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工程院副

院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

王辰院士，中日友好医院

肖丹教授团队发表研究显

示，母亲孕期吸烟（MSDP）

不仅直接增加了子代患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简称慢

阻肺病）的风险，还能通

过子代患烟草依赖的中介

作用间接提高子代患慢阻

肺病的风险。首都医科大

学中日友好临床医学院的

李劲萱博士为论文的第一

作者。（JMIR Public Health 

Surveill.2 月 22 日在线版）

慢阻肺病受多种因素

影响，包括遗传、生活方式、

环境等影响因素。吸烟被

认为是慢阻肺病最重要的

危险因素。烟草依赖是一

种受遗传和环境因素影响

的慢性致死性疾病。烟草

依赖通常与吸烟强度增加

和戒烟率降低有关，大约

有 40% 的吸烟者出现肺功

能受损并发展为慢阻肺病。

既往研究发现，孕期吸烟

与子代吸烟和慢阻肺病相

关，但是其中的机制还不

明确，烟草依赖可能在其

中发挥作用。

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

究设计，数据来源于中国成

人肺部健康研究（CPH）。

纳入了 5943 例参与者（慢

阻肺病组：2991 例，对照组：

2952 例）。烟草依赖的定

义是指在早晨醒来后 30 min

内吸烟，并使用法氏尼古丁

依赖测试来评估烟草依赖

的严重程度。使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探究孕期吸烟与

子代慢阻肺病之间的相关

性，并通过中介分析研究烟

草依赖在孕期吸烟和子代

慢阻肺病风险之间的作用。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慢

阻 肺 病 组 报 告 母 亲 孕 期

吸 烟 的 比 例 较 对 照 组 更

高 ( 慢阻肺病组 : 305 例， 

10.20%，对照组 :211 例，

7.10%， P<0.001)。 慢 阻

肺 病 组 的 烟 草 依 赖 患 病

率 明 显 高 于 对 照 组 ( 慢

阻 肺 病 组 : 40.40%， 对 照

组 :33.90%，P =0.001)。在

调整了协变量后，孕期吸

烟对子代慢阻肺病的总效

应具有统计学意义（β= 

0.097，P <0.001）。 此

外，在调整烟草依赖和其

他协变量后，孕期吸烟对

子代慢阻肺病的直接效应

仍 然 显 著（β= 0.094，

P <0.001）。 烟 草 依 赖 的

间接效应也有统计学意义

（β= 0.004，P =0.03）。

在调整了协变量后，吸烟

者中，孕期吸烟对子代慢

阻肺病的总效应和直接效

应 Q 分别为 0.123 和 0.120。

此 外， 烟 草 依 赖 的 间 接

效应有统计学意义（β= 

0.003，P =0.03）。孕期吸

烟对子代慢阻肺病产生显

著影响，并且对子代烟草

依赖也有显著影响。在中

介效应分析后，研究提示

孕期吸烟不仅直接增加了

后代患慢阻肺病的风险，

而且通过子代烟草依赖的

中介作用间接提高了后代

患慢阻肺病的风险。这些

发现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

孕期烟草暴露对肺部健康

的影响，为相关预防和治

疗策略的制定提供了基础。

因此，呼吁孕期女性禁止

吸烟，以免影响自身和子

代的肺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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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辰院士等最新病例对照研究发布

孕期吸烟伤己又伤胎儿
▲中日友好医院 肖丹  首都医科大学中日友好临床医学院  李劲萱

中国女性吸烟年龄提前
超过半数成瘾

▲北京协和医学院 夏鑫

3 月 5 日，中日友好

医院肖丹教授团队发表研

究，结果显示，中国女性

现在吸烟率为 1.85%，其中

半数以上吸烟者存在烟草

依赖（约 734 万 人）；且

女性开始吸烟年龄越来越

早，这一现象在烟草依赖

者中更为突出。北京协和

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

学院夏鑫硕士、刘奕硕士

以及中国健康教育中心李

英华研究员为本文共同第

一作者。（Drug and Alcohol 

Dependence.3月5日在线版）

研 究 团 队 基 于 2018

年 中 国 居 民 健 康 素 养 调

查研究，共收集到 43319

份 20~69 岁的女性有效问

卷资料，其中 1245 人有

吸烟史 (1079 例现在吸烟

者和 166 例曾经吸烟者 )。

在现在吸烟者中，平均每

日 吸 烟 量 为 11.9 支， 平

均 吸 烟 包 年 数 为 17.2。

烟 草 依 赖 者 平 均 每 日 吸

烟量（14.3 ± 8.6 与 6.5 

± 6.3, P<0.001）、吸烟

包年数（21.6 ± 18.7 与 

7.4 ± 10.8, P<0.001）

和 吸 烟 持 续 时 间（28.5 

± 14.3 与 18.4 ± 13.8, 

P<0.001）均显著高于无

烟草依赖者。

2018 年中国女性吸烟

率为1.85%（1.78%~1.92%），

吸 烟 者 中 烟 草 依 赖 率 为

52.53%，即超过半数现在

吸烟者存在烟草依赖，约

734 万人。女性烟草使用

与 社 会 经 济 学 因 素 明 显

相关，60~69 岁女性吸烟

风险是年龄小于 30 岁女

性 的 1.61 倍。 此 外， 单

身（aOR=1.54）、 小 学

文化程度（aOR=1.93）、

家 庭 年 收 入 低 于 20000

人 民 币 (aOR= 1.74) 的

女 性 吸 烟 风 险 显 著 高

于 已 婚、 大 学 以 上 文 化

程 度 和 家 庭 年 收 入 高 于

50000 人民币的女性。

中 国 不 同 省 份 女 性

吸烟率和烟草依赖率差异

显著，吉林省女性吸烟率

（10.59%）和烟草依赖率

（68.16%）均处于较高水平，

江苏省女性吸烟率（0.85%）

和烟草依赖率（39.99%）

均处于较低水平。

女性开始吸烟年龄出

现 代 际 性 提 前， 即 20 世

纪 90 年代出生的女性平均

开始吸烟年龄（19.36 岁）

显著早于 20 世纪 50 年代

出生的女性（25.69 岁），

这在城乡中表现出相同趋

势。在所有年代出生的女

性中，有烟草依赖者开始

吸烟年龄始终早于无烟草

依赖者。

研究者在文中表示，

烟草流行是全球公共卫生

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吸

烟与包括心血管疾病和呼

吸系统疾病在内的多种疾

病存在明显关系，然而吸

烟现象依然普遍。长期以

来，由于中国男性吸烟率

远 高 于 女 性， 男 性 吸 烟

者 一 直 是 控 烟 宣 传 的 重

点，女性吸烟者却很少受

到关注。既往研究显示，

女 性 吸 烟 者 患 冠 心 病 和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的 风

险高于男性，且由于其特

殊生理结构，吸烟使得女

性 患 宫 颈 癌 等 疾 病 的 风

险 也 会 增 加， 因 此 我 们

应关注女性吸烟者群体。

日 前， 来 自 法 国 的

研究显示，吸烟可以改变

人体对细菌和病毒的免疫

反应。特别是，吸烟对先

天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影

响存在显著差异。先天免

疫是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

线，对所有病原体提供即

时但非特异性的防御。研

究发现，吸烟对先天免疫

的影响在停止吸烟后不久

就会消失，而对适应性免

疫的影响则持续更长时

间，即使在人们戒烟多

年后仍然可以观察到。

（Nature.2 月 15 日在线版）

研究人员对 1000 例

受试者进行免疫反应测

试， 受 试 者 为 20~69 岁

的健康人，男女比例为

1:1。研究人员将这些人

的血液样本暴露于大肠

杆菌和流感病毒等常见

细菌中，并测试其免疫

反应。结果发现，吸烟、

体重指数和疱疹病毒引

起的潜伏感染等对人体

免疫系统产生影响较大，

其中吸烟造成的免疫系

统变化最大，会降低身

体即时的免疫力以及长

期抵抗感染的能力，还

可能加大患类风湿性关

节炎和狼疮等炎症相关

慢性疾病的风险。

研究发现，当吸烟者

戒烟时，他们的免疫反应

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

但即便是在戒烟多年后，

仍然没有完全恢复。研究

人员得出结论：吸烟不仅

对人体的先天免疫有即时

影响，而且对适应性免疫

有持久的影响，这一发现

对于理解吸烟如何长期改

变人体的免疫功能具有重

要意义。研究者认为，虽

然吸烟对人的免疫系统有

长期影响，但是尽早戒烟

仍然可以减轻影响，因为

吸烟越多，免疫反应的改

变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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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有害健康。

以往研究表明，吸烟

与癌症、心脑血管疾

病、呼吸系统疾病密

切相关，最近多个杂

志发表相关研究显示，

吸烟的危害远超想象，

可能会对肺部、免疫

系统造成影响，甚至

部分研究提示吸烟可

能会影响胎儿健康。

为此，《医师报》特

汇总相关研究，以飨

读者。

与 对 照 组 相 比， 慢

阻 肺 病 组 报 告 母 亲 孕 期

（28.5 女性开始吸烟年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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