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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估《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 10 周年后各类公共场所的实施效果，调查人群

的烟草暴露和危害认知情况，为控烟政策和措施的落实提供依据。方法　数据源于 2012 和 2021 年天

津市控烟调查。调查采用现场观察法记录天津市各类公共场所内各项控烟措施的落实情况，并采用

拦 截 面 对 面 调 查 方 式 收 集 天 津 市 ≥15 岁 常 住 居 民 二 手 烟 暴 露 和 烟 草 相 关 知 识 数 据 。 结 果　

2012-2021 年天津市医疗卫生机构禁烟标志张贴率处于较高水平（100.0%），教育机构、政府办公机构

上升至 100.0%，出租车下降幅度较大。医疗卫生机构、公共交通等候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公交车的控烟宣传资料摆放率下降，其他场所均上升。除出租车外，其他调查场所在观察期间发

现有人吸烟的现象均下降。非吸烟人群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从 43.2% 下降至 26.6%。

公众对吸烟导致中风的知晓率上升 11.3%、导致心脏病、肺癌的知晓率分别下降 7.7% 和 7.2%；二手烟

导致成年人心脏病、儿童肺部疾病、成年人肺癌的知晓率分别下降 21.8%、22.1%、9.1%。结论　《天津

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以来，二手烟暴露情况得到改善，但禁烟场所的环境布置尤其是烟草危害宣传

有待进一步提高，提示相关部门应加强控烟宣传与监督执法，共创无烟环境。

【关键词】　无烟政策；　烟草控制；　二手烟

基金项目： 天津市医学重点学科（专科）建设项目（TJYXZDXK-051A）

Analysis on tobacco control surveillance results, 10 year implementation of Tobacco Control 
Regulations in Tianjin 
Li Dandan, Li Wei, Shen Wenda, Xie Meiqiu, Zheng Wenlong
Department of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ianji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Tianjin 300011,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Wei, Email: liweicdc@126.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obacco control in different public places 
after 10 year implementation of Tobacco Control Regulations in Tianjin, investigate the tobacco 
exposure and tobacco hazard awareness of local population, 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obacco control policies and measures. Methods　 Data were collected in the 
tobacco control surveys in Tianjin in 2012 and 2021. On-site observation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obacco control measures in different public places in Tianjin,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about passive smoking exposure and tobacco-related 
knowledge awareness of local residents aged ≥15 years in Tianjin. Results　From 2012 to 2021, the 
posting rate of smoking free sign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was high (100.0%), the posting rate in 
schools, government offices increased to 100.0%, but posting rate in taxis decreased obviously. The 
placing rate of tobacco control materials in medical institutions, public transportation waiting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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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ternet cafes decreased, while the placing rate in other places increased. Except for taxis, the 
places where people were found to be smoking decreased. The passive smoking exposure in public 
places and workplaces decreased from 43.2% to 26.6%. The public awareness that smoking can 
cause stroke increased by 11.3%, but the public awareness rate of smoking causing heart disease 
decreased and lung cancer by 7.7% and 7.2% respectively. The awareness rate of passive smoking 
causing heart disease in adults, lung disease in children and lung cancer in adults decreased by 
21.8%, 22.1% and 9.1%,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obacco Control 
Regulation in Tianjin, the passive smoking exposures have been reduced, but the environment layout 
of smoking free places, especially the health education about tobacco hazards,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and supervision of tobacco control to create a 
smoke free environment.

【Key words】 Smoke free policy; Tobacco control; Passive smoking
Fund program: Tianjin key Medical Discipline (Specialty) Construction Droject (TJYXZDXK-051A)

中国有超过 3.71 亿吸烟者和 1 260 万电子烟使

用 者 ，2018 年 中 国 接 触 二 手 烟 的 非 吸 烟 者 达

7.4 亿［1］。二手烟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与致癌物，

非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同样会增加吸烟相关疾病

的发病与死亡风险［2-4］。无烟环境的创建是保护非

吸烟人群免受二手烟危害的有效手段，通过立法实

现无烟环境，使心脑血管疾病的住院率与死亡率下

降［5-6］。天津市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颁布实施《天津

市控制吸烟条例》（《条例》），在 13 类重要公共和工

作场所全面禁烟［7］。为了解《条例》实施 10 周年的

效果，本研究将天津市 2012 与 2021 年开展公共场

所控烟监测的结果进行汇总分析，为进一步无烟环

境的监督管理和控烟宣传提供数据基础。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场所调查遵循目的抽样的原则，

监测点尽量均匀分布在天津市所辖区各街道，每区

固定场所数量。调查范围覆盖天津市 16 个辖区的

政府办公机构（包括行政、妇联等各级各类党政机

关单位）、医疗卫生机构、教育机构（包括中、小学校

和大学）、餐饮场所、宾馆、超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公共交通等候场所（包括长途汽车站、火车

站、地铁站）、公交车、出租车行业。拦截调查在选

定的调查街道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取调查对象进

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人群为本市≥15 岁在本

辖区连续居住≥6 个月的居民。调查对象均知情

同意。

2. 调查方法：场所暗访采用现场观察法，监测

人员以顾客或乘客身份在固定时间进入监测场所，

选择人流量较大的区域，现场观察 30 min，记录该

场所内是否有禁烟标志、控烟宣传资料、烟具或烟

头、有人吸烟等内容，并填写由天津市 CDC 统一编

制的《控烟场所观察记录表》。尽量选择工作时间

或对外营业时间，并选择人流量相对较多的时间段

开展观察。如餐厅观察选在就餐高峰时间（11：30- 
13：30，17：30-20：30），酒吧选择深夜，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网吧）选择下午及晚上。

拦截调查问卷参考全球成人烟草调查问卷及

无烟草青少年运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

生学院和国际防痨与肺部疾病联合会发布的《无烟

法律遵守情况评估指南》制定［7］。采用拦截调查，

采集电子数据，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烟草使

用、戒烟、二手烟暴露、吸烟和二手烟危害认知等。

3. 质量控制：所有监测人员在调查实施前统一

培训，规范监测流程和指标记录标准；监测时间段

保持固定，且当日对问卷进行复核；调查完成后，质

控人员抽取 5% 问卷对调查录像与录音进行复查，

并对不合格的问卷进行修改或补充调查。

4. 统计学分析：场所暗访调查问卷为纸质问

卷，采用 EpiData 3.1 软件进行录入。拦截调查数据

为电子数据，无需录入。应用 SPSS 21.0 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统计描述采用构成比和率表示，不同

年份之间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控烟场所监测情况：与 2012 年相比，2021 年

大多数场所的禁烟标志张贴率有所提升。医疗卫

生机构的张贴率（100.0%）仍保持在较高水平，教育

机构的张贴率从 62.3% 上升至 100.0%，政府办公机

构的张贴率从 80.3% 上升至 100.0%，宾馆、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餐饮场所、超市、公交车的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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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均上升；但是公共交通等候场所的张贴率呈现小

幅度下降，从 100.0% 下降至 94.4%，出租车的张贴

率出现大幅度下降，从 88.3% 下降至 20.0%。

与 2012 年相比，2021 年控烟宣传资料的摆放

率医疗卫生机构从 91.1% 下降至 31.7%，公共交通

等候场所从 40.0% 下降至 22.2%，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从 40.0% 下降至 4.0%，公交车从 15.0% 下

降至 0。但是政府办公机构、教育机构、宾馆和超

市呈现上升趋势，且 2021 年政府办公机构和教育

机构的摆放率较高。

与 2012 年相比，2021 年绝大多数场所在观察

期间发现有人吸烟的情况有所改善。公交车保持

在 0，教育机构、公共交通等候场所、超市均下降至

0，医疗卫生机构、政府办公机构、宾馆、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餐饮场所均呈现下降趋势，但互联

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仍处于较高水平。见表 1。

2. 二手烟暴露水平及相关知识水平调查情况：

（1）非 吸 烟 人 群 二 手 烟 暴 露 情 况 ：2012 与

2021 年调查对象的性别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2012 年 的 男 性（32.8%）比 例 低 于

2021 年（41.4%）；年龄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2012 年 45 岁以下人群（80.8%）比例高于

2021 年（52.8%）。见表 2。

公众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的二手

烟暴露情况，与 2012 年相比，2021 年非吸烟人群的

二 手 烟 暴 露 率 从 43.4% 下 降 至 26.6%，下 降 了

16.8%；男 性 的 二 手 烟 暴 露 率 从 52.1% 下 降 至

27.6%，下 降 了 24.5%；女 性 的 二 手 烟 暴 露 率 从

39.2% 下降至 25.9%，下降了 13.3%。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01）。见表 3。

（2）公 众 对 吸 烟 与 二 手 烟 危 害 知 晓 情 况 ：

2012 与 2021 年调查对象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48）；年 龄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001），

2012 年 45 岁以下人群比例高于 2021 年；文化程度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2012 年高中及以上

文化程度比例高于 2021 年。见表 4。

与 2012 年相比，2021 年天津市居民对吸烟导

致 中 风 的 知 晓 率 从 40.1% 上 升 至 53.4%，上 升 了

11.3%；吸烟导致心脏病的知晓率从 56.7% 下降至

49.0%，下 降 了 7.7%；吸 烟 导 致 肺 癌 的 知 晓 率 从

90.9% 下降至 83.7%，下降了 7.2%；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01）。与 2012 年相比，2021 年天津市

居 民 对 二 手 烟 导 致 成 年 人 心 脏 病 的 知 晓 率 从

64.4% 下降至 42.6%，下降了 21.8%；二手烟导致儿

童肺部疾病的知晓率从 83.9% 下降至 61.8%，下降

了 22.1%；二 手 烟 导 致 成 年 人 肺 癌 的 知 晓 率 从

83.4% 下降至 74.3%，下降了 9.1%；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01）。见表 5。

讨 论

《条例》规定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

工具控制吸烟，有利于减少人群的烟草烟雾暴露。

本研究结果显示，医疗卫生机构、教育机构、政府办

公机构和公交车的禁烟标志张贴率处于较高水平，

与上海市等地区的监测结果一致［8］，这可能是我市

持续推动无烟机关、无烟医院和无烟学校创建的结

果。禁烟标志的张贴提高了公众对该场所禁烟情

况的了解程度，为公众自觉遵守《条例》奠定了基

础。2021 年出租车的禁烟标志张贴率较低，而且

与 2012 年相比出现较大幅度地下降，但在观察期

间仍发现有人在出租车吸烟，这可能与出租车的行

表 1 2012 与 2021 年控烟场所监测情况

场所类型

医疗卫生机构

教育机构

政府办公机构

公共交通等候场所

宾馆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超市

餐饮场所

公交车

出租车

场所数量（个）

2012 年

45
53
66

5
6
5
4

20
20
60

2021 年

126
174

88
18

126
126

72
180

20
50

张贴禁烟标志（率，%）

2012 年

100.0
62.3
80.3

100.0
50.0
80.0
50.0
75.0
45.0
88.3

2021 年

100.0
100.0
100.0

94.4
96.0
91.3
93.1
76.7

100.0
20.0

控烟宣传资料的摆放（率，%）

2012 年

91.1
52.8
43.9
40.0

0.0
40.0

0.0
-

15.0
-

2021 年

31.7
66.7
64.8
22.2

4.8
4.0
5.6
4.4
0.0
-

发现有人吸烟（率，%）

2012 年

20.0
3.8

21.2
40.0
50.0

100.0
25.0
15.4

0.0
0.0

2021 年

2.4
0.0
1.1
0.0
1.6

27.8
0.0
6.7
0.0
2.0

注：-：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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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范围广且监管难度大有关，表明控烟政策的落实

与取得成效的维持，需要多部门联合监督以及持久

地宣传［9］。

本研究结果显示，除出租车以外，其他调查场

所在观察期间发现有人吸烟的现象均呈下降趋势，

表明公共场所的禁烟规定得到了公众的认可。而

且非吸烟者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的二手烟暴露

率也呈下降趋势，这与场所监测结果相同，全国和

北京市的调查也得到类似结果［10-11］。但互联网上

网服务营业场所和餐饮场所在观察期间发现有人

吸烟的比例仍处于较高水平，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

致［8，12］，提示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这些场所的禁

烟宣传以及控烟执法监管力度，鼓励公众积极对禁

烟场所的吸烟行为进行举报和监督。

与立法之初相比，公众对吸烟和二手烟危害健

康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呈下降趋势。但这 2 次调查

对象的年龄构成和文化程度构成不同，2012 年调

查对象中 45 岁以下、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群构

成比例高于 2021 年，年轻人或文化程度较高的人

群对烟草危害更加关注，也可能是导致知晓率下降

的原因之一。其实，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是禁烟

立法和执法的基础［13］，但大多数场所控烟宣传资料

摆放率较低，烟草危害知识的宣传覆盖面不全，也

可能是导致知晓率下降的原因。说明目前的宣传

方式效果并不理想，提示公众对危害的认识仍不

够 ，需 要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宣 传 教 育 活 动 提 高 认

识［13］。2021 年天津市≥15 岁人群对二手烟导致成

年人肺癌、儿童肺部疾病、成年人心脏病的知晓率

顺位与全国［13］、北京市［14］、上海市［15］均一致。二手

烟以及吸烟会导致心脏病的知晓率仍有待提高。

本研究存在不足。首先，现场观察法观察范围

有限，只能在有限的点位进行；其次，观察时间较

短，一般每个场所 30 min，难以反映场所内长期烟

草暴露情况，导致结果的低估。最后，拦截调查部

分是非概率样本，很难保证样品的代表性，调查方

法可能导致结果有差异，在今后的调查中应慎重

考虑。

2021 年，天津市有关控烟监管执法部门对违

规吸烟处罚金额总计 57 700 元。而 2020 年，上海

市罚款总金额就已达到 1 680 721 元［16］。天津市控

烟监督处罚力度和监督频次依然不足。禁烟政策

与措施的落实需要更加有力且持续的执法监督，从

而推进控烟工作进程。公共场所禁烟是一项长期

持久的工作，《条例》实施后取得了一定成效，非吸

烟人群的二手烟暴露水平有所降低，但是吸烟者的

守法意识和健康意识仍待加强。首先，应将传统媒

表 3 2012 与 2021 年非吸烟人群二手烟暴露情况

变量

总人群

男性

女性

2012 年

人数

2 144
703

1 441

率（%）

43.4
52.1
39.2

2021 年

人数

3 104
1 284
1 820

率（%）

26.6
27.6
25.9

χ2值

161.61
117.94

65.92

P 值

<0.001
<0.001
<0.001

表 2 二手烟暴露调查部分非吸烟人群特征分布

人口学
特征

性别

 男

 女

年龄组（岁）

 15~
 25~
 45~
 ≥65

合计

2012 年

人数

703
1 441

265
1 467

406
6

2 144

比例
（%）

32.8
67.2

12.4
68.4
18.9

0.3
100.0

2021 年

人数

1 284
1 820

378
1 261
1 149

316
3 104

比例
（%）

41.4
58.6

12.2
40.6
37.0
10.2

100.0

χ2值

39.65

531.04

P 值

<0.001

<0.001

表 4 烟草危害知晓部分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分布

人口学特征

性别

 男

 女

年龄组（岁）

 15~
 25~
 45~
 ≥65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合计

2012 年

人数

210
206

98
222

80
16

28
63

127
198
416

比例
（%）

50.5
49.5

23.6
53.4
19.2

3.8

6.7
15.2
30.5
47.6

100.0

2021 年

人数

2 210
1 868

450
1 633
1 539

456

349
1 283
1 218
1 228
4 078

比例
（%）

54.2
45.8

11.0
40.1
37.7
11.2

8.6
31.5
29.9
30.0

100.0

χ2值

2.09

120.01

71.48

P 值

0.148

<0.001

<0.001

表5 2012与2021年公众对吸烟及二手烟危害的知晓率（%）

年份

2012
2021
χ2值

P 值

吸烟危害

中风

40.1
53.4

474.02
<0.001

心脏病

56.7
49.0

378.80
<0.001

肺癌

90.9
83.7
84.07
<0.001

二手烟危害

成年人
心脏病

64.4
42.6

175.39
<0.001

儿童肺
部疾病

83.9
61.8

130.76
<0.001

成年人
肺癌

83.4
74.3
52.5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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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宣传和新型的宣传方式（如借助微信、微博和网

络视频软件等，以图片、漫画、视频动画、微电影等

形式的传播）相结合，进一步加深落实关于烟草危

害、违规处罚和举报方式的宣传；其次，应明确行政

执法和制裁部门的责任，加大监督处罚力度。对执

法人员开展培训，加强无烟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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