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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摘暋要暋目的暋了解济宁市城区小学生被动吸烟现状暍对烟草危害的认知情况及影响因素暎方法暋采用分

层整群抽样方法棳抽取济宁市城区小学椀所棳教育培训机构棿个棳共向棻棾椀椀名三至五年级小学生发放问卷棳有效

应答率为椆棸棶椀椀棩暎结果暋济宁市城区小学生被动吸烟率为椂椂棶椆棻棩棳尝试吸烟率为椆棶棻椂棩暎五年级小学生对

家人和同伴吸烟持否定态度的比例低于三暍四年级棬氈
棽分别为椂棶棿棽椃暍椆棶棿棿棳 分别为棸棶棸棿暍棸棶棸棸椆棭暎老师及学校

控烟情况在不同年级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棬氈
棽 分别为棻椃棶椀椃椆暍棽棿棶椀椀椃棶 椉棸棶棸棸棻棭棳五年级小学生课堂讲授吸烟

危害健康相关知识比例较高暎旍旓旂旈旙旚旈斻回归分析结果为椇帮家人买烟是影响小学生对被动吸烟危害健康认知的

危险因素棳 椊棽棶棿棻椂棳椆椀棩 棬棻棶棾椀椂暙棿棶棾棸棿棭棳听说过被动吸烟暍老师曾讲解吸烟危害健康暍学校设有烟草危

害的宣传教育栏暍学校有禁止吸烟的标志或警示性标语是小学生对被动吸烟有害健康认知的保护因素暎结论暋

济宁市城区小学生被动吸烟率和尝试吸烟率均较高棳提高家庭成员的控烟意识棳加强校园控烟教育棳建设无烟校

园棳是减少小学生被动吸烟危害的有效措施暎

关键词暋小学生椈被动吸烟椈尝试吸烟椈烟草危害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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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 被 动 吸 烟 对 儿 童 健 康 的 危 害 是 多 方 面 的 棳可

以 影 响 从 胎 儿 到 儿 童 的 各 个 时 期 棳且 影 响 可 能 是

椆棿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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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系 统 的 椲棻灢棽椵暎 幼 儿 大 量 地 被 动 吸 烟 可 能 会 导 致 非

特 异 性 免 疫 功 能 低 下 椲棾椵暎棽棸棻棸 年 全 球 成 人 烟 草 调

查 棬斍斄斣斢棭显 示 棳我 国 曒棻椀 岁 人 群 现 在 吸 烟 者 总

数 为 棾棶棻 亿 棳棿棾棶椆棩 的 青 少 年 在 家 庭 遭 受 二 手 烟 雾

的 危 害 棳椀椀棶椄棩 的 青 少 年 在 公 共 场 所 遭 受 二 手 烟

雾 的 危 害 椲棿椵棳儿 童 青 少 年 是 被 动 吸 烟 的 主 要 受 害

人 群 棳从 预 防 小 学 生 吸 烟 和 被 动 吸 烟 切 入 棳将 小 学

作 为 烟 草 教 育 的 重 点 场 所 棳是 控 制 烟 草 危 害 的 有

效 途 径 之 一 暎 本 研 究 旨 在 了 解 济 宁 市 城 区 小 学 生

烟 草 暴 露 情 况 暍对 烟 草 危 害 的 认 知 以 及 影 响 因 素 棳

为 预 防 和 减 少 儿 童 烟 草 暴 露 提 供 参 考 暎

棻暋对象与方法

棻棶棻暋对象

根 据 学 校 隶 属 关 系 随 机 抽 取 济 宁 市 属 小 学 棾

所 棳任 城 区 所 属 小 学 棽 所 棳采 用 随 机 整 群 抽 样 方 式

对 各 小 学 三 年 级 至 五 年 级 各 一 个 自 然 班 进 行 调

查 椈同 时 调 查 了 城 区 棿 所 以 小 学 生 为 主 要 对 象 的 英

语 暍舞 蹈 等 教 育 培 训 机 构 暎 共 发 放 问 卷 棻棾椀椀 份 棳全

部 回 收 后 剔 除 无 效 问 卷 棳有 效 问 卷 棻棽棽椃 份 棳有 效 应

答 率 为 椆棸棶椀椀棩暎 男 生 椂棿椂 人 棳占 椀棽棶椂棿棩棳女 生

椀椄棻 人 棳占 棿椃棶棾椂棩暎 其 中 三 年 级 棿棽棿 人 棳棬男 生

棽棾椃 名 棳女 生 棻椄椃 名 棭棳四 年 级 棾椆椂 人 棬男 生 棽棸棾 名 棳

女 生 棻椆棾 名 棭棳五 年 级 棿棸椃 人 棬男 生 棽棸椂 名 棳女 生

棽棸棻 名 棭棳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棾棿棶椀椀棩暍棾棽棶棽椃棩暍棾棾棶

棻椃棩暎

棻棶棽暋方法

自 行 设 计 问 卷 棳主 要 内 容 包 括 小 学 生 的 人 口

学 基 本 信 息 暍尝 试 吸 烟 和 被 动 吸 烟 情 况 暍同 伴 以 及

家 庭 成 员 学 校 师 长 吸 烟 情 况 暍有 关 吸 烟 危 害 的 认

知 及 态 度 暍家 庭 和 学 校 吸 烟 环 境 情 况 暍学 校 控 烟 教

育 相 关 情 况 等 暎 调 查 方 式 采 用 匿 名 自 填 问 卷 棳由

统 一 培 训 合 格 的 调 查 员 逐 题 解 释 后 作 答 暎 所 有 问

卷 经 调 查 员 初 核 无 漏 项 后 均 当 场 收 回 暎

棻棶棾暋相关定义

本 次 调 查 根 据 斪斎斚 有 关 指 标 定 义 并 结 合 国

内 广 泛 应 用 的 暟中 国 青 少 年 健 康 相 关 棷危 险 行 为 调

查 暠中 的 学 生 尝 试 吸 烟 的 定 义 和 全 国 吸 烟 行 为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标 准 椲椀灢椃椵暎 尝 试 吸 烟 者 椇到 调 查 时 为 止 棳

至 少 吸 过 一 口 烟 椈尝 试 吸 烟 率 椇到 调 查 为 止 棳尝 试

吸 烟 即 使 只 吸 过 一 两 口 的 人 数 占 全 部 调 查 对 象 的

比 例 暎 被 动 吸 烟 椇指 非 吸 烟 者 在 调 查 前 棻 周 内 有

棻斾 以 上 暴 露 于 吸 烟 者 呼 出 的 烟 雾 中 暎 被 动 吸 烟

率 椇不 吸 烟 者 被 动 吸 烟 的 人 数 占 全 部 不 吸 烟 人 数

的 比 例 暎

棻棶棿暋统计学方法

应 用 斉旔旈斈斸旚斸棾棶棻 软 件 建 立 数 据 库 棳统 计 分 析

采 用 斢斝斢斢棻椆棶棸 软 件 中 相 关 程 序 棳旍旓旂旈旙旚旈斻 分 析 选

入 变 量 水 准 为 棸棶棸椀棳剔 除 变 量 水 准 为 棸棶棻棸暎

棽暋结果

棽棶棻暋小学生被动吸烟暍尝试吸烟情况比较

表棻暋不同年级小学生被动吸烟及尝试吸烟情况比较

年级
调查

人数

被动吸烟 尝试吸烟

旑 棩 旑 棩

三年级 棿棽棿 棾棸椃 椃棽棶椂棿 棿棻 椆棶椂椃

四年级 棾椆椂 棽椃椀 椂椆棶棿棿 棿棸 棻棸棶棻棸

五年级 棿棸椃 棽棾椆 椀椄棶椃棽 棿棾 棻棸棶椀椃

合计 棻棽棽椃 椄棽棻 椂椂棶椆棻 棻棽棿 椆棶棻椂

氈
棽 棻椆棶棽椀 棸棶棻椄棾

椉棸棶棸棸棻 棸棶椆棻棽

暋暋 三 至 五 年 级 小 学 生 被 动 吸 烟 总 暴 露 率 为 椂椂棶

椆棻棩棳高 于 全 国 水 平 棬椀棾棶椃棩棭
椲椂椵棬椊椆棶椄椀棳 椉棸棶

棸棻棭暎 尝 试 吸 烟 率 为 椆棶棻椂棩棳低 于 长 沙 市 暍宁 波 市

等 调 查 椲椄灢椆椵棳但 在 全 国 仍 处 于 较 高 状 态 椲椃棳棻棸灢棻棽椵暎

棽棶棽暋小学生所见的吸烟场所情况

接 受 问 卷 调 查 的 小 学 生 常 见 到 的 吸 烟 场 所 主

要 是 学 校 暍家 庭 暍餐 馆 及 公 园 等 暎 有 椄椆棶棾棽棩

棬棻棸椆椂棷棻棽椃椃棭的 小 学 生 在 学 校 见 到 烟 头 棳椃椂棶椄棻棩

的 小 学 生 在 家 中 见 到 家 人 或 客 人 吸 烟 棳在 餐 馆 及

公 园 遇 见 到 吸 烟 者 的 小 学 生 分 别 占 椄棽棶椀棾棩 和 椂棸棶

椄椄棩暎

棽棶棾暋小学生对家人暍师长及同学吸烟的态度

表棽暋不同年级小学生对周围人吸烟的态度

年级
调查

人数

对家人吸烟

的态度

对老师吸烟

的态度

对同学吸烟

的态度

不喜欢家

人吸烟并

制止的人

数

棩

认为老师

不应该吸

烟的人数
棩

认为学生

不应该吸

烟人数
棩

三年级 棿棽棿 棾棻椆 椃椀棶棽棾 棾椃椆 椄椆棶棾椆 棾椄椆 椆棻棶椃棿

四年级 棾椆椂 棾棻椃 椄棸棶棸椀 棾棿椀 椄椃棶棻棽 棾椃棻 椆棾棶椂椄

五年级 棿棸椃 棽椆椀 椃棽棶棿椄 棾棿棾 椄棿棶棽椃 棾椀椃 椄椄棶棽

合计 棻棽棽椃 椆棾棻 椃椀棶椄椃 棻棸椂椃 椄椂棶椆椂 棻棻棻椃 椆棻棶棸棾

氈
棽 椂棶棿棽椃 棿棶椃椆 椆棶棿棿

棸棶棸棿 棸棶棸椆棻 棸棶棸棸椆

小 学 生 不 喜 欢 家 人 吸 烟 并 制 止 的 比 例 总 的 来

棸椀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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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差 异 显 著 棬氈
棽椊椂棶棿棽椃棳 椊棸棶棸棿棭棳经 卡 方 分 割 棳

三 年 级 与 四 年 级 小 学 生 态 度 无 差 异 棬氈
棽椊棽棶椃棽椃棳

椊棸棶棸椆椆棭棳高 于 五 年 级 学 生 棬氈
棽椊棾棶椄棾棿棳 椊棸棶

棸椀棭暎 认 为 小 学 生 不 应 该 吸 烟 的 态 度 上 棳三 个 年 级

间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棳三 暍四 年 级 对 吸 烟 持 否 定 者

比 例 分 别 为 椆棻棶椃棿棩 和 椆棾棶椂椄棩棳经 卡 方 分 割 棳差 异

无 显 著 性 棬氈
棽椊棸棶椄椆棽棳 椊棸棶棾棿椀棭棳高 于 五 年 级 持

否 定 态 度 的 比 例 棬氈
棽椊椄棶椃棸椂棳 椊棸棶棸棸棾棭暎

棽棶棿暋学校及家庭控烟情况比较

表棾暋不同年级小学生学校及家庭控烟情况比较

年级
调查

人数

家长告诫吸

烟有害不

允许吸烟

老师曾

讲授吸烟

的危害

学校有开展

过吸烟危害

的宣传教育

旑 棩 旑 棩 旑 棩

三年级 棿棽棿 棾椀椀 椄棾棶椃棽 棽椃棾 椂棿棶棾椃 棻椄椆 棿棿棶椀椃

四年级 棾椆椂 棾棾棾 椄棿棶棸椆 棽棿棽 椂棻棶棻棻 棽棸棿 椀棻棶椀棻

五年级 棿棸椃 棾棿椃 椄椀棶棽椀 棾棸棾 椃棿棶棿椀 棽椀棻 椂棻棶椂椃

合计 棻棽棽椃 棻棸棾椀 椄棿棶棾椀 椄棻椄 椂椂棶椂椃 椂棿棿 椀棽棶棿椄

氈
棽 棸棶棾椆椆 棻椃棶椀椃椆 棽棿棶椀椀椃

棸棶椄棻椆 椉棸棶棸棸棸 椉棸棶棸棸棸

暋暋 不 同 年 级 小 学 生 家 庭 控 烟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棳老

师 及 学 校 控 烟 情 况 在 不 同 年 级 间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棬氈
棽 分 别 为 棻椃棶椀椃椆暍棽棿棶椀椀椃棭暎氈

棽 分 割 显 示 棳教

师 课 堂 讲 授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相 关 知 识 在 三 年 级 与 四

年 级 小 学 生 间 无 统 计 学 差 异 棬氈
棽椊棸棶椆棿棻棳 椊棸棶

棾棾棽棭棳学 校 开 展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宣 传 教 育 活 动 在 三

年 级 与 四 年 级 间 存 在 统 计 学 差 异 棬氈
棽椊棾灡椆椀棻棳 椊

棸棶棸棿椃棭棳五 年 级 小 学 生 课 堂 讲 授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相

关 知 识 开 展 较 好 棳学 校 有 关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的 相 关

知 识 宣 传 教 育 活 动 开 展 率 亦 较 高 暎

棽棶棿暋小学生被动吸烟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

以 是 否 知 晓 被 动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为 因 变 量 棳年

级 暍家 人 有 无 吸 烟 暍是 否 曾 帮 家 人 买 烟 暍家 人 告 诫

不 要 吸 烟 等 九 个 因 素 为 自 变 量 进 行 旍旓旂旈旙旚旈斻 回 归

分 析 暎 结 果 表 明 棳影 响 小 学 生 对 被 动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认 知 的 因 素 为 椇是 否 曾 帮 家 人 买 烟 暍是 否 听 说 过

被 动 吸 烟 暍老 师 是 否 曾 讲 解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暍学 校 是

否 设 有 烟 草 危 害 的 宣 传 教 育 栏 暍学 校 是 否 有 禁 止

吸 烟 的 标 志 或 警 示 标 语 等 暎 其 中 帮 家 人 买 烟 是 影

响 小 学 生 对 被 动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认 知 的 危 险 因 素 棳

为 棽棶棿棻椂棳椆椀棩斆斏棬棻棶棾椀椂暙棿棶棾棸棿棭椈听 说 过 被 动

吸 烟 暍老 师 曾 讲 解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暍学 校 设 有 烟 草 危

害 的 宣 传 教 育 栏 暍学 校 有 禁 止 吸 烟 的 标 志 或 警 示

性 标 语 是 小 学 生 对 被 动 吸 烟 有 害 健 康 认 知 的 保 护

因 素 暎 见 表 棿暍表 椀暎

表棿暋济宁市小学生被动吸烟认知影响因素赋值

暋暋变量 暋暋赋值

是否知晓被动吸烟危害健康 否椊棸棳是椊棻

年级
三年级椊棸棸棳四年椊
棸棻棳五年级椊棻棸

家人有无吸烟 有椊棸棳无椊棻

家人是否避开你吸烟 是椊棸棳否椊棻

是否曾帮家人去买烟 是椊棸棳否椊棻

是否听说过被动吸烟 是椊棸棳否椊棻

家人是否告诫不要吸烟 是椊棸棳否椊棻

老师是否曾讲解吸烟危害健康 是椊棸棳否椊棻

学校是否设有烟草教育的宣传栏 是椊棸棳否椊棻

是否曾在校园里看到禁止吸烟的标志或警示标语 是椊棸棳否椊棻

表椀暋济宁市小学生被动吸烟认知影响因素分析

暋暋变量 毬 氈
棽 值棬 值椆椀棩 棭

家人是否曾经让你去买烟 棸棶椄椄棽 棸棶棾棽椂 椄棶椆椂 棸棶棸棸棾 棽棶棿棻椂棬棻棶棾椀椂暙棿棶棾棸棿棭

你是否听说过被动吸烟 棴棿棶棽椄椄 棸棶棽椆 棻椄棶椄椆 棸棶棸棸 棸棶棸棻棿棬棸棶棸棸椃暙棸棶棸棽椀棭

老师是否曾讲解吸烟危害健康 棴棸棶棽棿椆 棸棶棽椀棾 棿棶棽棽 棸棶棸棿 棸棶椃椄棸棬棸棶椂棻椀暙棸棶椆椄椆棭

学校是否设有烟草危害的教育宣传栏 棴棻棶棾椆椆 棸棶椂椆棾 棻棿棶椀棿 棸棶棸棸 棸棶棽棿椃棬棸棶棻棽棸暙棸棶椀棸椃棭

学校是否有禁止吸烟的标志或警示标语 棴棻棶椂椃椄 棸棶椂棻棿 棽棽棶棿棾 棸棶棸棸 棸棶棻椄椃棬棸棶棸椆棾暙棸棶棾椃棿棭

棾暋讨论

我 国 是 烟 草 消 耗 大 国 棳被 动 吸 烟 已 成 为 我 国

重 要 的 公 共 卫 生 和 社 会 问 题 椲棿棳棻棾椵暎斪斎斚 关 于 被

动 吸 烟 研 究 已 证 明 二 手 烟 暴 露 没 有 所 谓 的 暟安 全

水 平 暠棳二 手 烟 烟 雾 在 成 人 和 儿 童 中 可 引 起 严 重 的

甚 至 是 致 命 的 疾 病 椲棻棿椵暎 调 查 显 示 济 宁 市 城 区 小 学

生 被 动 吸 烟 率 为 椂椂棶椆棻棩棳高 于 广 东 省 及 全 国 水

平 椲椂棳棻棸椵暎 尝 试 吸 烟 率 为 椆棶棻椂棩棳在 全 国 仍 处 于 较

高 状 态 椲椃棳棻棸灢棻棽椵暎 小 学 生 被 动 吸 烟 暴 露 主 要 源 于 家

庭 棳椃椂棶椄棻棩 的 小 学 生 在 家 中 见 到 家 人 或 客 人 吸

烟 棳旍旓旂旈旙旚旈斻 回 归 分 析 显 示 帮 家 人 买 烟 是 影 响 小 学

棻椀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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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对 被 动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认 知 的 危 险 因 素 棳 为 棽棶

棿棻椂棳椆椀棩 为 棬棻棶棾椀椂暙棿棶棾棸棿棭棳反 映 出 小 学 生 对

烟 草 的 危 害 认 知 较 少 棳可 能 是 由 于 他 们 在 家 庭 对

吸 烟 司 空 见 惯 棳而 且 又 可 以 帮 家 人 买 烟 棳在 没 有 相

应 的 知 识 结 构 前 提 下 棳致 使 他 们 对 烟 草 危 害 的 认

知 减 少 暎 可 见 棳从 家 庭 控 烟 入 手 棳提 高 家 庭 成 员 的

控 烟 意 识 棳是 减 少 小 学 生 被 动 吸 烟 危 害 的 有 效 措

施 暎

学 校 控 烟 宣 传 教 育 暍老 师 对 烟 草 危 害 健 康 相

关 知 识 的 讲 授 棳是 小 学 生 获 取 吸 烟 有 害 健 康 认 知

的 重 要 渠 道 椲棻棽椵暎 济 宁 市 城 区 小 学 有 开 展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的 宣 传 教 育 比 例 为 椀棽棶棿椄棩棳与 全 国 水 平 相

当 椲椂椵棳小 学 生 课 堂 接 受 过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相 关 知 识 的

比 例 为 椂椂棶椂椃棩棳表 明 校 园 内 控 烟 宣 传 需 要 加 强 暎

多 因 素 分 析 显 示 棳听 说 过 被 动 吸 烟 暍老 师 曾 讲 解 吸

烟 危 害 健 康 暍学 校 设 有 烟 草 危 害 的 宣 传 教 育 栏 暍学

校 有 禁 止 吸 烟 的 标 志 或 警 示 性 标 语 是 小 学 生 对 被

动 吸 烟 有 害 健 康 认 知 的 保 护 因 素 棳说 明 加 强 校 园

控 烟 宣 传 棳建 设 无 烟 校 园 具 有 现 实 意 义 暎

就 小 学 生 对 家 人 暍老 师 及 同 学 吸 烟 的 态 度 看 棳

五 年 级 小 学 生 对 吸 烟 持 否 定 态 度 的 比 例 低 于 三 暍

四 年 级 棳间 接 反 映 出 对 吸 烟 的 认 可 度 增 加 棳与 有 关

报 道 随 着 年 龄 增 长 青 少 年 尝 试 吸 烟 率 增 高 相

符 椲棻棸椵棳提 示 加 强 对 高 年 级 小 学 生 烟 草 危 害 健 康 的

宣 传 教 育 仍 需 高 度 重 视 棳学 校 应 承 担 起 相 应 的 责

任 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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