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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中学生电子烟使用调查

徐倩倩，朱莹莹，丁十戈，金秋妍，董莹

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浙江 宁波 315010

摘要：目的 了解浙江省宁波市中学生电子烟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青少年电子烟防控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1
年9—10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宁波市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2021
年中国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问卷》收集基本情况、卷烟和电子烟使用行为及电子烟广告暴露等资料，分析中学生电子

烟使用率和电子烟尝试使用率；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电子烟尝试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 发放调查问卷

1 591份，回收有效问卷1 574份，问卷有效率为98.93%。男生863人，占54.83%；女生711人，占45.17%。初中787
人，占50.00%；普通高中535人，占33.99%；职业高中252人，占16.01%。电子烟使用30人，电子烟使用率为1.91%；

电子烟尝试使用 104人，电子烟尝试使用率为 6.61%。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生（OR=2.544，95%CI：
1.438～4.501）、农村地区（OR=2.084，95%CI：1.195～3.634）、好朋友吸烟（OR=4.828，95%CI：2.936～7.940）、在校

期间看到老师吸烟（OR=2.766，95%CI：1.642～4.659）、电子烟广告暴露（OR=2.155，95%CI：1.315～3.532）、现在使

用卷烟（OR=9.365，95%CI：2.610～33.603）、尝试使用卷烟（OR=7.519，95%CI：4.115～13.737）是中学生电子烟尝

试使用的促进因素。结论 宁波市中学生存在电子烟使用行为；老师或好朋友吸烟、卷烟使用行为和电子烟广告暴露

等因素可增加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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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e-cigarette use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Ningbo City

XU Qianqian, ZHU Yingying, DING Shige, JIN Qiuyan, DONG Ying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Ningbo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Ningbo, Zhejiang 31501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cigarette us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Ningbo City, Zhejiang Province,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e-cigarette control among adolescents. Methods Students
of junior high schools, high schools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Ningbo City were sampled using a multi-stage strati⁃
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from September to October 2021. Students' general information, cigarette and e-cig⁃
arette use and e-cigarette advertising exposure were collected using 2021 China Youth Tobacco Survey Questionnaire,
and proportions of e-cigarette current use and attempt to use were analyz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attempt to use e-ciga⁃
rettes were identified using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Totally 1 591 questionnaires were allocat⁃
ed, and 1 574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with an effective rate of 98.93%. The respondents included 863
males (54.83%) and 711 females (45.17%); 787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50.00%), 535 high school students
(33.99%) and 252 vocational high school students (16.01%). The proportion of current e-cigarette use was 1.91% and
the proportion of attempt to use e-cigarettes was 6.61%.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dentified male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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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4, 95%CI: 1.438-4.501), living in rural areas (OR=2.084, 95%CI: 1.195-3.634), having close friends who were
smokers (OR=4.828, 95%CI: 2.936-7.940), witnessing teachers smoking at school (OR=2.766, 95%CI: 1.642-4.659), e-
cigarette advertising exposure (OR=2.155, 95%CI: 1.315-3.532), current cigarette use (OR=9.365, 95%CI: 2.610-33.603)
and attempt to use cigarettes (OR=7.519, 95%CI: 4.115-13.737) as promoting factors for the attempt to use e-cigarette.
Conclusions There are e-cigarette use behavior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Ningbo City. Having teachers or
close friends who were smokers, cigarette use behaviors and e-cigarette advertising exposure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at⁃
tempt to use e-cigarett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Keywords: e-cigarette; middle school student; smoking; e-cigarette advertisement

近年来，电子烟因其在外观、口味上的独特性受

到年轻人青睐。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数

据，我国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1］，

2021 年我国中学生电子烟尝试率和电子烟使用率分

别为 16.1% 和 3.6%［2］。电子烟的气溶胶富含尼古

丁、羧基化合物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多种有害物

质［3］，长期使用可能会增加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4-5］，对青少年的大脑发育产生远

期不良影响［6］，并增加其他烟草制品使用等成瘾性

行为的发生［7］。于 2021 年 9—10 月对浙江省宁波市

中学生的电子烟使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为

青少年电子烟防控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宁波市

10 个县（市、区）随机抽取 1 个区作为城市监测点，

1 个县（市）作为农村监测点；从每个监测点各随机

抽取 3 所初中、2 所普通高中（普高）和 1 所职业

高中（职高）；从抽中学校的每个年级各随机抽取 1
个班级的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按照 2021 年浙江省青少年烟草流行监测工作方

案开展调查。学生登录“浙江省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

系统”在线填写《2021 年中国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地区、学校类型、每周

可支配零花钱、卷烟和电子烟使用行为、卷烟和电子

烟相关态度和认知、烟草广告暴露情况、身边人（父

母、老师、同伴）卷烟和电子烟使用行为及烟草制品

获得渠道等。分析宁波市中学生电子烟使用情况、尝

试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1.3 定义

电子烟尝试使用：既往曾经尝试使用过电子烟，

即使只吸过一两口。电子烟使用：在过去 30 d 内使

用过电子烟。二手烟暴露：在过去 7 d 内看到有人在

家、室内外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吸烟。电子烟

广告暴露：在过去 30 d 内通过任一渠道接触到电子

烟及其相关产品的广告。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1.0 软件统计分析。定性资料采用相

对数描述，电子烟尝试率、电子烟使用率的组间比较

采用 χ2 检验。中学生电子烟尝试率的影响因素采用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发放调查问卷 1 591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574
份 ， 问 卷 有 效 率 为 98.93%。 男 生 863 人 ， 占

54.83%；女生 711 人，占 45.17%。农村 821 人，占

52.16%；城市 753 人，占 47.84%。初中 787 人，占

50.00%；普高 535 人，占 33.99%；职高 252 人，占

16.01%。11～＜14 岁 398 人，占 25.29%；14～＜18
岁 1 118 人，占 71.03%；≥18 岁 58 人，占 3.68%。

2.2 电子烟使用情况

有电子烟使用行为 30 人，电子烟使用率为

1.91%。男生电子烟使用率高于女生（P＜0.05）；农

村学生电子烟使用率高于城市学生 （P＜0.05）；初

中、普高、职高学生电子烟使用率依次升高 （P＜

0.05）；电子烟使用率随着每周可支配零花钱增多呈

上升趋势（P＜0.05）；父母吸烟、好朋友吸烟、在校

期间看到老师吸烟、看到有人在学校吸烟、电子烟广

告暴露、现在使用卷烟、尝试使用卷烟、认为电子烟

不会成瘾的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率较高（均 P＜0.05）。

见表 1。
2.3 电子烟尝试使用情况

有电子烟尝试使用行为 104 人，电子烟尝试使

用率为 6.61%。男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高于女生（P＜

0.05）；农村学生电子烟尝试率高于城市学生（P＜

0.05）；初中、普高、职高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依

次升高（P＜0.05）；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随着每

周可支配零花钱增多呈上升趋势（P＜0.05）；父母吸

烟、好朋友吸烟、在校期间看到老师吸烟、二手烟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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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看到有人在学校吸烟、电子烟广告暴露、现在使

用卷烟、尝试使用卷烟、认为电子烟不会成瘾的中学

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较高（均 P＜0.05）。见表 1。
104 名尝试使用电子烟的学生中，因好奇而尝试

72 人，占 69.23%；因身边人使用电子烟而尝试 13
人，占 12.50%；认为电子烟很时尚 8 人；认为电子

烟危害小 6 人；用电子烟戒烟 5 人；认为电子烟不

受无烟政策限制 4 人等。首次尝试年龄≤13 岁 28
人，占 26.92%。首次尝试电子烟的获得途径主要为

同学或朋友递烟，54 人占 51.92%；其次为网购或商

店购买，30 人占 28.85%。

表 1 宁波市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率和尝试使用率

Table 1 Proportion of current e-cigarette use and attempt to use e-cigarette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Ningbo City

性别

男

女

地区

农村

城市

学校类别

初中

普高

职高

每周可支配零花钱/元
无

≤50
51～100

父母吸烟

否

是

好朋友吸烟

否

是

在校期间看到老师吸烟

否

是

二手烟暴露

否

是

看到有人在学校吸烟

否

是

电子烟广告暴露

否

是

现在使用卷烟

863
711

821
753

787
535
252

398
858
318

756
818

1 333
241

979
595

371
1 203

1 072
502

1 114
460

24
6

25
5

7
8

15

4
13
13

9
21

9
21

10
20

4
26

12
18

12
18

2.78
0.84

3.05
0.66

0.89
1.50
5.95

1.01
1.52
4.09

1.19
2.57

0.68
8.71

1.02
3.36

1.08
2.16

1.12
3.59

1.08
3.91

7.824

11.910

20.649①

8.317①

3.983

70.540

10.837

1.779

11.123

14.004

255.698

0.005

0.001

＜0.001

0.004

0.046

＜0.001

0.001

0.182

0.001

＜0.001

＜0.001

84
20

81
23

31
38
35

12
46
46

40
64

38
66

35
69

13
91

40
64

52
52

9.73
2.81

9.87
3.05

3.94
7.10

13.89

3.02
5.36

14.47

5.29
7.82

2.85
27.39

3.58
11.60

3.50
7.56

3.73
12.75

4.67
11.30

30.256

29.532

29.255①

35.109①

4.085

199.104

38.590

7.576

45.055

23.237

263.581

＜0.001

＜0.001

＜0.001

＜0.001

0.043

＜0.001

＜0.001

0.006

＜0.001

＜0.001

＜0.001

项目 调查人数
电子烟使用

使用人数 率/% χ2/χ2
趋势值 P值

电子烟尝试使用

尝试人数 率/% χ2/χ2
趋势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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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是

尝试使用卷烟

否

是

电子烟成瘾性认知

不会成瘾

会成瘾

不知道

1 546
28

1 468
106

216
1 168

190

18
12

16
14

11
17
2

1.16
42.86

1.09
13.21

5.09
1.46
1.05

77.643

13.739

＜0.001

0.001

81
23

58
46

30
69
5

5.24
82.14

3.95
43.40

13.89
5.91
2.63

249.273

25.353

＜0.001

＜0.001

项目 调查人数
电子烟使用

使用人数 率/% χ2/χ2
趋势值 P值

电子烟尝试使用

尝试人数 率/% χ2/χ2
趋势值 P值

注：①表示χ2
趋势值。

2.4 电子烟尝试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尝试使用电子烟为因变量（0=否，1=是），以

性别、地区、学校类别、每周可支配零花钱、父母吸

烟、好朋友吸烟、在校期间看到老师吸烟、看到有人

在学校吸烟、二手烟暴露、电子烟广告暴露、尝试使

用卷烟、现在使用卷烟和电子烟成瘾性认知为自变

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向前逐步似然比

法，α 入=0.05）。结果显示，男生、农村、好朋友吸

烟、在校期间看到老师吸烟、电子烟广告暴露、现在

使用卷烟和尝试使用卷烟是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的

促进因素。见表 2。

表 2 宁波市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attempt to use e-cigarettes among middles school students in
Ningbo City

变量

性别

男

地区

农村

好朋友吸烟

是

在校期间看到老师吸烟

是

电子烟广告暴露

是

现在使用卷烟

是

尝试使用卷烟

是

常量

参照组

女

城市

否

否

否

否

否

β

0.934

0.734

1.575

1.017

0.768

2.237

2.017
-5.587

xs

0.291

0.284

0.254

0.266

0.252

0.652

0.307
0.402

Wald χ2值

10.285

6.699

38.499

14.628

9.270

11.777

43.046
193.479

P值

0.001

0.010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OR值

2.544

2.084

4.828

2.766

2.155

9.365

7.519
0.004

95%CI

1.438～4.501

1.195～3.634

2.936～7.940

1.642～4.659

1.315～3.532

2.610～33.603

4.115～13.737

2.5 电子烟广告暴露情况

存 在 电 子 烟 广 告 暴 露 460 人 ， 暴 露 率 为

29.22%。暴露途径为电子零售店/体验店（309 人）、

商店/超市/便利店（229 人）、网站（120 人）、网络

社交媒体（89 人）、电视（85 人）、户外广告牌（70
人）、报刊（65 人）、广播（45 人）和体育赛事/文艺

表 1（续） Table 1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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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23 人）。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宁波市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

用率分别为 6.61% 和 1.91%，低于 2021 年我国中学

生烟草流行监测结果（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分

别为 16.1% 和 3.6%）［2］，与浙江省（电子烟尝试率

和使用率分别为 6.99% 和 1.45%）［8］、杭州市西湖区

（电子烟尝试率和使用率分别为 6.02% 和 1.43%）［9］

调查结果较为接近。既往研究结果显示，宁波市中学

生卷烟尝试使用率和现在使用率分别为 6.73% 和

1.78%［10］，可见宁波市中学生群体的电子烟与卷烟流

行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本研究发现，男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均

高于女生，农村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和使用率均高

于城市学生，与同类研究结果［11-16］一致。宁波市农

村人群吸烟率一直高于城市地区［17］，可能与农村地

区的控烟健康教育工作力度和深度可能不及城市地区

等因素有关。

青少年阶段对新鲜事物普遍有猎奇心理，本研究

表明 69.23% 的中学生因为好奇而尝试电子烟。而拥

有足够多的可支配零用钱，也成为满足青少年对新事

物好奇心理的经济基础。中学生的电子烟尝试行为与

家长、同伴、老师等的吸烟行为息息相关。本研究显

示，尝试使用电子烟的中学生有超过 50% 首次尝试

途径为同学或朋友递烟，多因素分析结果也显示同伴

吸烟可使中学生的电子烟尝试风险增加近 4 倍。在

校期间看到老师吸烟可使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风险

增加近 2 倍，多项同类研究也证明同伴吸烟行为是

影响青少年尝试使用卷烟和电子烟的主要危险因

素［2，8-11，18-19］，可见进入青春期后青少年更易受到同

伴和好朋友的影响。

中学生电子烟使用行为与卷烟使用行为密切相

关，尝试使用卷烟和现在使用卷烟的中学生更有可能

尝试使用电子烟。既往研究结果证实，卷烟使用行为

与电子烟使用行为往往伴随存在，卷烟使用者更有可

能使用电子烟，而电子烟使用反过来也会增加卷烟使

用和依赖［20-21］。国外研究关于电子烟的“入门效应”

已成共识，即使用电子烟会使本来不吸烟的人对尼古

丁产生依赖进而成为吸烟者，而在这类人群中青少年

首当其冲［22-23］。原因是青少年好奇心更强，容易在

不完全了解电子烟健康危害的情况下使用电子烟，进

而发展为长期吸烟者或电子烟和卷烟双重使用者。电

子烟已成为青少年接触烟草的新途径。

本研究还发现，29.22% 的中学生过去 30 d 内存

在电子烟广告暴露，电子烟广告暴露可提升中学生电

子烟尝试使用风险，且有 13.72% 的学生认为电子烟

不会成瘾，可见由于电子烟广告的宣传误导，年轻人

将电子烟定义为一种娱乐休闲的玩具或一种时尚标

签，而非传统意义上的烟草制品。有 28.85% 的中学

生首次尝试电子烟是通过网上或商店购买的，提示电

子烟售卖环节的监管力度仍有待加强。2021 年 11 月

2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

卖法实施条例》的决定，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参照

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标志着电子烟进入“强监管”

时代。随着我国电子烟监管的规范和加强，电子烟广

告暴露、网络销售电子烟、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等

问题将得到有效控制。

综上所述，宁波市中学生存在电子烟使用行为，

老师/同伴吸烟行为、卷烟使用行为、电子烟广告暴

露与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密切相关。中学生控烟工

作离不开社会环境、校园环境、同伴教育等多方面的

支持。建议相关部门继续巩固无烟校园建设成效，加

强中学生控烟主题健康教育，尤其是针对农村学生、

男生等重点人群，广泛宣传烟草危害，加大电子烟广

告与售卖渠道的监管力度，遏制电子烟在青少年群体

中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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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集中在 6—7 月，以 1 岁以下婴儿和 4～5 岁幼托

儿童为主，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未来需要加强幼

托儿童和青少年、社区人群的主动监测，全面提高医

院机构诊断水平，控制百日咳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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