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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现状调查

李艳妮 1，关素珍 2，贺宝福 1，马玉琴 1

1.宁夏回族自治区健康教育所控烟与监测科，宁夏 银川 750011；2.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

摘要：目的 了解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现状，为控制青少年吸烟提供依据。方法 基于2019年全国青少

年烟草流行监测项目，采取多阶段按规模大小成比例抽样方法选取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学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修订的问卷收集学生的基本信息，电子烟使用现状、认知情况，电子烟及其相关产品广告获取途径。

按照最终权重计算电子烟使用率、尝试率、认知和态度持有率以及广告获取途径比例等。结果 发放问卷9 019份，回

收有效问卷8 401份，回收有效率为93.2%。学生电子烟使用率和尝试率分别为4.3%和13.4%。男生电子烟使用率和尝

试率分别为7.7%和22.9%，均高于女生的0.8%和3.8%（P＜0.05）。不同学校类型学生电子烟使用率和尝试率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职业高中学生使用率和尝试率均较高，分别为11.5%和26.8%。现在使用电子烟的246人

中，30.1%认为电子烟不含尼古丁，60.2%不知晓电子烟是否含尼古丁。过去30 d内，27.0%的学生看到过电子烟及其

相关产品广告，其中以电视，商店、超市、便利店、杂货铺，电子烟体验店或线下零售店为主要途径。结论 宁夏回

族自治区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和尝试率分别为4.3%和13.4%，男生、职业高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率和尝试率较高，学生

普遍知晓电子烟，广告获取途径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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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ic cigarette use among adolescents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LI Yanni*, GUAN Suzhen, HE Baofu, MA Yuqin

*Tobacco 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Division,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of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Yinchuan,

Ningxia 75001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of electronic cigarette use among adolescents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tobacco control in adolescents. Methods Based on the 2019 National Youth Tobac⁃
co Epidemic Monitoring Program, multistage proportional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A questionnaire revised by Chinese CDC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general informa⁃
tion, the cognition and use of electronic cigarettes, and the access to advertising of electronic cigarettes and related
products. Results Totally 9 019 questionnaires were distributed, 8 401 valid ones were recovered, and the response
rate was 93.2%. The rates of electronic cigarette use and attempt among students were 4.3% and 13.4%. The rates of
electronic cigarette use and attempt in male students were 7.7% and 22.9%,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female stu⁃
dents (0.8% and 3.8%, P<0.05) . The rates of electronic cigarette use and attempt varied in different schools ( P<

0.05 ), which were higher in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 11.5% and 26.8% ). Among 246 students who used elec⁃
tronic cigarettes, 30.1% did not thought electronic cigarettes contained nicotine, while 60.2% did not know whether elec⁃
tronic cigarettes contain nicotine. In the past 30 days, 27.0% of the students had seen the advertisements of electronic
cigarettes and related products, mainly through TV, store, supermarket, convenience store, grocery store, electronic ciga⁃
rette experience store or retail store. Conclusions The rates of electronic cigarette use and attempt among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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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are 4.3% and 13.4%. Boys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have higher rates.
Students generally know electronic cigarette and have more access to it.
Keywords: electronic cigarette; usage rate; awareness; adolescents

电子烟广告宣传其“无害、无毒”，且有多种诱

人香味，但事实上电子烟与传统烟草制品一样，含有

尼古丁、羰基化合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多种有害

物质［1］，导致使用者成瘾，损害身体健康，甚至发

生意外中毒和伤害［2］。全球电子烟使用率呈日益上

升趋势，部分国家电子烟使用率已超过传统烟草，尤

其在青少年人群中已成为一种新兴且重要的烟草使用

途径［3-5］。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

与 2014 年相比，2019 年我国初中学生吸烟率有所下

降，但电子烟使用率上升［6］；2019 年深圳市宝安区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电子烟使用率、尝试率和知晓率

分别为 3.7%、8.0% 和 86.3%［7］。因此，开展青少年

电子烟使用及危害研究尤为必要。本文对宁夏回族自

治区青少年电子烟流行及认知现状进行调查，为控制

青少年吸烟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初中、普通高中、职

业高中的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

1.2 方法

1.2.1 抽样方法 基于 2019 年全国青少年烟草流行

监测项目，采用多阶段按规模大小成比例（PPS）抽

样方法，从宁夏回族自治区随机抽取 10 个监测县

（区），每个监测县（区）按人口比例抽取 3 所初中、

2 所普通高中和 1 所职业高中（没有职业高中则用普

通高中代替），共抽取 30 所初中、20 所高中和 9 所

职业高中；再从每所学校的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1 个

班级学生进行调查。

1.2.2 调查方法 于 2019 年 6—7 月，采用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的核心问

卷［8］为基础修订的问卷进行调查，内容包括性别、

地区、学校类型、每周可支配零花钱、电子烟使用和

认知情况、电子烟及其相关产品广告获取途径。现在

使用电子烟指在调查前 30 d 内使用过电子烟≥1 d。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说明填写要求后将问卷发

放给学生匿名填写，现场统一收回，调查过程中要求

校方人员回避。数据录入、清洗、加权由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完成。

1.2.3 数据加权算法 电子烟使用率、尝试率、知晓

率、态度持有率和广告获取途径比例及其 95% 置信

区间（95%CI）按照最终权重（W）计算。先根据抽

样设计中的抽样步骤计算抽样权重（Ws），Ws=监测

点抽样权重×学校抽样权重×班级抽样权重；根据学

校、班级、个人 3 个水平的应答情况计算无应答调

整系数（R），R=学校水平的无应答调整系数×班级

水平的无应答调整系数×个人水平的无应答调整系

数；再根据不同城乡、学校类型、年级、性别学生数

计算事后分层校正权重（Wps），Wps=第 k 层的学生

人数/样本在第 k 层的抽样权重之和；最后计算 W，

W=Ws×R×Wps。
1.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6.0 软件统计分析。定

性资料采用相对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进一

步两两比较采用 Bonferronni 法。检验水准 α=0.05，
3 组间两两比较 α＇=0.05/3=0.016 7，4 组间两两比

较 α＇=0.05/6=0.008 3。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发放问卷 9 019 份，回收有效问卷

8 401 份，回收有效率为 93.2%。调查男生 4 026 人，

占 47.9%；女生 4 375 人，占 52.1%。城市学生

4 317 人 ， 占 51.4%； 农 村 学 生 4 084 人 ， 占

48.6%。初中学生 4 265 人，占 50.8%；普通高中学

生 3 077 人，占 36.6%；职业高中学生 1 059 人，

占 12.6%。每周可支配零花钱＜11 元 2 189 人，

占 26.1%；11～＜31 元 2 787 人，占 33.2%；31～＜

51 元 1 368 人，占 16.3%；≥51 元 2 044 人，占

24.3%。

2.2 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现状 现在使用电子烟 256
人，电子烟使用率为 4.3% （95%CI：2.5%～7.0%）。

男生电子烟使用率高于女生（P＜0.05）。不同学校类

型学生电子烟使用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进一步两两比较结果显示，职业高中和初中学生电

子烟使用率均高于普通高中学生（P＜0.016 7），职

业高中和初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16 7）。每周可支配零花钱数量不同的学生电

子烟使用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两

两比较结果显示，每周可支配零花钱≥51 元的学生

电子烟使用率高于每周可支配零花钱＜11 元的学生

（P＜0.008 3），其他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08 3）。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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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比较

项目

性别

男

女

地区

城市

农村

学校类型

初中

普通高中

职业高中

每周可支配零花钱（元）

＜11
11～
31～
≥51

应答人数

3 987
4 345

4 286
4 046

4 235
3 050
1 047

2 170
2 771
1 353
2 025

现在使用电子烟人数

222
34

132
124

163
39
54

43
95
40
78

使用率（%）

7.7
0.8

3.3
5.2

3.9
1.4

11.5

2.2
3.6
3.4
8.2

95%CI（%）

4.3～13.6
0.4～1.4

2.3～4.7
2.4～11.1

3.1～4.8
0.8～2.5
3.7～30.6

1.4～3.4
2.8～4.6
2.5～4.5
3.1～20.1

χ2值

246.910

19.633

204.590

102.953

P值

＜0.001

0.240

0.009

0.028

注：所有项目应答均存在缺失值。

2.3 青少年电子烟尝试使用现状 尝试使用电子烟

991 人，电子烟尝试率为 13.4% （95%CI：11.2%～

15.8%）。男生电子烟尝试率高于女生 （P＜0.05）。

不同学校类型学生电子烟尝试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进一步两两比较结果显示，职业高中学

生电子烟尝试率高于初中和普通高中学生 （P＜

0.016 7），初中学生电子烟尝试率高于普通高中

学生 （P＜0.016 7）。每周可支配零花钱数量不同的

学生电子烟尝试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

一步两两比较结果显示，每周可支配零花钱≥51 元

的学生电子烟尝试率高于另 3 组学生（P＜0.008 3），

其他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08 3）。
见表 2。

表 2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少年电子烟尝试率比较

项目

性别

男

女

地区

城市

农村

学校类型

初中

普通高中

职业高中

每周可支配零花钱（元）

＜11
11～
31～
≥51

应答人数

3 990
4 346

4 295
4 041

4 237
3 056
1 043

2 176
2 767
1 359
2 021

尝试使用电子烟人数

828
163

536
455

487
279
225

193
301
158
339

尝试率（%）

22.9
3.8

12.9
13.8

11.8
9.8

26.8

9.4
11.4
12.5
21.4

95%CI（%）

19.6～26.6
2.8～5.1

9.7～17.0
11.5～16.6

9.4～14.9
6.6～14.2

17.1～39.4

6.8～12.9
9.7～13.5
9.0～17.2

16.2～27.7

χ2值

665.709

1.618

221.417

149.440

P值

＜0.001

0.639

0.005

＜0.001

注：所有项目应答均存在缺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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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青少年对电子烟的认知和态度 听说过电子烟

6 933 人，占 82.8%（95%CI：76.5%～87.1%）。现在

使用电子烟的 246 名学生中（缺失 10 人应答），认

为电子烟不含尼古丁 102 人，占 30.1% （95%CI：
15.2%～50.9%）；不知晓电子烟是否含尼古丁 111
人，占 60.2% （95%CI：34.9%～80.9%）；认为电子

烟 含 尼 古 丁 33 人 ， 占 9.7% （95%CI： 4.3%～

20.3%）。如果好朋友给电子烟，可能会使用 724 人，

占 9.7% （95%CI：7.7%～12.2%）；肯定会使用 128
人，占 1.6%（95%CI：1.3%～1.9%）；可能不会使用

436 人，占 5.1%（95%CI：4.0%～6.5%）；肯定不会

使用 6 879 人，占 80.3%（95%CI：77.3%～83.0%）；

态 度 不 明 确 279 人 ， 占 3.3% （95%CI： 2.9%～

3.7%）。未来 12 个月可能会使用电子烟 428 人，占

5.1% （95%CI：4.3%～6.0%）；肯定会使用 55 人，

占 0.7% （95%CI：0.4～1.0%）；可能不会使用 381
人，占 4.7%（95%CI：3.8%～5.8%）；肯定不会使用

7 217 人，占 86.2%（95%CI：84.2%～88.0%）；态度

不明确 290 人，占 3.4%（95%CI：2.6%～4.3%）。

2.5 电子烟及其相关产品广告获取途径 在过去 30 d
内，看到过电子烟及其相关产品广告 2 292 人，占

27.0% （95%CI：24.9%～29.2%），其中以电视，商

店、超市、便利店、杂货铺，电子烟体验店或线下

零售店为主要途径，百分比均＞30.0%；没看到广告

6 084 人，占 73.0% （95%CI：70.8%～75.1%）。见

表 3。

表 3 青少年获取电子烟及其相关产品广告途径（n=2 292）
获取途径

电子烟体验店或线下零售店

商店、超市、便利店、杂货铺

报纸杂志

电视

广播

户外广告牌

网络零售店

网络社交媒体

体育赛事、文艺演出等社会活动

人数

682
1 093

462
985
228
262
646
477
64

百分比（%）

30.7
48.1
20.9
42.1
10.2
11.1
27.3
20.1
3.0

95%CI（%）

26.9～34.7
44.1～52.1
17.1～25.3
36.7～47.6
8.6～12.0
8.4～14.6

21.0～34.6
15.7～25.3
2.1～4.4

3 讨 论

调查结果显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少年电子烟使

用率和尝试率分别为 4.3% 和 13.4%，均高于 2019
年深圳市宝安区中学生水平（3.7% 和 8.0%）［7］；职

业高中和初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率分别为 11.5% 和

3.9%，高于 2019 年全国水平 （4.5% 和 2.7%）［6］；

82.8% 的青少年听说过电子烟，高于 2019 年全国初

中学生的平均水平（69.9%）［6］。宁夏回族自治区青

少年电子烟使用率和尝试率较高，尤其职业高中和初

中学生，且对电子烟的知晓水平较高，应引起社会、

学校及控烟部门的警惕和重视，今后应将中学作为重

点场所开展控烟宣传和干预工作。

男生电子烟使用率和尝试率均高于女生，与针对

传统烟草的调查结果［9-10］一致。职业高中学生电子

烟使用率和尝试率相对较高，可能与职业高中学生成

绩较差，学习积极性不高，自信心较缺乏，但社会交

往密切，导致不健康的社会行为有关［11］。因此，男

生和职业高中学生是控烟工作的重点监测人群。每周

可支配零花钱为 51 元及以上的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

和尝试率相对较高，由于青少年自主控制能力尚未成

熟，支配过多的零花钱可能导致其发生购买烟草等不

良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初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率和尝

试率高于普通高中学生。相关研究发现，年龄越小的

青少年更倾向于选择使用电子烟［12-14］。可能原因如

下：一是目前我国禁烟相关健康教育主要针对传统烟

草制品，未涉及电子烟；二是电子烟的销售暂未限定

法定年龄，中小学生容易获取［11］。今后青少年控烟

工作可侧重于年龄偏小的初中学生，未来甚至可考虑

将小学生群体纳入烟草监测工作。

30.1% 的青少年认为电子烟不含尼古丁，60.2%
不知晓电子烟是否含尼古丁，提示青少年电子烟危害

知识欠缺，亟待普及和提高。如果好朋友给电子烟，

9.7% 的青少年可能会使用，1.6% 的青少年肯定会使

用。提示同伴对青少年吸烟行为的转变有显著影响，

未吸烟的青少年不仅可以帮助吸烟的青少年戒烟，还

能防止自己吸烟［12］。学校开展控烟健康教育时可充

分利用同伴教育，相互监督、相互鼓励，减少、避免

青少年尝试和使用电子烟［15］。

在过去 30 d 内，27.0% 的青少年看到过电子烟

及其相关产品广告，其中通过电子烟体验店或线下零

售店，商店、超市等公共场所，电视、网站、网络社

交等新媒体获取广告的比例较高，因此，应进一步管

理电子烟市场。相关研究发现，学校周边电子烟零售

店的密度与青少年电子烟的使用率呈正相关，而减少

学校附近烟草制品的零售店有助于减少青少年使用电

子烟或其他烟草制品［16］。提示加强电子烟及其相关

产品的市场监管，净化学校周边环境，如减少甚至消

除学校周边的烟草零售店，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电子

烟及其相关产品的使用风险。网络零售店和网络社交

··262



预防医学 2021年3月第 33 卷第3期 Prev Med, Mar. 2021, Vol. 33, No.3

媒体途径合计占比达 47.4%。有研究发现，国内电子

烟公司以科技公司为主，将电子烟作为一种“电子产

品”在互联网上销售，准入门槛较低，任何人都可以

通过网络购买［17］。因此，电子烟监管必须“线上线

下”双管齐下，才能有效保护青少年远离电子烟。

本研究严格按照国家控烟办监测方案统一标准实

施，数据结果真实、可信，但仍有不足：一是现场调

查时，部分学校（如职业高中）毕业生临近见习期，

调查当日未能在校填写问卷，导致本次调查中实际问

卷有效率相对偏低；二是问卷中缺乏针对听说过电子

烟青少年的电子烟相关认知调查，结果可能存在选择

偏倚；三是针对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开展电子烟获取

途径调查对电子烟的监管更有实际指导意义，应考虑

将其纳入相关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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