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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杭州市西湖区健康促进学校初中学生电子烟使用情况并分析影响因素，为开展学校控烟工作提供依

据。方法 于2021年9—12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抽取西湖区健康促进学校初中一～三年级学生为调查

对象，采用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中国）问卷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电子烟使用和烟草广告暴露情况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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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初中学生1 677人，其中男生875人，占52.18%；女

生802人，占47.82%。初一、初二和初三年级分别占33.93%、35.00%和31.07%。听说过电子烟1 461人，占87.12%。

电子烟尝试使用101人，尝试使用率为6.02%。电子烟现在使用24人，现在使用率为1.43%。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农村（OR=2.364，95%CI：1.442~3.875），好朋友吸烟（OR=5.614，95%CI：3.404~9.258），过去30 d在电视、

视频、电影中看到吸烟画面（OR=2.106，95%CI：1.259~3.523），收到过免费烟草产品（OR=3.887，95%CI：1.172~
12.894），认为电子烟不含尼古丁（OR=208.442，95%CI：55.713~779.856）和认为聚会场合吸烟令人感到舒服（OR=
4.534，95%CI：1.853~11.090）是电子烟尝试使用的促进因素。38.04%的初中学生过去30 d看到过电子烟及相关产品

广告，商店、超市、便利店和杂货店以及电子烟体验店或零售店为主要广告暴露途径。结论 西湖区健康促进学校初

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较低，其是否尝试使用电子烟主要受好朋友吸烟等环境因素及个人认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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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electronic cigarette (e-cigarette) us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health promotion schools in Xihu District, Hangzhou City,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school-based
tobacco control. Methods Grade 1 to 3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health promotion schools in Xihu District were
recruited using a multi-stage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from September to December, 2021. The participants' de⁃
mographic features, e-cigarette use and exposure to tobacco advertising were collected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Global Youth Tobacco Survey,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intention to use e-cigarettes were identified using a multi⁃
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The 1 677 respondents included 875 boys (52.18%) and 802 girls (47.82%),
and grade 1 to 3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nsisted of 33.93%, 35.00% and 31.07% of all respondents, respectively.
There were 1 461 students that had heard of e-cigarettes (87.12%), 101 students with intention to use e-cigarettes
(6.02%), and 24 current users (1.43%).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dentified living in rural areas (OR=
2.364, 95%CI: 1.442-3.875), having close friends that were smokers (OR=5.614, 95%CI: 3.404-9.258), having seen
smoking via TV, video or movie in the past 30 days (OR=2.106, 95%CI: 1.259-3.523), having received free tobac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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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OR=3.887, 95%CI: 1.172-12.894), considering e-cigarettes as nicotine-free (OR=208.442, 95%CI: 55.713-
779.856), and considering smoking making comfortable at party (OR=4.534, 95%CI: 1.853-11.090) as factors affecting in⁃
tention to use e-cigarettes. There were 38.04% (638/1 677)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exposure to advertise⁃
ments for e-cigarettes and related products, and stores, supermarkets, convenience stores, grocery, e-cigarette experience
stores or offline retail stores were the primary places to contact e-cigarettes and related products. Conclusions The
percentage of intention to use e-cigarettes was low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health promotion schools in Xi⁃
hu District in 2021, and their intention to use e-cigarettes was mainly affected by close friends' smoking status and per⁃
sonal recognition.
Keywords: electronic cigarett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intention to use e-cigarettes; influencing factor

电子烟是近年快速流行的新型烟草制品，电子烟

液通过加热雾化装置雾化成气溶胶被吸入。电子烟含

尼古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羰基化合物等，危害人

体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甚

至可引发急性中毒［1-3］。国内外研究表明青少年电子

烟使用率呈快速增长趋势［4-5］。2021 年我国中学生使

用过电子烟和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较 2019 年分别上

升了 3.5 和 0.8 个百分点［6］。电子烟流行还可能引起青

少年烟草使用的风险上升［7］。本研究于 2021 年 9—12
月对杭州市西湖区健康促进学校初中学生电子烟使用

情况进行调查，为开展学校控烟工作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西湖区 28 所健康促进学校的初中

一～三年级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

样方法，按照健康促进学校的金银牌和铜牌等级随机

各抽取 5 所学校，从抽中的学校每个年级随机抽取

1~2 个班级，对全班学生进行调查。本研究通过杭州

市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审

批号：XHCDC-2021-05。
1.2 方法 使用全球青少年烟草调查 （中国） 问

卷［5］，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级，每周可支配零花

钱，父母、朋友、老师吸烟情况，听说过电子烟，电

子烟使用，过去 7 d 二手烟暴露和过去 30 d 电子烟

广告暴露等。由西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向

学生发放问卷，说明调查目的和填写方法，由学生自

填问卷，当场回收问卷，统一编码后双人录入。

1.3 定义 电子烟尝试使用指曾经尝试使用电子烟；

电子烟现在使用指过去 30 d 内使用过电子烟［8］。父

母吸烟指父母中至少有 1 人吸烟。

1.4 统计分析 采用 EpiData 3.1 软件录入数据，采

用 SPSS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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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尝试使用的影响

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检验水准 α=
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健康促进学校初中学生 1 677
人，其中男生 875 人，占 52.18%；女生 802 人，占

47.82%。初一 569 人，占 33.93%；初二 587 人，占

35.00%；初三 521 人，占 31.07%。城市 1 110 人，

占 66.19%；农村 567 人，占 33.81%。平均每周可支

配零花钱<10 元 708 人，占 42.22%；10～<50 元

546 人，占 32.56%；≥50 元 423 人，占 25.22%。听

说过电子烟 1 461 人，占 87.12%。

2.2 初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情况 电子烟尝试使

用 101 人，占 6.02%。男生，农村，铜牌健康促进

学校，每周可支配零花钱≥50 元，过去 7 d 二手烟

暴露，过去 30 d 看到有人在学校吸烟，父母吸烟，

好朋友吸烟，老师吸烟，过去 30 d 在电视、视频、

电影中看到吸烟画面，过去 30 d 烟草广告暴露，收

到过免费烟草产品，认为电子烟不含尼古丁，认为吸

烟使年轻人更有吸引力和认为聚会场合吸烟令人感到

舒服的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较高（P<0.05）。见

表 1。
2.3 初中学生电子烟现在使用情况 电子烟现在使

用 24 人，占 1.43%。农村，过去 7 d 二手烟暴露，

过去 30 d 看到有人在学校吸烟，父母吸烟，好朋友

吸烟，老师吸烟，不认为烟草烟雾有害，不认为一旦

吸烟很难戒掉，认为电子烟不含尼古丁和认为吸烟使

年轻人更有吸引力的中学生电子烟现在使用率较高

（P<0.05）。见表 1。
2.4 初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
gistic 回归分析 以电子烟尝试使用为因变量（0=否，

1=是），以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为

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农村，好朋友吸烟，过去 30 d 在电视、视频、电影

中看到吸烟画面，收到过免费烟草产品，认为电子烟

不含尼古丁和认为聚会场合吸烟令人感到舒服对中学

生尝试使用电子烟起促进作用。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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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健康促进学校初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的单因素分析

Table 1 Univariable analysis of electronic cigarette use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health promotion schools

性别Gender
男Male
女Female

地区Region
城市Urban area
农村Rural area

健康促进学校等级Grade of Health promotion school
金牌和银牌Gold and silver medal
铜牌Bronze medal

每周可支配零花钱/元
Disposable allowance per week/Yuan

<10
10~
≥50

过去7 d二手烟暴露

Exposure to secondhand smoke in the past 7 days
是Yes
否No

过去30 d看到有人在学校吸烟

Having seen smoking at school in the past 30 days
是Yes
否No

父母吸烟Smoking status of parents
是Yes
否No

好朋友吸烟Smoking status of close friends
是Yes
否No

老师吸烟Smoking status of teachers
是Yes
否No

认为烟草烟雾有害Considering smoke as harmful
是Yes
否No

认为一旦吸烟很难戒掉

Considering it difficult to quit smoking once starts
是Yes
否No

过去 30 d 在电视、视频、电影中看到吸烟画面

Having seen smoking via TV, video or movie in
the past 30 days
是Yes

875
802

1 110
567

683
994

708
546
423

1 127
550

571
1 106

810
867

224
1 453

485
1 192

1 192
485

649
1 028

752

71 （8.11）
30 （3.74）

41 （3.69）
60（10.58）

23 （3.37）
78 （7.85）

27 （3.81）
33 （6.04）
41 （9.69）

80 （7.10）
21 （3.82）

59（10.33）
42 （3.80）

64 （7.90）
37 （4.27）

50（22.32）
51 （3.51）

54（11.13）
47 （3.94）

71 （5.96）
30 （6.19）

30 （4.62）
71 （6.91）

66 （8.78）

14.142

31.462

14.353

16.196

7.027

28.417

9.769

121.343

31.496

0.032

3.667

18.269

<0.001

<0.001

<0.001

<0.001

0.008

<0.001

0.002

<0.001

<0.001

0.858

0.055

<0.001

17 （1.94）
7 （0.87）

11 （0.99）
13 （2.29）

8 （1.17）
16 （1.61）

6 （0.85）
8 （1.47）

10 （2.36）

22 （1.95）
2 （0.36）

14 （2.45）
10 （0.90）

20 （2.47）
4 （0.46）

14 （6.25）
10 （0.69）

15 （3.09）
9 （0.76）

12 （1.01）
12 （2.47）

4 （0.62）
20 （1.95）

14 （1.86）

3.396

4.508

0.551

4.324

6.611

6.394

11.967

38.707

13.356

5.263

4.983

1.792

0.065

0.034

0.458

0.115

0.010

0.011

0.001

<0.001

<0.001

0.022

0.026

0.181

项目 Item 调查人数

Respondents
尝试使用

Intention to use
［n（%）］

χ2值 P值

现在使用

Current use
［n（%）］

χ2值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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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No
过去30 d烟草广告暴露

Exposure to tobacco ads in the past 30 days
是Yes
否No

收到过免费烟草产品

Having received free tobacco products
是Yes
否No

认为电子烟含尼古丁

Considering electronic cigarettes as nicotine-free
是Yes
否No

认为吸烟使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Considering smoking making young people more
attractive
是Yes
否No

认为聚会场合吸烟令人感到舒服

Considering smoking making comfortable at party
是Yes
否No

925

383
1 294

31
1 646

1 647
30

94
1 583

42
1 635

35 （3.78）

43（11.23）
58 （4.48）

7（22.58）
94 （5.71）

74 （4.49）
27（90.00）

14（14.89）
87 （5.50）

11（26.19）
90 （5.50）

23.754

12.464

365.647

13.846

30.958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10 （1.08）

9 （2.35）
15 （1.16）

2 （6.45）
22 （1.34）

16 （0.97）
8（26.67）

5 （5.32）
19 （1.20）

2 （4.76）
22 （1.35）

2.970

2.600

120.287

10.671

3.388

0.085

0.107

<0.001

0.001

0.066

项目 Item 调查人数

Respondents
尝试使用

Intention to use
［n（%）］

χ2值 P值

现在使用

Current use
［n（%）］

χ2值 P值

表 2 健康促进学校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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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ntion to use electronic cigarette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f health promotion schools

地区Region
农村Rural area

好朋友吸烟Smoking status of close friends
是Yes

过去30 d在电视、视频、电影中看到吸烟画面

Having seen smoking via TV, video or movie in the past 30 days
是Yes

收到过免费烟草产品

Having received free tobacco products
是Yes

认为电子烟含尼古丁

Considering electronic cigarettes as nicotine-free

城市Urban area

否No

否No

否No

0.860

1.725

0.745

1.3758

0.252

0.255

0.263

0.612

11.643

45.669

8.040

4.926

0.001

<0.001

0.005

0.026

2.364

5.614

2.106

3.887

1.442~3.875

3.404~9.258

1.259~3.523

1.172~12.894

变量Variable 参照组Reference β xs Wald χ2 值 P值 OR值 95%CI

表 1（续） Table 1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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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No
认为聚会场合吸烟令人感到舒服

Considering smoking making comfortable at party
是Yes

常量Constant

是Yes

否No

5.340

1.512
-4.451

0.673

0.456
0.267

62.913

10.967
278.201

<0.001

0.001
<0.001

208.442

4.534
0.012

55.713~779.856

1.853~11.090

变量Variable 参照组Reference β xs Wald χ2 值 P值 OR值 95%CI

2.5 初中学生电子烟及其相关产品广告暴露途径

过去 30 d 电子烟及相关产品广告暴露 638 人，占

38.04% （95%CI：35.70%～40.40%）。暴露途径为商

店、超市、便利店和杂货店占 62.38% （95%CI：
58.61%~66.15%），电子烟体验店或零售店占 60.34%
（95%CI： 56.54%~64.15%）， 购 物 网 站 占 31.66%
（95%CI：28.04%~35.28%），网络社交媒体和电视各

占 20.38% （95%CI：17.24%~23.51%），户外广告牌

占 17.71% （95%CI：14.74%~20.68%），报纸杂志占

10.82% （95%CI： 8.40%~13.23%），广播占 6.90%
（95%CI：4.93%~8.87%），体育赛事、文艺演出等社

会活动占 5.02%（95%CI：3.32%~6.71%）。

3 讨 论

调查结果显示，西湖区健康促进学校初中学生电

子烟尝试使用率为 6.02%，现在使用率为 1.43%，均

低于 2021 年我国中学生烟草监测结果 （16.1% 和

3.6%）［6］；听说过电子烟的比例为 87.12%，与全国

调查结果（86.6%）［6］接近。西湖区初中学生电子烟

尝试使用率和现在使用率均低于国内其他地区调查结

果［9-13］。近年来，浙江省全面开展健康促进学校和无

烟校园创建，倡导学生拒吸第一支烟［14］。2019 年

新修订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

施，将吸烟定义为吸入、呼出烟草烟雾或有害电子

烟气雾，在国内首次将电子烟纳入控烟范围，使电

子烟监管有法可依［15］。随着《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

吸烟条例》实施及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全面深化，

西湖区健康促进学校初中学生电子烟使用率处于国

内较低水平。

浙江省健康促进学校的创建分为铜牌、银牌和金

牌 3 个等级［16］，每个等级的创建过程均需以影响健

康的问题作为切入点并采取针对性干预［17］。本次调

查结果显示健康促进铜牌学校的初中学生尝试吸烟率

高于金银牌学校的初中学生，因此，铜牌学校应全力

推行无烟校园建设，将制定拒吸第一支烟制度、降低

教职工吸烟率及戒烟帮扶计划等校园控烟工作列为重

点考核项目，同时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将烟草预防作

为铜牌创建切入点，开展针对性干预活动。

中学是降低成年早期吸烟行为的关键时期，尝试

吸第一支烟多发生在此时期［18］。农村，好友吸烟，

过去 30 d 在电视、视频、电影中看到吸烟画面，收

到过免费烟草产品，认为电子烟不含尼古丁，认为聚

会场合吸烟令人感到舒服对初中学生尝试使用电子烟

起促进作用。西湖区的农村多为城中村，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较易获得电子烟广告及产品，提示应结

合地区特点开展针对性控烟知识宣传，将“回避二

手烟”“劝阻他人吸烟”等理念融入校园控烟健康教

育，避免中学生因好奇或错误认知尝试吸烟。青少

年好奇心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对电子烟的危害

性认识不足，自觉吸烟行为更显魅力而产生尝试电

子烟欲望；影视作品中的吸烟行为、周围人吸烟、

免 费 烟 草 产 品 则 为 尝 试 吸 烟 提 供 了 支 持 性 环

境［19-20］。提示学校控烟健康教育和同伴教育，家庭

示范引导和社会环境支持缺一不可，需要社会、家

庭、学校共同营造无烟环境。

38.04% 的调查学生过去 30 d 看到过电子烟及相

关产品广告，商店、超市、便利店、杂货店、电子烟

体验店和零售店是主要暴露途径。近年来，电子烟销

售逐步从线上转至线下，一些电子烟一线品牌甚至进

驻各大商场，店铺装修风格时尚前卫，广告语宣传充

满诱惑，青少年暴露于电子烟广告会更倾向于使用电

子烟［21］。有 31.66% 和 20.38% 的调查学生通过购物

网站或网络社交媒体获取电子烟广告。2019 年我国

出台《关于进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通

告》，禁止通过网络销售电子烟，各大网络平台虽然

搜索不到电子烟产品，但部分商家通过微信朋友圈等

社交平台进行广告宣传，网络监管仍有空白。针对这

些乱象，我国于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电子

烟管理办法》，并将于 10 月 1 日起实施《电子烟》

国家标准。

表 2（续） Table 2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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