者指过去戒烟1年以上，

但现在仍在吸烟者；复吸率是指复

吸人群在吸烟人群中所占的百分

比。被动吸烟者指吸入吸烟者呼出

的烟雾，每天15 min以上，且每周至

少1 d者；被动吸烟者占不吸烟者的

百分比为被动吸烟率。平均开始吸

烟年龄是指吸烟者尝试吸第一支烟的平均年龄。

4．统计学分析：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库，

全部数据应用SPSS 11．5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

理。对不同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职业特点以及不

同地区人群的吸烟、被动吸烟等流行水平进行描

述。定性资料用率、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用]c2检

验，计量资料用￡检验和中位数检验，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为更好地代表徐州市居民的吸烟水

平，对分母总体为全人群的4个指标(吸烟率、现在

吸烟率、常吸烟率及重型吸烟率)以2008年徐州市

统计年鉴人口进行加权。标化率的计算根据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各年龄组人口构成为标准人口。

结 果

1．一般情况：共回收15岁及以上居民44 686

人的有效问卷，其中城市10 295人(23．04％)，农村

34 391人(76．96％)。男女性别比为0．93(表1)。

2．总体吸烟水平：徐州市15岁及以上居民吸烟

率、现在吸烟率、常吸烟率和重型吸烟率分别为

20．97％、20．24％、14．29％和8．37％，标化率分别为

22．18％、21．40％、21．34％、15．24％和9．06％。95．32％

为现在吸烟者，72．38％的现在吸烟者为常吸烟者，重

型吸烟者占现在吸烟者的44．35％。城乡居民的吸

烟率、现在吸烟率、常吸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城

市居民偶尔吸烟率、戒烟成功率和被动吸烟率高于

农村()c2值分别为10．5、30．0、275．4，P值均<0．05)；

农村复吸率、重型吸烟率、平均每日吸烟量高于城市

()c2值分别为30．0、120．6、208．4，P值均<o．05)。吸

烟率随年龄有上升趋势，城市、农村居民吸烟率的年

龄趋势相似；现在吸烟率、常吸烟率及重型吸烟率的

年龄趋势均与吸烟率相似(表2)。

3．不同性别人群吸烟水平：男性吸烟率和平均

吸烟量比例均高于女性(f值分别为9480．7、102．1，

P值均<o．05)，重型吸烟者占男女性现在吸烟者的

46．2％和25．9％。城市男性居民的吸烟率、现在吸

表1徐州市居民烟草流行情况调查样本人数及构成

合计4 843(47．O)5 452(53．0)16 681(48．5)17 710(51．5)21 524(48．2)23 162(51．8)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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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徐州市15岁及以上居民年龄别吸烟率(％)

烟率高于农村男性居民(Z值分别为16．0、41．0，P值

均<0．05)，农村居民重型吸烟率、平均吸烟量高于

城市(f值分别为24．8、31．2、146．3、109．0、214．5，P值

均<0．05)。见表3。

表3徐州市15岁及以上居民不同性别吸烟情况

4．平均开始吸烟年龄和平均吸烟量：15岁及以

上吸烟者平均开始吸烟年龄为26．45岁±0．28岁，男

性早于女性(f=10．986，P<O．01)。平均每日吸烟量

为15．1支，城市(12．5支)低于农村(15．9支)(z2=

256．002，P<O．05)，男性平均每日吸烟量为高于女

性(#=102．138，P<O．05)，见表3。无论性别、平均

每日吸烟量均随年龄而增加。

5．平均吸烟量和吸烟类别：吸烟者主要以吸

过滤嘴香烟为主，占不同香烟种类的85．17％。男

性吸有过滤嘴香烟的比例随着年龄增加而逐渐降

低(f=21s．4，P<O．05)，女性则趋势相反(f=30．3，

P<O．05)。农村男性吸烟丝烟叶的比例为3．9％，高

于城市男性(1．1％)(f=35．6，P<O．05)，城乡女性无

差异。女性吸无过滤嘴香烟的比例为17．3％，明显

高于男性(7．2％)(f=149．5，P<O．05)。

6．戒烟和复吸情况：吸烟者中戒烟成功率为

4．68％，城市人群高于农村(]c2=30．0，P<O．05)，见表

4。无论城乡人群戒烟成功率随年龄逐渐增加，城乡

趋势一致。城乡人群复吸率无差异，农村男性复吸

率随年龄增加而逐渐降低，城乡女性和城市男性无

此规律。

7．被动吸烟情况：15岁及以上居民被动吸烟率

为14．12％，城市高于农村(f=380．5，P<O．05)，女性

明显高于男性(Z2=228．0，尸<

0．05)。其中女性50～岁组被

动吸烟率最高，15一岁组最

低；男性60～岁被动吸烟率

最高，30。岁组最低。无论男

女性城市各年龄组被动吸烟

率均高于农村(表4)。

8．不同社会经济状况居

民吸烟情况：无论男女，文化

程度越高者吸烟率越低；不同婚姻状况则男女性吸

烟有性别差异，已婚男性吸烟率最高，女性则为丧偶

者最高；家庭收入方面则表现为人均收入越高而吸

烟率越低。不同职业男性以饮食服务业吸烟率最

高，女性以渔(船)民吸烟率最高。在重型吸烟率方

面，不同文化程度无论男女性，文化程度越高，经济

收入越高则重型吸烟率越低；不同婚姻状况则男女

性均以丧偶者重型吸烟率最高；不同职业男性以农

民、女性以渔(船)民重型吸烟率最高。

表4徐州市15岁及以上居民戒烟成功率、
复吸率和被动吸烟率

项目
男性 女性 合计

城市农村合计城市农村合计城市农村合计

讨 论

目前我国仍有超过3亿人在吸烟，约占全球吸

烟者的三分之一；遭受被动吸烟危害的人数高达5．4

亿；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约为100万，冈吸

“二手烟”导致死亡的人数已超过10万【21。冈此调查

各地烟草流行情况，制订针对性的控烟措施，减少烟

草的危害迫在眉睫。

本次调查资料显示，徐州市15岁及以上居民总

体吸烟率、现在吸烟率、常吸烟率及重型吸烟率均略

低于全国水平b1，而平均每日吸烟量却高于全国水

平¨．5】。与广西地区居民的吸烟情况基本相同№1。虽

然同江苏省2002年的调查结果相比有明显下降"】，

但徐州市15岁及以上居民吸烟者的吸烟频率、吸烟

程度仍然较高，吸烟者中有95．32％为现在吸烟者，

72．38％的现在吸烟者为常吸烟者，44．35％的现在吸

烟者每天吸烟量在20支以上(重型吸烟者)。

徐州市城乡居民的吸烟率、现在吸炯率、常吸烟

率、复吸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不同于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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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国调查结果¨1。由于徐州市农村人口众多，提

示今后应加强农村人口的控烟T作。男性吸烟率低

于全国水平，女性吸烟率高于全国水平。无论是吸

烟率、吸烟频率还是吸煳量，男性均高于女性。男女

性戒烟情况比较，女性戒烟成功率高于男性(P<

0．05)。因此男性应成为今后控烟工作的重点。男

性低年龄组的吸烟率城市高于农村，女性低年龄组

的吸烟率城市低于农村，这也要求今后的控烟工作

宣传应更具有针对性。女性被动吸烟率明显高于男

性，而城市女性为最高；城市15岁及以上组的被动

吸烟率高达21．68％，比城市男性的总体水平还高，

这使其更易于受到危害及尝试吸烟。

虽然徐州市吸烟者的戒烟成功率高于全国水

平，但人群复吸率高于戒烟成功率，表明控烟形势不

容乐观。文化程度和经济收入对人群吸烟的影响，

可能与其接受控烟信息的有效性有一定的关系。故

控烟还要针对目标人群，开展不同的干预，为其提供

戒烟支持环境。在职业方面以干部、职员吸烟率最

高，以渔(船)民吸烟率最低，这不同于已往报道倩j。

可能与调查的样本量有关。也可能是由于经济等原

因徐州市吸烟者中吸过滤嘴香烟的比例仅为

85．17％，其中男性为87．44％，女性为62．38％，女性吸

过滤嘴香烟比例低于男性。无论城乡，吸烟者均有

吸烟丝烟叶现象。

本次调查显示，目前徐州市居民吸烟现象较为

普遍，今后应加大烟草危害的健康教育力度，动员社

会多方面的配合、参与和支持控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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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健康危险评定与预警》简介

·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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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健康和保护环境是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的既定国策。相应的政府决策需要以环境化学污染物致健康危险

的评定作为依据，并建立健康危险预警体系。

《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健康危险评定与预警》探讨了基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环境化学污染物引起的细胞应激及其机

制，介绍了美国环境保护局、欧洲共同体、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化学品安全规划署、国际生命科学学会等国际组织和国家关于危

险评定的相关进展。特别是关于毒作用模式、模型拟合和外推、暴露范围等新概念，以及暴露评定和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

签制度。同时。作为国家“973”项目“环境化学污染物致机体损伤及其防御的基础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本书阐明了对化学致癌

物、神经毒物、生殖毒物和混合物危险评定的基本要求，以及我国对苯和镉危险评定的最新成果。适用于预防医学及环境保护

工作者、政策和标准的制定部门、相关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参考，也有助于与关注环境和健康危险问题的公众进行交流。

全书约40万字，16开精装，定价112元。可在各大网上书店或新华书店购买。或直接与出版社联系邮购，免邮费。地址：上

海市钦州南路7l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邮购部(邮编：200235)，电话：021—64085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