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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吸烟、被动吸烟
及戒烟现状调查

张荔崔颖王超蒋燕杨丽

【摘要】 目的 了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吸烟、被动吸烟及戒烟现状，为改善中西部农村地

区吸烟状况提供建议。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对山西、甘肃、青海、新疆4个省(自

治区)中16个项目县84个行政村5486名15—69岁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以吸烟率、开始吸烟年

龄、被动吸烟率、戒烟率和对烟草危害健康的知晓率作为调查指标，调查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吸

烟现状。结果调查对象的吸烟率为20．9％，其中，男性吸烟率为44．8％，女性吸烟率为2．O％；汉

族吸烟率高于少数民族，不同性别、民族和文化程度者的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吸烟者开始吸烟平均年龄为(21．3±5．6)岁，男性早于女性。被动吸烟率为37．8％，其中男性

31．9％，女性40．4％，女性受到的被动吸烟危害高于男性。调查人群戒烟率为1．9％。结论中西

部农村地区居民吸烟和被动吸烟状况面临挑战，尤其是戒烟率较低，政府及相关部门应采取相应

有效干预措施，以减少烟草对居民健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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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study the status of smoking，passive smoking and quitting smoking

in rural areas of the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and to develop strategies for improvement．

Methods A total of 5486 residents aged 1 5 to 69 years in 84 villages of the 1 6 counties in Gansu，

Oinghai，Shanxi and Xiniiang were selected through a stratified multistage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through questionnaires．Data on the initiate age of smoking，and rates on

smoking．passive smoking．quitting smoking as well as related knowledge were used as nutritional

indicators．Results The overall smoking rate was 20．9％．with 44．8％in males and 2．0％higher than

seen in females．The rate of smoking in Han nationality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minofities．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seen in genders and nationalities as well the level of education received．in

the rates of smoking．Smokers started to smoke at the age of 21．3±5．6 with males earlier than

females．The rate of passive smoking was 37．8％，with males as 3 1．9％，and females as 40．4％，

respectively．The rate of quitting smoking appeared as 1．9％．Conclusion The status of smoking in

the rural areas of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in China faced challenges，with relatively low rate of

quitting smoking．Relevant strategies need to be developed accordingly．

【Key words】 Smoking；Passive smoking；Quitting smoking；Rural residents

据估计，烟草使用每年要夺去超过500万人的生

命，其中大部分发生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我

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目前，吸烟

人群逾3亿，另有约7．4亿不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

危害，烟草危害已成为我国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

一[21。为了解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吸烟、被动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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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烟和戒烟情况，于2010年10—11月对山西、甘肃、青

海和新疆四省区项目地区5486名居民进行了调查。

对象与方法

1．抽样及调查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

法，在山西、甘肃、青海、新疆4个省(自治区)的16个

项目县随机抽取42个乡镇(山西9个，甘肃和青海各

6个，新疆21个)，综合考虑交通和人力等因素，在每

个乡镇抽取2个行政村，每村随机抽取25户，对户内

所有15～69岁的居民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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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自行设计调查问卷，由培训合格的调查员

逐一进行面对面调查。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个人一

般情况、对烟草危害健康的知晓情况、吸烟相关知识

及行为方式等。调查项目定义：①吸烟者指一生中

连续或累积吸烟100支或以上。②开始吸烟年龄指

开始规律吸烟时的年龄。③被动吸烟者指自己不吸

烟，但每周至少1 d内有15 min以上暴露于吸烟者呼

出的烟雾中。④戒烟者指过去曾经吸烟，调查时已

不再吸烟者。共完成5486人的调查，184人因关键

变量缺失被剔除，5302人的资料用于数据分析。

2．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双录入，SPSS 13．0软件用于数据分析。率

的比较采用3(2检验，计量资料以孑±S表示，P<O．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基本情况：5302人中甘肃719人，青海760

人，山西1149人，新疆2674人；男性2342人，占

44．2％，女性2960人，占55．8％；平均年龄为(38．2±

12．5)岁；汉族2138人，占40．3％，少数民族3164人，

占59．7％。其余人口学特征见表1。

2．吸烟情况：调查地区总吸烟率为20．9％(1108

人)，其中，青海和山西较高，分别为28．8％和

27．8％。男性吸烟率为44．8％，女性吸烟率为2．0％，

男性吸烟率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2—

1448．73，P<O．001)；汉族吸烟率高于少数民族吸烟

率，分别为27．7％和16．3％(x2=101．35，P<o．001)；

不同文化程度者的吸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

87．57，P<O．001)，以高中或中专最高为28．2％；吸烟

率随年龄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50～

岁组达到最高，为30．5％。此外，牧业和非农业体力

劳动者的吸烟率高于从事农业的农村居民，其吸烟

率分别为33．3％、40．0％和24．6％(表1)。

3．开始吸烟年龄及吸烟量：被调查者开始吸烟平

均年龄为(21．3±5．6)岁，男性早于女性(f=一3．909，

P<O．001)，分别为(21．1±5．4)岁和(24_3±8．3)岁；

平均每天吸烟量在16～20支的吸烟者比例较大，占

37．0％，其次为6～10支和2～5支。与前两年相比，

认为吸烟量基本没有变化的人群占55．1％，而24．4％

的人群认为吸烟量有所增加。

4．被动吸烟情况：不吸烟居民中有被动吸烟史

的共1584人，被动吸烟率为37．8％，其中男性为

31．9％，女性为40．4％，女性受到的被动吸烟危害高

于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7．00，P<O．001)。

表1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及吸烟情况

变量 调查人数。 吸烟人数6 f值P值

省份 96．71<O．001

甘肃 719(13．6) 113(15．7)

青海 760(14．3) 219(28．8)

山西 1149(21．71 319(27．8)

新疆 2674(50．4)457(17．1)

性别 1448．73<0．001

男 2342(44．2) 1 049(44．8)

女 2960(55．81 59(2，0)

民族 101．35<O．001

汉族 2 138(40．3) 593(27．7)

少数民族 3 164(59．7) 515(16．3)

文化程度 87．57<O 001

文盲或半文盲 1246(23．5) 15502．4)
小学 1 309(24．7) 271(20．7)

初中 2119(40．0) 514(24．3)

高中或中专 557(10．5) 157(28．2)

大专及以上 7l(1．3) 11(15．5)

家庭年收入(元) 18．07<O．001

<5000 2779(52．4) 524(18．91

5000～10 000 2009(37．91 450(22．41

>10 000 514(9．7、 134(26．11

年龄组(岁) 106．97<0．001

15～ 324(6．1) 18(5．6)

20～ 522(9．8) 63(12．1)

25～ 599(1131 112f18．7)

30～ 665f12．5) 144(21．7)

35～821f15．51 186(22．7)

40～ 744f14．01 177(23．81

45～ 575flO．8、 125(21．71

50～407(7．7、 124(30．5、

55～ 343(6．5、84(24．5、

60～ 200(3．8、47(23．5、

65～69 102(1．91 28(27．5)

职业 273．94<0．001

家务 1395(26．3) 100(7．2)

农业 3017(56．9) 742(24．6)

牧业 243(4．6) 8l(33．3)

非农业体力劳动 300(5．7) 1 20(40．0)

其他 347(6．5) 65(1 8．7)

注：8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6括号外

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

此外，在40～岁组的居民被动吸烟危害最高，被动

吸烟率为42．7％，男性在25～岁组最高，达到40．5％，

女性在40～岁组最高，为43．8％(表2)。

表2四省(区)不同年龄组调查对象被动吸烟率

年龄组(岁) 男性 女性 合计

15～ 59／161(36．6)40／145(27．6) 99／306(32．41

20～48／134(35．8) 142／325(43．7) 190／459(4 1．4、

25～ 51／126(40．5) 147／361(40．7) 198／487(40．7、

30～ 50／146(34．2) 162／375(43．2) 212／521(40．7、

35～45／152(29．6) 201／483(41．6) 246／635(38．71

40～ 53／1 35(39．3) 1 89／432(43．8) 242／567(42．71

45～43／126(34．I) 134／324(41．4) 177／450(39．31

50～ 21／104(20．2) 66／179(36．9)87／283(30．71
55～ 18／101(17．8) 56／158(35．4) 74／259(28．61
60～ 15／71(21．I) 27／82(32．9)42／153(27．5)

65～69 10／37(27．01 7／37(1 8．91 1 7／74(23．01

合计413／1293(31．9) 1 171／2901(40．41 1584／4194(37．81

注：括号外数据分子为该年龄组被动吸烟人数，分母为该年龄

组调查人数，括号内数据为被动吸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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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动吸烟场所：家庭是被动吸烟的主要场所，

有73．2％的被动吸烟者在家庭中遭受到烟草危害，

其次为公共场所，为34．4％。男性和女性在不同场

所暴露于烟草的比例差异较大，87．7％的女性表示

多在家里遭受被动吸烟，而71．4％的男性表示多在

公共场所遭受被动吸烟(表3)。

表3 四省(区)调查对象被动吸烟场所分布

—丐i匿一———百万历广—]砭币两广—1面丽泛厂
公共场所 295(7 1．4) 250(2 1．3) 545(34．4)

基丝塑堕 !g!：!! !：垡：12 堡!Q：12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在该场所被动吸烟率(％)；

被动吸烟场所可多选

6．戒烟及烟草危害知晓隋况：99人接受调查时

已戒烟，戒烟率为1．9％；平均戒烟时间为36个月。

戒烟者戒烟的主要原因是患病和预防疾病，分别占

38．4％和29．3％。4059(76．6％)人认为孕妇吸烟会影

响胎儿正常发育，3．2％和20．3％的人认为无影响或

不知道；知晓吸烟易患气管炎和肺癌的比例仅为

57．5％和42．5％，对吸烟者易患胃癌、冠心病、高血

压、胃肠炎和其他疾病的知晓率分别为2．7％、3．9％、

2．2％、2．7％和3．2％，均较低。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中西部四省农村居民的吸

烟率为20．9％，其中男性为44．8％，女性为2．0％，均

低于2002年调查结果D 3和全国1 l省市调查结果[4】；

吸烟率呈随年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50～

岁组达到最高为30．5％，与其他调查结果类似[51。由

于人群吸烟率和吸烟量反映吸烟对健康的危害，本

次调查的吸烟者平均每天吸烟量以16～20支为主，

与2002年全国水平相当[3 J，且有55．1％的吸烟者认

为自己的吸烟量没有变化。说明吸烟仍是中西部农

村地区面临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本研究结果

表明，吸烟者为男性、汉族、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

专”、家庭年收入“>10 000元”，婚姻状况为“已婚”，

50～岁组和非农业体力劳动者，这类人群的吸烟率

高于其他人群，为政府相关部门有针对性的制定控

烟措施和策略提供了重点干预人群。

本次调查农村居民被动吸烟率为37．8％，其中

男性为31．9％，女性为40．4％，女性受到的被动吸烟

危害高于男性，这与相关调查结果相似[4】；男女性在

不同的场所被动吸烟的比例有所不同，87．7％的女性

主要在家里遭受被动吸烟，而男性则主要在公共场

所遭受被动吸烟。从年龄分布来看，<45岁组人群

的被动吸烟率较高，说明青年人群受到的健康危害

更大，应提高该人群的自我保护意识。居民对烟草

危害健康的调查显示，知道吸烟者易患气管炎和肺

癌的比例仅为57．5％和42．5％，对吸烟者易患其他疾

病的知晓率则更低，说明中西部农村地区居民对相关

健康知识仍很贫乏。本次调查显示，中西部农村居民

的戒烟率仅为1．9％，远远低于同类调查结果”-6。，戒

烟原因主要为患病和预防疾病；吸烟者的戒烟成功

率往往很低，同时长时间的吸烟也加大了戒烟的难

度；同时，调查显示戒烟者也未主动采取有效的戒烟

方式，大部分尝试戒烟的吸烟者都戒烟失败。这说

明一方面依靠宣传教育，提高居民对吸烟危害的认

识来降低吸烟率，另一方面更广泛地宣传科学的戒

烟方法，为吸烟者提供更便利的戒烟途径[71。

综上，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男性吸烟率较高，女

性被动吸烟率较高，人群戒烟比例仍然很低。有研

究显示，无烟环境不仅能保护非吸烟者，而且可以帮

助吸烟者戒烟阳]。因此，要充分发挥卫生部创建的

12320卫生热线戒烟热线平台作用，大力宣传，提高

12320卫生热线服务能力，为有意戒烟者提供方便

快捷的戒烟途径和高质量的戒烟热线服务，进一步

降低吸烟率，提高戒烟率，同时加强对被动吸烟危害

的宣传，加大在公共场所禁烟的力度，针对重点人群

进行健康教育，大力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减少烟

草对居民健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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