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11 日，国家烟草专卖局发布

《电子烟管理办法》，自 5月 1日起正式

施行。除了严格准入，企业上市也要经

过烟草专卖部门同意。

一直以来，电子烟以获得便利、使用

便捷、口味繁多等优点广受烟民欢迎，其

中不乏未成年人，这严重影响了青少年

的身心健康。

而公众最为关心的是，与传统卷烟

相比，电子烟是否会对健康产生不利

影响？为此，本报编辑特意对近年有关

电子烟与健康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

试图为读者呈现出电子烟背后的健康

隐忧。

呼吸系统损伤最常见

2004年电子烟进入市场销售,随后

便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流行，特别是青少

年的使用率快速增长。

目前，国内对电子烟使用情况调查

数据相对较少。201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初中生电子

烟使用率为 1.2%，而在欧美国家，电子

烟在青少年中的使用率也逐年上升，

2014年美国青少年中电子烟的使用率

为 19.9%，2015年芬兰青少年中电子烟

的使用率高达 25%，2017年英国青少年

中电子烟的使用率也达到 11%。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的研究

人员申前进等发表在《中华急诊医学杂

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提到，电子烟对呼吸

系统的损伤最常见，已报道的病例多为

以前健康的青少年，大多病例损伤远端

气道或肺实质，主要为炎症反应，可能与

吸入气溶胶相关，表现为各种类型的肺

炎，且常并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研究显示，电子烟通过加热雾化装

置将烟液雾化成气溶胶后被吸入人体，

大多电子烟烟液的主要成分为尼古丁、

丙二醇、甘油以及各种香料添加剂。尼

古丁俗称烟碱，为电子烟烟液中重要的

化合物，甘油和丙二醇为烟液的常用溶

剂，占烟液成分的 90%，因此在气溶胶中

的比例也最大。

研究人员表示，常规状态下甘油和

丙二醇对人体是安全的，但是经过加热

达到特定的温度后会产生醛酮类化合

物，低分子醛酮类化合物是一类对呼吸

系统有强烈刺激作用的有害物质，特别

是甲醛、乙醛、丙酮、丙烯醛、邻甲基苯甲

醛、丙醛。甲醛、乙醛分别被国际癌症研

究中心列为 1类、2B 类致癌物，2,3—丁

二酮加热后被吸入肺部，可能沉积在肺

气管中导致阻塞，加重呼吸道炎症，严重

时可形成“爆米花肺”。

循环系统损伤也不少

申前进团队表示，电子烟对循环系

统的危害也十分常见，电子烟产生的气

溶胶中主要成分为尼古丁，它也是烟草

产品中的致人成瘾的主要成分，是茄科

植物中的一种生物碱，进入人体后会经

血液循环到达全身，并能够透过血脑屏

障到达脑组织，进入人体的尼古丁主要

作用于尼古丁乙酰胆碱受体，产生血流

动力学作用，导致心率的变化、心肌收缩

力及血压的升高。

此外，尼古丁可促进血管内皮产生

血管活性物质，这些物质作用于血管平

滑肌细胞（V SM C），诱导血管收缩或血

管舒张。尼古丁早已被证明可上调内皮

素 1的产生或释放，并抑制血管扩张剂

一氧化氮和前列环素的产生。

研究人员表示，在 V SM C 中，尼古

丁通过增强其对去甲肾上腺素的反

应、上调内皮素 1 受体的表达和（或）

抑制 A T P 敏感性来促进 V SM C 收缩。

此前报道的 9 例中学生吸入电子烟后

中毒，主要就是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

及血液系统发生问题，表现为头晕、烦

躁、心慌、呕吐。

脑部损伤不可小觑

电子烟本就是一种尼古丁产品，

尼古丁会使人上瘾或产生依赖。除了

导致成瘾，尼古丁还会对胎儿发育产

生不良影响。虽然尼古丁本身并不致

癌，但它可能起到“肿瘤诱发物”的作

用，参与恶性疾病和神经退化的生物

过程。

耶鲁大学神经科学家 M arina

Picciotto 研究了尼古丁对小鼠大脑发

育的长期影响。这项研究表明，暴露于

尼古丁的成长期小鼠的脑细胞结构发生

了变化，进而改变了信息在大脑中的传

递方式。这些暴露于尼古丁的小鼠对压

力更敏感，并且会对一些其他小鼠感受

不到的刺激做出反应。例如，那些受到

微弱电击的暴露于尼古丁的小鼠会有反

应，而未暴露其中的小鼠甚至没有意识

到自己受到电击。

在对人体进行的研究中，Picciotto

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比如出生前就暴

露于尼古丁的儿童更容易对压力产生情

绪上的过激反应。Picciotto说，这一发

现表明处于尼古丁环境中的青少年，其

大脑在发育过程中可能会发生结构性变

化，导致学习障碍和焦虑障碍等，对其日

后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不过，Picciotto 坦言，还需要更多

的进一步研究分析人们成年后的行为问

题与尼古丁暴露之间的复杂关系。

骨质疏松风险上升

近期，一项对 5500多名成年吸电子

烟人群进行的新研究发现，吸电子烟与

脆性骨折的高患病率相关，电子烟可能

对骨骼健康有害，即便是年轻人也不例

外。研究结果发表在《美国医学开放杂

志》上。脆性骨折被定义为由轻微创伤

如从站立高度或更低的位置跌落导致的

髋骨、脊柱或手腕的骨折。

美国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调查人

员对美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2017—2018

年的数据进行了横向分析。他们对

5500多名美国成年男女进行了抽样调

查，研究了电子烟使用与脆性骨折之

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与不吸电子烟的人相比，

电子烟使用者的脆性骨折患病率更高。

研究人员还发现，与只吸传统烟草的人

相比，同时吸传统烟草和电子烟的人脆

性骨折的患病率更高。并且，随着时间

的推移，年轻的电子烟使用者可能会增

加患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

因此，研究人员建议医疗机构，将

电子烟视为脆性骨折的潜在风险因

素，并建议将骨折风险纳入电子烟相

关医保中。

据悉，这是第一次调查电子烟使用

与脆性骨折之间的关系。这一发现为研

究人员、医疗政策制定者和烟草监管机

构提供了数据，能让他们了解使用电子

烟与骨骼健康下降的潜在联系。

口腔问题不容忽视

电子烟烟液成分复杂，包含亚硝

胺、醛类、金属、挥发性有机物、酚类化

合物、多环芳烃、香料、溶剂载体、烟碱

等成分，这些成分在电池加热并雾化的

作用下更易于被皮肤、黏膜、气道及胃

肠道所吸收。

长沙市口腔医院曾经调查了吸电子

烟对青少年口腔健康的影响。

该调查研究发现，吸电子烟人群出

现口干比例高于吸传统烟草人群及不吸

烟人群，出现牙龈出血的比例也高于不

吸烟人群，长期吸电子烟的青年出现口

腔异味和牙龈出血的比例低于长期吸传

统香烟的人群。

既往文献曾报道口腔上皮细胞直接

暴露于电子烟气溶胶环境下，其形态会

发生明显变化，并伴有凋亡和坏死增加，

细胞内乳酸脱氢酶活性也会随之增加。

研究指出，电子烟可能会影响口腔

微生物菌群的情况，吸电子烟人群的唾

液微生物群与吸传统烟草、非吸烟人群

存在不同，可以从吸电子烟人群的唾液

中观察到更高水平的放线菌、卟啉单胞

菌和韦荣氏球菌。

此项研究还发现电子烟对口腔健康

的危害低于传统烟草，但与不吸烟人群相

比，长期吸电子烟的青年更容易出现口干

反应及牙龈出血，提示电子烟依然影响口

腔健康。但研究人员表示，电子烟对青年

口腔健康影响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还有研究报道了与电子烟相

关的过敏反应、血液系统、免疫系统、急

性中毒等问题，以及电子烟爆炸产生的

相关外伤案例。

因丁思月

电子烟危害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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