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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消费世界上多达 44% 的卷烟。吸烟是导

致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头号行为因素，烟草不仅仅会影响中国人民健康，还会对中国社会及

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担。每年有 100 多万中国人因烟草相关疾病而死亡，2014 年中国由于

烟草使用而导致的经济总损失约为 3500 亿元，比 2000 年增加了 10 倍。青少年一直是国家

和社会所关注的弱势群体，北京市有近 130 万中小学生，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让他们在无烟环境中健康快乐的成长是我们所有人的希望，也是全社会和每一位控烟卫士所

肩负的责任。

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执行实施已有 10 余年，在这期间，北京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合中国控烟协会青少年控烟专业委员会在学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控

烟干预活动。为了解北京市中小学生吸烟行为的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评价 10 年来我市学

校控烟的效果，以便提出科学有效适宜的青少年控烟干预措施，特组织专家对 2005、2008、

2010、2011、2013、2015 年北京市学校人群烟草使用状况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本书调查

内容涵盖了我市中小学生吸烟行为及二手烟暴露情况、烟草危害相关知识、吸烟行为的相关

态度、与学生吸烟行为有关的个体和环境因素等，其结果覆盖全市所有区县，100 余所中小

学校，约 10 万中小学生。

本书的编写是为使控烟工作者及时了解我市中小学生烟草使用情况、变化趋势及相关因

素，尽可能使社会各界更加关注青少年控烟工作，为综合性的控烟干预措施及相关政策的制

定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为青少年创造一个无烟成长环境。由于时间关系，本文尚未对青少

年吸烟率、变化趋势、认识程度及家庭环境等各个部分之间联系进行分析，也没有分析结果

与当时政策和措施的关系，留待今后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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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摘要】  目的  为了解 2005-2015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吸烟行为及变化趋势，为下一步青

少年控烟工作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或适宜技术。  方法  将北京市中小学校的分类及其组成

作为抽样框架，采用以学校为初级抽样单位（PSU）、以班级为最小抽样单位的二阶段分层

( 按地区、经济状况、学校类型分层 ) 随机整群抽样，于 2005-2015 年间开展 6 次针对北京

市中小学生的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  结果  （1）学生吸烟行为：2015 年北京市学校人群尝

试吸烟率为 9.41%（95%CI:9.00-9.81），小学、初中、高中、职业高中学生的尝试吸烟率分

别为 7.05%（95%CI:6.47-7.63）、7.06%（95%CI:6.43-7.69）、12.41%（95%CI:11.57-13.26）、

34.11%（95%CI:32.26-35.95）。现在吸烟率为 3.26%（95%CI:3.02-3.49），小学、初中、高中、

职业高中学生的现在吸烟率分别为 1.99%（95%CI:1.67-2.30）、1.80%（95%CI:1.48-2.13）、

3.48%（95%CI:3.01-3.95）、20.22%（95%CI:18.66-21.77）。与历年调查结果比较，标化后

尝试吸烟率、现在吸烟率呈现逐次下降的趋势；男生高于女生；职业高中远高于普通高中；

在 13 岁和 16 岁出现两次剧增趋势。（2）学生吸烟特点：约有一半的学生尝试吸烟的原因

为好奇。现在吸烟者中日均吸烟量在 1 支以上的占 50% 以上，有 10% 以上的学生日均吸烟

量在 10 支以上。吸烟学生最常吸烟地点为家中，约占 25%，其次为学校，占 12.74%。有

60% 以上学生自己购买卷烟，这一比例呈现上升趋势。（3）二手烟暴露：与 2013 年相比较，

2015 年北京市学生二手烟暴露率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 76.14%（95%CI:75.49-76.80）, 在家中、

室内公共场所、室外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率分别为 42.62%（95%CI:41.87-43.38）、59.04%

（95%CI:58.28-59.79）、55.70%（95%CI:54.94-56.46），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率最高。

（4）青少年对控烟信息获取和对烟草危害的认识：与 2013 年相比，2015 年学生通过各种

途径看到控烟信息比例有所上升，有 77.15% 的学生在电视广播杂志等媒体中看到过控烟信

息，去过体育赛事、集会等社交聚会的学生中有 36.91% 看到过控烟信息，但现在吸烟者中

仍有 32.64% 没有看见过烟盒上的健康警语。学生普遍认为吸烟和吸二手烟有害健康，达到

90% 以上。2015 年有 89.41% 的学生在旁边有人吸烟时躲开或劝阻，有 86.5% 的学生表示好

友递烟后自己肯定不会吸，有 93.47% 的学生表示未来一年肯定不会吸烟，有 82.85% 表示长

大以后肯定不会吸烟，与 2013 年比较，均有所上升。现在吸烟的学生中有 23.45% 的学生目

前考虑戒烟。（5）烟草广告和促销： 2015 年有 38.57% 的学生看到烟草零售点有烟草产品

广告，有 71.44% 的学生在电视、录像或电影中看到有人吸烟。(6) 家庭与校园环境 : 父母都

不吸烟的家庭只占 45.35%，还有高达 41.90% 的学生看到过任课教师吸烟。仍然有 75.31%

的学生在买烟时没有被拒绝。  结论  2005-2015 年，北京市中学生尝试吸烟率、现在吸烟率

均有所下降，但职业高中学生吸烟行为仍然较为严重，学生二手烟暴露情况严峻，卷烟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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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烟草广告与促销现象普遍。  建议  （1）全方位、多角度加强中小学生控烟教育（2）强化

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政府、学校、家庭携手，全社会努力，为青少年学生创造无烟环境（3）

适应新形势下学生控烟教育特点，积极探索学校控烟适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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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述

吸烟已成为当今世界非常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大量研究显示，吸烟是导致冠心病、癌症、

慢支气管炎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共同危险因素，，及首要的可预防死因。控制吸烟、预防

疾病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我国政府签署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

简称《公约》），并于 2006 年 1 月 9 日正式予以实施生效。为保护我国青少年免遭烟草的危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

教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饮酒”。为打造无烟奥运，在

2006 年 9 月，北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 2008 无烟奥运工作方案 ( 草案 )》，规定北京市为无

烟广告城市，并禁止在公园、商场、公共交通场所等吸烟，同时倡导增加学校为“无烟单位”。

为履行《公约》，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有关要求，使青少年远离烟草危害， 

2010 年，教育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控烟工作的意见》，

要求卫生、教育两部门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认真履行控烟职责，积极配合共同推进学校

控烟工作，并公布了无烟学校标准，强调了学校控烟工作的重要性。2014 年教育部关于在

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 教基一函 [2014]1 号 ) 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禁烟事项提

出具体要求。2015 年 6 月 1 日开始施行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下文中简称《条例》）

第二十条明确规定，“禁止烟草制品销售者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及其周边 100m 内

销售烟草制品”；2015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禁

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布烟草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

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这些条款为净化青少年无烟环境、保护青少年免遭烟草危害提供了

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吸烟干预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公约》在我国生效十余年间，北京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暨中国控制吸烟协会青少年控烟专业委员会在学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

控烟宣传，创建北京市无烟示范学校，指导大中小学生开展控烟公益项目，开展“我要健康

成长 � 我爱无烟学校”系列控烟作品征集活动等工作。同时，在这 10 年中我们于 2005、

2008、2010、2011、2013、2015 年开展了 6 次北京市学校人群烟草使用情况调查。覆盖北京

市所有区县， 100 余所中小学校，约 10 万中小学生。依据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GYTS）并

考虑当时国内国际普遍认可的几种吸烟率定义编制的问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中小学生烟草

使用行为、二手烟暴露情况、烟草危害相关知识、与学生吸烟行为有关的个体和环境因素等

情况。本报告通过分析 2015 年的烟草调查结果，并与历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比较，以了解 10

年来学校控烟干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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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

2005、2008、2010、2011、2013、2015 年六次北京市青少年烟草调查。

（二）. 对象与方法

1. 对象  

采用以学校为初级抽样单位，以班级为最小抽样单位的二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在全市中小学校中抽取调查对象。历年样本人群特点见表 1。

表 1  2005—2016 年历次调查样本人群及数量

年份
调查对象

区县数 学校数 样本人数
中学生 * 小学生

2005 √ 1 ～ 6 年级 11 126 17956

2008 √ 1 ～ 6 年级 11 87 16392

2010 √ —— 8 37 11208

2011 √ 4 ～ 6 年级 18 160 18829

2013 √ 4 ～ 6 年级 18 160 18356

2015 √ 4 ～ 6 年级 16 160 22417

注：1）* 中学生包括普通高中学生和职业高中学生，但 2005 年不包括职业高中学生

             2）为使各年份的结果具有可比性，本报告在分析中未纳入小学 1 ～ 3 年级的学生。

2. 抽样方法

将北京市中小学校的分类及其组成作为抽样框架，抽取全部或部分区县，采用以学校为

初级抽样单位（PSU），以班级为最小抽样单位的多阶段分层 ( 按地区、经济状况、学校类

型分层 ) 随机整群抽样。

3. 调查内容与方法

采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制的《北京市学校人群烟草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住宿情况等；

吸烟相关行为：包括尝试吸烟、现在吸烟、每周吸烟、尝试吸烟年龄、地点和烟草的主

要获得途经等；

吸烟危害相关知识：烟草有害成分、烟草与疾病等；

对吸烟行为的态度：对公共场所吸烟、他人吸烟等行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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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吸烟情况：学生暴露于烟草环境的情况；

家庭及校园的有烟环境状况和校园无烟环境建设等；

戒烟相关状况：是否戒烟、戒烟意愿情况；

学生调查以班级为单位、匿名自填的方式进行，问卷当场发放，当场回收。

4. 主要指标定义

尝试吸烟者：吸过烟的人（即使一二口）；

尝试吸烟率：尝试吸烟者占调查人群的比例；

现在吸烟者：过去 30 天中至少有 1 天吸过烟的人；

现在吸烟率：现在吸烟者占调查人群的比例；

吸烟者：连续或累计 3 个月以上每周至少吸 1 支烟的人；

吸烟率：吸烟者占调查人群的比例；

二手烟暴露者：2011 年之前采用 WHO 定义：即现在不吸烟者，过去 7 天至少有 1 天暴

露于卷烟散发出的烟雾或吸烟者呼出的烟雾 15min 以上的人；2013 和 2015 采用 GYTS 定义：

即现在不吸烟者，过去 7 天在特定场所看到有人吸烟的人；

二手烟暴露率：二手烟暴露者占现在不吸烟者的比例。

5. 统计学分析  

1）根据北京市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公布的调查年份的学段与学生人数的数据，按照

调查当年各学段在校学生人数调整权重。见表 2。

表 2  不同学段学生数在 2005—2015 年调查年份中的分布

学段 2005 2008 2010 2011 2013 2015

小学 516042 666617 637101 680457 718655 821152

初中 386511 332959 522351 302269 305510 306789

高中 274803 243818 203477 195072 193505 177554

职高 194513 158007 102599 127180 101739 85451

2）统计学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按不同特征（如性别、年龄、年级、学

校类型等）分别计算有关指标（率或均值）；在权重调整后的数据中计算 95% 的置信区间；

以 2015 年的各学段学生人数作为标准人群，对 2008、2011、2013 年的尝试吸烟率、现在吸

烟率标化后进行趋势性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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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调查结果

（一）. 人群基本特征

2015 年 共 计 调 查 22414 人， 其 中 男 生 11573 人， 占 51.63%， 女 生 10751 人， 占

47.96%。小学、初中、高中、职业高中分别调查 7493 人、6371 人、5829 人、2549 人。与

历年调查相比，2005 年、2008 年、2010 年、2011 年、2013 年烟草调查的人数分别为 17061 人、

16392 人、11208 人、16504 人、18322 人。本次调查人数略有增加。每次调查中男女人数比

符合北京市学生实际性别比，除 2005 年没有调查职业高中学生，2010 年没有调查小学生以外，

每次调查都包含小学、初中、高中、职业高中四个学段。人群基本特征详见表 3。

表 3 2005-2015 年北京市六次学生烟草调查人群基本特征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
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合计 17061 16392 11208 16504 18322 22414 

性别

男 8352 48.95 8249 50.32 5261 46.94 8075 48.93 9028 49.27 11573 51.63 

女 8709 51.05 8143 49.68 5947 53.06 8429 51.07 9294 50.73 10751 47.96 

小学 5438 31.87 6876 41.95 —— —— 5042 30.55 5510 30.07 7493 33.43 

小一 852 4.99 1111 6.78 —— —— —— —— —— —— —— ——

小二 872 5.11 1134 6.92 —— —— —— —— —— —— —— ——

小三 974 5.71 1181 7.20 —— —— —— —— —— —— —— ——

小四 866 5.08 1158 7.06 —— —— 1670 10.12 1812 9.89 2570 11.47 

小五 938 5.50 1161 7.08 —— —— 1715 10.39 1864 10.17 2471 11.02 

小六 936 5.49 1131 6.90 —— —— 1657 10.04 1834 10.01 2452 10.94 

初中 3402 19.94 4855 29.62 5547 49.49 4862 29.46 5394 29.44 6371 28.42 

初一 1367 8.01 1603 9.78 2601 23.21 1691 10.25 1773 9.68 2360 10.53 

初二 1217 7.13 1718 10.48 1482 13.22 1636 9.91 1898 10.36 2280 10.17 

初三 818 4.79 1534 9.36 1464 13.06 1535 9.30 1723 9.40 1731 7.72 

普通 2505 14.68 1247 7.61 2856 25.48 1558 9.44 1673 9.13 2302 10.27 

高中 7509 44.01 3684 22.47 5661 50.51 4218 25.56 4434 24.20 5829 26.01 

高一 2505 14.68 1247 7.61 2856 25.48 1558 9.44 1673 9.13 2302 10.27 

高二 2379 13.94 1295 7.90 1649 14.71 1325 8.03 1455 7.94 1855 8.28 

高三 2625 15.39 1142 6.97 1156 10.31 1335 8.09 1306 7.13 1672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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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
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职业 —— —— 286 1.74 772 6.89 974 5.90 1109 6.05 830 3.70 

高中 —— —— 1021 6.23 2351 20.98 2338 14.17 2940 16.05 2549 11.37 

高一 —— —— 538 3.28 1227 10.95 1040 6.30 1340 7.31 1162 5.18 

高二 —— —— 286 1.74 772 6.89 974 5.90 1109 6.05 830 3.70 

高三 —— —— 197 1.20 352 3.14 324 1.96 491 2.68 557 2.49 

年龄

～ 8 岁 1487 8.72 1509 9.21 —— 158 0.96 —— —— —— ——

9 岁 949 5.56 1190 7.26 —— 1135 6.88 —— —— —— ——

10 岁 828 4.85 1117 6.81 —— 1827 11.07 164 0.90 1165 5.20 

11 岁 920 5.39 1137 6.94 —— 1582 9.59 1326 7.24 2434 10.86 

12 岁 937 5.49 1131 6.90 —— 581 3.52 1763 9.62 2783 12.42 

13 岁 1242 7.28 1317 8.03 986 8.80 1270 7.70 2031 11.09 2182 9.73 

14 岁 1310 7.68 1593 9.72 2066 18.43 1612 9.77 2056 11.22 2421 10.80 

15 岁 1209 7.09 1467 8.95 1503 13.41 1777 10.77 1728 9.43 1851 8.26 

16 岁 1488 8.72 1616 9.86 1814 16.18 2142 12.98 1936 10.57 2866 12.79 

17 岁 1608 9.43 1345 8.21 2141 19.10 2386 14.46 2578 14.07 2756 12.30 

18 岁 1641 9.62 1643 10.02 1545 13.78 15834 95.94 2620 14.30 2570 11.47 

18 岁～ 3442 20.17 1075 6.56 1137 10.14 451 2.73 2118 11.56 932 4.16 

户籍

北京 13402 78.55 13013 79.39 9325 83.20 9767 59.18 10495 57.28 11467 51.16 

其他 3659 21.45 3044 18.57 1857 16.57 1678 10.17 2362 12.89 3337 14.89 

是否

住宿

住宿 5232 30.67 2263 13.81 2920 26.05 2845 17.24 3069 16.75 3487 15.56 

不住宿 9172 53.76 10557 64.40 8241 73.53 8572 51.94 9788 53.42 11314 50.48 

（二）. 青少年烟草使用情况及特点

1. 尝试吸烟率

2015 年北京市学校人群烟草调查结果显示：总体尝试吸烟率为 9.41%（95%CI:9.00-9.81），

小学、初中、高中、职业高中学生的尝试吸烟率分别为 7.05%（95%CI:6.47-7.63）、7.06%

（95%CI:6.43-7.69）、12.41%（95%CI:11.57-13.26）、34.11%（95%CI:32.26-35.95）， 男

生的尝试吸烟率分别为 10.29%（95%CI:9.34-11.23）、9.53%（95%CI:8.53-10.52）、20.01%

（95%CI:18.49-21.52）、44.70%（95%CI:42.15-47.25），女生的尝试吸烟率分别为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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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2.61-3.79）、4.24%（95%CI:3.52-4.97）、5.92%（95%CI:5.09-6.75）、19.74%

（95%CI:17.37-22.12）。住宿和不住宿学生的尝试吸烟率分别为 20.12%（95%CI:18.79-

21.46）、10.87%（95%CI:10.31-11.44）。北京户籍和外地户籍学生的尝试吸烟率分别为

12.00%（95%CI:11.41-12.58）、15.20%（95%CI:14.01-16.39）。

与历年调查结果相比，北京市学生人群尝试吸烟率从 2008 年的 16.77%（95%CI:16.11-

17.44），下降到 2015 年的 9.41%（95%CI:9.00-9.81）。经过学段标化后，尝试吸烟率随年

份呈逐年下降趋势，从性别来看，男生尝试吸烟率高于女生，男、女生尝试吸烟率均呈下降

趋势，见图 1。

（注：因 2005 年没有调查职业高中，2010 年没有调查小学，人群结构不同，没有纳入总体比较）

图 1 2008-2015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尝试吸烟率

从学段来看，小学尝试吸烟率低于初中（除 2015 年），职业高中远高于普通高中和初中，

尝试吸烟率呈现“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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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5-2015 年北京市各学段学生尝试吸烟率

从年龄来看，2015 年 11~13 岁学生的尝试吸烟率为 6.68%（95%CI:6.06-7.29），年龄在

13 岁之前，学生尝试吸烟率增速较缓慢，而在 13 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尝试吸烟率呈

现出剧增的趋势，同时在 16 岁后，尝试吸烟率又呈剧增趋势，17~19 岁组尝试吸烟率达到

18.47%（95%CI:17.67-19.27）。历年数据均呈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尝试吸烟率上升的趋势。

见图 3。



2005-2015

16

北京市中小学生
烟 草 使 用 情 况 调查报告

图 3 2005-2015 年北京市男女学生尝试吸烟率随年龄的变化情况

2005、2008、2011、2013、2015 年北京市小学生尝试吸烟率分别为 5. 50（95%CI:4.64-

6.35）、5.27%（95%CI:6.51-6.01）、6.20%（95%CI:5.53-6.86）、6.73%（95%CI:6.07-7.39）、

7.05%（95%CI:6.47-7.63），波动在 5%-8% 之间，各年份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男生的

尝试吸烟率在 8%-12% 之间波动，女生在 2%-6% 之间波动，各年份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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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05-2015 年北京市小学生尝试吸烟率

2005、2008、2010、2011、2013、2015 年北京市初中学生尝试吸烟率分别为 14.06%

（95%CI:12.89-15.22）、15.84%（95%CI:14.82-16.87）、15.75%（95%CI:14.79-16.71）、

14.41%（95%CI:13.43-15.40）、10.72%（95%CI:9.89-11.54）、7.06%（95%CI:6.43-7.69），

2013 年和 2015 年明显低于 2005-2011 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初中男生的尝试吸烟率从

2005 年 的 21.66%（95%CI:19.65-23.67） 下 降 到 2015 年 的 9.53%（95%CI:8.53-10.52），

初 中 女 生 的 尝 试 吸 烟 率 从 2005 年 的 7.31%（95%CI:6.11-8.50） 下 降 到 2015 年 的 4.24%

（95%CI:3.52-4.97），2013 年和 2015 年明显低于 2005-2011 年，男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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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5-2015 年北京市初中学生尝试吸烟率

2005、2008、2010、2011、2013、2015 年 北 京 市 普 通 高 中 学 生 尝 试 吸 烟 率 分 别 为

34.38%（95%CI:33.35-35.41）、27.31%（95%CI:25.87-28.75）、22.67%（95%CI:21.24-24.10）、

26.82%（95%CI:25.48-28.15）、17.64%（95%CI:16.52-18.76）、12.41%（95%CI:11.57-

13.26），整体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5 年＞ 2008-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普通

高中男生的尝试吸烟率从 2005 年的 51.95%（95%CI:50.40-53.49）下降到 2015 年的 20.01%

（95%CI:18.49-21.52），普通高中女生的尝试吸烟率从 2005 年的 17.49%（95%CI:16.33-18.64）

下降到 2015 年的 5.92%（95%CI:5.09-6.75），均有随着年份下降的趋势。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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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5-2015 年北京市普通高中学生尝试吸烟率

2008、2010、2011、2013、2015 年 北 京 市 职 业 高 中 学 生 尝 试 吸 烟 率 分 别 为 50.98%

（95%CI:47.91-54.06）、48.70%（95%CI:46.68-50.72）、46.88%（95%CI:44.87-48.90）、

42.38%（95%CI:40.60-44.15）、34.11%（95%CI:32.26-35.95）， 整 体 呈 现 下 降 的 趋 势

“2008 -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职业高中男生的尝试吸烟率从 2008 年的 69.33%

（95%CI:65.24-73.41） 下 降 到 2015 年 的 44.70%（95%CI:42.15-47.25）， 职 业 高 中 女

生 的 尝 试 吸 烟 率 从 2008 年 的 33.59%（95%CI:29.54-37.63） 下 降 到 2015 年 的 19.74%

（95%CI:17.37-22.12），均有随着年份下降的趋势。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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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08-2015 年北京市职业高中学生尝试吸烟率

2. 现在吸烟率

2015 年北京市学校人群烟草调查结果显示：总体现在吸烟率为 3.26%（95%CI:3.02-

3.49）， 小 学、 初 中、 高 中、 职 业 高 中 学 生 的 现 在 吸 烟 率 分 别 为 1.99%（95%CI:1.67-

2.30）、1.80%（95%CI:1.48-2.13）、3.48%（95%CI:3.01-3.95）、20.22%（95%CI:18.66-

21.77）， 男 生 的 现 在 吸 烟 率 分 别 为 2.99%（95%CI:2.46-3.52）、2.44%（95%CI:1.92-

2.96）、6.29%（95%CI:5.37-7.21）、28.78%（95%CI:26.47-31.10），女生的现在吸烟率分

别为 0.77%（95%CI:0.48-1.06）、1.07%（95%CI:0.70-1.44）、1.08%（95%CI:0.72-1.44）、

8.66%（95%CI:6.98-10.33）。住宿和不住宿学生的现在吸烟率分别为 9.42%（95%CI:8.45-

10.38）、3.97%（95%CI:3.62-4.31）。北京户籍和外地户籍学生的现在吸烟率分别为 4.98

（95%CI:4.60-5.37）、5.40%（95%CI:4.69-6.12）。

与 历 年 调 查 结 果 相 比， 北 京 市 学 生 人 群 现 在 吸 烟 率 总 体 从 2008 年 的 6.88%

（95%CI:6.42-7.33），下降到 2015 年的 3.26%（95%CI:3.02-3.49），经过学段标化后，现

在吸烟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从性别来看，总体男生现在吸烟率高于女生，男、女生现在

吸烟率与总体趋势一致，见图 8。（注：2005 年没有调查职业高中，2010 年没有调查小学，

人群结构不同，没有纳入总体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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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08-2015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现在吸烟率

从年龄来看，2015 年 11 ～ 13 岁学生的现在吸烟率为 1.86%（95%CI:1.53-2.20），年龄

在 13 岁之前，学生现在吸烟率增速较缓慢，而在 13 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现在吸烟率

呈现出剧增的趋势，同时在 16 岁现在吸烟率也呈现出剧增趋势，17 ～ 19 岁组现在吸烟率

达到 8.28%（95%CI:7.71-8.85）。历年数据均呈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吸烟率上升的趋势。

2013 年和 2015 年 13 岁以上的学生中，现在吸烟率上升幅度小于 2005-2011 年份，见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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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2005-2015 年北京市学生现在吸烟率随年龄的变化情况

从学段来看，小学现在吸烟率低于初中（除 2015 年），职业高中远高于普通高中和初中，

现在吸烟率呈现“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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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05-2015 年北京市各学段学生现在吸烟率

2005、2008、2011、2013、2015 年北京市小学生现在吸烟率分别为 0.58%（95%CI:0.30-

0.87）、0.61%（95%CI:0.35-0.87）、0.67%（95%CI:0.67-0.90）、1.20%（95%CI:0.91-1.48）、

1.99%（95%CI:1.67-2.30），波动在 0.3%-2.3% 之间，2008 年小学生的现在吸烟率最高，

2011 年和 2013 年现在吸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余各年份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现

在吸烟率呈现“2005-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男生的现在吸烟率在 0.6%-3.0% 之间

波动，女生在 0%-0.8% 之间波动，各年份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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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北京市小学生现在吸烟率

2005、2008、2010、2011、2013、2015 年 北 京 市 初 中 学 生 现 在 吸 烟 率 分 别 为 3.64%

（95%CI:3.01-4.26）、5.40%（95%CI:4.76-6.03）、3.75%（95%CI:3.25-4.25）、3.20%

（95%CI:2.71-3.70）、2.98%（95%CI:2.53-3.44）、1.80%（95%CI:1.48-2.13），2015

年低于 2005-2013 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初中男生的现在吸烟率从 2005 年的 7.24%

（95%CI:5.98-8.50）下降到 2015 年的 2.44%（95%CI:1.92-2.96），初中女生的现在吸烟率

从 2008 年的 2.73%（95%CI:2.08-3.38）下降到 2015 年的 1.07%（95%CI:0.70-1.44），2015

年明显低于 2005-2011 年，男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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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北京市初中学生现在吸烟率 

2005、2008、2010、2011、2013、2015 年 北 京 市 普 通 高 中 学 生 现 在 吸 烟 率 分 别 为

15.00%（95%CI:14.23-15.78）、9.47%（95%CI:8.53-10.42）、6.74%（95%CI:5.88-7.59）、

7.86%（95%CI:7.05-8.67）、6.47%（95%CI:5.75-7.19）、3.48%（95%CI:3.01-3.95）， 整 体

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05 年＞ 2008-2011 年＞ 2013 年＞ 2015 年”。普通高中男生的现

在吸烟率从 2005 年的 26.18%（95%CI:24.82-27.55）下降到 2015 年的 6.29%（95%CI:5.37-7.21），

普通高中女生的现在吸烟率从 2005 年的 4.25%（95%CI:3.63-4.86）下降到 2015 年的 1.08%

（95%CI:0.72-1.44），均有随着年份下降的趋势。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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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北京市高中学生现在吸烟率

 2008、2010、2011、2013、2015 年 北 京 市 职 业 高 中 学 生 现 在 吸 烟 率 分 别 为 32.42%

（95%CI:29.55-35.29）、24.80%（95%CI:23.05-26.54）、23.36%（95%CI:21.65-25.70）、

25.37%（95%CI:23.80-26.94）、20.22%（95%CI:18.66-21.77），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2008 

-2013 年＞ 2015 年”。职业高中男生的现在吸烟率从 2008 年的 51.62%（95%CI:47.21-56.03）

下降到 2015 年的 28.78%（95%CI:26.47-31.10），职业高中女生的现在吸烟率从 2008 年的

14.12%（95%CI:11.14-17.10）下降到 2015 年的 8.66%（95%CI:6.98-10.33），均有随着年份

下降的趋势。见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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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北京市职业高中学生现在吸烟率

3. 开始尝试吸烟原因

2015 年学生尝试吸烟原因构成中，因好奇而尝试吸烟占学生尝试吸烟所有原因的

55.11%。2010-2015 年因“好奇”而尝试吸烟构成比大约都在 50% 左右，好奇已成为学生尝

试吸烟的首要原因。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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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10-2015 年学生吸烟原因构成

4. 现在吸烟者日平均吸烟量

2015 年 调 查 现 在 吸 烟 者 日 平 均 吸 烟 量 情 况， 有 53.92% 吸 烟 学 生 表 示 自 己 日 均

吸 烟 量 在 1 支 以 上， 与 历 年 数 据 相 比， 虽 然 日 均 吸 烟 量 在 1 支 以 上 的 构 成 比 呈 现

2005>2008>2010>2011>2013>2015 整体下降的趋势，但是 2015 年仍有 10.68% 的吸烟学生表

示自己日平均吸烟量在 10 支以上，比 2013 年增加了 2.69 个百分点。见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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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05-2015 学生吸烟量构成

5. 现在吸烟者最常吸烟地点

2015 年学生最常吸烟地点调查中，有 24.02% 的吸烟学生表示自己最常吸烟地点是家中，

其中男性为 24.09%，女性为 23.78%。且仍有 12.74% 的吸烟学生表示自己最常吸烟地点是学

校，其中男性 13.36%，女性为 10.76%。见图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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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10-2015 年学生吸烟地点构成

2015 年学生获得烟草途径中，排在首位的是通过“自己买”的方式获得，比例为

66.09%，与历年结果相比较，通过自己买的方式获得烟草的比例由 2008 年的 17.10% 上升到

2015 年的 66.09%，整体呈现 2005-2010<2013<2011<2015 年的上升趋势。同时从 2011 年开始，

通过“自己买”的方式所占比重都在 60% 左右。见图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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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05-2015 学生获得烟草的途径

（三）. 二手烟暴露率

2015 年北京市学生二手烟暴露率为 76.14%（95%CI:75.49-76.80）, 其中男性为 75.45%

（95%CI:74.53-76.38），女性为 76.90%（95%CI:75.98-77.84）。虽然 2015 年北京市学生二

手烟暴露率低于 2013 年（近 82%），但北京市仍然有近 100 万中小学生暴露于二手烟中。

见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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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13-2015 年北京市学生二手烟暴露情况

2015 年北京市学生在家中、室内公共场所、室外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率分别为 42.62%

（95%CI:41.87-43.38）、59.04%（95%CI:58.28-59.79）、55.70%（95%CI:54.94-56.46）。虽

然与 2013 年相比较，室内公共场所、室外公共场所和家三个场所二手烟暴露率都下降，但

是 2013-2015 年两次调查结果都显示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率最高，高达 60% 左右。见

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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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2013-2015 年北京市家中及公共场所学生二手烟暴露情况

与 2013 年相比，2015 年各学段二手烟暴露率虽然都有所下降，但是仍有 78.37% 职业

高中学生有二手烟暴露情况，还有 74.89% 的小学生暴露于二手烟。从各学段二手烟暴露情

况来看，职业高中生＞普通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 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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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05-2015 年北京市各学段二手烟暴露率

（四）. 青少年控烟信息获取情况及对烟草危害的认识

1. 控烟信息获取情况

总的来看，2015 年北京市学生通过各种途径看到控烟信息比例要高于 2013 年，但 2015

年仍然有 22.85% 学生没有在电视广播杂志报刊上看到过控烟信息，去过体育赛事、集会等

社交场所的学生仍有 32.0% 没有在体育赛事、集会等场所上看到过控烟信息，吸烟学生中仍

有 32.6% 在烟盒上没有看到过健康信息。从学段上来看普通高中学生在电视广播等媒体上，

体育赛事、集会等场所，烟盒上看到控烟信息的比例都要低于初中、职业高中的学生。

2. 青少年对烟草危害的认识

2015 年有 91.50% 的学生认为吸烟有害，其中男性为 90.38%，女性为 92.73%。从历年

数据结果来看，2008 年 -2015 年北京市学生普遍认为吸烟有害健康。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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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08-2015 年学生对“吸烟有害健康”的知晓率

2015 年有 92.6% 的学生认为吸二手烟有害，其中男性为 90.85%，女性为 94.55%。从历

年数据结果来看，北京市学生普遍认为二手烟有害健康。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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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2008-2015 年学生对“二手烟有害健康”的知晓率

3. 青少年对烟草使用行为的态度

2015 年北京市学生对别人在旁边吸烟的反应，有 89.41% 的学生能够做到躲开或劝阻，

高于 2005 年的 60.19%。与历年数据结果相比，整体呈现 2015>2013>2011>2008-2010>2005

的上升趋势。见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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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05-2015 年学生对别人在旁边吸烟的行为

2015 年有 86.5% 的学生表示在好友递烟后自己肯定不会吸，其中男性为 82.19%，女性

为 91.02%，有 8.3% 的学生表示自己可能不会吸，从历年结果来看，在好友递烟后能够做到

肯定不会吸或可能不会吸的比例由 2011 年的 90.33% 上升到 2015 年的 94.8%。见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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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11-2015 年学生在好友递烟后会不会吸烟的行为预期

4. 青少年的吸烟行为预期

2015 年北京市学生对自己未来一年是否会吸烟的预期中，有 93.47% 的学生认为自己未

来一年肯定不会吸烟，高于 2011 年的 85.91%。见图 26。

2015 年北京市学生对长大以后是否会吸烟的行为预期中，有 82.85% 认为自己长大以后

肯定不会吸烟，高于 2013 年的 80.25%。见图 27。



2005-2015

39

北京市中小学生
烟 草 使 用 情 况调查报告

图 26  2008-2015 年学生对未来一年吸烟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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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2008-2015 年学生对长大以后吸烟的预期

在北京市正在或曾经吸烟的学生中，2015 年调查结果显示“已经不吸”的学生占比为

60.18%，有 23.45% 的学生目前考虑戒烟。2015 年“已经不吸”的学生占比高于 2010 年的

46.62%。见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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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2008-2015 年学生考虑戒烟的情况

（五）. 烟草广告和促销

2015 年有 4.93% 的学生有印有烟草品牌标志的物品，低于 2011 年的 9.50%。从历年结

果来看，有烟草品牌标志物品的学生比例逐次降低。见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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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2011-2015 年学生对印有烟草品牌标志物品的拥有情况

2015 年仍有 38.57% 的学生看到烟草零售点有烟草产品广告，，与 2013 年（38.98%）

相比变化不大。从学段上来看，职业高中学生在 2013-2015 年两次调查中看到烟草零售点有

烟草产品广告的比例比初中生和普通高中生都要高。见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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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  2013 和 2015 年北京市各学段学生在烟草零售店看到烟草广告的情况

虽然从 2013 和 2015 年两次调查中发现，在电视、录像或电影中看到有人吸烟的比例

有下降，但 2015 年仍有高达 71.44% 的学生在电视、录像或电影中看到有人吸烟。从 2010-

2015 年来看，能“经常” 看到吸烟镜头的比例在逐次下降，但 2015 仍然有 22.57% 的学生

能经常看到电视、录像或电影中有人吸烟。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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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10-2015 年学生在电视电影中看见吸烟镜头的频率

（六）. 家庭与校园环境

1. 父母吸烟情况

2015 年参加调查的学生中，家长中“只有爸爸吸烟的”占 50.57%，“父母都不吸烟”

的占 45.35%，。与历年情况比较来看，2008-2015 年，父母至少有一个吸烟的比例从 2008

年的 63.24% 下降到 2015 年的 54.65%，父母都不吸烟的由 2008 年的不到 36.76% 上升到

2015 年 45.35%。见图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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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图 32  2015 年学生父母吸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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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08-2015 年学生父母吸烟情况

2. 教师吸烟情况

2015 年参加调查的学生中，看到任课教师都不吸烟的学生占 58.1%，看到有 1 名教师

吸烟的学生占 19.68%，看到有 2 名教师吸烟的学生占 10.65%，看到有 3 名及以上教师吸烟

的学生占 11.56%。与历年情况比较来看，看到任课教师都不吸烟的学生比例有所上升，从

2010 年的 51.28% 上升到 2015 年的 58.10%。见图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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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只

图 34  2015 年学生见过任课教师吸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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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0-2015 年学生见过任课教师吸烟情况

3. 买烟被拒绝的情况

2015 年仍然有高达 75.31% 的学生表示没有因自己为未成年人而买烟被拒绝。与历年结

果比较来看，虽然“被拒绝”的比例在 2013/2015 年有所上升，但大部分学生还是没有因自

己为未成年人而被拒绝。见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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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2008-2015 年学生买烟被拒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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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一）. 近十年来，北京市中小学生尝试吸烟率、现在吸烟率均有所下降

2015 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的尝试吸烟率为 9.41%（95%CI:9.00- 9.81），尝试吸烟率呈现“初

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的趋势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015 年尝试吸烟率与 2011 年调

查的结果 15.15%，2013 年结果 12.00% 相比，北京市中小学生的尝试吸烟率在 2011 年、2013 年、

2015 年的三次调查中逐次下降，与 2005 年、2008 年及 2010 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均有所降低，

与 2014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相比，北京市中小学生尝试吸烟率分别低

于全国青少年尝试吸烟率 19.9%[1]，以及天津 24.6%[2]，河南 20.87%[3]，厦门 20.9%[4]，深圳

12.65%[5] 的报告，与江苏省的 9.2%[6] 接近，说明控烟宣传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高

于上海 7.7%[7]，说明无烟校园建设要继续推行。各学段的尝试吸烟率从小学 6.20%-7.35%

之间上升到职业高中的 34.11-50.98% 之间，随着年龄的增加而逐渐上升。同时在 13 岁和 16

岁出现急剧上升的趋势，可能的原因是小学毕业后和初中毕业后这两个年龄段学生暑假没有

人监管，所以我们应加强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控烟教育。2010 年后，2011 年 -2015 年的三次

调查显示，职业高中、高中、初中的学生尝试吸烟率都呈下降趋势，说明无烟校园已初显成

效。此外，在三次调查中显示，2011 年小学生的尝试吸烟率为 6.20%，2013 年为 6.73%，

2015 年为 7.10%，小学生的尝试吸烟率有上升趋势，这可能与青少年好奇心强，想尝试新鲜

事物有关。2015 年河南，广东 [4，8] 地区报告显示青少年开始吸烟年龄趋于低龄化，与本次

研究结果相符，所以要引起警惕，加强对小学的卫生宣教，帮助了解烟草知识和相关危害。

在吸烟率方面，北京市中小学生 2015 的现在吸烟率 3.26%，较往年有所降低。2015

年初中生现在吸烟率为 1.8%，与 2014 年 GYTS 中国调查结果显示初中生的现在吸烟率为

6.9%[1] 相比，北京处于全国较低水平，但高于江苏 1.0%[7] 和上海的 1.1%[6]。小学的现在吸

烟率 1.99% 比往年有上升趋势。综合尝试吸烟率，现在吸烟率的结果，我们有理由推测小学

吸烟率正在增长，可能因为前期的主要工作放在学段高的年纪，有证据表明吸烟起始年龄越

小，成年后吸烟量越大，罹患各种慢性病的风险越大 [9]，所以我们更应加强对小学的宣传教

育工作，尽早的进行干预。

（二）. 北京市学生吸烟以男性为主，但女性吸烟行为值得重视

北京 2005-2015 年 6 次青少年烟草调查结果显示各学段学生男性尝试吸烟率都要高于女

性。2015 年北京市女性青少年现在吸烟率为 1.32%，有高达两成的职业高中女性现在吸烟。

以往研究表明，在我国 3.5 亿烟民中，有 3000 万是成瘾的女性烟民，女性吸烟者还正以每

年 10% 的速度递增 [11-12]，虽然我国青少年女性吸烟率低于国外发达国家 [15] 和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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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处于较低水平 [10]，但近年来青少年女性开始吸烟的年龄迅速提前，重度吸烟者的比例显

著上升，吸烟青少年女性受到烟草的危害日益严重。很多研究显示 [13-14]，吸烟几乎对身体

的每一个器官都有伤害，对青少年女性的危害更大：在与男性吸同等量烟的情况下，女性患

肺癌的概率是男性的 3 倍，肺功能的衰退也比男性更严重；吸烟女性发生心肌梗塞的危险性

几乎是男性的 2 倍。另外，由于青少年女性还担负着孕育下一代的使命，而吸烟可以导致妇

女不育、流产、早产或导致新生儿畸形，从而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戒烟是减少吸烟危害的唯

一方法。同时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吸烟女生中只有 16.16% 的目前考虑戒烟，低于男生

的 25.92%，也有研究表明青少年女性要比男性更难戒掉烟瘾，在每天吸烟 15 支以上的青少

年女性吸烟者中，戒烟的只有 18％，而男性为 25％ [16-18]。综上所述，我们要尽早抓住女性

青少年的吸烟行为特点，采取一些干预措施比如在女学生群体中进行吸烟危害的宣传、制定

控制女学生吸烟的针对性的措施、利用女学生之间特殊的人际关系防止女学生接触和传播吸

烟行为等。

（三）. 学生二手烟暴露情况严峻

在二手烟暴露率方面，2015 年北京市学生二手烟暴露率为 76.14%，虽然与 2013 年相比

有下降趋势；但却要高于中国青少年二手烟暴露现况调查结果的 72.9%[19]，说明目前学生二

手烟暴露形式十分严峻。与 2013 年相比，2015 年各学段二手烟暴露率都有所下降，说明北

京市无烟校园建设及控烟宣传和控烟教育干预取得一定成效。从暴露场所来看，2015 调查

中北京市中小学生在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率最高，为 59.04%，在室外二手烟暴露率为

55.70%，在家中二手烟暴露率最低为 42.62%，均要低于 2013 年调查结果；与中国青少年（初

中生）二手烟暴露现况调查 [19] 中结果相比结果基本一致，即二手烟暴露发生的场所中室内

外的占比较高，家中二手烟暴露率相对于室内外场所要低。但是仍然有七成多的学生暴露于

二手烟，这是一个主意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因此今后控烟干预工作要增加对室内公共场所

的控烟宣传，其中在室内公共场所受到二手烟侵害的比例最高。尽管近年来学校健康教育中

加入了“如何拒绝二手烟”的内容，致力于提高学生自我保护的意识和拒绝二手烟的技巧，

但学生在这些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仍然居高不下，这说明保护青少年免受二手烟危害，仅仅

靠学校加强健康教育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靠法律和全社会的努力，共同为青少年营造一

个没有二手烟危害的健康成长环境。庆幸的是，“史上最严”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已

正式颁布实施，期待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手段，为青少年撑起一把阻挡二手烟危害的健康保护

伞，切实减少二手烟的暴露。大量国际经验证明，无烟立法可以有效保护人们免受二手烟危

害 [23-26]，为此，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第 8 条及其实施准

则明确要求，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必要的室外场所全面禁止吸烟。

2014 年 1 月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教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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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函【2014】1 号），要求凡进入中小学的任何人、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一律不准吸烟，但

2015 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一周内，仍有近七成的学生在学校（室内或室外）看到过有人吸烟。

希望中小学校能在此严令之下，真正做到 100% 无烟，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四）. 职业高中学生吸烟行为依然严重

2008-2015 年 5 次青少年烟草调查结果表明，职业高中学生吸烟情况十分严重。从尝试

吸烟率来看，青少年尝试吸烟率从小学 6.20%-7.35% 之间上升到职业高中的 34.11-50.98%

之间，职业高中尝试吸引率要远远高于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学人群，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相

比，2008 年、2010 年、2013 年和 2015 年职业高中尝试吸烟率比普通高中分别高 1.75-2.75 倍，

其中 2015 年职业高中尝试吸烟率是普通高中的 2.75 倍。从现在吸烟率来看，职业高中现在

吸烟率最高，在 20.21%--32.41% 之间且远高于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学。从二手烟暴露率来看，

2013-2015 年后两次调查显示，北京市职业高中二手烟暴露率要明显高于小学、初中、高中。

从现在吸烟者日平均吸烟量来看，平均每天吸烟量大于 10 支的比例远远高于小学、初中、

高中阶段。以往研究表明，职业高中学生吸烟率普遍高于小学、中学、高中学生 [27-28]。其

原因主要包括环境因素和个体因素两方面。其中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学校环

境。职业高中人群学校个体因素包括个体心理特征、成绩不理想、对吸烟的认识、态度和信

念 [29-30]。环境因素层面上，从社会环境来看，大众传媒的错误导向，娱乐场所、公共场所

控制不力是影响职业高中学生吸烟的主要原因；从家庭环境来看，父母的影响、父母的观念

和教育方式往往影响孩子的吸烟行为；从学校环境来看，教师和同学的吸烟行为、老师的态

度会影响职业高中学生的吸烟行为，职业高中来时面对学生的吸烟行为甚至是递烟行为欣然

接受的现象较严重 [30]。个体因素层面上，从个体心理特征來看，职业高中吸烟学生主要存

在显威风、好奇、交际、摆阔、屈从、压力大的心理容易导致其吸烟。同时，中职学生在青

春发育的高峰期表现出强烈的“成人感”心理需要，所以更容易发生吸烟行为 [31-32]。同时

众多研究显示，学生成绩不理想，也是促成吸烟行为的因素之一，而我国职业高中生源质量

差、学生成绩不理想会影响学生的吸烟行为。从对吸烟的认识、态度和信念来看，很多职业

高中学生对吸烟的认知水平不够，喜欢偶像崇拜、认为纯粹是吸着玩的人比较多 [29-31]。针

对职业高中学生吸烟情况严重的现状及原因，我们应该有针对性的职业高中学生进行控烟教

育与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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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议

（一）. 全方位、多角度加强中小学生的控烟教育

（1）在中小学健康教育课程中加强吸烟危害教育：虽然大部分学生认为吸烟和被动吸

烟有害，但对烟草成分危害的认识和吸烟与疾病的相关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在中小学生的健

康教育课程中加入吸烟危害教育，这是一项低成本高产出的健康促进活动，不仅有利于青少

年健康行为的养成，减少青少年暴露于烟草烟雾的可能，也有利于家庭、社会无烟环境的建设。

（2）关注学龄前儿童控烟教育的引导：目前小学生尝试吸烟率为 7.1% 且现在吸烟的学

生中有近三成尝试吸烟年龄小于 7 岁，控烟从娃娃抓起，控烟教育越早越好。由于他们对吸

烟的好奇性，老师、家长、同伴不吸烟的榜样作用至关重要。

（3）注重对职业高中学生的控烟教育：历年调查结果发现，职业高中吸烟率远高于普

通中学，基本和成人持平，甚至高于成人。根据职业高中学生的吸烟行为特点，我们应加强

对职业高中学生吸烟的关注，形成良好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和氛围。良好的家庭教育是

职业高中生远离烟草的前提，创建无烟校园，加强教育管理，让职业高中学生远离烟草，大

众传媒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在公共场所加强控烟力度，加强控烟正向宣传。职业高中学生应

该调整心理认知，避免侥幸、好奇、摆阔等心理，树立良好的人际交往观念，彼此尊重理解，

寻求正确缓解压力的方法，同时职业高中学生应该增强自信心，和普通学生一样，把主要精

力放在职业技能的学习上，不断提升自己的认识，培养自己的意志力，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和生活方式，健康成长。

（4）加强特殊年龄段学生的控烟教育： 10 年跨度的 6 次的调查结果分析显示，学生尝

试吸烟率与现在吸烟率出现 13 岁和 16 岁两个剧增高峰，对应为小升初和初升高阶段，学校、

家长应加强对该年龄段的监管和教育，疏导学生心理压力，引导学生对新学校或学段的适应

和角色转变，积极开展校园控烟教育，重视入学教育，有效降低学生对烟草信息的敏感度，

强化对烟草危害的认识，培养对烟草诱惑的抵抗力。

（二）. 强化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政府、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携手为学

生创造无烟环境

（1）无烟校园的创建：虽然被调查者看到任课教师吸烟的比例逐年下降，但是 2015 年

仍有近半数（41.89%）的学生在校看到任课老师抽烟，其中看到 3 名及以上教师吸烟的学生

比例占 11.56%。建议加强 2014 年教育部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 教

基一函 [2014]1 号 ) 的执行力度，凡进入中小学、中职学校、幼儿园，任何人、任何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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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间一律不准吸烟。按照《北京市无烟学校标准（试行）》加强无烟学校建设，校长作

为学校禁烟第一责任人，不但要率先垂范，还要认真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2）室内公共场所无烟环境的创建：最近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在室内公共场所二

手烟暴露率居高不下，2015 年仍高达 60% 左右。暴露二手烟除了危害青少年的健康之外，

成人的吸烟形象对青少年影响也不可忽视，调查发现学生尝试吸烟的主要原因是好奇。因此

实施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给青少年创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非常重要。

（3）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最近两次调查数据显示仍有超过三分之一（38.57%

和 38.98%）的学生在烟草零售点看到烟草产品广告，政府相关部门应确实履行《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中关于“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外发布烟草

广告，禁止向未成年人发送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条款的落实。需明确在烟草销售点及社交

媒体等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禁止烟草业以企业社会责任或慈善名义的赞助活动，特

别是针对女性、儿童和青少年的烟草促销和赞助活动，应严格控制影视中的变相烟草广告。

（4）呼吁无烟影视：被调查的学生中，有七成多（71.44%）学生在电视、录像或电影

中看到过吸烟镜头，2015 仍然有 22.57% 的学生能经常看到电视、录像或电影中有人吸烟。

建议国家新闻广电总局出台更严格的措施，严格监管，净化银屏。同时希望演艺界人士能够

以拍摄无烟影视为荣，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5）降低学生烟草制品的易获得性：十年调查数据显示未成年人卷烟的易获得性： ①

学生能买到烟。2015 年仍然有高达 75.31% 的学生没有因自己是未成年人买烟被拒绝，甚至

学校附近的卷烟销售点将卷烟分支销售给未成年人。这种状况应引起相关政府的重视。建议

应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不得向未成年人售

烟，相关部门应该加强执法监督力度。加强学校周边烟草售卖点的监管。②学生买得起烟。

近 10 年来，通过自己买的方式获得烟草的学生比例不断上升。2015 年仍有 66.09% 的学生

自购卷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卷烟价格的低廉，家长对孩子的溺爱及疏于管理，学生能

得到足够的零花钱买到卷烟，家长应加强对孩子零花钱的监管，减少学生对烟草的易得性。

（6）图形警示上烟包：近三分之一的吸烟学生居然没有看到烟盒警示，说明目前中国

烟盒包装上仅有的文字警语没有起到健康警示的效果，建议烟盒包装尽快采用大而明确、醒

目的图文警示。

（7）积极引导创建无烟家庭：学生最常吸烟地点首选为家中，54.65% 的学生父母至少

有一人抽烟。家庭是家人友爱互助的栖居之所，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场所。无烟家庭是和谐

社会的基本单元。无烟家庭的家长身教重于言教，做孩子的榜样，在家不吸烟、不敬烟、不

送烟，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带头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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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适应新形势下学生控烟教育特点，积极探索学校控烟适宜技术

（1）积极倡导广大中学生加入“中学生控烟联盟”：我们倡议全体中学生积极加入中

学生控烟联盟，为了大家的身心健康，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广泛宣传控烟知识，倡导健

康、文明的生活理念。从自身做起，从校园、家庭做起积极开展无烟行动。我们要充分利用

中学生控烟联盟这一平台，开展中学生自己的控烟志愿活动。

（2）创建“大学生控烟联盟”：为了充分调动学校控烟的主体——广大青少年学生积

极参与控烟活动，为他们提供一个主动参与组织控烟活动、开展同伴宣传教育、倡导社会控

烟的活动平台，充分发挥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更好地开展以学生为主体的、更贴近青少年

的、更符合青少年心理行为发展特点和实际需求的青少年控烟宣传教育工作，中国控烟协会

青少年控烟专业委员会在成立中学生控烟联盟的基础上，2017 年拟建立大学生控烟联盟，

由高校学生自己组成的大学生控烟志愿者队伍，进一步扩大青少年控烟工作的影响和力度，

以取得更好的实效。

（3）探索学校 - 家庭 - 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模式：为了提高学校控烟教育的效果，学校

控烟教育应探索学校 - 家庭 - 社会共同参与的模式，从心理学上分析学生尝试吸烟或吸烟的

原因，有的放矢进行教育。加强学生周边父母、同伴、老师等环境的管理，结合多种健康教

育形式，提高趣味性，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提高学生的接受水平。

国家《“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 2030 年，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要降低到

20%。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预防学生吸烟，对吸烟学生进行有效的戒烟干预至关重要。因为

今天的学生，到 2030 年全部成为 15 岁以上的成人。青少年时期是形成吸烟习惯最关键的时

期，经常接触烟草的青少年在其成年后更有可能成为吸烟者。如果青少年时期能远离烟草，

他们中的大部分在今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将不会再使用烟草。因此预防和控制中小学生吸烟是

一项任重道远的工程，更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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