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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的流行现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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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描述浙江省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的流行水平及其不同性别、学校分布特点，判断电

子烟的流行变化趋势，为青少年电子烟使用防控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方法抽取浙江省 60所中学共 7 663名学生进行调查，采用电子烟尝试使用率、电子烟使用率等指

标，依据浙江省中学生数进行加权计算。结果 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分别为 6.99%和

1.45%，电子烟易感率为 4.19%。其中男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以及电子烟易感率均高于女

生；农村学生电子烟吸烟率（2.07%）高于城市（0.48%）；职业高中学生的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电子烟

易感率最高（13.53%、6.91%），初中学生烟草易感率最低（2.96%）；父母有吸烟者的学生组，其电子烟

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以及电子烟易感率相对更高（8.63%、2.19%、5.23%）；“一周可支配零钱>50元”学

生组的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以及电子烟易感率最高（10.02%、2.54%、6.29%）。多因素分析发

现，相对于职业高中学生，普通高中生尝试吸电子烟比例较低（0.57倍），初中生尝试吸电子烟比例更

低（0.45倍）；相对于“一周可支配零钱>50元”的学生，“一周可支配零钱≤20元”的中学生尝试吸电子

烟比例较低（0.49倍）；男生、父/母吸烟的中学生尝试吸电子烟比例较高。结论 浙江省青少年存在

尝试使用电子烟和使用电子烟的现象，尤其在职业高中学生中。中学生电子烟的使用流行有随年龄

增长而上升的趋势。亟需学校重视预防学生电子烟使用的健康教育，抵制电子烟信息的传播，减少青

少年电子烟使用的易感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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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prevalence of e-cigarette use among adolescent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o analyze its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school types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controlling the use of e-cigarette among adolescent. Methods A total of 7 663
students from 60 middle schools through stratified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ing methods from
Zhejiang province were surveyed by using questionnaire. Indicators as tried to use e-cigarette rate,
current e-cigarette using rate,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collected. All data were weighted by age
proportions of adolescent in Zhejiang.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tried to use and current using
e-cigarett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6.99% and 1.45%,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ere
4.19% juniors who were susceptibility to future e-cigarette use. The rate of tied to use e-cigarette,
current using e-cigarette and susceptibility to future e-cigarette use were higher in boys than in gi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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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te of current using e-cigarette was 2.07% for rural and 0.48% for urban.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ad the highest rate of tried to use e-cigarette and susceptibility to future e-cigarette
use (13.53%, 6.91%). Junior school students (2.96%) had the lowest level of susceptibility to future
tobacco use. The rate of tried e-cigarette use and current e-cigarette use and susceptibility to future
e-cigarette use were higher in the group of "One of students' parents was smoker" (8.63%, 2.19%,
5.23%). The highest rate of current smoking was found in the group of "Weekly allowance more than
50 Yuan" (10.02%, 2.54%, 6.29%). Compared to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enior school
student (OR=0.57) and junior school students (OR=0.45) were less likely to try to use e-cigarette.
Students whose weekly allowance were less than 20 Yuan were less likely to try to use e-cigarette
(OR=0.49). Students who were boys (OR=5.44) and one of their parents was smoker (OR=1.59) were
more likely to try to use e-cigarette. Conclusions There wer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ith tried
e-cigarette use and current e-cigarette use, especially in technical secondary schools. The prevalence
of e-cigarette us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creased with age. It is important to further
spread of e-cigarette knowledge widely and deeply, and reduce the susceptible population of
adolescents using e-cigarettes.

【Key words】 E-cigarette; Adolescents; Cross-sectional survey
Fund program: Tobacco Surveillance Resources from Central Government 2019

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

之一，是人类健康所面临最大的可以预防的危险因

素［1］。烟草流行在发达国家已经呈下降趋势［2］，但

是电子烟使用率逐年上升，尤其是在青少年人群

中［3］。电子烟烟雾增加空气中丙二醇、甘油、尼古

丁、细颗粒物、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多环芳烃等的

浓度；长期使用可能会增加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肺癌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3］，还对青少年的大

脑发育产生远期的不良影响［4］。为此，2019年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

少年控烟工作的通知》［5］，对青少年控烟工作尤其

是电子烟专门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掌握中学生的

使用电子烟行为以及与其相关的知识和态度，使控

烟干预更加有效［6］，2019年 5-7月本研究依托中央

补助地方财政项目，对浙江省在校中学生的电子烟

使用行为进行流行病学研究分析。

对象与方法

1.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

方法对浙江省的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的在校

学生进行抽样。首先根据城乡分层，采用与人口规

模成比例的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 10个监测县

（市、区）；其次在每个监测县（市、区）内，抽取 6所
学校（包括 3所初中、2所高中、1所职业高中），共抽

取 36所学校；最后对每所被抽中学校的每个年级

使用简单随机法抽取 1个班级，班级中所有在校的

学生全部参与调查。

2. 调查方法：采用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问卷

（GYTS）［7］，匿名自答的方式进行现场调查，本研究

涉及的问卷主要内容包括学生人口学信息、电子烟

使用、电子烟易感情况，以及电子烟相关信息情

况等。

3.标准及定义：电子烟尝试使用率：既往曾经

尝试使用过电子烟（即使只吸过一两口）的青少年

在青少年人群中的百分比；电子烟使用率：过去

30 d使用过电子烟的青少年在青少年人群中的百

分比。电子烟易感者是指从未使用过电子烟，未来

很可能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本研究根据被调查者

“在未来的 12个月内认为自己可能会使用电子烟”

来判断其未来有使用电子烟的可能性［8］；电子烟易

感率是指电子烟易感者在未使用电子烟者中的百

分比。

4. 统计学分析：数据整理和样本加权由中国

CDC完成，样本加权为基本权重、未应答权重和后

分层校正调整权重的乘积。所有分析中均使用样

本权重，得出人群参数点估计值及其 95%CI，率间

差异采用复杂抽样的 χ2分析。以尝试吸电子烟为

因变量，研究对象的性别、城乡、学校类型、父母吸

烟情况、可支配零钱（元/周）等为自变量，采用复杂

抽样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学生尝试吸电子烟的

影响因素；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所有

分析在SPSS 18.0软件复杂抽样模块中进行。

结 果

1.一般情况：共有 7 737名在校初中生和高中

生参加调查，最终纳入 7 663人进行分析，其中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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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82人，女生 3 781人；城市学生 3 712人，农村学

生 3 951人；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学生分别为

3 964、2 597、1 102人。见表1。

2.电子烟使用情况：浙江省中学生电子烟尝试

使用率和使用率分别为 6.99%和 1.45%，电子烟易

感率为 4.19%。根据浙江省教育厅提供的中学生

人口数据，推算目前浙江省中学生中有

4.21万电子烟使用者和 12.22万电子烟

易感者。总体来看，男生的电子烟尝试

使 用 率 和 使 用 率 分 别 为 11.12% 和

2.46%，电子烟易感率为 6.22%，均高于

女生（2.36%、0.31%、1.91%），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农村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率

（2.07%）高于城市学生（0.48%），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职业高中学生的电子烟

尝 试 使 用 率 和 电 子 烟 易 感 率 最 高

（13.53%、6.91%），高 于 普 通 高 中

（7.29%、4.90%）和初中（4.72%、2.96%），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父母至少有一方

吸烟”学生组的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

用率（8.63%、2.19%），比“父母均不吸

烟”学生组（5.34%、0.71%）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学生一周可支配零钱越多，

其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以及电

子烟易感率相对更高；其中“一周可支

配零钱>50元”学生组的电子烟使用率

是“一周可支配零钱≤20元”学生组的 4倍多，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3.尝试吸电子烟的影响因素分析：根据单因素

分析结果，将中学生是否尝试吸电子烟作为自变量

指标，将性别、城乡、学校类型、父母吸烟情况、一周

可支配零钱（元）等变量引入复杂抽样的 logistic回
归模型逐步筛选变量。结果显示，性别、学校类型、

父母吸烟情况、一周可支配零钱（元）是影响研究对

象尝试吸电子烟的 4个主要因素。相对于职业高

中学生，普通高中学生尝试吸电子烟比例较低

（0.57倍），初中生尝试吸电子烟比例更低（0.45倍）；

相对于“一周可支配零钱>50元”的中学生，“一周

可支配零钱≤20元”的中学生尝试吸电子烟比例较

低（0.49倍）；男生、父/母吸烟的中学生尝试吸电子

烟比例较高，分别是5.44倍和1.59倍。见表3。
4.电子烟促销信息传播情况：分析信息传播渠

道发现，在过去 30 d内，有 23.95%的学生至少通过

一种渠道看到电子烟促销信息；前三位的信息渠道

依次为“商店/超市/便利店/杂货店”（12.42%）、“电

视”（9.70%）、“电子烟体验店/销售店”（8.36%）。相

对于男生，女生在“商店/超市/便利店/杂货店”接收

电子烟促销信息的比例更高。职业高中、“父/母吸

烟”“一周可支配零钱>50元”的学生在网站上接收

表2 浙江省不同人口学特征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使用和易感情况

人口学特征

性别

男

女

城乡

城市

农村

学校类型

初中

普通高中

职业高中

父母吸烟情况

至少有一方吸烟

均不吸烟

可支配零钱（元/周）

≤20
21~
>50

合 计

电子烟尝试使用

率（%）

11.12b
2.36

5.60
7.89

4.72b
7.29
13.53

8.63b
5.34

4.50b
6.11
10.02
6.99

95%CI

7.89~15.46
1.62~3.43

3.72~8.34
5.23~11.74

3.87~5.75
5.49~9.63
7.41~23.43

6.03~12.22
4.24~6.72

3.52~5.72
3.43~10.67
7.08~13.99
5.12~9.49

电子烟使用

率（%）

2.46b
0.31

0.48c
2.07

1.03
1.52
2.62

2.19b
0.71

0.64b
0.96
2.54
1.45

95%CI

0.90~6.53
0.16~0.57

0.30~0.75
0.73~5.73

0.64~1.64
0.34~6.50
0.61~10.58

0.83~5.63
0.25~1.97

0.29~1.39
0.47~1.96
0.84~7.45
0.56~3.70

电子烟易感 a

率（%）

6.22b
1.91

3.53
4.60

2.96c
4.90
6.91

5.23c
3.14

2.75b
3.06
6.29
4.19

95%CI

4.79~8.04
1.23~2.95

2.74~4.54
3.47~6.08

2.28~3.85
3.11~7.63
4.62~10.21

3.71~7.34
2.58~3.81

2.07~3.63
2.09~4.47
4.36~9.00
3.39~5.16

注：a从未使用电子烟者中今后可能会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复杂抽样的 χ2分析；
bP<0.01；c P<0.05

表1 浙江省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监测人口学特征

变量

性别

男

女

城乡

城市

农村

学校类型

初中

普通高中

职业高中

吸烟情况

父/母吸烟

均不吸烟

可支配零钱（元/周）

≤20
21~
>50

已加权

百分比（%）

52.95
47.05

39.08
60.92

55.49
26.43
18.08

50.07
49.93

38.84
22.58
38.58

样本人数

1 540 860
1 369 119

1 137 183
1 772 796

1 614 623
769 236
526 120

1 457 172
1 452 807

1 130 112
657 204
1 122 663

未加权样
本量

3 882
3 781

3 712
3 951

3 964
2 597
1 102

3 893
3 770

2 869
1 712
3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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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促销信息的比例更高。女生、“父母有一方

吸烟”“一周可支配零钱>50元”的学生在网络社交

媒体接收电子烟促销信息的比例更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4。

讨 论

我国浙江省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

率分别为 6.99%和 1.45%，远高于 2018年全国成年

人电子烟使用率（0.5%）［9］，略低于全国中学生电子

烟使用率（初中生为 2.7%、高中生为 3.0%）［7］，远低

于美国 2013年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13.4%）［10］和

韩国 2011年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4.7%）［11］。从流

行特征来看，中学生的电子烟使用率已经大幅超过

成年人水平，这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男生高于女

生，农村高于城市，职业高中学生的电子烟尝试使

用率和使用率均最高，与全国的调查结果类似［7］。

研究还发现父母有一方吸烟或一周可支配零钱越

多，青少年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相对更高。

当其家庭有吸烟环境，或有足够可自由支配的零

钱，往往会尝试新事物的缘故，需引起重视。

浙江省青少年学生中有 12.22万电子烟易感者

（电子烟易感率为 4.19%），低于 2015年初中生烟草

使用的易感率（7.72%）［8］。初中生中烟草易感者比

例最低，在这一时期开展控烟健康教育的效果最

佳；青少年时期是行为和生活方式形成和发展的重

要阶段，这些尚未成为电子烟使用者的青少年学

生，对电子烟危害缺乏正确的认知，对其开展干预，

有助于改变其不良的生活方式；青少年电子烟易感

者是电子烟干预工作中的重点对象。

研究发现，近 1/4的中学生至少通过一种渠道

看到过电子烟促销信息。电子烟可以设计成钢笔、

U盘等新奇的外形，又可以添加各种甜味、糖果、水

表4 浙江省中学生电子烟促销信息接收情况（%）
分 组

性别

男

女

城乡

城市

农村

学校类型

初中

普通高中

职业高中

父母吸烟情况

父/母吸烟

均不吸烟

可支配零钱（元/周）

≤20
21~
>50

合 计

电子烟
体验店/
销售店

8.93
7.72

7.65
8.81

8.20
7.15
10.59

8.54
8.17

8.11
7.87
8.89
8.36

商店/超市/
便利店/
杂货店

11.57
13.39a

11.02
13.32

11.98
11.73
14.80

11.60
13.25

10.81
12.26
14.15
12.42

报纸/
杂志

5.14
5.26

5.00
5.32

5.25
4.53
6.00

4.98
5.41

4.44
6.10
5.43
5.19

电视

9.20
10.26

9.12
10.07

9.61
7.80
12.75a

9.76
9.63

9.14
10.48
9.80
9.70

广播

2.47
2.47

2.08
2.72

2.69
1.38
3.39

2.49
2.45

2.49
2.27
2.57
2.47

户外
广告牌

3.30
3.75

3.45
3.55

3.13
5.31
2.04

2.33
4.70

2.85
2.35
4.86
3.51

网站

6.36
6.18

6.87
5.90

5.50
5.96
9.10a

6.86a
5.69

4.63
6.29
7.93a
6.27

网络社
交媒体

4.52
6.11a

5.33
5.23

5.09
4.82
6.47

5.99a
4.54

4.17
5.68
6.14a
5.27

体育赛
事等社
会活动

0.94
0.70

0.95
0.75

0.99
0.80
0.38

0.78
0.88

0.74
0.77
0.95
0.83

合计
（%，95%CI）

23.38（20.20~26.89）
24.58（21.35~28.13）

21.79（19.25~24.56）
25.33（21.04~30.16）

21.98（19.10~25.15）
24.22（19.20~30.07）
29.58（23.02~37.11）

24.36（21.83~27.09）
23.53（19.07~28.66）

21.22（19.02~23.60）
24.07（20.42~28.14）
26.63（21.31~32.72）
23.95（21.02~27.15）

注：复杂抽样的χ2分析，aP<0.05

表3 浙江省中学生尝试吸电子烟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性别

男

女

城乡

城市

农村

学校类型

初中

普通高中

职业高中

父母吸烟情况

父/母吸烟

均不吸烟

可支配零钱（元/周）

≤20
21~
>50

β值

1.69

-0.28

-0.80
-0.56

0.46

-0.71
-0.40

sx

0.23

0.19

0.21
0.17

0.08

0.16
0.25

统计量

7.24

-1.50

-3.85
-3.32

5.79

-4.54
-1.60

P值

<0.001

0.172

0.005
0.011

<0.001

0.002
0.149

OR值（95%CI）

5.44（3.17~9.34）
1.00

0.75（0.49~1.17）
1.00

0.45（0.28~0.73）
0.57（0.38~0.84）
1.00

1.59（1.32~1.91）
1.00

0.49（0.34~0.70）
0.67（0.38~1.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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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口味的调味剂，本身对青少年就会产生很大的吸

引力［12］；而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是行为和生活方

式养成的重要阶段，能快速接受信息，对烟草广告、

促销和赞助的信息更为敏感［13］。因此，必须加强电

子烟信息的渠道管理，抵制电子烟信息的传播，减

少其对青少年的不良影响。中学生接收信息的正

确性和暴露强度将直接影响其吸烟行为的发展［14］；

而家庭的有烟环境、学生过多的零钱，又会给中学

生使用电子烟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要加强电子

烟的防控宣传，落实课堂健康教育，增加健康信息

的内容量和播放频次，增加中学生对电子烟的正确

认知，减少其成为电子烟使用者的可能。

综上所述，浙江省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的流行，

随年龄增长有上升的趋势；且中学生对电子烟有一

定的易感率，存在尝试使用电子烟和使用电子烟的

现象，尤其在职业高中学校。为此，学校要重视预

防学生电子烟使用的健康教育，在课程中增加电子

烟危害的健康知识，抵制电子烟信息的传播，减少

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的易感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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