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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地居民2000--2009年被动吸烟率
Meta分析

何倩王静朱玉朋文佳

【摘要】 目的运用Meta分析综合评价中国内地居民2000--2009年被动吸烟率，并分析其

在性别、城／乡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场所等因素问的差别。方法检索万方数据库、维普信

息资源系统、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及PubMed数据库，收集所有关于居

民吸烟的调查研究，再从中筛选出有关被动吸烟的研究报告。各资料间进行异质性检验，以确定

采用固定模型或随机模型进行合并分析，采用秩相关检验法进行发表偏倚的评估。结果共人选

相关文献19篇，累计不吸炯人数为195 349人，被动吸烟人数为70 781人，总被动吸烟率为47．04％

(95％Cf：38．88％～55．27％)。将被动吸烟率按照性别、城／乡、研究年份、研究地区和被动吸烟场所

进行分层分析，男、女性被动吸烟率分别为44．80％(95％口：34．07％～55．79％)和49．09％(95％CI：

39．62％一58．59％)，P<O．05；城市、农村地区合并的被动吸烟率分别为46．10％(95％CI：28．88％一

63．82％)和47．55％(95％CI：17．85％～78．25％)，P<0．05；研究年份在2000--2004年被动吸烟率合

并为47．59％(95％C，：38．3l％一56．95％)，2005--2009年为46．90％(95％C／：33．19％～60．87％)，P<

0．05；东、西部地区居民被动吸烟率分别为41．38％(28．88％～54．47％)和74．38％(95％CI：59．08％～

87．10％)，P<0．05；家庭、t作场所、公共场所被动吸烟率分另q为73．03％(95％CI：60．41％一

84．00％)、14．72％(95％C7：8．83％～21．82％)和25．90％(95％C，：5．65％一54．24％)，P<0．05。结论

合并的被动吸烟率女性高于男性．农村地区高于城市，研究年份为2005--2009年的被动吸烟率低

于2000--2004年，西部地区居民被动吸烟率高于东部地区，家庭内被动吸烟牢高于1：作场所和公

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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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7／：17．85％一78．25％)．P<0．05 for urban and rural．respectively．The pooled prevalence rates of

passive smoking were 47．59％(95％C／：38．3 1％一56．95％)in the study year of 2000-2004 and

46．90％(95％C／：33．19％一60．87％)in 2005-2009(P<0．05)．The pooled prevalence rates ofpassive

smokingfor easternandwestem areaswere 41．38％(28．88％一54．47％)and 74．38％(95％C／：59．08％一

87．10％)(P<O．05)，and 73．03％(95％C7：60．41％一84．00％)．14．72％(95％口：8．83％一21．82％)

and 25．90％(95％C／：5．65％一54．24％)for family．workplace and public place，respectively(P<

0．05)．Conclusion The pooled prevalence of passive smoking was higher in females than males．in

l'Bral than in urban and in the western area than in the eastern areas．The prevalence of passive smoking

in the study year of 2005—2009 was Iower than of 2000—2004．The pooled passive smoking rate in the

familv was higher than in the workplace or in Public．

【Key words】Passive smoking；Meta analysis

烟草流行是全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

吸烟可引起多种癌症和慢性病‘2J】。被动吸烟者相

对于吸烟者来说，吸人烟草烟雾中有毒有害物质和

致癌物质浓度更高一j，除在成年人中造成严重心血

管病和呼吸道疾病，还可能造成婴儿猝死，孕妇产出

低出生体重婴儿15l。全球估计有1／3的成年人经常

性地暴露于“二手烟雾”中’51，我国约有5亿多人口受

到被动吸烟的危害，每年死于被动吸烟的人数超过

10万。6o。被动吸烟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

会问题。我国自2000年以来，有文献报道的居民被

动吸烟率为14．10％～86．37％【7圳。本研究对2000—

2009年我国内地居民被动吸烟率进行综合分析，以

得到一个合并的被动吸烟率，同时分析被动吸烟率

在性别、城／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场所等因素

间的差别，为控烟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资料与方法

1．资料来源：通过计算机检索万方数据库(检索

式：吸烟状况调查and吸烟率，年限：1982--2010)、

维普信息资源系统(检索式：“任意字段=吸烟率”

并且“任意字段=吸烟状况调查”，年限：1989—

2010)、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式：“主题=吸烟

率”并且“主题=吸烟状况调查”，年限：1994—

2010)、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检索式：

“缺省：吸烟率and吸烟状况调查，年限：1978—

2010)、PubMed(检索式：“passive smoking”and

“China”and“free full text”)，收集关于中国居民被

动吸烟情况的文献。

2．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①关于吸烟的调查研究；②研

究的对象是中国内地居民；③文献中需给出被动

吸烟的定义(不吸烟者吸人吸烟者呼出的烟雾，>

15 min／d或每周>1 d)。

(2)剔除标准：①关于居民吸烟的综述、报告；②

重复发表、重复收录或资料雷同的研究；③数据不完

整的研究，无法计算得出相应的不吸烟人数、被动吸

烟人数或被动吸烟率(被动吸烟者在不吸烟者中所

占的比例)；④2000年前的文献。

3．文献筛选：通过阅读文献标题和摘要进行初

筛，再对初筛的文献全文阅读，进行二次筛选，最终

根据入选标准决定文献是否被纳入。此过程由2名

研究者独立完成，不同意见者通过讨论达成一致。

4．统计学分析：运用R 2．8．0软件中Meta程序包

metaprop进行率的Meta分析，采用Freeman．Tukey

双反正弦变换法进行率的合并计算2“2利。先进行异
质性检验，结果若为P>O．05，说明纳入文献间是同

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说明文献问是异质

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然后采用秩相关检验法和

估计研究的个数进行发表偏倚评估旧引。两大样本率

的比较采用二项分布Z检验。尸≤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 果

1．文献基本情况：共检索2190篇。其中万方数

据库1134篇，维普信息资源系统72篇，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884篇，CBM 67篇，PubMed 33篇；经过初

筛共排除1359篇，经二次筛选，排除685篇，共获

得146篇关于居民吸烟调查的文献，再经被动吸烟

情况的筛选，排除127篇，最终纳入19篇文献LT--抬]

(图1)。纳入的19篇文献中，调查的样本量最大为

167 063[8]，最小为200∞1；有12篇文献汇报了随机抽

样’7J。12H¨钆M 25|，1篇文献汇报了应答率(仅为

76．37％)[1州；所有研究对象的年龄均>13岁。

2．Meta分析：纳入19篇文献，有关第一作者、发

表年份、被动吸烟人数(Events)、不吸烟人数

(Total)、被动吸烟率以及95％CI等见图2。总的不

吸烟人数为195 349人，被动吸烟总人数为70 781

人，合并的被动吸烟率为47．04％(95％c，：38．88％～

55．27％)。

将被动吸烟率按照性别、城／乡、研究年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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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0篇：万方数据库(1 134)。维普信息资源系统(72)，

中幽期刊全文数据库(884)，CBM(67)，PubMed(33)

l -I通过阅t卖题目和摘要州除-3s。篇

I 83l篇戈J吸烟研究

通过阅读仝文枷除重复的文献，

一 {L调盘研究文献，霞复发表、币复

1 『
收录或资料雷同的文献，芡685篇

146篇关于居民吸烟的

调台研究

阅读全史删除未给出被动吸烟的
定义、被动吸煳人数、小吸烟人数

一 或被动吸娴率的文献及研究年份

位2000年以前的文献，苁127篇

19篇芙J一居【t被动吸

I煳的调杏研究(18篇中
I文，1篇英文)

图1文献筛选流程

地区和被动吸烟场所进行分层合并，19篇文献的分

层结果见表1。根据异质性检验结果(尸<0．05)，说

明纳入的文献之间存在异质性，被动吸烟率合并采

用的是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的结果。被动吸烟率分

层合并结果见表2。其中男、女性的合并被动吸烟

率分别为44．80％(95％CI：34．07％～55．79％)和

49．09％(95％CI：39．62％～58．59％)隅。10t 12,13．15-18,扯2纠。

城市H’”·16’掣。23’2引、农村“玑11，”埘。副合并的被动吸烟率
分另4为46．10％(95％c，：28．88％一63．82％)和47．55％

(95％CI：17．85％～78．25％)。研究年份在2000—

2004年被动吸烟率合并为47．59％(95％CI：

38．31％～56．95％)n。9'“’1引，2005—2009年合并为

46．90％(95％凹：33．19％～60．87％)¨0’”之纠。研究地区

按照经济发展水平旧钆划分为东部地区(上海n，10’1引、

山东n1．15，17’1 91、浙江‘例、江苏‘13’20’25j、福建：14]、北京⋯]、

广东妇¨，共14篇)和西部地区(新疆1篇‘引、四川1

·161·

篇。2}、云南1篇·弘，共3篇)；东、西部地区合并的被动

吸烟率分别为41．38％(95％a：28．88％．54．47％)、

74．38％(95％CI：59．08％～87．10％)。被动吸烟场所

分为家庭‘7'10J纠7。、工作场所·7·悱”j、公共场所7,14,15j合

并的被动吸烟率分别为73．03％(95％Cl：60．41％～

84．00％)、14．72％(95％CI：8．83％～21．82％)和25．90％

(95％CI：5．65％～54．24％)。同时经二项分布大样本

z检验，发现被动吸烟率在性别、城／乡、研究年份、研

究地区和场所上存在差异，女性的被动吸烟率高于

男性，农村高于城市，研究年份为2005—2009年的

被动吸烟率低于2000--2004年，西部地区被动吸烟

率高于东部地区，家庭被动吸烟率高于工作场所和

公共场所。

采用秩相关检验和估计的研究个数来定量评价

发表偏倚(表3)，结果最示，总的、东部地区和家庭

被动吸烟Meta研究存在发表偏倚(P<O．05)，需要

的研究个数估计分别为73、53和13项。

讨 论

本文19篇文献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内地

居民合并的被动吸烟率为47．04％(95％CI：38．88％～

55．27％)。中国居民合并的被动吸烟率高于一些西

方国家，如加拿大据估计有25％的不吸烟者在家中、

公共场所经常性暴露于“二手烟雾”中’30】，在美国纽

约市居民的被动吸烟率为21．5％_1。，欧盟成员国中

约有39％的不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口2。。

本文分层分析表明，居民被动吸烟率的性别、

城／乡、研究地区存在差异。女性被动吸烟率高于男

性，这是我国男性相对于女性而言，具有较高的吸烟

率，使得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女性容易暴露于烟草

烟雾环境中。城市居民的被动吸烟率低于农村居

Study Events Total proportion 05％CI W(fixed)W(random)
[7] 2 234 3 430 >O．65[0．64，0．67] I．8％ 5．3％
[8] 49 149 126 968 0．39[O．38。0．39] 65．O％ 5．3％
[9] 5 350 10 308 >0．52【O．51，0．53] 5．3％ 5．3％

[10] 2 059 3 393 >0．61[O．59，0．62] 1．7％ 5．3％
[11] JJl 293 >0．38[0．32，O，44]0，2％ 5．2％
[12] 2 308 5 282 >0．44[O．42，045] 2．7％ 5．3％
[】3] 47 149 >0．32[O，24，0．403 0，l％ 5．1％
[14] 引l 2 495 >0．33[0．31，O．34] 1．3％ 5．3％
[15] 560 l 345 >0．42[0|39，0．44] O．7％ 5．3％
[16]447 1 209 >O，37[O．34，0 40] 0．6％ 5．3％
L17 934 2 535 >0，37[0．35，0．39J 1_3％ 5．3％
[181 267 654 >o．4l[o．37，o．45] o．3％ 5．3咳
[19] 176 370 >0 48[0．42，0．53] O．2％ 5．2％
[203 368 697 >O．53[0．49，0．57] 0．4％ 5f3％
[21] 162 392 >0．41 [o．36，o．46] o．2％ 5．2％
[223 76 120 >o．63[o．54，o．72] o．1％ 5．o醇
【23] 269 380 >o．71【o．66，o．75j o．2％ 5．2％
[24j 564 653 >O．86[O．8j，O．89] 0．3％ 5．3％

] - ．14[0，，．14．[25 4 889 34 676 0 14 0 ]17．7％ jj菇

Fixed effect model 70 78l 195 349 0．36[O．35，0．36]100．O％ 一

Random effects model r而死r蕊■F]25 0．47[o·39，o·55] 一 1 00．o％

prevalence ofpassive smoking

图2中国人群被动吸烟率Meta分析的森林图

民，这是由于城市相对于农村

而言，在禁烟场所设置、j：f：区控

烟措施等方面较为完善，同时

城市还能够提供较多的人力和

财力资源，为居民提供全面的

控炯教育和良好环境。东部地

区居民的被动吸烟率低于西部

地区，东部经济较发达，居民对

烟草危害知识的认知水平高于

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了解

吸烟以及被动吸烟的健康危

害，对于控烟的相关规定和活

动，东部地区居民会更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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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纳入本研究的19篇文献分层结果

注：分母数据为不吸烟人数，分f-数据为被动吸烟人数

表2中国居民被动吸烟率的Meta分析结果

项目 合计
性别 地区 研究年份 研究地区 被动吸烟场所

男 女 城市 农村 2000一2005一 东部 西部 家庭 丁作场所公共场所

和参与，从而改善吸烟情况，降低居民被动吸烟率。

家庭为被动吸烟的主要场所，可能是家庭是私人场

所，相对于T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家庭对吸烟没有强

制的规定和限制，吸烟频率就会有所增高，因此在家

里更易暴露于烟草烟雾中。

本研究严格按照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埸0除数

据不完整、重复发表、重复收录、资料雷同以及设计

类型不合格的研究，因此无明显选择偏倚。对被动

吸烟率进行分层分析，从而能够控制混杂因素的影

响，反映居民被动吸烟的真实情况。同时采用秩相

关方法评价发表偏倚，东部地区合并研究存在发表

偏倚，东部地区相对于西部来说，人口密集，经济发

展水平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因此所需相

关研究个数更多，才能可靠、真实的反映该地区被动

吸烟情况。家庭被动吸烟合并研究存在发表偏倚，

可能是家庭成员出于家庭因素考虑，较少的报告被

动吸烟，所以需要更多的相关研究，才能够得到真实

的合并研究结果，使得家庭被动吸烟合并结果可靠。

由于文献中不能提炼年龄、文化程度等有效信

息，所以本研究未能进行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分

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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