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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见明智，鲁迪，蒋婷婷，陈洁

绍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绍兴 312041

摘要：目的 了解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中学生电子烟控制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于2023年

8—10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浙江省绍兴市 2个县（市、区） 12所中学的在校学生为调查对象，采用

《中国青少年烟草流行调查问卷》收集人口学信息、烟草危害认知、烟草广告及控烟信息暴露、吸烟情况、二手烟暴露

和电子烟尝试使用情况等资料；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的影响因素。结果 调查中学

生1 938人，其中男生1 068人，占55.11%；女生870人，占44.89%。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率为3.46%；首次电子烟

尝试使用年龄主要为 12~13岁，22人占 32.84%。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生（OR=2.040，95%CI：1.066~
3.907）、有零用钱（OR=2.264，95%CI：1.294~3.963）、现在吸烟（OR=5.758，95%CI：1.649~20.107）、认为吸烟使年

轻人更有吸引力（OR=3.211，95%CI：1.295~7.965）、没有听/看到过控烟信息（OR=2.752，95%CI：1.526~3.963）、朋

友吸烟（OR=7.662，95%CI：4.239~13.850）、看到过老师吸烟（OR=2.563，95%CI：1.072~6.124）和室内公共场所二手

烟暴露（OR=2.179，95%CI：1.218~3.900）的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的可能性更高。结论 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受

性别、零用钱、现在吸烟、认为吸烟使年轻人更有吸引力、听/看到过控烟信息、朋友吸烟、老师吸烟和室内公共场所

二手烟暴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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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for attempted electronic cigarette use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IAN Mingzhi, LU Di, JIANG Tingting, CHEN Jie
Shaoxi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Shaoxing, Zhejiang 31204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attempted electronic cigarette (e-cigarette) use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o as to provide insights into e-cigarett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From August to October 2023, students from twelve middle schools in two counties (cities, districts) in Shaox⁃
i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were selected by using the multi-stage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Data of demograph⁃
ics, awareness of tobacco harm, exposure to tobacco advertising and tobacco control information, smoking status, second⁃
hand smoke exposure and attempted e-cigarette use were collected by the China Youth Tobacco Survey Questionnaire.
Factors affecting attempted e-cigarette use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analyzed by a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
gression model. Results A total of 1 938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surveyed, including 1 068 males (55.11%) and
870 females (44.89%). The rate of attempted e-cigarette use was 3.46%. The primary ages for the first attempt to use
e-cigarettes were 12 to 13 years (22 students, 32.84%).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ho were male (OR=2.040, 95%CI: 1.066-3.907), had pocket money (OR=2.264, 95%CI: 1.294-3.963),
were current smokers (OR=5.758, 95%CI: 1.649-20.107), believed smoking made young people more attractive (OR=
3.211, 95%CI: 1.295-7.965), did not get tobacco control messages (OR=2.752, 95%CI: 1.526-3.963), had friends smok⁃
ing (OR=7.662, 95%CI: 4.239-13.850), saw teachers smoking (OR=2.563, 95%CI: 1.072-6.124) and were exposed to sec⁃
ondhand smoke in indoor public places (OR=2.179, 95%CI: 1.218-3.900) had a higher likelihood of attempted e-c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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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te use. Conclusion The attempted e-cigarette use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influenced by gender, pocket
money, current smoking, belief that smoking makes young people more attractive, tobacco control messages, friends smok⁃
ing, teachers smoking and secondhand smoke exposure in indoor public places.
Keywords: middle school student; electronic cigarette; influencing factor

电子烟是由电池供能将含有尼古丁和其他成分的

混合物转化成气雾后由使用者吸入的一种电子装

置［1］，使用人群以青少年为主［2］。中国青少年烟草

调查结果显示，中学生电子烟知晓和使用比例均呈

上升趋势［3-4］。电子烟同样危害健康，严重影响青

少年身心健康［5］，应尽早开展学校控烟干预。既往

研究结果显示，吸卷烟、认为吸烟使年轻人更有吸

引力、在互联网看到烟草广告、男生、朋友吸烟和

老师吸烟是中学生使用电子烟的影响因素［6-7］。本

研究了解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为制定中学生电子烟控制策略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23 年 8—10 月，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

方法抽取浙江省绍兴市 2 个县（市、区），采用人口

规模成比例抽样方法每个县（市、区）抽取 3 所初

中、2 所普通高中和 1 所职业高中，每个年级随机抽

取 1 个班级（至少 40 人），选择班级所有在校学生

为调查对象。本研究通过绍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

理委员会审查（2023009）。调查对象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制的《中国青少

年烟草流行调查问卷》，以班级为单位组织中学生完

成网络问卷调查。内容包括：（1）人口学信息，性

别、地区、学校类型和零用钱；（2）烟草危害认知，

知晓二手烟危害、认为吸烟使年轻人更有吸引力和

使用电子烟成瘾性；（3）烟草广告及控烟信息暴露

（近 30 d 内），听/看到过控烟信息、在电子媒体看

到过有人吸烟、在学校建筑物内或室外看到过有人

吸烟、在烟草零售点看到过烟草制品广告/促销、在

互联网看到过烟草制品广告/视频和看到过电子烟广

告；（4） 吸烟情况，现在吸烟、父母任一方吸烟、

朋友吸烟和老师吸烟；（5）二手烟暴露，近 7 d 内

在家庭、室内公共场所、室外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

工具的二手烟暴露情况；（6） 电子烟尝试使用情

况，电子烟首次尝试使用的年龄、电子烟尝试使用

的原因。电子烟尝试使用是指既往尝试使用过电子

烟，即使只吸过一两口；现在吸烟是指近 30 d 内

吸过卷烟。

1.3 质量控制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各县（市、区）调查人员进行

调查和质量控制，及时纠正漏项、跳转错误等，检查

问卷完整性，核对无误后上传。

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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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因素 logis⁃
tic 回归模型分析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的影响因素。

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发放问卷 1 969 份，回收有效问卷 1 938 份，问

卷有效率为 98.43%。男生 1 068 人，占 55.11%；女

生 870 人，占 44.89%。城市 1 014 人，占 52.32%；

农村 924 人，占 47.68%。初中学生 1 054 人，占

54.39%；普通高中学生 554 人，占 28.59%；职业高

中学生 330 人，占 17.03%。

2.2 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情况比较

电子烟尝试使用 67 人，占 3.46%。男生、城

市、职业高中、有零用钱、现在吸烟、不知晓二手烟

危害、认为吸烟使年轻人更有吸引力、使用电子烟会

成瘾、没有听/看到过控烟信息、在电子媒体看到过

有人吸烟、在学校建筑物内或室外看到过有人吸烟、

在烟草零售点看到过烟草制品广告/促销、在互联网

看到过烟草制品广告/视频、看到过电子烟广告、父

母任一方吸烟、朋友吸烟、看到过老师吸烟、家庭二

手烟暴露、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室外公共场所

二手烟暴露和公共交通工具二手烟暴露的中学生电子

烟尝试使用率较高（均 P<0.05）。见表 1。
2.3 中学生首次电子烟尝试使用情况

电子烟首次尝试使用≤7 岁的有 4 人，占

5.97%；主要为 12~13 岁，22 人占 32.84%。尝试使

用原因以好奇心为主，40 人占 59.70%；获得电子烟

方式主要为同学/朋友提供，36 人占 53.73%。

2.4 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影响因素的多因素 logis⁃
tic 回归分析

以电子烟尝试使用 （0=否，1=是） 为因变量，

以表 1 中 P<0.05 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零用钱、现在吸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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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吸烟使年轻人更有吸引力、听/看到过控烟信息、

朋友吸烟、老师吸烟和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是中

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的影响因素。见表 2。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绍兴市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

率为 3.46%，低于浙江省宁波市（6.61%）［6］和全国

（8.3%）［7］的调查结果。城市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

率高于农村，可能与城市电子烟销售点分布广泛，电

子烟可及性更高有关。职业高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

率较高，与其他研究结果［8］一致，可能与职业高中

学生接触社会机会更多、接触人群更广，了解和电子

表 1 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情况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attempted electronic cigarette use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性别

男

女

地区

农村

城市

学校类型

初中

普通高中

职业高中

零用钱

有

无

现在吸烟

是

否

知晓二手烟危害

是

否

认为吸烟使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是

否

与不吸烟相比无差别

使用电子烟成瘾性

不会

会

不知道

听/看到过控烟信息

是

否

在电子媒体看到过有人吸烟

未看电子媒体

是

否

在学校建筑物内或室外

看到过有人吸烟

1 068
870

924
1 014

1 054
554
330

777
1 161

16
1 922

1 769
169

88
1 362

488

313
269

1 356

1 413
525

638
783
517

52 （4.87）
15 （1.72）

21 （2.27）
46 （4.54）

29 （2.75）
16 （2.89）
22 （6.67）

40 （5.15）
27 （2.33）

10（62.50）
57 （2.97）

55 （3.11）
12 （7.10）

12（13.64）
36 （2.64）
19 （3.89）

4 （1.28）
16 （5.95）
47 （3.47）

39 （2.76）
28 （5.33）

12 （1.88）
43 （5.49）
12 （2.32）

14.206

7.423

12.295

11.110

7.364

30.301

9.454

7.594

16.459

24.939

<0.001

0.006

0.002

<0.001

<0.001①

0.007

<0.001

0.009

0.006

<0.001

<0.001

项目
调查

人数

电子烟

尝试使用

［n（%）］

χ2值 P值

是

否

在烟草零售点看到过

烟草制品广告/促销

未去零售点

是

否

在互联网看到过烟草

制品广告/视频

未用互联网

是

否

看到过电子烟广告

是

否

父母任一方吸烟

是

否

朋友吸烟

是

否

老师吸烟

看到过

未看到

不知道

家庭二手烟暴露

是

否

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

是

否

室外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

是

否

公共交通工具二手烟暴露

是

否

525
1 413

1 389
181
368

590
352
996

537
1 401

763
1 175

186
1 752

607
926
405

487
1 451

655
1 283

692
1 246

154
1 784

36 （6.86）
31 （2.19）

35 （2.52）
14 （7.74）
18 （4.89）

12 （2.03）
19 （5.40）
36 （3.61）

28 （5.21）
39 （2.78）

35 （4.59）
32 （2.72）

38（20.43）
29 （1.66）

45 （7.41）
15 （1.62）
7 （1.73）

31 （6.37）
36 （2.48）

43 （6.57）
24 （1.87）

39 （5.64）
28 （2.25）

11 （7.14）
56 （3.14）

15.847

7.626

6.870

4.814

177.585

41.459

16.484

28.629

15.307

6.809

<0.001

0.022

0.009

0.028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9

项目
调查

人数

电子烟

尝试使用

［n（%）］

χ2值 P值

注：①表示确切概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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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尝试使用的途径增加有关。电子烟首次尝试使用年

龄较低，提示应尽早开展电子烟相关健康教育。

男生、有零用钱和认为吸烟使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的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的可能性更高。有零用钱的

中学生烟草可及性更高，增加电子烟尝试使用的可能

性［9］。电子烟包装设计新潮、口味多样，对中学生

的吸引力较强［10］；同时中学生对电子烟危害认知不

足、好奇心强，易受广告宣传影响而购买并尝试。现

在吸烟的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的可能性更高，与徐

倩倩等［6］、秦冉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烟草及其制

品具有成瘾性，现在吸烟者对电子烟的接受意愿更

高。没有听/看到过控烟信息、朋友吸烟、老师吸烟

和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的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

的可能性更高，与沈婷等［12］研究结果一致。环境对

塑造健康行为有重要作用，尤其中学生处于成长和行

为习惯形成的关键期，倾向于模仿他人行为，电子烟

尝试使用的可能性更高。

中学生电子烟控烟工作需要个人、家庭、学校和

社会的共同努力。建议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提高中学

生对电子烟、烟草危害的认知，形成良好的控烟自我

效能；建设家庭、学校及公共场所无烟环境，减少中

学生暴露机会；加强烟草广告和烟草制品销售监管，

助力中学生电子烟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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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学生电子烟尝试使用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attempted electronic cigarette use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变量

性别

男

零用钱

有

现在吸烟

是

认为吸烟使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是

否

听/看到过控烟信息

否

朋友吸烟

是

老师吸烟

看到过

未看到

室内公共场所二手烟暴露

是

常量

参照组

女

无

否

与不吸烟相比无差别

是

否

不知道

否

β

0.713

0.817

1.751

1.167
-0.020

1.012

2.036

0.941
0.251

0.779
-5.170

xs

0.331

0.286

0.638

0.463
0.325

0.301

0.302

0.444
0.488

0.297
0.555

Wald χ2值

4.631

8.194

7.528

6.337
0.004

11.326

45.442

4.482
0.264

6.889
86.665

P值

0.031

0.004

0.006

0.012
0.952

0.001

<0.001

0.034
0.608

0.009
<0.001

OR值

2.040

2.264

5.758

3.211
0.981

2.752

7.662

2.563
1.285

2.179
0.006

95%CI

1.066~3.907

1.294~3.963

1.649~20.107

1.295~7.965
0.519~1.854

1.526~3.963

4.239~13.850

1.072~6.124
0.493~3.346

1.218~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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