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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山东省小学生吸烟现状
及影响因素调查

魏霞孙桐周培静陈仁友康殿民

【摘要】 目的 了解山东省小学生吸烟状况及相关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

法，在山东省东、中、西部地区各抽取1个市(监测市)，每个市再随机抽取城乡小学各2所，使用自

行编制的调查问卷，对3—6年级6050名小学生进行自填、匿名集体调查。结果山东省小学生尝

试吸烟率为6．o％。现在吸烟率为1．2％，初次吸烟平均年龄(7．8+2．1)岁；／b学生中80．5％因好奇而

吸烟，34．7％的香烟“取自家中”，74．3％表示能很容易买到香烟。非条件logistic分析显示，小学生

吸烟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男生、非独生子女、家人吸烟、见老师吸烟、同学吸烟、学习成绩不理想

和地区差异等。结论山东省小学生吸烟问题和控烟教育应引起足够重视，需采取积极措施进行

有效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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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study the prevalence of smoking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among

pupils in Shandong．Methods A multi．stage stratified-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in

the survey．6050 students from 3 different cities of Shandong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population．A self-administered anonymous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and the survey was conducted

by trained investigators．Results nIe rate of attempting smoking among pupils under study in

Shandong province was 6．O％while the current smoking rate was 1．2％．The average age of children

who initiated smoking cigarette was 7．8±2．1 with 80．5％of them due to curiosity．34．7％of them got

the cigarettes from their families．In terms of the motivation of buying cigarettes，74．3％of them

claimed that the access to purchase was easy．Data from multivariate unconditio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moking behavior of pupils was influenced bv tlleir familial o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s．Conclusion Tobacco con仃oI programs on pupil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with more

powerful control measures including healt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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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全球成人烟草调查(GATS)显示，我

国≥15岁人群现在吸烟者总数为3．1亿⋯。大量研

究证明，大多数吸烟者始自青少年，30％～50％的青

少年尝试吸烟后可养成吸烟习惯并成瘾；开始吸烟

的年龄越早，成为常吸者的可能性越大，戒烟的可能

性越小，成年后的吸烟量越大，受烟草的危害也越

大陀]。提示控烟教育应从小学开始，贯穿于整个青春

期。为了解山东省小学生吸烟行为现状，2012年9一

10月对6050名小学生进行了烟草使用现状调查。

DOI：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3．01 1．01 l

作者单位：250014济南，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魏霞、孙桐、周

培静、陈仁友、康殿民)；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康殿民)

通信作者：康殿民．Email：dmkan966@163．tom

·1091·

·现场调查·

对象与方法

1．样本来源：综合考虑山东省地理分布和经济

发展水平的差异，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

东、中和西部地区各抽取1个市，在各市又随机抽取

1个调查县(区)，在每个调查县(区)随机抽取4所

(城乡各2所)小学，每所学校的3～6年级分层随机

抽取2～3班作为调查班级，每个调查班级的所有学

生均作为调查对象。

2．调查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由培训

合格的调查员以班为单位进行集体匿名自填式问卷

调查，三、四年级在调查员带领下逐一答题，五、六年

级学生讲解完答题注意事项后独立答卷，所有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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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调查人员初筛后当场收回。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学

生基本情况，吸烟和被动吸烟情况，烟草相关知识、

态度和来源及对公共场所禁烟的态度等。本次调查

采用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

险行为调查”中对学生尝试吸烟和现在吸烟的定

义。尝试吸烟指(迄今为止)曾经尝试过吸烟，即使

只吸一两口；现在吸烟指最近30 d内曾吸过烟，不

包括30 d前曾尝试吸烟或曾吸完一支但最近不吸

烟者。

3．统计学分析：使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双录入，采用SPSS 16．0软件整理和分析资料，

利用i±s、率／构成比(％)描述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

征、烟草暴露情况、烟草危害相关知识知晓现状；对

不同组别情况的比较采用)c2检验；采用二分类

logistic回归进行烟草暴露影响因素的筛选分析。

结 果

1．基本情况：共调查13所学校6050名学生，应

答率为100％，回收有效问卷5861份，问卷有效率为

96．9％。其中核心家庭4425户(75．5％)，大家庭1069

户(18．2％)，隔代家庭109户(1．9％)，单亲家庭203

户(3．5％)，重组家庭55户(0．9％)。其余人口学特征

见表1。

2．吸烟情况单因素分析：本次调查小学生尝试

吸烟率为6．0％。其中男生高于女生，非独生子女高

于独生子女，有家人吸烟者高于无家人吸烟者，见

过老师吸烟者高于未见过者，同学中有吸烟者高于

无吸烟者，三年级高于其他年级学生，鲁西地区高

于其他地区，学习成绩较差者尝试吸烟率较高，烟

草危害知识不及格者高于及格者，各组间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城乡、父母职业、学历、家庭结构

和家庭收人间比较，尝试吸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表1)。小学生现在吸烟率为1．2％，其中各特

征组间比较见表l。在过去30 d曾吸过烟的小学生

中，吸烟量≤1支者占75．0％，2～5支者占16．7％，≥

6支者占8．3％。

3．吸烟行为的多因素分析：将是否曾尝试吸烟

或现在吸烟作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

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作logistic回归分析。进入方

程的变量采用基于偏最大似然估计的前进法筛选，

选入变量的水准为0．05，剔除变量水准为O．1，对无

序多分类变量设立哑变量，各变量具体赋值情况见

表2。分析结果显示，尝试吸烟的9个变量全部进人

方程，其中危险因素有男生、家人吸烟、见过老师吸

烟、同学吸烟、成绩中等及以下和地区差异，而独生

子女、烟草危害知识及格、三年级以上是尝试吸烟的

保护因素(表3)。现在吸烟统计显示，有7个变量进

入方程，城乡、烟草危害知识是否及格、母亲职业和

家庭年收入4项被剔除，其中男生、家人吸烟、见过

老师吸烟、同学吸烟、学习成绩中等以下和地区差异

是现在吸烟的危险因素，而独生子女是现在吸烟的

保护因素(表4)。

4．初次吸烟的年龄分布：小学生初次吸烟年龄

3。12岁，平均(7．8±2．1)岁；城市小学生为(7．3±

2．0)岁，农村小学生为(8．2±2．1)岁，城乡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t=4．06，P<0．001)。由图1可见6～8岁

是小学生初次吸烟行为的激增时期，8岁时达到高

峰，城市小学生初次吸烟行为的年龄高峰较农村更

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22．865，P<0．05)。

图1山东省小学生初次吸烟的年龄分布

5．初次吸烟的原因及场所：好奇、同伴给烟、心

情好／不好是学生尝试吸烟的主要原因，其中又以

“好奇”为主(80．5％)。城乡小学生初次吸烟的原因

分布略有差异，城市小学生由于好奇而吸烟者高于

农村，而农村小学生由于同伴给烟而吸烟者高于城

市。初次吸烟场所以自家或同学家为主(77．4％)，其

次是网PE／游戏厅和上学／放学路上，城乡小学生初次

吸烟的地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购烟情况：现在吸烟的72名学生中，34．7％的

学生香烟取自家中，33．3％的学生是自己购买，

22．2％是同学／朋友送给，9．7％是从其他渠道获得。

6．6％的学生有过买烟行为，在有买烟行为的385名

学生中，74．3％的学生表示“很容易，从未有人不卖给

我”，8．8％的学生表示经营者“因为年龄小，不曾卖给

我”，16．9％的学生表示经营者“不但不卖，还劝我不

要吸烟”，城乡和地区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讨 论

本次调查显示，山东省小学生的尝试吸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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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调查学生人口学特征及吸烟情况

注：4为烟草危害知识是否及格，共10题，答对6题及以上者为及格，6题以下者

为不及格；6为两项合并；。为P<0．05；。为连续校正值

6．0％，与近10年来其他地区相关报道

相比处于较低水平¨圳，可能与近年我

国青少年控烟宣传力度较大有关；小学

生现在吸烟率为1．2％，略高于北京市调

查¨0I，但低于其他地区报告率"，8'“，1“。

调查中显示7～8岁是尝试吸烟的高

峰期(38．4％)。国内外相关调查也提

示小学时期是尝试吸烟行为的高发时

期n3“3。提示应将小学阶段控烟宣教的

首要目标放在预防发生尝试吸烟行为

上，尽量推迟开始吸烟的年龄。

“好奇”是尝试吸烟的主要原因，而

初次吸烟的场所以“自家或同学家里”为

主。此结论与国内相关调查相同【3’5’16·。

提示在小学阶段开展控烟健康教育应适

合其年龄特点，宣教方式应重视参与式

活动和行为引导，加强拒烟技能培训，增

强小学生对吸烟行为说“不”的能力。

本次调查还显示，学生香烟的主要

来源和初次吸烟的地点均在家中，相关

文献亦得出相同结果口，”1，提示尤其是吸

烟的家长，须注意对子女的监管，尽量避

免在家中尤其是在子女面前吸烟，且香

烟和烟具不要在家中随意放置。本次调

查中香烟的第二来源是“自己购买”，且

有74．3％的学生表示“很容易买到烟”，

说明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香烟的法律

并未得到很好贯彻落实。有研究认为，

获得香烟是青少年吸烟的最重要始动

因素，而限制其获得香烟可使吸烟的危

险性大大降低¨8I。沈少君等n6，调查显

示，学校周边200 m内有售烟点的学校，

学生尝试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均高于无

售烟点学校，吸烟报告率均随烟草销售

点的增加而增高。提示教育、卫生和工

商行政管理部门需加大监管力度，采取

和实行有效的行政措施确保不向未成年

人销售香烟n 9j，为控制学生吸烟提供良

好的社会支持环境。吸烟家长也应注意

尽量不要让自己的买烟、吸烟行为影响

到子女。我国目前烟草的价格偏低或低

价烟较易获得也是控烟的不利因素。相

关资料显示，青少年对烟草价格的变化

比成人更敏感，在烟草价格提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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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山东省小学生尝试吸烟／现在吸烟

logistic回归分析赋值

变量 赋值

尝试吸烟

现在吸烟

性别

独生子女

家人吸烟

见过老师吸烟

同学吸烟

城乡

地区

年级

学习成绩

烟草危害知识

母亲职业

家庭年收入f万元)

是=I，否=0

是=1，否=0

男=l，女=0

是=l。否=0

是=1．否=O

是=1，否=0

是=1．否=0

城=l，乡=0

威海=00，莱芜=lO，聊城=0I

三年级=000，四年级=100，五年级=010，

六年级=001

优秀冲上=00，中等=10，中下／较差=01

及格=l，不及格=0

农民=000000000，农民工=100000000，公务

员=010000000，专业技术人员=001000000，

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000100000，工人=

000010000，个体工商户=000001000，l临时工

或下岗人员=000000100，离退休人员=

000000010，其他：000000001

<O．5=000000，0．5～=100000，1～=010000，

2～=001000。3一=000100，5～=000010，

>】O=00000】

表3山东省小学生尝试吸烟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下，青少年决定不吸烟的可能性是成人的3倍¨⋯。

可见防止青少年吸烟行为的政策干预相较其他的健

康促进策略更具潜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把限制

青少年获得香烟作为控烟政策n 9’2⋯。鉴于尝试吸烟

年龄愈来愈小的趋势和吸烟人群低龄化的趋势，应

表4 山东省小学生现在吸烟影响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将中小学生烟草暴露监测纳入国家烟草监测系统，

建立规范的抽样标准和监测指标，以便于进行国内

外的比较和深人的分析，准确掌握学生烟草暴露的

规律和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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