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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全球青少年电子烟使用日益普遍ꎬ中国中学生的电子烟知晓率和使用率也呈明显上升趋势ꎮ 电子烟使用不

仅会影响青少年自身的健康ꎬ还有可能增加其他成瘾物质的使用ꎮ 青少年电子烟的使用受到个体、产品、环境等多种因素

影响ꎮ 研究旨在了解全球范围内青少年电子烟的使用现状ꎬ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总结ꎬ为预防青少年使用电子烟提供科学

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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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烟是通过加热含 / 不含尼古丁的溶液产生气

溶胶、供使用者吸入的电子器具[１] ꎮ 电子烟自 ２００４
年面世以来迅速风靡全球ꎬ２０１４ 年电子烟全球销售额

达 ２７.６ 亿美元ꎬ２０１９ 年迅速攀升至 １５０ 亿美元ꎬ据推

算 ２０２６ 年将达到 ５８０ 亿美元[１] ꎮ 国内电子烟市场规

模也快速增长ꎬ«２０２１ 电子烟产业蓝皮书»数据显示ꎬ
２０２１ 年预计电子烟国内市场规模(零售)为 １９７ 亿元

人民币ꎬ较 ２０２０ 年的 １４５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３６％[２] ꎮ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提出ꎬ到 ２０３０ 年 １５ 岁以

上人群吸烟率降低至 ２０％[３] ꎮ 而电子烟等新型烟草

制品在青少年中流行情况日益严峻ꎬ将成为达成控烟

目标的重大威胁ꎮ 本文旨在了解全球范围内青少年

电子烟的使用现状ꎬ并对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影响因

素进行总结ꎬ 为预防青少年使用电子烟提供科学

建议ꎮ

１　 电子烟在青少年中的流行现状

近年来全球青少年电子烟使用日趋普遍ꎮ 纳入

６９ 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荟萃分析显示ꎬ在８ ~ ２０ 岁的

儿童青少年中ꎬ尝试电子烟的比例为１７.２％ꎬ现在使用

电子烟(定义为过去 ３０ ｄ 内使用)的比例为 ７.８％ꎬ每
天使用的比例为 ０.８％[４] ꎮ 但各国青少年的使用率存

在较大差异ꎬ高收入国家的青少年电子烟使用情况更

严峻ꎬ中低收入国家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较低ꎬ如法

国青少年尝试电子烟的比例高达 ５２％ꎬ而柬埔寨仅为

２％[４] ꎮ
各国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的变化趋势有较大区

别ꎬ大多数国家(如意大利[５] 、芬兰[６] 、冰岛[７] )一直保

持增加的趋势ꎬ意大利 １３ ~ １５ 岁青少年尝试使用电子

烟的比例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３.５％ꎬ现
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则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０ 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

的 １７.５％[５] ꎻ美国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呈先上升再下

降的趋势ꎬ初中生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０.６％增加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０.５％ꎬ高中生现在使用过电子

烟的 比 例 从 ２０１１ 年 的 １. ５％ 增 加 至 ２０１９ 年 的

２７.５％[８－９] ꎬ从 ２０２０ 年开始美国青少年的电子烟使用

率有所下降[１０] ꎬ２０２１ 年初中生和高中生的现在使用

比例分别为 ２.８％和１１.３％[１１] ꎬ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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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国青少年的电子烟使用率仍低于英美等

许多高收入国家ꎬ但我国中学生的电子烟知晓率和使

用率呈明显上升趋势ꎮ 初中生听说过电子烟的比例

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５.０％增长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６９.９％ꎬ初中生

在过去 ３０ ｄ 使用过电子烟的比例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２％
增长至 ２０１９ 年的 ２.７％ꎻ２０１９ 年中学生烟草调查首次

纳入高中生ꎬ２０１９ 年普通高中学生在过去 ３０ ｄ 使用过

电子烟的比例为 ２.２％ꎬ职业学校学生在过去 ３０ ｄ 使

用过电子烟的比例为 ４.５％[１２] ꎮ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中学生烟

草调查数据显示ꎬ中学生听说过电子烟的比例高达

８６.６％ꎬ使用过电子烟的比例为 １６.１％ꎬ现在使用电子

烟的比例为 ３.６％[１３] ꎮ

表 １　 不同国家青少年电子烟流行情况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调查时间 国家 样本量 调查人群 电子烟尝试使用比例 / ％ 现在使用电子烟比例 /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８ 意大利[５] １ ５８７ / １ ５１８ １３ ~ １５ 岁 ０ / ４３.５ ０ / １７.５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１ 美国[８ꎬ１１] １８ ８６６ / ２０ ４１３ 六至十二年级 － ０.６ / ２.８(初中生)、１.５ / １１.３(高中生)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 韩国[１４] ７５ ６４３ / ６７ ６７１ １２ ~ １８ 岁 － ４.７ / ４.０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芬兰[６] ３ ５３５ / ６ ６９８ １２ ~ １８ 岁 １７.４ ~ ２５.０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９ 新西兰[１５] ２１ ５０４ / ３１ ０２１ １４ ~ １５ 岁 ２０.８ ~ ３７.３ －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１ 英国[１６] ２ ２９１ / ２ ５１３ １１ ~ １８ 岁 １２.７ ~ １５.３ ２.４ / ４.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加拿大[１７] ５１ ６６１ 七至十二年级 － １０.９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冰岛[７] １０ ７３８ / １０ ６５１ 八至十年级 １８.４ ~ ２９.７ ３.４ / １４.２
２０１７ 澳大利亚[１８] ~ ２０ ０００ １２ ~ １７ 岁 １４ ４.５
２０１７ 法国[１９] ３９ １１５ １７ 岁左右 ５２.４ １６.８
２０１７ 日本[２０] ６４ １５２ 中学生 ２.１(初中生)、３.５(高中生) ０.７(初中生)、１.０(高中生)
２０２１ 中国[１３] ~ ２７０ ０００ 中学生 １６.１ ３.６　

２　 电子烟的危害

电子烟液通常由甘油、丙二醇、尼古丁组成ꎬ并可

能加入调味剂ꎮ 甘油、丙二醇和调味剂经常被用作食

品添加剂ꎬ但是长期吸入的安全性目前只进行到动物

实验层面[２１] ꎮ 绝大多数的电子烟都含有尼古丁ꎬ会对

青少年的大脑发育造成负面影响ꎬ甚至会导致认知障

碍和焦虑症[２２－２４] ꎮ 电子烟气溶胶中包括重金属、甲
醛、乙醛、Ｎ－亚硝基降烟碱(ＮＮＮ)等已知或潜在致癌

物质[２５] ꎮ
电子烟对健康的长期影响还有待研究[２６] ꎬ但既往

研究已证实ꎬ使用电子烟会对消化、心血管和呼吸等

系统造成不利影响[２７－２８] ꎮ 不仅如此ꎬ电子烟还可能成

为使用其他烟草产品的“门户”ꎬ一项纳入 ９１ ０５１ 名青

少年的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ꎬ与从不吸电子烟的青少年

相比ꎬ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成为卷烟使用者的风险增

加了 ２ 倍[２９] ꎮ 电子烟和卷烟的双重使用也会增加呼

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风险[３０－３１] ꎮ 既往研究已证实ꎬ青
少年很少只使用一种成瘾物质ꎬ在美国 １１ ２４４ 名高中

生中进行的调查发现ꎬ几乎所有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

也使用大麻、酒精、卷烟、雪茄等成瘾物质[３２] ꎮ

３　 影响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因素

３.１　 个体因素

３.１.１　 性别　 芬兰[６] 、新西兰[３３] 、中国香港[３４] 等地的

研究已证实男生更容易使用电子烟ꎮ 最新的荟萃分

析中有 １１ 个国家按性别报告了青少年电子烟的流行

率ꎬ除了冰岛男女生电子烟使用比例相等外ꎬ其他国

家男生的电子烟使用比例均高于女生[４] ꎮ 值得警惕

的是ꎬ近年来女性电子烟使用率明显提升ꎮ 意大利青

少年烟草调查数据发现ꎬ１３ ~ １５ 岁女生尝试电子烟的

比例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２３.３％增长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１.１％[５] ꎮ
中国电子烟制造商网站的内容分析发现ꎬ有很多专门

为女性设计的电子烟[３５] ꎬ 因此要警惕针对女性的

营销ꎮ
３.１.２　 年龄　 随着年龄的增长ꎬ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

可能性越大ꎮ ２０１９ 年在北京市 １８ ３１２ 名知晓电子烟

的中小学生中进行的调查发现ꎬ初二及以上的中学生

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更高[３６] ꎮ 美国[３７] 的研究发现高中

生使用电子烟的比例较初中生高ꎬ但在芬兰 １０ ２３３ 名

１２ ~ １８ 岁青少年中的调查发现ꎬ１８ 岁青少年尝试电子

烟的比例较 １４ 岁青少年低[６] ꎬ因此针对青少年的电

子烟干预需尽早开展ꎮ
３.１.３　 好奇心理 　 好奇是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重要

危险因素ꎮ 美国中学生使用电子烟的首要原因是好

奇ꎬ２０１４ 年美国从未尝试过电子烟的中学生中有

２５.８％对电子烟好奇ꎬ而且对于电子烟危害感知不充

分者好奇心更重[３８] ꎬ好奇心也是芬兰[６] 、新西兰[３３] 、
韩国[３９]等国家青少年尝试电子烟的首要原因ꎬ韩国的

调查发现好奇心是电子烟使用频率较低的青少年的

常见使用原因[３９] ꎬ但是青少年难以建立对长期健康风

险的正确认知ꎬ其一旦开始使用烟草产品ꎬ便容易成

为终身使用者ꎮ
３.１.４　 对电子烟的错误认知 　 无论是使用卷烟还是

使用电子烟的青少年均认为电子烟是更健康的卷烟

替代品ꎬ他们认为电子烟中的尼古丁不太容易成瘾ꎬ
电子烟中的化学物质较少ꎬ因此对周围人更安全ꎮ 在

所有的烟草产品中ꎬ青少年也认为电子烟的危害最

小[４０] ꎮ 国内青少年对于电子烟危害的不充分认知也

成为电子烟使用的重要原因ꎮ ２０１９ 年对郑州市 ３ ６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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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初中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ꎬ使用电子烟后更易戒

除、使用电子烟会让人感到轻松、电子烟烟雾对他人

无害、电子烟使用会使年轻人更有魅力与青少年电子

烟使用率呈正相关[４１] ꎬ因此对青少年进行电子烟相关

风险和危害的健康教育活动有助于预防和控制青少

年电子烟使用ꎮ
３.１.５　 成瘾物质使用　 卷烟[３３－３４] 、其他烟草产品[６] 、
酒精[３３－３４] 、大麻[３３] 等成瘾物质使用与青少年使用电

子烟呈正相关ꎮ 在中国香港的调查发现ꎬ相较于非卷

烟使用者ꎬ尝试卷烟者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是其 ９.２２ 倍

(９５％ＣＩ ＝ ５.５７ ~ １５.２７)ꎬ以前吸烟者使用电子烟的比

例是其 ２３.３３ 倍(９５％ＣＩ ＝ １３.３８ ~ ４０.６８)ꎬ现在吸烟者

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是其 １８. １７ 倍 ( ９５％ ＣＩ ＝ １０. ０８ ~
３２.７６)ꎻ相较于非其他烟草产品使用者ꎬ使用其他烟草

产品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是其 ３. ５９ 倍(９５％
ＣＩ ＝ ２.２５ ~ ５.７２) [３４] ꎮ ２０１７ 年在浙江省 ２４ １５７ 名中学

生中进行的调查发现ꎬ尝试戒烟与青少年使用电子烟

呈正相关[４２] ꎬ这也和我国电子烟行业宣传电子烟戒烟

功效的营销手段一致[３５] ꎮ 烟草成瘾的本质是尼古丁

成瘾ꎬ但是大部分电子烟产品中含有尼古丁ꎬ因此用

电子烟戒烟并未改变尼古丁成瘾的事实ꎬ世界卫生组

织也不建议将电子烟作为戒烟的辅助工具[１] ꎮ
３.２　 产品因素

３.２.１　 口味添加剂　 目前市场上的电子烟约有１６ ０００
种口味[１] ꎬ丰富的口味给青少年很多的选择空间ꎮ 水

果味、糖果味和薄荷味的电子烟对青少年的吸引力极

强[４３] ꎬ２０１４—２０２１ 年美国青少年使用调味电子烟的

比例从 ６５.１％上升到 ８４.７％[１１] ꎮ 电子烟液中添加调

味品不仅可以掩盖尼古丁的刺激性ꎬ让使用电子烟者

更愉悦ꎬ还会改变使用者的感知风险ꎮ 青少年认为水

果味电子烟对健康的危害小于烟草味电子烟[４４] ꎮ 与

烟草口味相比ꎬ高中生认为水果口味不太可能导致肺

癌[４５] ꎮ
３.２.２　 营销　 产品吸引力(外观设计、口味、口感、体
验、无异味、无烟灰、比卷烟健康、在不能吸烟的地方

可以使用、能藏起来不被成年人发现、避免吸烟对他

人的二手烟危害等)、身份象征(精英人士、潮流引领

者等)、生活方式(时尚、放松、自由、性感、好玩、酷、生
活品质高等)是电子烟营销的主要侧重点ꎬ在中国[４６] 、
美国[４７] 、加拿大[４８] 青少年的调查中也发现上述卖点

是青少年首次尝试电子烟的原因ꎮ 既往研究也发现ꎬ
与很少看到电子烟广告的青少年相比ꎬ经常看到电子

烟广告的青少年电子烟的使用率更高[４９] ꎮ ２０１４ 年美

国青年烟草调查的结果显示ꎬ青少年接触电子烟广告

的比例较高ꎬ分别有 ３８.６％ꎬ２９.６％ꎬ５３.２％ꎬ３５.４％的青

少年接触过来自互联网 / 报纸 / 商店 / 电视的电子烟广

告ꎬ暴露于互联网( ＯＲ ＝ ３.１)、报纸 / 杂志( ＯＲ ＝ ２.５)、

商店(ＯＲ ＝ ２.８) 和电视 / 电影( ＯＲ ＝ ２.１)的电子烟广

告与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呈正相关[５０] ꎮ
３.３　 环境因素

３.３.１　 学校环境 　 青春期的从众心理让中学生极易

受到同伴的影响ꎮ 有同伴使用卷烟[３３] 或者电子烟[３７]

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可能性增加ꎮ 在美国 ２ ０８４ 名中

学生中进行的调查发现ꎬ正在使用电子烟的高中生

中ꎬ４９.５％有 ３ 或 ４ 个正在使用电子烟的朋友ꎬ这些中

学生表示同伴的影响是他们使用电子烟的主要原因

之一[３７] ꎮ 学业成绩不理想[６] 或就读于职业高中[５１] 的

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可能性更大ꎮ 学校无明确禁止

吸电子烟行为规范[５２] 和学校周围电子烟销售点的密

度与青少年的电子烟使用率呈正相关[５３] ꎮ
３.３.２　 家庭环境 　 家庭环境是影响青少年电子烟使

用的重要因素ꎮ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韩国青少年风险行为

网络调查(ＫＹＲＢＳ)数据显示ꎬ和亲戚居住(ＯＲ ＝ ３.２３ꎬ
９５％ＣＩ ＝ ２.４５ ~ ４.２４)或者居住在福利机构(ＯＲ ＝ ４.３６ꎬ
９５％ＣＩ ＝ ２.９８ ~ ６. ３９) 的青少年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更

高[５４] ꎮ 家庭成员使用卷烟[３７] 或者电子烟[５５] 与青少

年使用电子烟呈正相关ꎮ 此外ꎬ家庭对孩子的养育规

范如规定最晚归家时间以及父母对电子烟的态度也

会影响青少年的电子烟使用[５５] ꎮ 青少年的零花钱数

量也对其电子烟使用行为有影响ꎬ２０１９ 年对北京市中

小学生的调查发现ꎬ零花钱较多的学生使用电子烟的

比例更高[３６] ꎻ湖北省烟草调查也发现类似的结果[５１] ꎮ
３.３.３　 媒体环境 　 媒体议程设置对青少年潜移默化

的影响不可忽视ꎮ Ｓｕｎ 等[５６] 分析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国

内电子烟的相关 ４７６ 篇报道发现ꎬ从 ２０１５ 年起ꎬ关于

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的报道逐渐增多ꎬ但与电子烟最密

切相关的关键词是戒烟和产品ꎮ 电子烟营销信息激

增ꎬ而电子烟危害报道相对缺乏ꎬ这样的媒体环境也

导致青少年对电子烟认知存在缺陷ꎮ
３.３.４　 政策法规 　 各国青少年中电子烟的流行情况

存在较大差异ꎬ与各国的监管政策不同有关[４] ꎮ 世界

卫生组织 ２０２１ 年烟草流行报告的数据显示[１] ꎬ从全

球范围来看ꎬ有 ３２ 个国家禁止销售电子烟ꎬ有 ８４ 个国

家没有对电子烟进行监管ꎬ７９ 个国家允许销售电子

烟ꎬ但是针对电子烟有全面监管或者部分监管的措

施ꎮ 这些措施包括:(１)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使用电

子烟ꎻ(２)禁止电子烟相关的广告、促销和赞助ꎻ(３)在

包装上使用图形健康警示ꎻ(４)对电子烟的销售实行

年龄限制和调味禁令或限制[１] ꎮ 现我国暂未形成全

国性的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条例ꎬ仅有杭州、深圳

等少数城市将电子烟纳入当地的控制吸烟条例ꎬ而韩

国调查发现ꎬ青少年频繁使用电子烟的常见原因是电

子烟可在室内使用[３９] ꎬ因此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控

制吸烟条例至关重要ꎮ ２０２１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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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卖法实施条例»正式修改ꎬ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

参照卷烟的有关规定执行[５７] ꎮ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实施的

«电子烟管理办法»对电子烟的销售年龄限制、调味禁

令、广告等方面的监管更为细化[５８] ꎬ明确禁止销售除

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

子烟ꎬ此项措施的落地将大大减少电子烟对青少年的

吸引力ꎬ对于预防和控制我国青少年使用电子烟有重

大意义ꎮ 包括«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内的多条政

策法规均已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ꎬ但是不

向未成年人售电子烟等监管措施仍未得到有效落实ꎮ
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于 ２０２１ 年在全国部分城市

１６０ 所学校周边走访电子烟销售点发现ꎬ２ / ３ 的电子烟

经销商没有按照规定查验未成年人身份证明ꎻ在 ７ 座

城市 ７０ 家电子烟店中ꎬ 未成年人在其中 ５０ 家店

(７１.４％)成功购买电子烟[５９] ꎬ因此未来针对电子烟的

监管还需加强执法ꎮ

４　 总结与展望

现今ꎬ我国大部分青少年听说过电子烟ꎬ青少年

电子烟使用率明显升高ꎬ电子烟的门户效应还有可能

引起卷烟使用率的回升ꎬ从而逆转这些年来我国在减

少烟草相关疾病负担方面取得的成就ꎬ也将成为实现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控烟目标的重大威胁ꎬ因此识别

出对电子烟易感的青少年并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

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意义重大ꎮ 然而现有青少年电子

烟使用行为的相关研究仍存在不足ꎮ 首先ꎬ当前的研

究大多为横断面研究ꎬ因果推断受限ꎻ其次ꎬ相关的文

献大多为国外研究ꎬ国内文献较少ꎻ此外ꎬ既往的研究

已证实个体因素与环境因素与青少年电子烟使用行

为密切相关ꎬ但国内外调查影响因素时大多关注个体

因素ꎬ探究环境因素对青少年使用行为影响的文献较

少ꎮ 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ꎬ研究者可以多探讨环境因

素对青少年电子烟使用行为的影响ꎬ也可从健康行为

的生态学模型出发探究个体和环境对使用行为的交

互作用ꎬ并考虑纵向研究设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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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Ｍｏｎｏｐｏｌ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１－０３－１１)[２０２２－０３－１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ｏｂａｃｃｏ.ｇｏｖ.
ｃｎ / ｇｊｙｃ / ｔｚｇｇ / ２０２２０３ / ｆｆ７９３ｂ５ｆｂ００ｅ４３０８ａ２８ｆ４ｂ８ａａ６１８ｅ８０３.ｓｈｔｍｌ.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９] 澎湃新闻.青少年购烟屡成功 专家建议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

法有关规定[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０１)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６８８８５８０.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ｅｅｎａｇｅｒｓ ｏｆｔｅｎ ｓｕｃｃｅｅｄ ｉｎ ｐｕｒｃｈａｓｅ ｅ￣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ꎬｅｘｐｅｒ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ｉｃｔ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ｏｒｓ
[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２－０３－ ０１) [ ２０２２ － ０３ － 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６８８８５８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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