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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山东省青少年电子烟和卷烟的双重使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产生双重

使用的原因。方法　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山东省共抽取中学在校学生 7 999 人进行

自填问卷调查。对样本进行加权后，使用 SPSS 25.0 软件复杂抽样模块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山东

省青少年电子烟和卷烟双重尝试的比例为 7.7%，双重使用的比例为 1.3%。男生、好友吸烟、过去 7 d
二手烟暴露是双重使用的危险因素。双重使用者与仅吸卷烟者相比，在戒烟方面的认知和行为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双重使用者吸电子烟的原因主要为好奇。结论　山东省青少年电子烟和卷

烟双重使用行为普遍存在，其影响因素与传统卷烟类似。双重使用并非戒烟的过渡阶段，双重使用者

未来持续吸烟的可能性较高，应引起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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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tatus and its associated factors of dual 
use of e-cigarettes and cigarettes among adolesc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explore the reasons 
for dual use behavior. Methods　 A self-administered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7 999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o were selected by stratified multi-stage cluster sample method. Data were 
weighted and analyzed by the SPSS 25.0 complex program. Results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attempting and current dual use of e-cigarettes and cigarettes among adolescents 
appeared as 7.7% and 1.3%, respectively. Male, friends smoking, and secondhand smoke exposure in 
the past 7 days were risk factors for dual use. Compared with cigarette smokers, dual users have no 
differences in cognition and behavior in quitting smoking (P>0.05). The main reason for dual users 
to smoke e-cigarettes was curiosity. Conclusions　Dual use of e-cigarettes and cigarettes is common 
among adolesc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similar to traditional 
cigarettes. Dual use is not a transitional stage for smoking cessation. Dual users are more likely to 
continue smoking in the future, which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and conc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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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的双重或多重使用指同时使用≥2 种烟草

制品［1］。近年来，随着新型烟草产品的多样化和可

及 性 增 高 ，烟 草 的 双 重 或 多 重 使 用 现 象 不 断 增

多［2］，而随着电子烟的普及，目前常见的双重使用

组合是卷烟和电子烟［3-4］。国内外对电子烟和卷烟

的双重使用均有研究［5-6］，但尚缺少针对青少年双

重使用人群进行深入研究的报道。本研究使用

2021 年中国青少年烟草流行监测山东省的数据，

分析了电子烟和卷烟双重使用行为的流行现状及

其影响因素，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及与戒烟的关系，

为进一步开展干预提供基础数据。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本研究使用 2021 年中国青少年

烟草流行监测山东省的数据，该监测采用分层多阶

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首先，采用与人口数量规模

成比例的整群抽样方法（PPS），在山东省抽取 10 个

监测区（县）。在每个区（县）内，采用 PPS 抽取 3 所

初中、2 所普通高中（普高）和 1 所职业高中（职高），

无职高的用普高代替。用于抽样的学校包括辖区

内所有含初中和高中（普高和职高）的公立和私立

学校，排除学生数<40 人的学校。从每所被抽中学

校的每个年级采用简单随机法抽取 1 个班级，调查

当日班级中所有在校学生。本研究通过中国 CDC
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文号：202110），调查对象或

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2. 调查方法：使用中国 CDC 提供的 2021 年中

国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问卷，采用学生自填问卷的

方式，调查时向学生说明调查目的和方法，承诺匿

名和对结果保密，每份问卷经检查无漏项、跳项等

问题后当场收回。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

情况、烟草使用、戒烟、二手烟暴露等信息。

3. 指标定义：尝试吸烟：截至调查时，尝试吸过

烟，即使是一两口；现在吸烟：最近 30 d 内，至少有

1 d 吸过烟；烟草依赖：对于问题“你是否曾经早晨醒

来就吸烟或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想吸烟”，如果调

查对象回答“是”，则认为其处于烟草依赖状态［7］。

4. 统计学分析：调查数据录入、清洗和加权由

中国 CDC 控烟办公室统一进行。样本权重的计算

分为 3 个步骤［8］：①根据抽样步骤计算抽样权重：抽

样权重=监测点抽样权重×学校抽样权重×班级抽

样权重；②进行无应答调整：无应答调整权重=学校

水平无应答调整权重×班级水平无应答调整权重×
个体水平无应答调整权重；③事后分层校正调整权

重：按城乡、性别、学校类型、年级进行事后分层校

正调整。每个调查对象的最终权重数由抽样权重、

无应答调整权重和事后分层校正调整权重相乘得

出。本研究均采用最终权重。采用 SPSS 25.0 软件

的复杂抽样模块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参数点估计

值 及 其 95%CI，率 间 差 异 比 较 采 用 χ2 检 验 ，采 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吸烟行为的影响因素。双侧检验，

检验水准 α=0.05。

结 果

1. 基本情况：共抽取 56 所学校，均参加了调

查 。 调 查 学 生 数 为 7 999 人 ，完 成 有 效 问 卷

7 824 份，应答率为 97.8%。加权后，完成问卷的

7 824 人代表了山东省青少年 6 053 826 人。其中，

男生 4 082 人（53.2%），女生 3 742 人（46.8%）；初中

4 108 人（58.1%），普 高 2 975 人（29.1%），职 高

741 人（12.8%）；城市学生 3 488 人（40.8%），农村学

生 4 336 人（59.2%）。

2. 不同类型烟草产品使用情况：21.2% 的青少

年曾尝试至少 1 种烟草产品，其中，7.7% 仅尝试电

子烟，5.8% 仅尝试卷烟，7.7% 双重尝试；仅尝试电

子 烟 、仅 尝 试 卷 烟 和 双 重 尝 试 者 分 别 占 36.2%、

27.3% 和 36.5%。4.7% 的青少年现在使用至少 1 种

烟草产品，其中，1.7% 仅吸电子烟，1.6% 仅吸卷烟，

1.3% 双重使用；仅吸电子烟、仅吸卷烟和双重使用

者分别占 37.0%、34.6% 和 28.4%。见表 1。

3. 不同类型烟草产品使用者人口学特征：双重

使用、仅吸电子烟、仅吸卷烟者在性别、学校类型的

表 1 山东省青少年不同类型烟草产品使用情况

吸烟类型

电子烟

卷烟

电子烟+卷烟

合    计

尝试吸烟

人数

581
439
597

1 617

比例（%，95%CI）
7.7（6.3~9.3）
5.8（4.6~7.3）
7.7（5.2~11.4）

21.2（16.3~27.0）

构成比（%，95%CI）
36.2（30.3~42.5）
27.3（24.7~30.1）
36.5（30.8~42.5）

100.0

现在吸烟

人数

129
119
101
349

比例（%，95%CI）
1.7（1.1~2.8）
1.6（1.1~2.5）
1.3（0.8~2.1）
4.7（3.1~7.1）

构成比（%，95%CI）
37.0（32.5~41.8）
34.6（30.0~39.6）
28.4（21.4~36.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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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城乡、年龄和零

花钱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2。

经两两比较，双重使用者与仅吸电子烟者学校类型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36，P=0.012），与仅吸卷

烟者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9，P=0.016）。

4. 电子烟和卷烟双重使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生、农村、零花

钱≥21 元、老师吸烟、好友吸烟、过去 7 d 二手烟暴

露是双重尝试电子烟和卷烟的危险因素；男生、好

友吸烟、过去 7 d 二手烟暴露是双重使用电子烟和

卷烟的危险因素。见表 3。

5. 电子烟和卷烟双重使用认知和行为：双重使

用者和仅吸卷烟者相比，知晓一旦开始吸烟肯定很

难戒掉、烟草依赖、现在想戒烟和过去 12 个月内曾

尝试戒烟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见表 4。

双重使用者中，81.5%（95%CI：76.2%~85.8%）

先吸卷烟，18.5%（95%CI：14.2%~23.8%）先吸电子

烟 。 使 用 电 子 烟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40.0%（95%CI：
27.0%~54.6%）为 好 奇 ，15.0%（95%CI：5.7%~
34.1%）为 认 为 其 危 害 小 ，10.3%（95%CI：4.9%~
20.2%）为戒烟，9.5%（95%CI：5.4%~16.4%）为身边

其他人在使用，7.8%（95%CI：2.6%~21.6%）为认为

很时尚，6.5%（95%CI：1.4%~25.1%）为无烟政策限

制，10.9%（95%CI：3.6%~28.3%）为其他。

讨 论

随着烟草市场格局的迅速变化，烟草的使用模

式也在改变，其中包括双重或多重烟草使用越来越

普遍［1］。与年长者相比，年轻人更容易接纳新型烟

草产品，双重/多重使用更多见［2］。美国的一项研究

显示，4 年内高中生烟草的双重使用流行率从不到

1.0% 增长至 6.6%［9］。近年来，电子烟的流行率逐

年增高［10-11］，卷烟和电子烟已成为最常见的双重使

用组合［3-4］。2018 年中国成人烟草流行监测显示，

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成年人中，90.6% 为双重使用

者［12］。爱尔兰的一项调查显示，15~16 岁青少年

中，仅吸电子烟者占 5.1%，仅吸卷烟者占 7.7%，双

重使用者占 9.3%［13］。

本研究 7.7% 的青少年双重尝试电子烟和卷

烟，1.3% 双重使用电子烟和卷烟，双重使用在不同

类型吸烟行为中所占的比例较高，说明双重使用在

山东省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目前双重和多重使用

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尚不清楚［14-15］，但烟草的双重和

多重使用比单一使用更容易接触到多种烟草制品

中的有害成分如尼古丁［16-18］，其对健康的影响需要

密切关注。双重使用行为的产生和流行率的增加，

已成为需要重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应给予关注并进

行监测，从而衡量其发展趋势并预测这些趋势的健

康后果，制定有效的预防和健康宣传战略。

本研究显示，双重使用与吸传统卷烟有许多共

同的影响因素［8］，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青少年的烟草

暴露情况，如好友的吸烟行为、公共场所二手烟暴

露是双重使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还发现，不

同类型烟草使用者在人口学特征方面差异并不大。

故针对传统烟草产品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应同样适

用于双重使用［19］。

表 2 山东省青少年不同类型烟草产品使用者人口学特征（%，95%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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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组（岁）

≤15
≥16

零花钱（元）

≤20
≥21

双重使用

77.4（61.1~88.2）
22.6（11.8~38.9）

30.7（8.6~67.6）
69.3（32.4~91.4）

31.6（12.2~60.6）
28.0（12.0~52.6）
40.4（13.2~75.2）

48.5（29.8~67.7）
51.5（32.3~70.2）

71.9（49.6~87.0）
28.1（13.0~50.4）

仅吸电子烟

69.4（59.4~77.9）
30.6（22.1~40.6）

27.2（10.5~54.2）
72.8（45.8~89.5）

49.2（26.7~72.0）
31.6（15.6~53.5）

19.2（6.0~46.9）

55.3（32.8~75.8）
44.7（24.2~67.2）

60.7（43.1~75.9）
39.3（24.1~56.9）

仅吸卷烟

88.5（80.4~93.5）
11.5（6.5~19.6）

28.7（11.5~55.5）
71.3（44.5~88.5）

40.3（21.8~62.0）
20.7（9.7~38.8）

39.0（16.3~67.7）

52.3（30.3~73.4）
47.7（26.6~69.7）

63.4（52.7~72.8）
36.6（27.2~47.3）

χ2值

13.45

0.34

17.69

1.03

3.28

P 值

0.009

0.725

0.018

0.469

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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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对于双重使用电子烟和卷烟的形成原因

和发展趋势研究仍不足。成年期双重使用可能是

吸烟者向戒烟的过渡阶段［20］，该人群认为电子烟比

卷烟危害小［21］，希望通过吸电子烟来减少直至停止

吸卷烟［22］。而在青少年中，却往往并不代表使用者

正在戒烟［23］。

对于双重使用电子烟和卷烟形成的原因，本研

究显示，绝大多数双重使用者先吸卷烟（81.5%），出

于对电子烟的好奇（40.0%），又增加了吸电子烟的

行为，由于电子烟危害小或戒烟而吸电子烟的仅占

15.0% 和 10.3%。本研究对双重使用者和仅使用卷

烟者在戒烟方面的认知和行为进行了比较，显示二

者在烟草依赖状态、对“戒烟很难”的认知、戒烟的

打算和尝试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支持青少

年双重使用并非为了戒烟的论断。说明青少年双

重使用者未来持续吸烟的可能性较高，应引起重视

和关注。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一是本研究为横断面调

表 3 山东省青少年双重尝试和双重使用电子烟和卷烟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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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组（岁）

≤15
≥16

零花钱（元）

≤20
≥21

父母吸烟

是

否

老师吸烟

是

否

好友吸烟

是

否

过去 7 d 二手烟暴露

是

否

双重使用

比例
（%，95%CI）

1.9（1.2~3.0）
0.6（0.3~1.5）

1.0（0.3~3.7）
1.6（1.2~2.0）

0.7（0.3~1.5）
1.3（0.7~2.3）
4.2（1.4~11.5）

1.0（0.6~1.7）
2.1（1.1~3.7）

0.6（0.3~1.3）
2.3（1.3~4.1）

1.8（1.1~2.8）
1.0（0.6~1.6）

2.4（1.6~3.6）
0.5（0.2~1.1）

4.7（3.3~6.6）
0.1（0.0~0.2）

2.6（1.9~3.6）
0.2（0.1~0.6）

单因素分析

χ2值

24.78

4.51

75.16

16.29

42.28

9.73

57.73

255.44

83.77

P 值

0.004

0.464

0.006

0.025

0.006

0.005

<0.001

<0.001

<0.001

多因素分析

OR 值（95%CI）

2.01（1.12~3.61）
1.00

1.00
1.12（0.35~3.57）

1.00
0.87（0.35~2.19）
3.20（0.84~12.17）

1.39（0.65~2.96）
1.00

1.00
1.89（0.97~3.68）

0.94（0.65~1.35）
1.00

2.12（0.96~4.70）
1.00

31.75（8.34~120.90）
1.00

5.33（2.32~12.25）
1.00

P 值

0.025

0.834

0.732
0.080

0.350

0.058

0.690

0.061

<0.001

0.002

双重尝试

比例
（%，95%CI）

11.5（7.7~16.8）
3.5（1.9~6.1）

4.6（2.5~8.3）
9.9（6.4~15.0）

5.5（2.6~11.2）
9.1（6.1~13.5）

14.6（7.5~26.8）

5.9（3.1~11.1）
11.5（8.2~15.8）

5.2（2.9~9.0）
11.5（8.1~16.1）

10.0（6.8~14.5）
5.8（3.9~8.7）

13.3（9.5~18.4）
3.3（2.3~4.8）

24.0（20.4~28.2）
1.7（1.2~2.3）

13.3（9.8~17.8）
2.9（1.8~4.5）

单因素分析

χ2值

176.04

74.53

105.51

75.31

105.89

47.95

270.28

1 087.56

294.37

P 值

<0.001

0.038

0.028

0.03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多因素分析

OR 值（95%CI）

2.90（2.30~3.65）
1.00

1.00
1.89（1.19~3.01）

1.00
0.62（0.36~1.06）
1.29（0.75~2.20）

0.81（0.56~1.18）
1.00

1.00
1.57（1.23~2.01）

1.08（0.85~1.36）
1.00

1.78（1.31~2.40）
1.00

10.04（7.10~14.18）
1.00

2.66（2.20~3.22）
1.00

P 值

<0.001

0.013

0.074
0.311

0.234

0.003

0.477

0.002

<0.001

<0.001

表 4 山东省双重使用和仅吸卷烟青少年戒除卷烟的认知和行为（%，95%CI）

调查内容

知晓一旦开始吸烟肯定很难戒掉

烟草依赖状态

现在想戒烟

过去 12 个月内曾尝试戒烟

双重使用者

35.6（21.4~52.9）
28.0（12.5~51.3）
51.7（43.2~60.1）
73.7（51.5~88.1）

现在吸卷烟者

27.8（17.6~40.9）
18.4（10.3~30.8）
64.2（52.4~74.5）
84.9（73.1~92.1）

χ2值

1.54
2.29
1.92
3.09

P 值

0.128
0.293
0.158
0.278

··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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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无法确定双重使用行为产生的演变过程及其发

展趋势；二是双重使用者人数较少，对其影响因素

的分析可能存在一定偏倚。

综上所述，双重使用电子烟和卷烟在山东省青

少年中已普遍存在。双重使用者吸电子烟的原因

主要为好奇，双重使用并非戒烟的过渡阶段。应对

这一行为进行监测，探讨其出现的原因，判断其发

展趋势，制定有效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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