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PRIMARY HEALTH CARE Vol.21, No.10 Oct, 2007

环境与公共卫生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07 年 10 月第 21 卷第 10 期( 总第 262 期)

吸烟是全世界慢性病唯一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 它导致并

加剧动脉粥样硬化 , 是冠心病发病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大学

新生有关吸烟的知识、态度与行为 , 为开展控烟健康教育工

作提供依据。笔者于 2006 年 9—11 月 对 兰 州 市 某 高 校 2006
级新生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兰州市某高校新生为研究对象 , 共调查学生 781 人

(甘 肃 籍 学 生 560 人 , 其 他 省 份 学 生 221 人), 其 中 男 生 618
人 , 女生 163 人。本次调查共发问卷 781 份 , 回收有效问卷

735 份 , 有 效 回 收 率 为 94.11%。 男 生 584 人 , 女 生 151 人 ;

平均年龄 19.13±1.21 岁 , 男生最小 16 岁 , 最大 26 岁 ; 女生

最小 17 岁 , 最大 22 岁。

1.2 方法

由 统 一 培 训 的 班 干 部 向 新 生 详 细 说 明 调 查 目 的 和 意 义 ,

在班级内统一发放问卷 , 不记姓名 , 独立完成 , 当场收回问

卷。问卷内容 (问卷的部分内容设计引用了张彩霞、陈维清、

卢次勇等的研究成果) , 包括新生的年龄、吸烟情况、吸烟与

疾病的认识、对吸烟行为的态度等项目。

1.3 吸烟的定义

参 照 联 合 国 儿 童 基 金 会 (UNICEF) 和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 推荐的吸烟标准 , 尝试吸烟为只要吸过 1 口烟者 ; 每

周吸烟为每周吸烟 1 支以上 , 持续或累计 3 个月以上 ; 每日

吸烟为每天至少吸烟 1 支以上 ; 偶尔吸烟为平均每周吸烟少

于 1 次 ; 以前吸是指至调查时已连续 3 个月以上未吸 ; 以每

周吸烟、每天吸烟为现吸烟 [1]。

1.4 数据分析

采 用 Excel 2000 建 立 数 据 库 , 用 SPSS 11.5 软 件 包 进 行

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大学新生吸烟现况

大学新生吸烟现况见表 1。

2.2 大学新生对吸烟与健康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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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兰州市某高校新生吸烟现况

性别

男

女

合计

调查(人)

584

151

735

尝试吸烟(人)

338

23

361

比率( %)

57.87

15.23

49.12

现吸烟(人)

109

4

113

比率( %)

18.66

2.65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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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学生知道吸烟是肺癌、慢性支气管炎 (分别占

92.51%和 93.87%) 的致病 因 素 , 但 知 道 吸 烟 与 消 化 性 溃 疡 、

膀 胱 癌 疾 病 有 关 的 仅 占 32.38%、17.06%, 可 以 说 是 喜 忧 参

半 , 见表 2。

2.3 大学新生对吸烟的行为态度

反对吸烟的问题中 , 95.64%的新生认为吸烟对人体健康

非常有害 , 认为被动吸烟也能影响人体健康的占 90.88%。在

支持吸烟的问题中 , 18.23%的新生认为吸烟能消除疲劳 , 提

高学习效率 ; 21.63%的新生认为吸烟是个人行为 , 他人不应

干 涉 ; 37.28% 的 新 生 认 为 吸 烟 是 一 种 良 好 的 交 际 方 式 ;

29.52%的新生认同给别人递烟容易与人接近。在关于控烟措

施的问题中 , 81.48%的新生同意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 84.76%
的新生赞同家长、教师应带头不吸烟。83.80%的学生同意应

禁止出售香烟给未成年人 (青少年), 见表 3。

3 讨论

大 学 新 生 尝 试 吸 烟 率 和 现 吸 烟 率 均 较 高 , 与 笔 者 2004
年 3—7 月调 查 的 结 果 (2003 级 一 年 级 男 生 、 女 生 尝 试 吸 烟

率和现吸烟率分别为 57.10%、25.00%、25.50%和 0.00%) 相

比略有下降。但男生尝试吸烟率 和 现 吸 烟 率 明 显 高 于 女 生 ,

与有关报道一致 [ 2] 。大部分新生吸烟者是在中学或小学就开

始尝试吸烟的 , 与部分城市调查资料显示青少年吸烟者大部

分在 15 岁以前开始吸烟一致 [3]。说明对吸烟行为应该进行早

期干预 , 重点在中小学阶段。另外 , 大部分新生能认识到吸

烟 是 许 多 疾 病 的 致 病 因 素 , 但 认 识 不 到 的 学 生 仍 占 相 当 比

例。不少新生认为吸烟是个人行为和与他人交往的媒介, 根本

没有意识到吸烟对他人以及自身遗传后代给社会带来的危害。

为提高大学生自我意识和管理能力 , 有效控制大学生吸

烟, 笔者建议: ( 1) 加强对大学生的健康教育, 一定要抓住 “新

生群体”以及新生入学这个关键环节进行健康教育 (据资料报

道 : 35.0%～51.0%的医学生是在大学开始尝试吸烟的 [4]; 31.8%
的学生进入大学后才开始吸烟)。校医院在新生报到入学体检

时应充分利用学校广播、电视和展板进行健康教育的广告宣

传, 引起大学新生和陪送家长的注意, 从而受到教育; 体育系

(部、室)也应积极配合学校把控烟列入新生健康教育的课堂教学

内容之中; 学校健康教育中心要定期开展健康知识讲座、竞赛

等 , 并能设立健康教育宣传专栏 , 定期更换。利用好每年的

“新生入学”和 “校运动会”两个关键环节 , 宣传吸烟有害健

康的教育。让学生熟练掌握应付各类不同压力的技能, 传授拒

烟技巧、杜绝第一口尝试吸烟, 教会学生如何避免被动吸烟以

及如何劝说他人不要吸烟。( 2) 积极引导提倡不吸烟行为。通过

正确的引导, 让学生知道吸烟是不文明的行为; 通过自我约束

来减少吸烟, 倡导无烟班级、无烟寝室; 学校不定期的进行寝

室卫生检查, 定期举行无烟班级、无烟寝室的评比。将评比结

果纳入学生个人评优、评奖、评先进的范畴。激发和促进师生

参加拒绝香烟的健康活动, 树立健康意识。( 3) 社会、学校及家

庭应关注学生吸烟。在家中家长应做好典范, 在学校教师要以

身作则 , 提倡和鼓励商店不为小利 , 不向学生 (尤其是 18 岁

以下的未成年人) 售烟。在学生经常聚会的公共场所 , 张贴

“吸烟有害健康”的警语。只有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采取各环节的干预措施, 控制学生吸烟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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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

支持吸烟

吸烟能消除疲劳, 提高学习效率

吸烟是个人行为, 他人不应干涉

给别人递烟容易与人接近

学校只需管好学生学习, 没有必要管学生吸烟的事

反对吸烟

被动吸烟也能影响人体健康

吸烟对人体健康非常有害

大学生吸烟是很不好的行为

控烟措施

公共场所应禁止吸烟

应禁止出售香烟给未成年人(青少年)

家长、教师应带头不吸烟

教师不应在学生面前吸烟

应禁止一切烟草广告

很赞同(人)

48

56

75

38

562

684

467

512

407

437

429

375

比率(%)

6.53

7.62

10.20

5.17

76.46

93.06

63.53

69.65

55.37

59.45

58.36

51.02

赞同(人)

86

103

142

68

106

19

108

87

209

186

78

112

比率(%)

11.70

14.01

19.32

9.25

14.42

2.58

14.69

11.83

28.43

25.31

10.61

15.23

说不清(人)

164

192

214

83

18

12

16

112

68

112

167

198

比率( %)

22.31

26.12

29.12

11.29

2.44

1.63

2.17

15.23

9.25

15.23

22.72

26.94

不赞同(人)

122

201

178

212

12

8

97

18

18

0

43

39

比率(%)

16.60

27.34

24.23

28.84

1.63

1.09

13.19

2.45

2.45

0.00

5.85

5.31

很不赞同(人)

315

183

126

334

37

12

47

6

33

0

18

11

比率( %)

42.85

24.89

17.14

45.44

5.03

1.63

6.39

0.81

4.48

0.00

2.45

1.50

表 3 兰州市某高校新生对吸烟与健康的态度

病种

肺癌

慢性支气管炎

口腔癌

冠心病

膀胱癌

高血压

动脉硬化

消化性溃疡

男生(人)

538

552

409

496

93

452

441

182

比率( %)

92.12

94.52

70.03

84.93

15.92

77.39

75.51

31.16

女生(人)

142

138

125

128

32

109

114

56

比率( %)

94.04

91.39

82.78

84.77

21.19

72.18

75.49

37.08

合计

680

690

534

624

125

561

555

238

比率( %)

92.51

93.87

72.65

84.89

17.06

76.33

75.51

32.38

表 2 兰州市某高校新生对吸烟与疾病的健康认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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