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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山东省高年级小学生 2012年与 2019年烟草使用和暴露情况。方法 采用

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山东省东、中、西部各抽取 1个市进行监测，每个市随机抽取城市和农村

小学各 2 所，由研究对象匿名填写调查问卷，2012年和 2019年分别调查 3~6年级学生 5 861人和

4 021人。采用χ2检验对不同组别的情况进行比较。结果 山东省高年级小学生 2012年和 2019年的

尝试吸烟率分别为 6.0%和 6.3%，现在吸烟率分别为 1.2%和 2.3%。尝试吸烟率 2012年的男女生性别

比为 2.56∶1，2019年缩小为 1.31∶1，现在吸烟率 2012年的男女生性别比为 2.43∶1，2019年缩小为

2.00∶1。公共场所烟草暴露率分别为 50.5%和 41.4%，家庭烟草暴露率分别为 49.7%和 46.4%。两个

场所的烟草暴露率均有所降低，家庭烟草暴露的降低幅度（3.3%）小于公共场所的降低幅度（9.1%），

且 2019年高年级小学生家庭烟草暴露率已高于公共场所。结论 山东省高年级小学生的烟草使用

情况不容忽视，特别是现在吸烟率和女生的烟草使用增长趋势较为严峻。公共场所和家庭的烟草暴

露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家庭烟草暴露情况仍需重点、持续地进行关注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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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nges in tobacco use and exposure i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in 2012 and 2019. Methods A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in the survey. In 2012 and 2019, 5 861 and 4 021 students from
3 different cities of Shandong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population. The questionnaire was
filled anonymously by the subjects. χ2 test was conduct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groups.
Results In 2012 and 2019, the rate of attempting smoking among pupils under this study 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6.0％ and 6.3%, respectively, while the current smoking rate were 1.2％
and 2.3%, respectively. The sex ratio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attempting to smoke was 2.56∶1 in
2012 and 1.31∶1 in 2019. The sex ratio of current smoking rate was 2.43∶1 and 2.00∶1, respectively
in 2012 and in 2019. The rate of tobacco exposure in the public places was 50.5％ and 41.4%,
respectively. The rate of tobacco exposure in family was 49.7% and 46.4%, respectively. Two rates of
tobacco exposure decreased, but the reduction in family (3.3%) was far less than that in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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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s (9.1%). In 2019, the rate of tobacco exposure in family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public places.
Conclusions The tobacco exposure rate declined in senior pupils in Shandong province.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still grim for the current smoking rate, growth trend of girls tobacco use, and tobacco
exposure in family.

【Key words】 Tobacco exposure; Analysis; Pupil
Fund program: Projects of Medical and Health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gram in Shandong

Province (202012071413)

烟草使用是可预防死因［1］，我国每年因吸烟引

起的相关疾病所致死亡人数超过 100万。大量研

究证明，大多数吸烟者始自青少年，30%~50%的青

少年尝试吸烟后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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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8年中国控制吸烟报告》指出，我国青

少年尝试吸烟率和现在吸烟率逐年上升，加之令人

忧虑的吸烟人群的低龄化趋势，故让尚未接触烟草

的儿童远离烟草，免受烟草危害应该作为控烟工作

的重要目标［3-4］。为了解小学生烟草使用和烟草暴

露现状，山东省于 2012年和 2019年分别对小学生

烟草使用和暴露进行调查。

对象与方法

1.样本来源：综合考虑地理分布和经济发展水

平的差异，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2012年
在山东省东、中和西部地区各抽取 1个市作为调查

市，在各市随机抽取 1个调查县（区），从中随机抽

取小学 4所，城市和农村小学各 2所，每所学校的

3~6年级分层随机抽取 2~3班的所有学生作为调查

对象。2019年采用同样的抽样方法抽取 4个市进

行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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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进行问卷填写说

明，由学生匿名、自行填写调查问卷，问卷的主要内

容包括基本情况、烟草使用和暴露情况等。

3.指标定义：采用“中国青少年健康相关/危险

行为调查”中对学生烟草使用和烟草暴露的定义。

尝试吸烟指曾经尝试过吸烟，即使只吸一两口；现

在吸烟指最近 30 d内曾吸过烟；公共场所烟草暴露

是指在过去 7 d有家人或者其他人在交通工具或者

室内公共场所（包括餐厅、教室、商场、电影院、网吧

等）内当面吸烟；家庭烟草暴露是指长期生活在一

起的家人中（≥1年）有人吸烟。

4.质量控制：问卷调查使用统一的指导语，研

究对象匿名填写调查表。质控人员现场解答被调

查学生的疑问，并负责收集、审核调查问卷，剔除漏

填率≥5%的问卷。

5.统计学分析：使用EpiData 3.1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双录入、SPSS 19.0软件进行资料整理与

分析。采用率/构成比描述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

征、烟草使用和烟草暴露情况，采用 χ2检验对不同

组别的情况进行比较，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基本情况：2012年的调查获得有效问卷

5 861份，问卷有效率为 96.9%，学生年龄为（10.7±
1.3）岁，其中男生 2 902人（49.5%），女生 2 959人
（50.5%）；2019年获得有效问卷 4 021份，问卷有效

率为 95.0%，学生年龄为（10.8±1.3）岁，其中男生

2 198人（54.7%），女生1 823人（45.3%）。

2. 尝试吸烟情况：2012年山东省高年级小学

生尝试吸烟率为 6.0%，2019年为 6.3%，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性别比较两年均为男生高于女生，但

2019年男生的尝试吸烟率低于 2012年，2019年女

生的尝试吸烟高于 2012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尝试吸烟率 2012年的男女生性别比为 2.56∶1，
2019年缩小为1.31∶1。见表1。

3. 现在吸烟情况：2012年山东省高年级小学

生现在吸烟率为 1.2%，2019年为 2.3%，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性别比较两年均为男生高于女生，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2019年男生和女生的现在吸烟率

表1 山东省高年级小学生2012年和2019年尝试吸烟情况

性别

男

女

合计

χ2值
P值

尝试吸烟人数（率，%）
2012年
252（8.7）
102（3.4）
354（6.0）
70.79
<0.001

2019年
155（7.1）
98（5.4）
253（6.3）
4.61
0.032

χ2值

4.54
10.47
0.26

P值

0.033
0.001
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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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2012年均有显著升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现在吸烟率 2012年的男女生性别比为 2.43∶1，
2019年缩小为2.00∶1。见表2。

4. 公共场所烟草暴露情况：2012年山东省高

年级小学生公共场所烟草暴露率为 50.5%，2019年
为 4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性别比较年内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年间的性别比较男女生均为

2019年低于2012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5.家庭烟草暴露情况：山东省高年级小学生家

庭烟草暴露率 2012年为 49.7%，2019年为 46.4%，

2019年显著低于2012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性别

比较年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年间比较男女生均

为2019年低于2012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表4。

讨 论

本研究中高年级小学生尝试吸烟率两年间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低于北京市调查的 2013年

和 2015年的 6.73%和 7.05%［5］，高于中国控制吸烟

协会 2012年在北京市、郑州市、开封市三地调查的

5.6%（男生为 8.9%，女生为 2.3%）［6］，其中男生的尝

试吸烟率均低于此调查中的男生尝试吸烟率，女生

的尝试吸烟率均高于此调查中的女生尝试吸烟率。

2019年山东省小学生的现在吸烟率较 2012年升高

较为明显，与北京市上述两年调查的 1.20%和

1.99%［5］相比，现在吸烟率的水平和增长趋势都较

接近。

进一步比较分析发现，虽然尝试吸烟率和现在

吸烟率都是男生高于女生，但男女生的性别差异逐

渐减小，提示应更加关注女生的吸烟率增长现象。

2013年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初中在校

学生烟草调查显示，初二和初三女生现在吸烟率为

2.6%，已超过 2010年≥15岁女性的 2.4%，其中有

9个省份的初中女生现在吸烟率>2.4%［7］。深圳市

青少年女学生的吸烟率也已高于成年女性［8］。近

30年，我国青少年吸烟虽以男性为主，但女性吸烟

率已出现上升趋势［9］。近年来女性的烟草流行形

势严峻，尤其是青少年女性的传统烟草和电子烟使

用均呈上升趋势［10］。女性吸烟的增长趋势在成人

烟草调查中也已显现，2017年中国广东省的调查

显示女性烟民增长迅速，10年增长接近 4倍［11］。中

国北京市CDC发布的 2018年中国互联网烟草营销

监测数据显示，女性及青年群体正成为我国互联网

平台上烟草营销信息的主要传播对象［12］。在意大

利 13~15岁青少年女性的吸烟率（26.3%）甚至高于

男性（20.6%）［13］，美国女性吸烟率也呈上升趋势，目

前也已接近男性吸烟率［14］。有研究显示，女生一旦

开始吸烟，未来戒烟意愿低于男生［15］，且女性戒烟

的成功率也低于男性［16］。英国对约 130万名女性

吸烟群体进行的前瞻性调查发现，与女性不吸烟者

相比，吸烟女性寿命平均减少超过 10年［17］。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提高，青少年吸烟

的男女差距可能会进一步减小［18］，建议教育和控烟

部门在实施控烟宣教时，应特别针对女性的性别特

点，将不良情绪、吸烟认知错误以及高年级的青少

年女性作为重点人群加以关注，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防止今后成年女性的吸烟率出现攀升［19］。

本研究中，高年级小学生 2012年和 2019年的

公共场所烟草暴露率均低于 2013年全国在校初中

生调查的 72.9%，但两年的家庭烟草暴露率均高于

此调查中 44.4%的家庭烟草暴露率［20］。进一步比

较发现，虽然两年间的公共场所和家庭烟草暴露都

表3 山东省高年级小学生2012年和2019年公共场所

烟草暴露情况

性别

男

女

合计

χ2值
P值

公共场所烟草暴露人数（率，%）
2012年

1 500（51.7）
1 462（49.4）
2 962（50.5）
3.05
0.081

2019年
936（42.6）
727（39.9）
1 663（41.4）
3.01
0.083

χ2值

41.55
41.27
80.71

P值

<0.001
<0.001
<0.001

表2 山东省高年级小学生2012年和2019年现在吸烟情况

性别

男

女

合计

χ2值

P值

现在吸烟人数（率，%）
2012年
50（1.7）
22（0.7）
72（1.2）
11.58
0.001

2019年
65（3.0）
28（1.5）
93（2.3）
8.91
0.003

χ2值

8.65
6.85
17.08

P值

0.003
0.009
<0.001

表4 山东省高年级小学生2012年和2019年
家庭烟草暴露情况

性别

男

女

合计

χ2值
P值

家庭烟草暴露人数（率，%）
2012年

1 463（50.4）
1 451（49.0）
2 914（49.7）
1.11
0.292

2019年
1 038（47.2）
828（45.4）
1 866（46.4）
1.31
0.253

χ2值

5.09
5.92
10.48

P值

0.024
0.01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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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降低，但家庭烟草暴露的降低幅度远远小于公

共场所的降低幅度，年内比较也显示，2012年公共

场所烟草暴露率高于家庭烟草暴露率，但 2019年
家庭烟草暴露率已高于公共场所的烟草暴露率，这

也反映出山东省近年来公共场所的控烟力度和控

烟效果要好于家庭控烟，家庭烟草暴露的影响因素

较为复杂［21-22］，家庭控烟工作因其私密性和干预渠

道的有限性等各种因素，比较难以推动和取得良好

效果［23-24］。家人是学生控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关键要素［25-26］，大量研究表明，家人吸烟不仅使

孩子更易发生二手烟暴露［27-28］，而且孩子吸烟的可

能性要比不吸烟的家庭高 2~4倍［29］，是学生吸烟行

为的危险因素［30-32］。

虽然我国在 2003年签署WHO《烟草控制框架

公约》后实施了一系列控烟政策，但显然并未有效

降低吸烟率，青少年、女性吸烟率增长显著，当前迫

切需要针对青少年、女性及家庭制定和实施更加切

实有效的控烟政策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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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常用缩略语
本刊对以下较为熟悉的一些常用医学词汇将允许直接用缩写，即在文章中第一次出现时，可以不标注中文和英文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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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M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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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RNA
PCR
RT-PCR
Ct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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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V
HEV

比值比
相对危险度
可信区间
第n百分位数
艾滋病
艾滋病病毒
男男性行为者
性传播疾病
脱氧核糖核酸
核糖核酸
聚合酶链式反应
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每个反应管内荧光信号达到设定的
阈值时所经历的循环数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脉冲场凝胶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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