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2024 年淄博市居民烟草流行监测基本情况调查报告

建立有效的烟草流行监测和评价体系，对全面掌握我国居民烟草使用状况、

客观评估各项控烟工作的效果，制定适宜的控烟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开展

烟草流行监测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明确赋予各缔约国的职责，

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大力倡导的最有效的控烟六大策略- MPOWER 系列政策的重

要组成部分。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要求到 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低

于 20%。我市已连续多年进行烟草流行监测调查。为评价我市控烟工作效果，与

往年调查结果进行对比，掌握我市烟草流行变化趋势，分析影响因素，制定有针

对性的干预策略，并为市政府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订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2024年我市继续开展成人烟草流行监测工作。

一、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

15岁及以上非集体居住的城乡常住人口，不论户籍。

2.调查范围

根据统一安排布局，在全市 9个区县开展调查。

3.抽样原则

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抽样法，监测点和监测样本具有全市代表性。

4.调查方法

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通过入户的形式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

资料。问卷由调查对象自填完成，如调查对象不能独立完成填写，则采用面对面

询问方式调查。

5.调查内容

采用全市统一的《2024年淄博市成人烟草流行监测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烟草使用、戒烟、二手烟、电子烟使用、烟草价格、控烟

宣传以及人们对烟草使用的知识和态度等信息。

6.数据处理及分析

资料采用 Excel软件进行统计处理，并采用 SPSS 20.0软件对监测问卷进行

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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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标准：吸烟者指调查时有吸烟行为的居民，包括每天吸烟者和偶尔吸

烟者。吸烟率指有吸烟行为的居民在人群中所占比例。

二、调查结果

1.基本情况

2024 年淄博市居民烟草监测共调查全市 11620 人，用于分析的有效问卷

11620份。其中城市 5980人，占 51.46%，农村 5640人，占 48.54%，城乡比约

为 1.06:1。男性 6668人，占 57.38%，女性 4952人，占 42.62%，男女性别比约

为 1.35:1。

调查对象年龄在 15-20岁、21-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61-70

岁、71岁及以上调查对象分别有 108人（占 0.93%）、442人（占 3.80%）、1011

人（占 8.70%）、2302人（占 19.81%）、4004人（占 34.46%）、3593人（占 30.92%）

和 160人（占 1.38%）。在婚姻情况方面，未婚、在婚、分居、离异及丧偶分别

有 598人（5.15%）、10166人（87.49%）、97人（0.83%）、207人（1.78%）、552

人（4.75%）。在文化程度方面，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

专、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602人（占 5.18%）、1946人（占 16.75%）、

5247 人（占 45.15%）、2161 人（占 18.60%）、979 人（占 8.43%）、623 人（占

5.36%）、62人（占 0.53%）。在职业方面，公务员、教师、医务人员、其他事业

单位人员、学生、农民、工人、其他企业人员、其他的比例分别为 55人（占 0.47%）、

91人（占.78%）、341人（占 2.93%）、370人（占 3.18%）、159人（占 1.37%）、

6828人（占 58.76%）、1193人（占 10.27%）、1300人（占 11.19%）、1283人（占

11.04%）。详见表 1。

表 1 淄博市居民烟草流行监测调查对象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特征分布

组别 分类 调查人数 构成比（%）

城乡 城市 5980 51.46

农村 5640 48.54

性别 男 6668 57.38

女 4952 42.62

年龄段 15-20岁 108 0.93

21-30岁 442 3.80

31-40岁 1011 8.70

41-50岁 2302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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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0岁 4004 34.46

61-70岁 3593 30.92

71岁及以上 160 1.38

民族 汉族 11595 99.78

回族 12 0.10

苗族 2 0.02

维吾尔族 1 0.01

满族 3 0.03

壮族 1 0.01

其他 6 0.05

婚姻情况 未婚 598 5.15

在婚 10166 87.49

分居 97 0.83

离异 207 1.78

丧偶 552 4.75

文化程度 不识字/识字很少 602 5.18

小学 1946 16.75

初中 5247 45.15

高中/职高/中专 2161 18.60

大专 979 8.43

本科 623 5.36

硕士及以上 62 0.53

职业 公务员 55 0.47

教师 91 0.78

医务人员 341 2.93

其他事业单位 370 3.18

学生 159 1.37

农民 6828 58.76

工人 1193 10.27

其他企业人员 1300 11.19

其他 1283 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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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11620 100.00

2.淄博市成人烟草调查结果

（1）淄博市居民吸烟情况

吸烟率：淄博市居民吸烟率为 18.69%。

城乡：城市居民吸烟率为 17.64%，农村居民吸烟率为 19.80%，农村居民略

高于城市居民。

性别：男性吸烟率为 31.09%，女性吸烟率为 2.00%，男性吸烟率明显高于

女性。

年龄：41-50岁年龄组吸烟率最高，为 21.20%；15-20岁组吸烟率最低，为

7.41%。

文化程度：高中/职高/中专组吸烟率最高，为 21.19%；其次为初中组，为

19.65%；吸烟率最低的为硕士及以上组，为 4.84%。

职业：吸烟率最高的职业为工人组，吸烟率为 20.20%，教师组的吸烟率最

低，为 5.49%。详见表 2。

表 2 淄博市居民烟草流行监测人群分布（%）

组别 分类 吸烟率（%）

城乡 城市 17.64

农村 19.80

性别 男 31.09

女 2.00

年龄 15-20 岁 7.41

21-30 岁 17.65

31-40 岁 18.10

41-50 岁 21.20

51-60 岁 19.33

61-70 岁 17.03

71 岁及以上 18.13

民族 汉族 18.69

回族 25.00

苗族 0.00

维吾尔族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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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 0.00

壮族 0.00

其他 16.67

婚姻情况 未婚 17.73

在婚 18.89

分居 13.40

离异 33.33

丧偶 11.59

文化程度 不识字/识字很少 13.46

小学 16.80

初中 19.65

高中/职高/中专 21.19

大专 18.18

本科 15.09

硕士及以上 4.84

职业 公务员 25.45

教师 5.49

医务人员 12.90

其他事业单位人员 18.11

学生 9.43

农民 19.26

工人 20.20

其他企业人员 17.23

其他 19.25

淄博市 18.69

在每天吸烟的人群中，每天吸 1-10支烟的占比最高，为 51.93%，其次为每

天吸 11-20支，占比 42.46%。每天吸 31支及以上占比最低，为 2.31%。

在不是每天吸烟的人群中，每周吸 1-10支的占比最高，为 44.13%，每周吸

21-30支的占比最低，为 10.33%，其次为 31支及以上，占比 18.78%。

开始吸烟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15-20岁，占比 62.71%，其次为 21-30岁，占比

33.05%。最近一次买烟在数量 10包以内的人占比 95.48%，金额大部分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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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元。详见表 3。

表 3 淄博市成人烟草调查对象吸烟情况调查结果

组别 分类 百分比（%）

您现在吸烟吗，每天吸、不是每

天吸、还是不吸?

是的，每天吸 13.80

是的，但不是每天吸 4.89

以前吸，但现在不吸 8.23

从不吸 73.08

是的，每天吸：您现在平均每天

吸多少支卷烟?

1-10 支 51.93

11-20 支 42.46

21-30 支 3.30

31 支及以上 2.31

是的，但不是每天吸：您现在平

均每周吸多少支卷烟?

1-10 支 44.13

11-20 支 26.76

21-30 支 10.33

31 支及以上 18.78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

<15 岁 0.89

15-20 岁 62.71

21-30 岁 33.05

31-40 岁 2.36

41 岁及以上 0.99

您最近一次给自己买烟时，一共

买了多少包?

1-10 包 95.48

11-20 包 3.36

21 包及以上 1.15

那次买烟您一共花了多少钱?

≤50 元 68.75

50-100 元 11.73

101-200 元 4.00

>200 元 15.52

合计 - 100.00

（2）淄博市居民戒烟情况

在吸烟人群中，有过戒烟行动的人群占比为 24.29%；有戒烟意向的人群占

4.63%；在过去的 12个月内，看病时医生曾建议戒烟的占比为 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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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居民听说过有免费的热线电话可以帮助吸烟者戒烟的人群较少，占比

仅为 27.59%，拨打过戒烟电话的人仅占 2.21%，可能会拨打戒烟电话寻求戒烟

帮助的占 17.87%；听说过戒烟门诊的人群占比 39.41%，去过戒烟门诊的仅为

2.88%，18.01%的人可能会去戒烟门诊接受戒烟帮助。详见表 4。

表 4 淄博市成人烟草调查对象戒烟情况调查结果

组别 分类 百分比（%）

过去您是否戒过烟? 是，过去 12 个月内 6.45

是，12 个月以前 17.83

否 75.71

下面哪个选项最符合您关于戒烟的

想法?

准备在一个月内戒烟 4.63

考虑在 12 个月内戒烟 9.41

会戒烟，但不会在 12 个月内 21.28

不想戒烟 45.17

不知道 19.51

在过去的 12 个月内，您看病时，医

护人员是否建议您戒烟?

没有看过病 34.63

看病时医生曾建议戒烟 60.34

看病时医生没有建议戒烟 5.02

您是否听说过有免费的热线电话可

以帮助吸烟者戒烟?

是 27.59

否 72.41

您是否拨打过戒烟电话? 是 2.21

否 97.79

您会拨打戒烟电话寻求戒烟帮助吗? 非常有可能 3.87

有些可能 14.00

完全不可能 38.36

不知道 43.77

您是否听说过戒烟门诊? 是 39.41

否 60.59

您是否去过戒烟门诊? 是 2.88

否 97.12

您会去戒烟门诊接受戒烟帮助

吗?

非常有可能 4.66

有些可能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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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分类 百分比（%）

完全不可能 45.24

不知道 36.75

合计 - 100.00

（3）淄博市居民二手烟暴露情况

淄博市居民每周接触二手烟的人群占近半数。超过半数人未曾规定家里是否

允许吸烟，家里任何地方都不允许吸烟的仅占 25.40%。34.82%的人在过去 30天

内，工作的地方有人在室内吸烟。超过一半的人过去 30天内，在室内公共场所

看到有人吸烟。详见表 5。

表 5 淄博市成人烟草调查对象二手烟暴露情况调查结果

组别 分类 百分比（%）

通常情况下，您每周接触二手

烟的天数是？

每天 13.76

平均每周有 4-6 天 7.74

平均每周有 1-3 天 18.47

没有 39.35

不知道/记不清 20.68

一般多久会有人在您家里吸

烟，包括您及您的家人?

每天有 12.19

每周有 10.88

每月有 8.37

不是每个月都有 18.46

从没有 34.23

不知道/记不清 15.87

下面哪种说法准确地描述了你

家是否允许吸烟的规定?

家里任何地方都不允许吸烟 25.40

家里有些地方或者有时可以吸烟 18.66

家里任何地方都可以吸烟 5.30

没有规定 50.64

过去 30 天内，在您工作的地方

是否有人在室内吸烟?

没有，工作/工作场所在室外 17.81

是 34.82

否 31.02

不知道/记不清 16.36

过去 30 天内，您是否在室内公 没有去过室内公共场所 9.10



- 9 -

共场所看到有人吸烟? 是 50.24

否 25.51

不知道/记不清 15.15

合计 - 100.00

（4）淄博市居民电子烟使用情况

68.27%人听说过电子烟，在过去 30天内，使用过电子烟的人仅占 2.99%，

41.96%的人认为电子烟与卷烟的危害一样大甚至更大。详见表 6。

表 6 淄博市成人烟草调查对象电子烟使用情况调查结果

组别 分类 百分比（%）

您听说过电子烟吗? 是 68.27

否 31.73

在过去 30 天内，您有几天

使用过电子烟?

0 天 97.01

1-2 天 1.39

3-5 天 0.51

6-9 天 0.16

10-19 天 0.10

20-29 天 0.08

30 天 0.74

与卷烟相比，您认为电子烟 危害小得多 17.15

危害小一点儿 14.44

危害一样大 33.63

危害大一点儿 4.39

危害大得多 3.94

不知道 20.34

我从未听说过电子烟 6.11

合计 - 100.00

（5）淄博市居民对烟草使用的知识和态度

大部分人知道吸烟会导致中风（脑卒中，脑血栓）和心脏病发作，53.51%

的人知道吸烟会造成阳痿。大多数人知道吸入二手烟雾会引起成人心脏疾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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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肺部疾病和成人肺癌。详见表 7。

表 7 淄博市居民对烟草使用的知识和态度情况调查结果

组别 分类 选项 百分比（%）

据您所知，吸烟会不

会造成以下疾病?

中风（脑卒中，脑血栓） 会 80.83

不会 4.99

不知道/不确定 14.18

心脏病发作 会 80.15

不会 5.27

不知道/不确定 14.59

阳痿 会 53.51

不会 8.47

不知道/不确定 38.02

据您所知，吸入二手

烟烟雾会不会引起下

列疾病?

成人心脏疾病 会 80.13

不会 5.38

不知道/不确定 14.49

儿童肺部疾病 会 87.94

不会 2.52

不知道/不确定 9.54

成人肺癌 会 90.06

不会 1.86

不知道/不确定 8.08

合计 - - 100.00

26.49%的居民认为低焦油卷烟的危害比一般卷烟小，73.51%的人认为危害

一样大甚至更大。

超过半数人群同意提高卷烟税赋以控制烟草消费，11.61%的人不同意。超过

半数人群认为大多数人同意提高烟税后增加的税收应主要用于补助社会医疗保

险和支持烟草控制的研究及活动。详见表 8。

表 8 淄博市居民对烟草使用的认知和态度情况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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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分类 百分比（%）

您认为低焦油卷烟比一般的卷烟

危害小、危害一样大还是危害大?

危害小 26.49

一样大 60.49

危害大 13.02

您是否同意提高卷烟税赋以控制

烟草消费?

非常同意 34.75

同意 27.49

无所谓 25.68

不同意 7.96

非常不同意 3.65

若赞成，您认为提高多少为宜? 0.5 元/包 45.84

1.0 元/包 16.64

2.0 元/包 10.69

3.0 元/包 8.30

＞3.0 元/包 18.52

您是否同意提高烟税后增加的税

收应主要用于补助社会医疗保险

和支持烟草控制的研究及活动?

非常同意 40.83

同意 30.80

无所谓 21.33

不同意 4.03

非常不同意 3.01

合计 - 100.00

三、结论与分析

1.2024年淄博市居民吸烟率为 18.69%，较 2023年下降 0.30个百分点，控烟

任务依然艰巨。

2.需推进戒烟服务，帮助更多吸烟者有效戒烟。本次调查结果显示，2024

年我市戒过烟、有戒烟意愿的人群占比较高，但寻求戒烟帮助的人较少，卫生健

康部门需积极推进戒烟服务，推广戒烟咨询热线，完善戒烟门诊工作机制。

3.需继续加强无烟环境建设，进一步改善二手烟暴露。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半数以上的人存在二手烟暴露的风险，提示我市无烟环境建设需继续加强。

4.电子烟使用率处于较低水平，为 2.99%，但需引起关注。

5.人群对烟草危害的认知程度较低，提示我市需要进一步加强控烟宣传教育，

提高公众对烟草危害健康的认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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