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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某医学院校大学生吸烟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雷春萍１，熊鸿燕２△

（１．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４０４０２０；２．第三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３８）

　　摘　要：目的　了解重庆市某医学院校大学生吸烟水平及影响因素。方法　随机抽取该校５个系部，３个年级共计１４３７名

学生进行吸烟行为及相关因素问卷调查。结果　该医学院校总体吸烟率１２．６９％，男生吸烟率３２．５９％，女生吸烟率３．５１％，其中

护理系和一年级吸烟率最低分别为４．０２％和８．８４％；不同生源地学生吸烟率之间无差异。吸烟影响因素有男性、系部、父母吸

烟、饮酒行为、吸烟有害健康知识获取频率等。结论　应加强对该校学生控烟教育和干预，尤其是男生和新生群体，以有效降低吸

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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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全球成人烟草调查结果显示：我国１５岁以上男性

人群吸烟率为５２．９％，吸烟者超过３亿，约占全球吸烟者总数

的１／３；被动吸烟人数高达 ７．７ 亿
［１］。我国医生吸烟率为

２５．８％，男性医生吸烟率约４５．８％
［２］。卫生部决定自２０１１年

起在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实行全面禁烟［３］。

重庆市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１日开展了医疗机构全面禁烟的活动。

医生是健康的倡导者、维护者和宣传者，其自身的健康行为状

况会直接影响公众对健康行为的选择，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

如果没有医生吸烟率的下降，整个国家的人群吸烟率是很难下

降的［４］。医学生作为未来的医务人员，其吸烟行为及对烟草的

认识将对其本人和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为了很好地在

本校开展吸烟干预活动，作者对吸烟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作了

调查研究，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分别从５个系部３个年级中抽取学

生１４３７名。吸烟行为的定义
［４６］：至少每周吸烟１次，连续３

个月以上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抽样方法　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本次调查采用分层

整群随机抽样。按系、年级和班级３个因素进行分层随机抽

样。首先，按临床医学、护理、医学相关技术、中医及药学５个

系分层；然后在上述基础上按年级分层；最后每个年级抽出１～

２个班级作为该次问卷调查研究的对象班级。

１．２．２　质量控制　问卷设计过程中广泛征集专家的意见，并

进行预调查。调查前与相关领导、老师联系沟通，阐述本次学

生吸烟行为调查的目的、方法和内容，以取得他们的配合和支

持。最后对随机抽取的调查班级中全体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以班级为单位，由统一培训合格后的调查员向学生说明本次调

查目的和意义，在任课教师回避的情况下在班级内统一发放问

卷，自填式封闭问卷，集中填写，不记姓名，当场回收。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利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录入软件建立数据

库，然后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结果采用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本次共调查１４３７名，收回有效问卷１４１８

份，问卷有效率为９８．６８％ ，其中男、女分别为４４５和９７３名；

一、二、三年级分别为４９８、４５７和４６３名；临床医学２７４名、中

医３６０名、药学２６６名、医学相关技术２６９名、护理２４９名。

２．２　医学生吸烟现状

２．２．１　吸烟率　总吸烟率１２．６９％，９５％犆犐：１０．９８％～

１４．４４％；尝试吸烟率１４．９５％，９５％犆犐：１３．２３％～１６．６７％。

２．２．２　不同性别学生吸烟情况　男、女生吸烟率分别为

３２．５９％、３．５１％；尝试吸烟率分别为３２．５９％、９．１８％。男生

吸烟率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２３３．９１，犘＜０．０１）。

２２３ 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１月第４３卷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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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生源地不同的学生中吸烟情况比较　农村、城镇、城市

学生吸烟率分别为１３．０７％、１０．６６％和１５．５０％。３地区间吸

烟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２＝３．０９，犘＞０．０５）。

２．２．４　各系部学生间吸烟情况比较　临床医学系２１．５３％，

中医系１５．５６％，药学系９．４０％，医学技术系１１．１５％，护理系

４．０２％。不同系部学生的吸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４２．０８，犘＜０．０１）。

２．２．５　各年级学生间吸烟情况比较　一年级８．８４％，二年级

１４．００％，三年级１５．５５％。各年级学生间吸烟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０．８１，犘＜０．０１）。

２．２．６　父母吸烟对医学生吸烟行为的影响　被调查大学生

中，父母都吸烟的大学生吸烟率明显高于无烟家庭的大学生，

吸烟率分别为３３．９６％（１８／５３）和１２．５３％（５７／４５５），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
２＝２９．２２，犘＜０．０５）。

２．２．７　饮酒行为与吸烟伴随情况分析　不同饮酒行为学生中

吸烟行为现状不同，吸烟率最高的是经常饮酒学生４３．３３％

（２６／６０）；吸烟率最低为从不饮酒学生４．０５％（１４／３４６），且其

中８８．４４％（３０６／３４６）从不吸烟。不同饮酒行为学生吸烟情况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１０８．９６，犘＜０．０１）。

２．２．８　健康知识接触频率与吸烟行为　不同“香烟相关知识”

接触频率的学生中，吸烟行为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３１．５１，犘＜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健康知识接触频率与吸烟行为［狀（％）］

香烟相关知识

接触频率
狀 吸烟 不吸烟 χ

２ 犘

很多 １４６ ３５（２３．９７） ９８（６７．１２） ３１．５１ ＜０．０１

一些 ６８２ ９６（１４．０７） ４８９（７１．７０）

没有 ５９０ ４９（８．３１） ４３９（７４．４１）

３　讨　　论

３．１　吸烟行为　该医学院校总吸烟率为１２．６９％，低于黄

杏［７］报道的１９．９％；接近一些国内报道医学生吸烟率，苏颖
［８］

报道为１４．２％，刘汉波
［９］报道为１２．５７％。但明显高于东部地

区报道的吸烟率２．３％
［１０］。

男生吸烟率为３２．５９％，与国内一些报道
［８，１１］基本一致；

女生吸烟率为３．５１％，较黄杏
［７］报道的女生吸烟率（７．５％）要

明显偏低。该调查显示，医学院校男女生吸烟率间存在明显差

异，与我国男性吸烟率显著高于女性的现象一致。这一现象可

能与我国把女性吸烟看做不雅行为的观念有关。然而，近年也

有相关证据显示我国女性吸烟率逐渐上升［１２］，并且女性吸烟

开始被社会认同和公开化，因此医学院校控烟工作也应将女生

纳入干预对象。

３．２　年级　吸烟接触行为随年级升高增加，这一现象与国内

一些相关研究结果一致［１３１４］。吸烟率大一最低为８．８４％，且

低于刘汉波［９］报道的１２．５７％。二年级学生较一年级吸烟率

上升近１倍，而二、三年级间吸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黄

杏［７］报道的二、三年级间吸烟率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一致，

可能与随着年级升高接触较多医学知识有关。所以新生阶段

是医学院校学生吸烟行为增加的关键期，也应作为控烟干预的

重点人群。

３．３　父母吸烟　有研究报道，家庭、亲友和学习环境是大学生

吸烟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１５１７］，提示父母的吸烟行为对学生

有诱导效应。与黄杏［７］报道的父母吸烟的学生吸烟率显著高

于父、母不吸烟的学生一致。

３．４　饮酒　不良的危害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并存增加了大学生

吸烟行为发生的可能性［１８］。通常喝酒与吸烟行为常常相伴出

现，两者间相互协同，且存在剂量反应关系［１９］。胡利人等［２０］

也报道吸烟与饮酒、打架和参与过赌博等危险行为相关，其中

吸烟行为与饮酒行为的关联性最大。

３．５　健康知识接触频率　接触“吸烟相关知识”的频率不同，

吸烟行为发生及强度间也存在较大差异，接触频率越高，吸烟

行为发生越小，所以在医学院校应加大控烟干预活动的强度。

通过本次研究发现，该校处于中等吸烟水平，但男生吸烟

率较高，需加强控烟干预。在医学院校控烟工作过程中，除了

常规的干预工作以外，应将刚入校的新生纳入重点干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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