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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描述黑龙江省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制定省级青少年电子烟

防控策略提供循证依据。方法　2021 年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概率抽样方法，涵盖黑龙江省 10 个监测

区（县）56 所初、高中学校 180 个班级在校学生 8 340 人，抽中班级内学生统一自填问卷。采用

SAS 9.4 软件进行数据清洗加权和分析。采用 χ2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采用两水平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 8 329 份调查问卷纳入分析。黑龙江省中学生使用过电子

烟和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分别为 18.27% 和 5.46%。在使用过电子烟方面，男生（23.94%）高于女生

（12.35%）；职业高中生（39.18%）高于普通高中生（24.11%）高于初中生（11.27%）。在现在使用电子烟

方面，男生（7.08%）高于女生（3.76%）；职业高中生（14.56%）高于普通高中生（7.70%）高于初中生

（2.67%）。在一周内可支配的零花钱>40 元、身边父母、朋友、教师吸烟、现在吸卷烟、看到过电子烟广

告组内，使用过电子烟及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均在同组内相对较高。两水平 logistic 回归模型显

示，性别、现在是否吸卷烟、好友吸烟状况、是否看到过教师在学校吸烟、是否看到过电子烟广告、对电

子烟易感的态度是中学生现在使用电子烟的影响因素。结论　黑龙江省中学生使用过电子烟和现在

使用电子烟的比例较高。电子烟广告、好友吸烟状况、是否看到过教师在学校吸烟等是影响黑龙江省

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的主要因素，需要在全省无烟校园建设中，重点关注无烟环境的建设以及增加电子

烟危害知识相关健康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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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igarette use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formulating provincial youth e-cigarett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ies. Methods　A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probability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in 2021, with 8 340 studen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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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classes from 56 primary and high schools in 10 monitoring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The students in the selected classes filled out a unified questionnaire by 
themselves. SAS 9.4 software was used for data cleansing, sample weighting, and analysis. 
Chi-squared test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nd a two-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cigarette use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A total of 8 329 survey questionnaires we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ever and current e-cigarette use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re 18.27% and 5.46%,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ever e-cigarette use, the rate 
of boys (23.94%)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 (12.35%). The rate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39.18%)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24.11%) and than that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11.27%). In terms of current e-cigarette use, the rate of boys (7.08%)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irls (3.76%). The rate of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14.56%)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7.70%) and than that of junior school students (2.67%). The rates of 
ever and current e-cigarette use were relatively higher in each subgroup, including "weekly 
allowance more than 40 Yuan" "one of the student's parents, friends or teachers was smoker" 
"smoked cigarettes now" and "saw e-cigarette advertisements". A two-leve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that the following factors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urrent use of e-cigarettes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cluding gender, whether they were current cigarette smokers, the 
smoking status of their close friends, if they saw teachers smoked in the school, noticed e-cigarette 
advertisements, and e-cigarette addictive cognition.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ever and 
current e-cigarette use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re high. 
E-cigarette advertisements, the smoking status of their close friends, and whether they saw teachers 
smoking in the school we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e-cigarette use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constructing smoke-free environments 
and increase health education related to e-cigarette knowledge on risk in developing a smoke-free 
campus in the whole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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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显示，开始吸烟年龄越早，其成为经常

吸烟者的可能性越大，同时戒烟的可能性越小，成

年后的吸烟量也越大，烟草对于其身体所造成的危

害也就越大［1］。而电子烟作为近年来一种新兴的

烟草消费品，自 2004 年在我国面市以来［2］，青少年

群体使用普遍。WHO 认为电子烟有害公共健康，

必须对其加强管控，杜绝对非吸烟者以及青少年产

生危害［3］。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控烟工作的通知》［4］，同年，国

家烟草专卖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

告》［5］，无一不在倡导青少年远离电子烟的危害。

为寻找遏制电子烟在黑龙江省中学生中流行的突

破口，2021 年 9-12 月，依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烟草

监测项目，在黑龙江省开展在校初、高中生电子烟

流行现状调查。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通过横断面调查设计，采用多阶

段分层整群概率抽样方法，在 2010 年第六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与人口数量规模成比

例的整群抽样方法（PPS），2021 年 9-12 月在黑龙江

省抽取 10 个监测区（县），城市点和农村点各 5 个；

再利用 PPS 在各监测区（县）内抽取 3 所初中、2 所

普通高中（普高）及 1 所职业高中（职高），没有职高

的用普高代替；从每所抽中学校的每个年级中采用

简单随机抽样抽取 1 个班级，调查当日班级内所有

到校的学生，共 56 所初、高中学校 180 个班级的

8 340 人完成调查。调查对象均已知情并同意参与

填写问卷。该调查通过中国 CDC 伦理委员会审查

（批准文号：202110）。

2. 调查内容与方法：采取调查对象匿名自填纸

质问卷的形式，问卷采用《2021 年中国青少年烟草

流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烟草使用、电

子烟相关信息、烟草依赖/戒烟、二手烟暴露、烟草

制品获得/价格、控烟宣传、烟草广告/促销、对烟草

的认知和态度等。本研究主要涉及基本信息、电子

烟相关信息部分。

3. 质量控制：参与调查的学生应在不受干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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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做出真实回答，要求调查现场的班主任及校

方人员全程回避。此外，在调查现场及调查结束

后，分别进行质量控制工作，确保问卷的完整性及

减少逻辑错误的出现。

4. 指标定义：现在使用电子烟者：过去 30 d 内

使用过电子烟者；使用过电子烟者：曾经使用过电

子烟，即使是仅尝试一两次者［6］；中学生：初中生、

高中生（普高和职高）。

5. 统计学分析：数据录入与样本加权由中国

CDC 控烟办公室完成，采用 SAS 9.4 软件进行复杂

抽样设计的数据清洗、样本加权和统计学分析。分

类变量用人数和构成比或比例（%）表示。每个样

本的权重由抽样权重、无应答校正权重和事后分层

校正权重相乘得出，事后分层校正的标准人群来源

于 2021 年黑龙江省教育局提供的分学校类型分年

级 分 性 别 学 生 数 。 采 用 基 于 复 杂 抽 样 设 计 的

Rao-Scott χ2 检验进行数据单因素组间比较。以学

生为一水平，学校为二水平，由于仅截距模型的组

内相关系数为 0.23（P<0.05），提示在同一学校内存

在聚集性，故中学生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潜在影响因

素分析采用两水平 logistic 回归模型。将中学生现

在使用电子烟作为因变量（是=1，否=0），将性别、

城乡、学校类型、一周可支配零花钱、现在是否吸卷

烟、父母吸烟状况、好友吸烟状况、是否看到过教师

在学校吸烟、是否看到过电子烟广告、是否看到过

电子烟危害宣传信息、对电子烟易感的态度作为自

变量引入两水平 logistic 回归模型。双侧检验，检验

水准 α=0.05。

结 果

1. 基本情况：黑龙江省 10 个监测区（县）抽中

的 56 所初、高中学校 180 个班级中，共回收问卷

8 340 份 ，其 中 8 329 份 问 卷 纳 入 分 析 。 男 生

4 406 人，女生 3 923 人，分别代表了黑龙江省初、高

中（ 普 高 和 职 高 ）男 生 和 女 生 637 558 人 和

610 111 人；城市学生 4 023 人，农村学生 4 306 人；

初中、普高和职高的学生数分别为 4 153、3 382 及

794 人。见表 1。

2. 电子烟使用情况：黑龙江省中学生使用过电

子烟和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分别为 18.27% 和

5.46%。在使用过电子烟方面，男生（23.94%）高于

女 生（12.35%）；职 高 生（39.18%）高 于 普 高 生

（24.11%）高于初中生（11.27%）；现在吸卷烟的学

生使用过电子烟的比例（89.02%）高于现在不吸卷

烟的学生（13.75%）。在现在使用电子烟方面，男生

（7.08%）高于女生（3.76%）；职高生（14.56%）高于

普高生（7.70%）高于初中生（2.67%）；现在吸卷烟

的学生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52.48%）高于现在

不吸卷烟的学生（2.51%）。在一周内可支配的零花

钱>40 元、身边父母、朋友、教师吸烟、现在吸卷烟、

看到过电子烟广告组内，使用过电子烟及现在使用

电子烟的比例均在同组内相对较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均 P<0.001）。见表 2。

3. 影 响 电 子 烟 使 用 的 多 因 素 分 析 ：两 水 平

logistic 回归模型显示，影响中学生现在使用电子烟

的主要因素包括性别、现在是否吸卷烟、好友吸烟

状况、是否看到过教师在学校吸烟、是否看到过电

子烟广告、对电子烟易感的态度。男生现在使用电

子烟的比例是女生的 1.60（95%CI：1.21~2.13）倍；

现在吸卷烟的中学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是现在未

吸卷烟的 9.39（95%CI：7.04~12.53）倍；好友全部吸

烟、大多数吸烟、有一些吸烟的中学生现在使用电

子 烟 的 比 例 是 没 有 好 友 吸 烟 的 23.15（95%CI：
12.46~43.01）倍、9.93（95%CI：6.27~15.74）倍、4.70 

（95%CI：3.24~6.81）倍；看到过教师在学校吸烟的

中学生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是没看到过教师在

学校吸烟的 1.51（95%CI：1.15~2.00）倍；看到过电子

烟广告的中学生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是没看到

过电子烟广告的3.80（95%CI：2.85~5.08）倍。见表 3。

表 1 黑龙江省中学生电子烟使用人口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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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级

初一

初二

初三

高一

高二

高三

样本数
（n=8 329）

4 406
3 923

4 023
4 306

4 153
3 382

794

1 427
1 363
1 363
1 448
1 381
1 347

加权人数
（n=1 247 669）

637 558
610 111

761 408
486 261

633 909
556 509

57 251

250 263
274 284
109 362
217 458
210 864
185 438

加权构成比
（%，95%CI）

51.10（48.46~53.75）
48.90（46.26~51.55）

61.03（48.50~73.55）
38.97（26.45~51.50）

50.81（38.41~63.21）
44.60（29.78~59.43）

4.59（0.03~9.15）

20.06（14.31~25.81）
21.98（16.65~27.32）

8.77（7.29~10.24）
17.43（12.47~22.39）
16.90（11.68~22.13）
14.86（11.89~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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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黑龙江省中学生使用过电子烟和现在使用电

子烟的比例分别为 18.27% 和 5.46%，高于 2021 年

全国中学生平均水平（16.1% 和 3.6%）［7］，高于 Qi
等［8］调查的我国 6 个城市中学生电子烟使用水平

（14.9% 和 3.0%），远高于 2018 年全国≥15 岁成年人

电子烟流行状况（5.0% 和 0.9%）［9］。此外，相比于

2014 年和 2019 年中学生电子烟调查结果，黑龙江

省中学生电子烟流行呈现激增模式，该趋势与全国

流行趋势相同［6］。提示当前黑龙江省在校中学生

对电子烟接受程度明显增加［10］，需要结合黑龙江省

地域特点，针对在校中学生提供个性化干预手段，

在现有无烟校园的倡导活动中增加电子烟危害相

关信息的传播，填补烟草危害知识传播的“缝隙”。

本研究显示，在看到过电子烟广告组中，有

表 2 黑龙江省中学生电子烟使用情况单因素分析

特    征
总体

性别

男

女

城乡

城市

农村

学校类型

初中

普通高中

职业高中

可支配零花钱（元/周）

≤10
11~
>40

现在吸卷烟

否

是

父母吸烟状况

均不吸

至少有一方吸

好友吸烟状况

没有人吸

有一些吸

大多数吸

全部吸

看到过教师在学校吸烟

是

否

看到过电子烟广告

是

否

看到过电子烟危害宣传信息

是

否

对电子烟易感的态度

易成瘾

不易成瘾

使用过电子烟
（%，95%CI）

18.27（13.14~23.41）

23.94（17.64~30.25）
12.35（8.66~16.03）

17.95（9.73~26.16）
18.78（15.30~22.27）

11.27（8.28~14.25）
24.11（15.96~32.26）
39.18（21.41~56.95）

11.03（6.36~15.70）
15.05（12.83~17.28）
27.49（21.15~33.84）

13.75（10.30~17.20）
89.02（82.24~95.80）

13.88（9.35~18.41）
22.74（17.64~27.84）

7.37（4.98~9.77）
33.62（30.65~36.59）
70.92（63.20~78.65）
83.14（75.12~91.15）

33.33（25.88~40.77）
11.89（9.09~14.70）

29.50（23.34~35.66）
13.01（8.41~17.62）

20.88（16.07~25.69）
16.53（11.01~22.05）

12.11（10.14~14.08）
20.16（13.92~26.39）

χ2值

265.61

0.05

46.98

262.94

1 650.79

99.00

1 758.01

548.61

108.58

20.07

24.52

P 值

<0.001

0.833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现在使用电子烟
（%，95%CI）

5.46（3.33~7.58）

7.08（4.30~9.85）
3.76（2.13~5.39）

5.51（2.20~8.82）
5.37（3.83~6.92）

2.67（1.30~4.04）
7.70（4.32~11.09）

14.56（9.28~19.84）

2.64（1.05~4.23）
3.63（2.22~5.04）
9.51（6.67~12.36）

2.51（1.56~3.45）
52.48（45.76~59.20）

3.40（2.09~4.71）
7.60（4.67~10.54）

0.68（0.16~1.20）
9.56（8.29~10.83）

40.52（26.39~54.65）
45.69（30.62~60.75）

11.98（7.94~16.01）
2.70（1.69~3.72）

12.36（8.43~16.28）
2.21（1.05~3.37）

7.47（5.26~9.68）
4.11（2.05~6.16）

3.50（2.44~4.55）
6.05（3.52~8.58）

χ2值

33.48

0.01

65.34

141.07

1 885.69

212.85

1 323.04

277.58

429.19

194.79

18.78

P 值

<0.001

0.930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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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6% 的中学生现在使用电子烟，高于未看到过

电子烟广告组（2.21%），提示电子烟广告在青少年

中的影响力不容忽视。青少年正处在一个好奇心

强的阶段，且不易建立对长期慢性危害的认识，面

对纷繁复杂的各类信息，尤其是形式、内容新颖的

电子烟广告和促销，如不加以正确引导，极易因好

奇而对电子烟产生兴趣，对身体造成损害［11］。基于

此，规范不同形式、媒介的电子烟广告是降低青少

年电子烟流行的有效手段。加强电子烟信息渠道

监管，是为保护青少年远离烟草危害构建的有力

屏障。

两水平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影响黑龙江省中

学生使用电子烟的潜在因素仍然广泛存在，包括性

别、现在是否吸卷烟、好友吸烟状况、是否看到过教

师在学校吸烟、是否看到过电子烟广告、对电子烟

易感的态度，这些影响因素是黑龙江省校园控烟干

预的重点领域。此外，身边人是否吸烟影响中学生

电子烟使用，包括好友吸烟、看到过教师在学校吸

表 3 黑龙江省中学生电子烟使用影响因素两水平 logistic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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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支配零花钱（元/周）

≤10
11~
>40

现在吸卷烟

否

是

父母吸烟状况

均不吸

至少有一方吸

好友吸烟状况

没有人吸

有一些吸

大多数吸

全部吸

看到过教师在学校吸烟

是

否

看到过电子烟广告

是

否

看到过电子烟危害宣传信息

是

否

对电子烟易感的态度

易成瘾

不易成瘾

β 值

0.47

0.19

-0.22
0.03

-0.12
0.26

2.24

0.09

1.55
2.30
3.14

0.41

1.34

-0.18

0.61

sx

0.14

0.19

0.21
0.28

0.20
0.18

0.14

0.13

0.19
0.23
0.31

0.14

0.15

0.14

0.18

Wald χ2值

3.36

0.99

-1.06
0.11

-0.61
1.42

15.59

0.65

8.25
9.87

10.04

3.04

9.25

-1.31

3.35

OR 值（95%CI）

1.60（1.21~2.13）
1.00         

1.20（0.83~1.75）
1.00         

1.00         
0.80（0.53~1.22）
1.03（0.58~1.82）

1.00         
0.89（0.60~1.31）
1.29（0.90~1.85）

1.00         
9.39（7.04~12.53）

1.09（0.84~1.42）
1.00         

1.00         
4.70（3.24~6.81）
9.93（6.27~15.74）

23.15（12.46~43.01）

1.51（1.15~2.00）
1.00         

3.80（2.85~5.08）
1.00         

1.00         
0.84（0.64~1.10）

1.00         
1.83（1.28~2.63）

P 值

0.001

0.185

0.294
0.912

0.545
0.158

<0.001

0.519

<0.001
<0.001
<0.001

0.004

<0.001

0.195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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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提示在中学生控烟进程中，尤其是无烟学校的

建设及巩固过程中，同伴和榜样的力量不容小觑，

朋友、教师之间要互相监督、劝阻吸烟行为，充分发

挥榜样的作用［12］。学校方面，应重点加强电子烟危

害知识的宣传，将电子烟危害知识纳入日常健康教

育课程，扩大电子烟危害宣传的广度和深度。家庭

方面，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形式纷繁的电

子烟广告，家长作为学生的监护人，要及时进行干

预，帮助心智尚未成熟的学生分辨何为电子烟广

告，并适时提示电子烟的危害以及吸烟的危险等。

此外，“家-校”联合也会产生遏制电子烟流行的双

赢局面。家长和教师的及时沟通、支持学生影响身

边吸烟的朋友戒烟等，都将会转变中学生对于电子

烟的态度，对青少年及早远离电子烟产生积极的影

响。虽然对电子烟易感的态度是影响中学生使用

电子烟的因素，但本研究结果显示，认为电子烟不

易成瘾组中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是认为电子烟

易成瘾组的 1.83 倍，说明中学生对电子烟成瘾缺乏

正确的认识，提示该部分知识宣传的缺失，建议采

取“知-信-行”三方面立体宣传模式，全面阻断电子

烟对中学生的伤害，着力倡导远离电子烟。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显示，黑龙江省职高生现在

使用电子烟的比例高于普高生高于初中生，提示职

高是电子烟干预的重点领域。但是两水平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与初中生相比，高中生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即学校类型不是黑龙江省中学生使用电子

烟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存在局限性。首先，本调查是入校入班

进行，所获得的数据仅代表了在校学生，未包含社

会青少年群体，这可能会限制对黑龙江省青年人口

的可推广性；其次，该调查问卷采用自填的形式，答

案均为学生自我报告，可能导致对电子烟使用行为

存在误报和回忆偏倚。

综上所述，黑龙江省中学生电子烟流行趋势需

要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以干预结果为导向，以调

查数据为支撑，在循证的基础上建立跨部门协同机

制和家长、教师、学校、行政部门“四位一体”的电子

烟干预网络，构建起“知识普及+行为干预”的支撑

体系，探索出符合地域特点、适合黑龙江省推广的

青少年电子烟干预策略，力求在中学生中形成自觉

抵制电子烟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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