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将控烟纳入继续教育
和医学生教育

我们组织研究生对国

内外的部分控烟研究、报

告做了梳理，使我们对国

外的控烟实践有了系统的

了解。2012 年世界无烟日，

我在医院做了一个小型的

讲座，台下大多是年轻医

生，尽管人不多，但是他

们听得仔细。也就在当日，

国家卫生计生委权威发布

《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消息令人振奋，中国的控

烟教育有章可循了。那段

时间，我们团队萌生了将控

烟教育纳入医学继续教育

体系的想法。于是在 2012

年年底，重庆市第一届控烟

继续教育培训拉开帷幕，后

陆续开展第二届和第三届。

在将临床型研究生纳

入继教学员的实践后，2013

年 8 月正值《烟草病学》

纳入第 8 版内科学教材，

重庆医科大学烟草病学选

修课开班了，从最初 40 人

发展到 200 人。此后在教务

处要求下，尝试纳入低年

级医学生的限选课和呼吸、

心内科研究生的必选课。

我们曾在选修《烟草

病学》的各专业学生中任意

抽取 80 名开展了一项初步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同

学认为吸烟对健康很有危

害，仅极少数同学认为危害

一般。然而 54.5% 的受调查

学生周围有 1~5 个有吸烟

习惯的同学，7.8% 的受调

查学生周围有 6~10 个有吸

烟习惯的同学。调查结果说

明在医学生中开设烟草病

学选修课的必要性。

多媒体控烟教育 
达到学以致用

所有控烟教育的尝试

都是努力填补医学教育在

控烟领域的空白。但是，

控烟不是一场运动，传统

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授课

方式，能产生的是一时的

震撼和冲动，唯有内心的

共鸣才能够让控烟成为一

场“革命”。

我们针对本科生和研

究生设计不同的调查问卷，

分析学生对吸烟相关疾病

和控烟相关技能的掌握情

况，针对性地设置讲授的

选题和学时。讲授过程中，

充分利用新媒体，将微视

频、动画等内容呈现给学

生。在考核方面，鼓励学

生创作微视频、微小说、

漫画、幻灯和控烟宣传语

等，并模拟现实场景尝试

劝戒和辅助戒烟，实现学

以致用；最终的目的是让

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加入

医师控烟队伍。

《烟草病学》是一门

服务于人群健康的科学，任

何一项科学如果不能被老百

姓理解和接受，它就只能束

之高阁。基于此，我们需将

吸烟的危害、戒烟的益处和

戒烟的技巧在更大范围内传

播。未来，我们计划编写一

部“实用控烟教材”，力求

让老百姓不觉生僻，居委会

大妈能口授，最终实现医

学控烟的基层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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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者肺癌风险增加 10 倍
▲ 本报记者  宋箐

对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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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 制 吸 烟， 已

成 为 人 群 疾 病 预 防

和 个 体 保 健 的 最 重

要 与 可 行 的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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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下这“半壁江山”，

戒烟干预需要深入基

层，建立基层戒烟诊

疗新模式。

中日医院近期启

动 的 医 联 体 戒 烟 项

目 就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推进基层戒烟干预，

旨 在 以 医 联 体 为 载

体， 将 戒 烟 干 预 深

入 到 基 层， 发 挥 基

层 医 生 的 主 观 能 动

性， 让 吸 烟 者 接 受

专 业 的 戒 烟 治 疗，

切实做好控烟工作。 

控 烟 工 作 要 取 得 成

效，工作措施首先要

得力，尤其是要加大

宣传力度，使人们认

识到吸烟的危害性，

做到主动戒烟，正确

认 识 戒 烟 药 物 的 副

作用。

迄今为止，最大

的关注一线戒烟药物

安 全 性 试 验 EAGLES

研究显示，戒烟药物

伐伦克林和安非他酮

不会增加神经精神病

不良反应风险，且在

帮助吸烟者的戒烟效

果方面，伐尼克兰比

安非他酮、尼古丁贴

和安慰剂具有更好的

疗效，而安非他酮和

尼古丁贴片比安慰剂

更为有效。该研究结

果向监管机构、医生

及患者确认了戒烟药

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从而可以帮助吸烟者

更好地进行戒烟。

我国的控烟任务

任重道远，需要公众

对控烟的民主参与，

需要法制的健全，需

要社会的良性运转。

自 2006 年 1 月 8

日 起，WHO《 烟 草

控制框架公约》在我

国正式生效执行，我

国开启了在《公约》

指导下的控烟活动，

工 作 取 得 了 一 定 成

绩，如人大批准通过

的《广告法》基本做

到了全面禁止烟草广

告，经国务院批准的

卷烟提税顺价政策方

案要求得到落实等，

以 及 一 所 所 无 烟 医

院、无烟学校的建设，

但还有很多方面距离

《公约》的要求有差

距，还有很多医生不

知道烟草依赖如何诊

治，作为框架公约的

履约国，未来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

上海市呼吸病研究所

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

医院白春学教授介绍，全

国 肿 瘤 登 记 中 心 发 布 的

《2015 年中国肿瘤登记年

报》显示，我国 2011 年新

增癌症病例 337.2 万，癌症

死亡病例 221.3 万，全国恶

性肿瘤发病率为 250.28/10

万（男性 277.77/10 万，女

性 221.37/10 万）, 中 标 率

为 186.34/10 万。其中肺癌

发病率居于榜首。“中国

肺癌发病率高、死亡率高，

与吸烟关系密切。”白教

授指出。

严格设计的回顾性研

究和前瞻性研究均表明，

与严格不吸烟者比较，吸

烟者发生肺癌的风险平均

升高 9~10 倍，重度吸烟者

至少可达到 10~25 倍。

吸烟量与肺癌之间存

在着明显的量效关系，开

始吸烟的年龄越小，吸烟

的时间越长，吸烟量越大，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越

高。一支烟的致癌风险相

当于 1~4 mrad 的放射线，

每天吸 30 支纸烟，相当于

120 mrad 的放射线剂量。

需要强调的是，被动

吸烟或者二手吸烟也是肺

癌的病因之一，其风险增

加 20%~30%；戒烟后 2~15

年期间肺癌发生的风险进

行性减小，此后的发病率

相当于终生不吸烟者。

白教授指出，目前肺

癌早期诊断率低，患者知晓

率低，社区医师较少参与，

防治工作需要关口前移，

重心下沉。他介绍，中国

工作已经接轨国际，制定

了中国肺结节诊治共识，

并牵头制定亚太肺结节诊

治指南。“我们要做好顶

层设计工作，学术沉淀。”

白教授给出了控烟防

癌建议，他表示，我们要

做别人没有做过的，让世

界眼前一亮。

做 到 四 个“ 一 ”，

我国的控烟工作必将有很

大的成效。一个专利，用

于戒烟人群管理的手机云

端加物联网医学系统，已

授权专利（可授权无偿使

用）；一张网（制作互联

网 +App）；一项共识（物

联网戒烟共识）；一首歌（用

于戒烟教育推广）。

执行控烟防癌战略战

术，需要物联网医学精准

技 术， 中 国 肺 癌 防 治 联

盟 - 百千万工程助力，智

能惠众。

戒烟药物安全有效
▲ 中日医院烟草病学及戒烟中心 肖丹

肖丹 教授

白春学 教授

陈虹 教授

控烟教育：打赢这场“革命”的基石
▲ 重庆市三峡中心医院  周俊豪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虹

重庆控烟教育的设想源自 2011 年我们参加 WHO

中国烟草或健康合作中心举办的戒烟医师认证培训。

在回程的路上，心情是震撼和自责的。震撼的是，吸

烟的危害和社会控烟的窘迫；自责的是，作为一个资

深呼吸医师我对此的无知。回到科室，我第一时间把

学习到的内容向同事做了分享，而老专家们也鼓励我

坚持把呼吸医师牵头的控烟教育继续做下去。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烟草生产国、消
费国和受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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