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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

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消

费国和受害国。我国吸烟

人 数 达 3.16 亿， 超 过 7.4

亿非吸烟者暴露于二手烟，

每年因吸烟相关疾病所致

死亡人数超过 100 万。

合作中心主任、中日

医院院长王辰院士指出，

控烟工作主要包括预防吸

烟和帮助吸烟者戒烟两个

方面。戒烟可谓是控烟的＂

半壁江山＂，需要医生共

同努力。

戒烟药物尽快纳入医保

王辰表示，烟草依赖

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戒

烟是对这一疾病的治疗过

程，戒烟不能只靠意志，咨

询专业医生是关键。目前，

药物治疗是帮助戒烟者戒

烟的有效手段，但我国戒烟

药物整体供应不足，且大部

分药物尚未纳入医保，这些

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

们应呼吁尽快出台相关政

策，将戒烟药物纳入医保，

不仅可节省医保支出，同时

也对推动戒烟门诊的发展

起到重要作用。”王辰说。

合作中心中心职责

该中心成立后将在世

界范围，特别是亚太地区

推动 WHO《烟草控制框

架公约》第 14 条，即与烟

草依赖和戒烟有关的降低

烟草需求措施的实施；以

医务人员为重点，组织培

训和教育活动，促进烟草

控制；推动中国呼吸系统

疾病的预防、控制和管理；

作为信息中心宣传 WHO

控烟和呼吸疾病预防信息。

目前，中日医院在该

领域的科学与技术水平已

达到国家及国际标准，全

院各相关部门及科室将大

力支持中心工作，共同推

动戒烟临床与研究工作，

并带动相关学科共同进步。

“ 健 康 是 1， 其 余 都

是 0，有了 1，0 才有意义！

健康是促进人类全面发展

的必然要求，是国家富强

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标志”，

崔丽副主任指出，中国政

府始终把维护国民健康摆

上重要议事日程，将“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提升为

国家战略。近年来中国积

极推进控烟工作，综合采

取经济、法律、教育、公

共服务等措施，在普及烟

草危害知识、提高烟草税

率、推动国家及地方控烟

立法、创建无烟环境、开

展戒烟服务等方面取得了

明显成效。 

崔 丽 副 主 任 表 示，

国家卫生计生委将全力支

持合作中心工作，希望中

日医院要以此为契机，深

化科学研究，进一步发挥

医院的学科优势，尽快取

得研究成果，为科学决策

提 供 政 策 咨 询 和 数 据 支

持；深化戒烟服务，进一

步加强与国内相关机构和

医院的合作，构建和完善

全国戒烟服务网络；深化

国际交流，进一步加强与

WHO 等国际机构合作，

开展国际交流，为促进国

际戒烟工作作出应有贡献。 

“健康中国是无烟的

中国”，施贺德博士指出，

目前中国卫生部门在控制

吸烟工作上做了很多努力，

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中国

控烟形势依然严峻。

一年前，国务院公布

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

例（送审稿）》，该送审

稿非常严格且对控烟卓有

成效，然而，受到烟草行

业的干预，使得关于公共

场所禁烟的条款被迫得到

削弱，影响了中国的控烟

立法工作进程。

施贺德博士期待，能

够与诸位同道携手共进，

早日实现无烟的中国梦，

同 时 希 望 能 够 在 移 动 通

讯 技 术 等 领 域， 与 中 国

密 切 合 作， 不 断 创 新 戒

烟手段。

“ 史 上 最 严 控 烟

令”实施已接近 1 年，

究竟效果如何？ 5 月 27

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

在京召开《北京市控制

吸烟条例》（简称“条

例”）实施 1 周年调查

结果发布会。

调查结果显示，条

例实施后公共场所室内

环境、中小学校周边的

无烟环境情况明显好于

实 施 前，93.83% 的 公

众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

烟，93.67% 的公众对条

例持支持态度。

公共场所无烟环境

较实施前明显好转  均

未发现烟草广告（不包

括烟草销售点）。无烟

环境最好的是医院，改

善幅度最大的是网吧和

酒吧，网吧和酒吧的吸

烟 人 数 比 例 由 90% 降

至 14.29%，烟蒂数量由

96% 降至 32.86%。最差

的是公共交通车站。中

小学校周边 100 m 范围

内烟草销售点数量及店

内烟销售情况均较实施

前下降，其中烟草销售

点数量下降了 28.7%，

在 周 边 未 发 现 烟 草 广

告，98% 的学校未发现

有学生吸烟，98% 的学

校烟草销售点未发现销

售散装烟（图 1）。

公众对条例知晓率

和控烟满意度明显提高  

公众对条例的知晓率和

控 烟 满 意 度 较 实 施 前

分 别 提 升 了 43.73% 和

41.24%。93.83% 的 公

众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

烟，女性支持度高于男

性，非吸烟者高于吸烟

者，15~29 岁年龄段高

于其他年龄段。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崔丽副主任  

积极推进控烟工作  建设健康中国

WHO 驻华代表  施贺德博士  

支持严格的控烟立法  实现无烟“中国梦”

世界卫生组织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启动

王辰：戒烟是控烟的“半壁江山”
 ▲ 本报记者  于伟

北京控烟周年调查报告出炉
网吧和酒吧吸烟人数由 90% 降至 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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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电话张贴   提升 53.56% 

禁烟标识张贴   提升 28.77%

有烟蒂单位   下降 26.1%

有烟具摆放单位   下降 15.82%

0.22%

53.78%

举报电话张贴率 

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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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标识张贴率

4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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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烟蒂单位比例 有烟具摆放单位比例

图 1  公共场所无烟环境调查结果

目前，我国吸烟人数占世界近 1/3，控烟任务艰巨。与此同时，

我国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病死率和疾病负

担都处于高水平上升趋势。对吸烟缺乏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是导致我

国慢性呼吸疾病盛行的重要原因。

5 月 26 日，在第 29 个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世界卫生组织

（WHO）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以下简称“合作中心”）

在中日医院启动，作为我国唯一一家致力于戒烟与呼吸系统疾病预

防的 WHO 合作中心，将积极推动我国控烟工作。

实施前 实施 1 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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