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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某医学院校大学生吸烟行为及未来３～５年吸烟意向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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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重庆市医药院校大学生吸烟行为及未来３～５年吸烟意向。方法　通过随机整群抽样，从该校５个系部

的３个年级共抽取了１４５７名医学生进行吸烟行为和吸烟意向性问卷调查。结果　吸烟率为１２．６９％，尝试吸烟率为１４．９５％。

其中，男生吸烟率和尝试吸烟率分别为３２．５９％ 和２７．４６％，女生吸烟率和尝试吸烟分别为３．５１％ 和９．１８％。回答未来３～５年

吸烟意向为犹豫和肯定会吸烟的学生，在目前吸烟的学生比例为４９．４４％和２３．８９％；男生为３４．８２％和１４．２９％；女生为１０．５２％

和１．６５％；一年级为１０．２４％和３．０１％；二年级为２４．７３％和７．４４％；三年级为２０．３０％和６．７０％。结论　在医学生中仍有一部

分学生坚持以后会吸烟，尤其对未来吸烟处于犹豫状态的学生比例较高，所以对医学院校的控烟工作和抗烟态度教育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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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吸烟率为５２．９０％；吸烟人数超过３亿，约占全世界总

数的１／３；被动吸烟人口达７．７亿之多
［１］。中国医生总吸烟率

为２５．８０％，其中男性高达４５．８０％
［２］。大学生吸烟率逐年升

高，医学院校大学生的吸烟行为及吸烟意向也越来越备受社会

关注。因此，作为未来医务人员的医学生其吸烟行为和未来吸

烟意向备受关注。通过本次调查，以了解医学生未来３～５年

吸烟意向，更好地开展控烟工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重庆市某所三年制专科医药院校全体学

生为研究对象，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分别从５个

系部３个年级中抽取学生１４５７名，得到有效问卷１４１８份。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抽样方法　本次调查通过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进行

抽样，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首先，依次按系部、年级、班级３

个因素进行分层，进行逐层随机抽取。第一阶段先将学生按系

部进行分层，该校所有接受医药类高等教育的有５个系部：临

床医学、护理学、医学技术学、中医学及药学。第二阶段在上述

５个系部中按年级再进行分层。第三阶段首先对每个系部每

个年级的所有班级进行编号再在各系部各年级中按ＥＸＣＥＬ

产生的随机数字随机抽取出１～２个班级作为该次问卷调查研

究的对象班级。

１．２．２　调查内容　本次调查的问卷主要涉及目前不同吸烟状

态、不同性别、不同系部、不同年级的在校大学生，以及未来３～

５年的吸烟意向。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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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前首先与各系部领导、老师进行沟通，详细

阐述本次调查的目的、意义、方法和内容，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最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调查，被随机抽取出的调查班

级中所有学生都作为最终调查研究对象，进行本次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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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班级为单位，由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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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课教师回避下统一发放问卷，集中填写，

不记姓名，当场回收。

１．２．４　吸烟的定义　吸烟行为的界定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推荐

的关于未成年人吸烟标准［３４］，吸烟者：每周至少吸烟１次，且

时间长达３个月以上者。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处理。应用统计指标相对数率（％）进行统计描述分析；用正

态近似法（ｐ１．９６Ｓｐ，ｐ＋１．９６Ｓｐ）来估计总体吸烟率的９５％可

信区间（犆犐）；用组间χ
２ 检验比较学生未来吸烟计意向的差异，

检验水准α＝０．０５，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医学生吸烟行为　１４１８名医学生中吸烟率为１２．６９％

（１８０／１４１８），其９５％ 犆犐为１０．９８～１４．４４，尝试吸烟率为

１４．９５％（２１２／１４１８），９５％犆犐为１３．２３～１６．６７。

２．２　不同性别学生吸烟与尝试吸烟情况比较　调查结果显

示，医学生男生吸烟率和尝试吸烟率分别为 ３２．５９％ 和

２７．４６％，女生吸烟率和尝试吸烟分别为３．５１％ 和９．１８％ ，男

生吸烟率、尝试吸烟率均高于女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

２３３．９１、χ
２＝８０．５４，犘＜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不同性别学生吸烟率比较

性别 狀
吸烟人数

［狀（％）］

吸烟率

９５％犆Ｉ

尝试吸烟

人数［狀（％）］

尝试吸烟率

９５％犆犐

男生 ４４８ １４６（３２．５９） ２８．２５～３６．９３ １２３（２７．４６） ２３．３３～３１．５９

女生 ９７０ ３４（３．５１）ａ ２．３５～４．６７ａ ８９（９．１８）ａ ７．３６～１１．００ａ

合计 １４１８ １８０（１２．６９） １０．９８～１４．４４ ２１２（１４．９５） １３．２３～１６．６７

　　ａ：犘＜０．０１，与男生比较。

２．３　医学生对未来３～５年吸烟情况的估计

２．３．１　不同吸烟行为的医学生对自己将来是否吸烟的估计　

不同吸烟行为的学生对自己将来是否吸烟的估计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
２＝３２６．４０，犘＜０．０１）。由表中数据可见目前吸烟量

越少将来吸烟可能性越小，不吸烟者中有８６．２６％的学生坚持

不吸烟，但尝试吸烟和不吸烟的学生中仍然还有２４．０６％和

１１．５０％的学生在拒绝香烟方面态度不够坚决，见表３。

表３　　不同吸烟行为的医学生对自己将来是否

　　吸烟的估计［狀（％）］

吸烟行为 狀 肯定不吸 犹豫中 肯定会吸

吸烟 １８０ ４８（２６．６７） ８９（４９．４４） ４３（２３．８９）

尝试吸烟 ２１２ １４７（６９．３４）ａ ５１（２４．０６）ａ １４（６．６０）ａ

不吸烟 １０２６ ８８５（８６．２６）ａ １１８（１１．５０）ａ ２３（２．２４）ａ

　　ａ：犘＜０．０１，与吸烟比较。

２．３．２　不同性别医学生对自己将来是否吸烟的估计　男生中

坚持吸烟者达１４．２９％，女生只有１．６５％；男生中有高达

３４．８２％的学生和女生中１０．５２％的学生处于抗烟态度不明确

状态，有可能会吸烟。不同性别医学生对自己未来３～５年的

吸烟行为估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２４１．１６，犘＜０．０１），见

表４。

２．３．３　不同系部学生对自己将来是否吸烟的估计　一般认为

医学知识丰富的人群打算吸烟者相对较少一些。但本次调查

显示医学知识最丰富的临床医学系处于犹豫状态的学生比例

最高，达到４７．０８％，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研究；可能与该系部

男生比例较大，在学生中起到“群集效应”和“模仿效应”，以及

认识态度的感染有关。不同系部学生对自己未来３～５年的吸

烟行为估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２２４．５０，犘＜０．０１），见

表５。

表４　　不同性别医学生对自己未来３～５年是否

　　　吸烟的估计［狀（％）］

性别 狀 肯定不吸 犹豫中 肯定会吸

男生 ４４８ ２２８（５０．８９） １５６（３４．８２） ６４（１４．２９）　

女生 ９７０ ８５２（８７．８４）ａ １０２（１０．５２）ａ １６（１．６５）ａ　

　　ａ：犘＜０．０１，与男生比较。

表５　　不同系部医学生对自己将来是否

　　吸烟的估计［狀（％）］

系部 狀 肯定不吸 犹豫中 肯定会吸

护理系 ２４９ ２３４（９３．９８）ａ １２（４．８２）ａ ３（１．２０）

临床医学系 ２７４ １２９（４７．０８） １２９（４７．０８） １６（５．８４）ｂ

中医系 ３３１ ２６５（８０．０６）ａ ４２（１２．６９）ａ ２４（７．２５）ｂ

医技技术系 ２９８ ２２５（７５．５０）ａ ４９（１６．４４）ａ ２４（８．０５）ｂ

药学系 ２６６ ２２７（８５．３４）ａ ２６（９．７７）ａ １３（４．８９）ｂ

　　ａ：犘＜０．０１，与临床医学系比较；ｂ：犘＜０．０１，与护理系比较。

２．３．４　不同年级学生对自己将来是否吸烟的估计　新生中坚

持不吸烟的比例最高达８６．７５％，但随着在校时间的延长，二

年级时学生中坚持不吸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为６７．８３％（一、二

年级：χ
２＝４９．２０，犘＜０．０１），随着医学知识的不断丰富和对吸

烟有害健康认识的不断深入，三年级时坚持不吸烟率变化不大

（二、三年级：χ
２＝２．９５，犘＞０．０５）。二、三年级与一年级医学

生对自己未来３～５的吸烟行为估计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２＝５０．８９，犘＜０．０１），见表６。

表６　　不同年级医学生对自己将来是否

　　　吸烟的估计［狀（％）］

年级 狀 肯定不吸 犹豫中 肯定会吸

一年级 ４９８ ４３２（８６．７５） ５１（１０．２４） １５（３．０１）

二年级 ４５７ ３１０（６７．８３）ａ １１３（２４．７３）ａ ３４（７．４４）ａ

三年级 ４６３ ３３８（７３．００）ａ ９４（２０．３０）ａ ３１（６．７０）ａ

　　ａ：犘＜０．０１，与一年级比较。

３　讨　　论

３．１　医学生吸烟率比较　本次调查１４１８名医学生中吸烟率

为１２．６９％，与苏颖
［５］和刘汉波［６］调查的医学生吸烟率为

１４．２０％和１２．５７％接近；低于黄杏
［７］调查的医学生吸烟率

１９．９０％、重庆市１５岁以上居民吸烟率２９．６５％
［８］，也低于全

国多省市医务人员吸烟率［９１０］，男生吸烟率较高为３２．５９％，但

也低于全国多省市男性医务人员吸烟率［９］，低于其中重庆地区

１５岁以上居民中男性吸烟率５８．３０％
［８］。无论是总体吸烟率

还是男性吸烟率，医学生工作以后吸烟率都有所升高，因此对

医学生未来吸烟意向和抗烟态度、意识干预是非常必要的。

３．２　医学生未来３～５年吸烟意向　本次调查学生中目前吸

烟、尝试吸烟、不吸烟学生未来３～５年是否吸烟的意向有明显

差异。目前不吸烟者中８６．２６％的学生坚持未来３～５年不会

吸烟，高于文献［１１１２］调查的７０．６５％和６５．７０％。本次调查

目前尝试吸烟和不吸烟者中２４．０６％和１１．５０％的同学未来

３～５年抗烟态度不明确，他们可能成为未来（下转第１３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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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中吸烟的后备军，应该作为医学院校学生控烟干预的

重点群体。目前吸烟的学生中仅２６．６７％的比例相信未来３～

５年肯定不吸烟。因此，应该在医学院校开展控烟干预工作，

以有效降低毕业生及毕业后吸烟率。

男生中坚持未来肯定不吸烟的比例不高，女生中也有

１０．５２％的学生处于犹豫中，１．６５％的坚持未来会吸烟。男性

医学生吸烟行为发展趋势与中国目前男性医务人员吸烟率较

高可能有密切关系［１１］。因此，对医学院校男生也应加强未来

抗烟态度、意识的干预。

医学知识最丰富的临床医学系同学未来肯定不吸烟率却

最低，这点有待进一步研究。伍艳明等［１３］调查中也报道吸烟

的医务人员中医生占的比例最高，为６２．３４％，其他依次为：药

剂１６．２３％，其他１６．２３％，护士５．１９％，尤其是外科医生最

高［１４］。所有年级未来肯定不吸烟率都低于９０％，且二年级较

一年级未来肯定不吸烟率有所下降，二年级与三年级之间没有

明显变化，所以医学院校的控烟干预工作越早，开展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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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伍艳明，林凯玲．７８６名医务人员吸烟状况调查分析［Ｊ］．

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０７，３４（６）：１０６７１０７０．

［１４］李红，程巧云，郭琳娜，等．三门峡市医务人员吸烟及控烟

现状分析［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０９，３６（２０）：３９０３３９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１０８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１２３０）

３９３１重庆医学２０１４年４月第４３卷第１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