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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尝试电子烟对青少年吸烟倾向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交互作用ꎬ为制定青少年控烟措施提供参考依

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９—１０ 月抽取上海市初中、普高、职高的 ６ １７８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ꎬ将其中有吸烟倾向者作为病例组ꎬ以性别相同、年龄相差 １ 岁以内作为配对因素ꎬ采用 １ ∶ ３ 个体匹配设计病例对照研

究ꎬ将病例组 ６３１ 名和对照组 １ ８７０ 名纳入研究ꎮ 使用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和交互作用分析ꎮ 结果　 调整性别、
年龄等因素后ꎬ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结果显示ꎬ中学生的吸烟倾向与好友吸烟、尝试吸烟、尝试电子烟等因素存在关联[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分别为 ３.２６(２.４７~ ４.２９)、５.９０(３.７６~ ９.２４)、３.２８(２.１１ ~ ５.１０)]ꎻ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ꎬ好友吸烟与尝试电子

烟、尝试吸烟与尝试电子烟均有相乘交互作用[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分别为 ８.６２(４.９０~ １５.１７)、１２.０１(６.０２~ ２３.９５)]ꎬ无相

加交互作用ꎮ 结论 　 电子烟危害宣传、同伴教育等控烟干预措施有助于改变青少年的吸烟倾向ꎬ降低青少年的烟草使

用率ꎮ
【关键词】 　 烟草ꎻ吸烟ꎻ病例对照研究ꎻ回归分析ꎻ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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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ꎬ２０１９ 年

我国初中学生吸烟率有所下降ꎬ但电子烟使用率上

升ꎬ高中、 职高学生现在吸卷烟率分别为 ８. ６％ 和

１４.７％[１] ꎬ中学生的吸烟问题仍不容忽视ꎮ 近期研究
显示ꎬ上海市中学生未来 １ 年和 ５ 年的吸烟意向分别
为 ８.０％和 １４.１％[２] ꎬ可以看出具有吸烟倾向的青少年
较多ꎬ因此了解其吸烟倾向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为控烟

提供新思路ꎮ 电子烟作为一种新型烟草制品ꎬ近年来
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流行[３－４] ꎬ使用电子烟过程中产生
的气溶胶富含尼古丁ꎬ会迅速暴露于使用者ꎬ可能增

加尼古丁的暴露而使得使用者未来吸烟的风险增

加[５－６] ꎮ 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可能对吸烟倾向产生影
响ꎬ且该效应可能在某些因素的不同水平之间存在差

７５６１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１１



异ꎬ即可能存在与某些因素的交互作用ꎮ 本研究采用

病例对照研究ꎬ旨在通过调查青少年吸烟倾向的影响

因素ꎬ分析电子烟的使用与吸烟倾向的关联性以及可

能的交互作用ꎬ为青少年控烟措施提供参考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抽样法ꎬ于

２０１９ 年 ９—１０ 月对上海市 １０ 个区的中学生进行问卷

调查ꎬ每个区抽取 ３ 所初中、２ 所高中、１ 所职高ꎬ每所

学校的各年级随机抽取 １ 个班级进行调查ꎮ 最终收集

有效问卷 ６ １７８ 份ꎬ将其中具有吸烟倾向的学生作为

病例组ꎬ以性别相同、年龄相差 １ 岁以内作为配对因

素ꎬ采用 １ ∶ ３ 个体匹配的方法在数据库中抽取对照

组ꎬ最终共有 ２ ５０１ 名学生纳入研究ꎬ其中病例组 ６３１
名ꎬ对照组 １ ８７０ 名ꎬ有 ９６.５％的病例均匹配到 ３ 个对

照ꎬ有 ２３ 个病例只匹配到 ２ 个对照ꎮ 男生占 ６１.９４％ꎬ
女生占 ３８. ０６％ꎻ初中学生占 ３５. ７１％ꎬ 普高学生占

４４.７８％ꎬ职高学生占 １９.５１％ꎮ
１.２　 方法 　 本研究是在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问卷

(ＧＹＴＳ)的基础上增加研究设计题目ꎬ问卷内容包括

一般人口学信息、烟草使用情况及可能影响吸烟行为

的其他因素等ꎬ中文版 ＧＹＴＳ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

度[７] ꎮ 问卷首页对本次调查的目的、内容和意义进行

了解释ꎬ同意参加调查则填写问卷ꎮ 现场调查是在相

关部门和学校的支持下ꎬ由统一培训的调查员组织、
指导学生到机房进行电子问卷填写ꎬ调查开始前由调

查员对问卷进行解释说明ꎬ调查时校方老师均不在

场ꎬ且所有问卷均为匿名式自填ꎮ
１.３　 研究指标　 (１)研究结局:未来吸烟倾向ꎬ由 ２ 个

题目组成ꎬ即“好朋友给烟是否会使用” “未来 １２ 个月

是否会使用某种烟草产品”ꎬ选项包括“肯定不会”“可

能不会”“可能会” “肯定会”ꎬ若 ２ 个题目均选择“肯

定不会”则认为无吸烟倾向ꎬ若有任意一个题目选择

其他 ３ 个选项则被认为有吸烟倾向[８] ꎮ (２)烟草使用

情况:尝试吸烟为曾尝试吸卷烟ꎬ哪怕是一两口ꎻ尝试

电子烟为曾尝试使用电子烟ꎮ (３)其他变量:年龄、性
别、学校类型、年级、父母学历、学习成绩、是否独生子

女、每周零花钱、父母是否吸烟、好友是否吸烟等ꎬ家
庭类型中的不完全家庭指的是家庭中缺少父母一方

或双方ꎮ
１.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Ｒ(３.６.１)软件以性别和年龄

对病例组以 １ ∶ ３ 匹配对照组ꎬ使用 ＳＡＳ ９.４ 进行数据

整理和统计分析ꎮ 其中描述性分析用频数和百分率

表示ꎬ病例组与对照组之间的一般情况比较采用 χ２ 检

验ꎬ未来吸烟倾向的单因素分析采用单因素条件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ꎬ多因素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

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进入标准为 ０.０５ꎬ删除标准为

０.１０ꎮ 将与吸烟倾向有关的因素纳入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并输出协方差ꎬ再根据协方差

利用 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 的 Ｅｘｃｅｌ 法进行交互作用分析[９] ꎬ检验
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病例组和对照组一般情况比较　 病例组与对照
组青少年在学校类型、学习成绩、户籍地、是否独生子

女、每周零花钱、父母吸烟、好友吸烟、尝试吸烟、尝试

电子烟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青少年人口统计学特征一般情况病例组与对照组分布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选项
病例组

(ｎ＝ ６３１)
对照组

(ｎ＝ １ ８７０)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３９２(６２.１２) １ １５７(６１.８７) ０.０１ ０.９１
女 ２３９(３７.８８) ７１３(３８.１３)

年龄 / 岁 ≤１３ ９２(１４.５８) ２７４(１４.６５) ０.６７ ０.８８
１４~ １５ １８１(２８.６８) ５４３(２９.０４)
１６~ １７ ３０３(４８.０２) ９０９(４８.６１)
≥１８ ５５(８.７２) １４４(７.７０)

学校类型 初中 ２２２(３５.１８) ６７１(３５.８８) １８.００ <０.０１
普高 ２５１(３９.７８) ８６９(４６.４７)
职高 １５８(２５.０４) ３３０(１７.６５)

学习成绩 前 ２５％ １７４(２７.５８) ６００(３２.０９) ２４.３３ <０.０１
中等 ２９８(４７.２３) ９６３(５１.５０)
后 ２５％ １５９(２５.２０) ３０７(１６.４２)

户籍地 上海 ４５３(７２.９５) １ ４４１(７８.６６) ８.６０ <０.０１
非上海 １６８(２７.０５) ３９１(２１.３４)

独生子女 是 ４１８(６６.２４) １ ３９２(７４.４４) １５.８４ <０.０１
否 ２１３(３３.７６) ４７８(２５.５６)

父亲教育程度 大专以下 ３２３(５６.３７) ９４４(５５.７６) ０.０７ ０.８０
大专及以上 ２５０(４３.６３) ７４９(４４.２４)

母亲教育程度 大专以下 ３１５(５６.０５) ９６５(５６.６３) ０.０６ ０.８１
大专及以上 ２４７(４３.９５) ７３９(４３.３７)

家庭类型 完全家庭 ５６１(８８.９１) １ ７０１(９０.９６) ２.３１ ０.１３
不完全家庭 ７０(１１.０９) １６９(９.０４)

每周零花钱 / 元 ≤５０ ２４１(３８.１９) ９４９(５０.７５) ２９.８２ <０.０１
>５０ ３９０(６１.８１) ９２１(４９.２５)

父母吸烟 否 ２４０(３９.４１) ８８１(４７.９８) １３.５５ <０.０１
是 ３６９(６０.５９) ９５５(５２.０２)

好友吸烟 否 ２８０(４４.３７) １ ４６４(７８.２９) ２５７.１１ <０.０１
是 ３５１(５５.６３) ４０６(２１.７１)

尝试吸烟 否 ４３６(６９.１０) １ ８０４(９６.５７) ３８３.３３ <０.０１
是 １９５(３０.９０) ６４(３.４３)

尝试电子烟 否 ４７６(７５.４４) １ ８０３(９６.４２) ２５６.７８ <０.０１
是 １５５(２４.５６) ６７(３.５８)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２.２　 青少年未来吸烟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单

因素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型结果ꎬ学习成绩、户籍地、是否

独生子女、每周零花钱、父母吸烟、好友吸烟、尝试吸

烟、尝试电子烟等因素与中学生的未来吸烟倾向相关

(Ｐ 值均<０.０１)ꎮ 见表 ２ꎮ 调整协变量后ꎬ多因素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好友吸烟的中学生吸烟倾向的

风险更大(ＯＲ ＝ ３.２６ꎬ９５％ＣＩ ＝ ２.４７ ~ ４.２９ꎬＰ<０.０１)ꎻ曾
尝试吸烟与青少年的吸烟倾向有关(ＯＲ ＝ ５.９０ꎬ９５％ＣＩ
＝ ３.７６ ~ ９.２４ꎬＰ<０.０１)ꎻ尝试过电子烟的中学生未来吸

烟的风险更高 ( ＯＲ ＝ ３. ２８ꎬ９５％ ＣＩ ＝ ２. １１ ~ ５. １０ꎬＰ <
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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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青少年未来吸烟倾向的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２ ５０１)

变量 选项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学校类型 初中 １.００

普高 ０.７１(０.４５~ １.１１) ０.１３
职高 １.２０(０.７５~ １.９３) ０.４４

学习成绩 前 ２５％ １.００
中等 １.１４(０.９０~ １.４４) ０.２８
后 ２５％ １.８０(１.３４~ ２.４１) <０.０１

户籍地 上海 １.００
非上海 １.４４(１.１３~ １.８２) ０.００

独生子女 是 １.００
否 １.４７(１.１７~ １.８５) ０.００

父亲教育程度 大专以下 １.００
大专及以上 ０.９７(０.７９~ １.２０) ０.７９

母亲教育程度 大专以下 １.００
大专及以上 １.０３(０.８４~ １.２６) ０.８０

家庭类型 完全家庭 １.００
不完全家庭 １.２７(０.８９~ １.８３) ０.１９

每周零花钱 / 元 ≤５０ １.００
>５０ １.７７(１.４１~ ２.２２) <０.０１

父母吸烟 １.４０(１.１３~ １.７３) ０.００
好友吸烟 ５.１７(４.０３~ ６.６４) <０.０１
尝试吸烟 １２.９７(８.５９~ １９.５８) <０.０１
尝试电子烟 ８.０８(５.５３~ １１.８１) <０.０１

２.３　 尝试电子烟与好友吸烟、尝试吸烟对吸烟倾向的

交互作用　 根据青少年未来吸烟倾向的影响因素分

析结果ꎬ分别将好友吸烟、尝试吸烟与尝试电子烟对

吸烟倾向的影响做交互作用分析ꎬ调整学校类型、学
习成绩、户籍地、独生子女、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类型、
每周零花钱、父母吸烟、尝试吸烟后ꎬ尝试电子烟且好

友不吸烟者有吸烟倾向的风险是未尝试电子烟且好

友不吸烟者的 ４.２１ 倍ꎻ尝试电子烟与好友吸烟在对中

学生吸烟倾向的影响中存在相乘交互作用ꎬ相乘交互

项 ＯＲ 值(９５％ＣＩ)为 ８.６２(４.９０ ~ １５.１７)ꎬ超额相对危

险度(ＲＥＲＩ)、交互作用归因比( ＡＰ)、交互作用指数

(Ｓ)及其 ９５％ ＣＩ 分别为 ２. ０９ ( － ３. ２０ ~ ７. ３８)ꎬ ０. ２４
( －０.２７ ~ ０.７５)ꎬ１.３８(０.６３ ~ ３.００)ꎮ 调整学校类型、学
习成绩、户籍地、独生子女、父母教育程度、家庭类型、
每周零花钱、父母吸烟、好友吸烟后ꎬ尝试电子烟且未

尝试吸烟者有吸烟倾向的风险是未尝试电子烟和吸

烟者的 ４.０２ 倍ꎬ尝试吸烟与尝试电子烟存在相乘交互

作用ꎬ 交互项的 ＯＲ 值 ( ９５％ ＣＩ) 为 １２. ０１ ( ６. ０２ ~
２３.９５)ꎬＲＥＲＩ、ＡＰ、Ｓ 及其 ９５％ＣＩ 分别为 １.４２( －７.５２ ~
１０.３６)ꎬ０.１２( －０.５６ ~ ０.８０)ꎬ１.１５(０.５０ ~ ２.６６)ꎻ尝试电

子烟与好友吸烟、尝试电子烟与尝试吸烟对未来吸烟

倾向的影响均无相加交互作用(ＲＥＲＩ 与 ＡＰ 包含 ０ꎬＳ
包含 １ꎬ即无相加交互作用)ꎮ

３　 讨论

青少年吸烟行为受到周围人群吸烟、控烟信息暴

露、烟草态度和认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１０－１１] ꎬ家庭和

同伴因素对中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较大[１２－１３] ꎮ 利用

问题行为理论模型分析青少年吸烟倾向的研究结果

表明ꎬ环境感知因素如同伴吸烟、尝试吸烟等行为可

以预测中学生的吸烟倾向[１４] ꎬ与本研究结果一致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好友吸烟、曾尝试电子烟和尝

试吸烟的青少年更可能有未来吸烟倾向ꎬ中学生曾使

用过电子烟者具有吸烟倾向的风险增加ꎬ与其他研究

中的单因素及多因素模型的结果类似[５ꎬ１５－１８] ꎮ 由于多

种因素ꎬ青少年可能在使用可燃烟草之前更倾向或更

容易使用电子烟ꎬ如认为电子烟对健康可能无害或不

易上瘾[１９] 、电子烟在口味上更具有吸引力[２０] 、国内对

电子烟的销售和广告监管存在不足之处等[２１] ꎮ 多因

素模型显示ꎬ好友吸烟者具有吸烟倾向的风险是好友

不吸烟者的 ３.２６ 倍ꎬ中学生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ꎬ认
为吸烟是成熟的标志ꎬ因此好友之间往往会产生模仿

行为[２２] ꎮ 以学校为基础的干预研究也表明ꎬ同伴教育

能够有效干预学生的吸烟行为[２３] ꎮ
未来吸烟倾向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模型中ꎬ尝试

电子烟且好友不吸烟者有吸烟倾向的风险是未尝试

电子烟且好友不吸烟者的 ４.２１ 倍ꎬ尝试电子烟且未尝

试吸烟者有吸烟倾向的风险是未尝试电子烟和吸烟

者的 ４.０２ 倍ꎮ 可能由于使用电子烟时暴露的尼古丁

会导致成瘾性[２４] ꎬ而尼古丁成瘾可能会影响未来的吸

烟倾向[２５] ꎬ若使用尼古丁浓度较高的电子烟则未来吸

烟的可能性更大[２６] ꎮ 此外ꎬ尝试电子烟与好友吸烟、
尝试吸烟在统计学上存在相乘交互作用ꎬ好友吸烟且

尝试过电子烟的中学生吸烟倾向是好友不吸烟且未

尝试电子烟的青少年的 ８.６２ 倍ꎮ 可能由于好友吸烟

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风险更高[２７] ꎬ加上吸烟行为的

同伴效应[２８] ꎬ因此同时具备 ２ 种因素的青少年更可能

有吸烟倾向ꎻ尝试过卷烟和电子烟的青少年有吸烟倾

向的风险是未尝试过卷烟和电子烟的 １２.０１ 倍ꎬ可能

是由于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更可能使用烟草[２９] ꎬ也可

能由于同时尝试过卷烟、电子烟的青少年尼古丁的暴

露量更高ꎬ导致其对尼古丁成瘾的可能性更大ꎬ更可

能有吸烟倾向[２５] ꎮ 青少年对尼古丁暴露的敏感性更

高[３０] ꎬ早期的心理因素及社会因素也可能会促进冒险

行为[３１] ꎬ因此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更容易尝试或继续

吸烟[３２－３３] ꎮ 本研究显示ꎬ尝试电子烟与好友吸烟、尝
试吸烟均无相加交互作用ꎬ但均存在相乘交互作用ꎮ
提示尝试电子烟与另外 ２ 种因素之间存在统计学上的

交互作用ꎬ但由于吸烟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ꎬ生
物学交互作用仍需进一步的研究验证ꎮ

本研究结果提示青少年的控烟工作不仅要针对

传统烟草ꎬ对于新型烟草产品的科普宣传同样不容忽

视ꎬ应增强电子烟的健康危害宣传力度ꎬ促进青少年

树立正确的态度和认知ꎻ政府部门应当完善电子烟广

告、销售的监管体系ꎬ减少青少年可能接触或获得电

子烟的途径ꎬ以期减少青少年的电子烟使用ꎬ从而减

少烟草对青少年的危害ꎮ 青少年控烟需要学校、家庭

和社会共同努力ꎬ除采取针对个体吸烟行为的控烟措

施外ꎬ还应做好同伴教育ꎬ减少同伴吸烟行为ꎬ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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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青少年创造无烟环境ꎬ帮助改变青少年的吸烟倾

向、降低吸烟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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