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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疫苗的保护效率为54．4％～93．0％⋯。在我国通过学校和

社区人群配比病例对照研究，评估的1剂次s79株减毒活疫

苗对腮腺炎保护效率分别68．2％和92．6％[21；而胡新三01对两

所小学流腮暴发疫情评估流腮疫苗总保护效率分别为

78．80％和75．76％。

本次流腮暴发中评估腮腺炎疫苗总保护效率为61．4％，

其中1剂次为59．5％，2剂次为70．7％，均低于上述研究结

果。研究中观察到Ⅶ随接种后时间延长出现衰减趋势，与
cohen等n1报道类似。傅传喜等b1研究发现，接种l剂次s79

株减毒活疫苗5年后保护效果迅速下降，本研究结果与其相

似。经验表明，腮腺炎的预防控制要求持续高水平的免疫覆

盖率和>1剂的免疫程序。本研究疫苗接种比例仅为75％，

接种>1剂次的儿童仅占总免疫儿童数的15％。鉴于绝大多

数将腮腺炎减毒活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的wH0成员国均

实行2剂次的免疫程序，建议我国也常规增加第2剂，一方面

促进腮腺炎疫苗覆盖率，同时降低首剂免疫失败、疫苗免疫

力随时间衰减等不利因素影响，以提高疫苗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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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产生的支流烟雾中尼古丁等有害物质的含量是主

流烟雾的5．1倍，主要由被动吸烟者吸人。被动吸烟越来越

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已被确认是患肺癌、冠心病、成人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和儿童哮喘等疾病的危险因素“1。主动吸烟

的危害已为大多数公众所知，但被动吸烟的危害及在我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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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严重状况，应当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

1．对象与方法：2001年抽取北京市西城、宣武、海淀、丰

台区，2004年为宣武、崇文、朝阳、丰台区，2007年和2008年

为东城、宣武、朝阳、石景山、顺义、昌平区为研究现场，进行

居民人户面询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性名、性别、是否吸

烟、吸烟量、被动吸烟情况等。

四次调查均采取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样本区、居委

会和社区，在社区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户，人户后

选取≥15岁居民为目标访问对象。如果按照上述抽样方法

抽到的样本户无法访问，则以下一个合格样本户进行递补。

2．结果：

(1)一般情况：2001年调查2954人，不吸烟者1870人，其

中男性635人(34．0％)，女性1235人(66．0％)；2004年调查

3121人，不吸烟者1807人，其中男性568人(31．4％)，女性

1239人(68．6％)；2007年调查5407人，不吸烟者4038人，其

中男性1454人(36．O％)，女性2584人(64．O％)；2008年调查

5629人，不吸烟者4307人，其中男性1528人(35．5％)，女性

2779人(64．5％)。

(2)性别被动吸烟率：2001年调查人群被动吸烟率为

72．0％，其中男性为71．5％，女性为72．2％；2004年被动吸烟率

为67．3％，其中男性为64．1％，女性为68．8％；2007年被动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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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率为58．2％，其中男性为59．4％，女性为57．5％；2008年被

动吸烟率为69．0％，其中男性为70．0％，女性为68．5％。被动

吸烟率在8年里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其中男性被动吸烟率

下降了近1个百分点，女性被动吸烟率下降近4个百分点，且

女性被动吸烟的比例大于男性(f=19．084，JP=o．000)，并以

重度被动吸烟者为主(表1)。

(3)总人群年龄别被动吸烟率：2001年受被动吸烟危害

最大的为30～50岁以及20～25岁人群，被动吸烟率>75％；

2004年受被动吸烟危害最大的为40。45岁以及20～25岁人

群，被动吸烟率同样>75％；2007年受被动吸烟危害最大的

为35～55岁人群，被动吸烟率>60％；2008年受被动吸烟危

害最大的为<50岁人群，被动吸烟率>70％。大部分年龄段

女性被动吸烟率均大于男性。

(4)职业和教育水平人群被动吸烟率：不同职业人群被

动吸烟率具有差异。4年被动吸烟较多的人群比较一致，其

中以干部、个体业主、服务人员、工人、家庭妇女职业人群尤

为突出。

不同教育水平者的被动吸烟率各不相同。调查的4年

内以高中／中专、大专学历者被动吸烟率较高，其中2001、

2004、2008年小学文化程度者和文盲的被动吸烟率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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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文盲的被动吸烟率最低。除文盲外，其余教育水平者

被动吸烟率有下降趋势，而所有教育水平者中重度被动吸烟

者的比例也有下降趋势。

(5)被动吸烟的场所：2001年总人群经常接受被动吸烟

的场所为公共场所(44．4％)、居家室内(41．3％)，2004年为居

家室内(38．3％)、公共场所(26．4％)、办公室(19．0％)，2007年

为餐饮场所(66．4％)、娱乐场所(60．3％)、居家室内(61．2％)，

2008年为餐饮场所(42．5％)、居家室内(33．5％)、娱乐场所

(25．0％)。由此可见，在餐饮场所和娱乐场所以及办公室禁

烟的重要性。

3．讨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是将减少被动吸烟作为最

重要的目标之一[21。wHO也不断重申被动吸烟不存在安全

暴露水平，通风设备和吸烟区的设置均不能减轻被动吸烟所

造成的危害。本次抽样调查表明，北京市2001—2008年被

动吸烟率有下降趋势，低于1996年全国调查的被动吸烟率

(53．15％)”】，但仍处于较高水平，如加上主动吸烟者，>15岁

人群中有75％以上直接或间接受烟草的危害，且被动吸烟的

最主要的场所为家中、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尤以餐厅为

重。因此为避免“二手烟”的危害，有效的方法就是使室内场

所完全无烟。

表l 2001—2008年北京市调查地区人群被动吸烟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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