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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烟自 2006年在欧美国家上市，

较短时间内就迅速席卷全球。公众普遍

认为电子烟更加安全，成瘾性更低。

国家烟草专卖局相关人士表示，

近年来，由于电子烟产业无序发展，一

些产品存在烟碱含量不清、添加成分

不明、烟油泄漏等问题，特别是部分经

营者宣传误导消费者，诱导未成年人

吸食，侵害未成年人身体健康，社会各

界反映强烈，不断呼吁加强监管。

由于存在监管空白，电子烟已然

成为一种潮流，经常能看到有人拿着

电子烟“吞云吐雾”，尤其是年轻人聚

集的地方，情况更为严重。电子烟门店

逐步扩张，可以说已经到了“五步一小

店，十步一大店”的程度。电子烟乱象

存在已久，3 月 11 日出台的《电子烟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有

望解决这一问题。

禁止“加味”电子烟

电子烟被称为“电子尼古丁传送

系统”，是一种电池供电的设备，主要

由烟弹（含烟油及烟嘴）、雾化器、烟杆

三部分构成，通过将含有尼古丁和其

他化学物质的烟液雾化成气溶胶供使

用者吸入，以模拟使用传统烟草制品

的感受。电子烟的特点是不需要燃烧，

直接向使用者提供尼古丁。

中日友好医院烟草病学与戒烟中

心主任肖丹介绍，我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最大的

烟草受害国。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吸烟危

害健康报告 2020》数据显示，我国吸

烟人数超 3 亿，15 岁及以上人群吸烟

率为 26.6%，其中成年男性吸烟率高

达 50.5% ，即 2 位成年男性中就有 1

位是吸烟者。与 2012 年相比，中国人

群吸烟率呈现下降趋势，但仍维持在

较高水平。

有些烟民选择吸电子烟以帮助其

戒掉传统烟草，对于经常吸烟的“老烟

枪”来说，这不失为一种戒烟方法。但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胸外

科首席专家支修益指出，目前电子烟

的作用方向出现了偏移，开始瞄准青

少年，培养青少年烟民。未吸食传统烟

草的青少年觉得吸电子烟“很酷”，跟

随潮流吸电子烟，最后对尼古丁产生

依赖，进而去吸传统烟草。

市面上的电子烟尼古丁标识含量

为每毫升不超过 20 毫克，但 2019 年

央视抽查发现，多数电子烟每毫升尼

古丁含量为 30 毫克。支修益介绍道，

传统烟草尚且需要一根一根慢慢“积

累”才会对健康造成伤害，电子烟则是

短时间内吸食大量尼古丁，这对人的

心血管系统有致命影响。

目前，市面上的电子烟含有各种

添加剂，有薄荷味、咖啡味、水蜜桃味

等，这对青少年更具吸引力。此时，电

子烟不再是帮助“老烟枪”戒烟的工

具，而是让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成为尼

古丁的依赖者，等其中的未成年人年

满 18 岁可以购买传统烟草时，自然成

为传统烟草的吸食者、受害者。

国家烟草专卖局和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在 2019 年就已经发布了《关于进

一步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子烟侵害的

通告》，明确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

烟，防止未成年人通过互联网购买并

吸食电子烟，电子烟店铺、销售网站等

应及时关闭。

然而，一些商家阳奉阴违，变着法

子与监管部门周旋。比如，在电商平台

用相似的关键词躲避“绿网计划”的监

管，搜索“戒烟套”“dzy”“电子雾化”

等，会有大量销售电子烟的店铺弹出，

令人防不胜防。商家从电商平台引流

至其他平台，通过微信交易逃过监管，

年龄门槛成为摆设，违背了电子烟“线

上禁售令”的初衷。

对此，本次出台的《管理办法》明

确提出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

品。电子烟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

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电子烟的标志；对难

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

出示身份证件。此外，《管理办法》明确

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和

可自行添加雾化物的电子烟。

另外，业内认为持牌经营是规范

电子烟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此，

《管理办法》明确，电子烟生产企业、雾

化物生产企业和电子烟用烟碱生产企

业等须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

证，并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管理办法》要求，禁止利用自动售

货机等自助售卖方式销售或者变相销售

电子烟产品。任何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不得通过本办法规定的电子烟交易管

理平台以外的信息网络销售电子烟产

品、雾化物和电子烟用烟碱等。

在运输方面，《管理办法》明确，寄

递、异地携带电子烟产品、雾化物、电

子烟用烟碱等实行限量管理，不得超

过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限量。

电子烟也有二手烟

一部分烟民提倡电子烟的理由是

电子烟不会产生二手烟，但事实并非

如此，电子烟也会产生二手烟。高温加

热烟液后产生的气溶胶中包括颗粒物

质（包括细颗粒和超细颗粒）、1,2—丙

二醇、挥发性有机化合物、重金属和尼

古丁。

2018 年 10 月，发表于《尼古丁

与烟草研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一

些电子烟中的调味剂会与烟液中的丙

二醇发生反应产生新的化学物质，长

期吸入可能会刺激肺部。电子烟的二

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甲醛、烟草

特异性亚硝胺、丙烯醛、重金属（如铜、

镉、镍和铅等）等大量有毒物质。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表

明，对比无烟的清新空气，吸电子烟产

生的烟雾可以造成 PM 1.0 值高出

14～40 倍，PM 2.5值高出 6～86 倍，尼

古丁含量高出 10～115 倍，乙醛含量

高出 2～8 倍，甲醛含量高出 20%。电

子烟产生的二手烟中镍、铬、铅等金属

的含量甚至比传统烟草产生的二手烟

还高。

此外，在吸入电子烟烟雾的过程

中气溶胶会分布在人体肺部，呼气后

肺以及周围环境中的液体颗粒蒸发，

导致呼出更小的颗粒，此时产生的气

溶胶云中同样包含有害物质。根据研

究报告显示，电子烟已成为室内环境

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细 / 超细颗粒

的新来源。因此，电子烟也存在产生二

手烟的问题。

电子烟产生的二手烟也能沉积在

室内物体表面上产生残留物。有研究

显示，电子烟使用者的随身物品如毛

巾、纸巾中能检测出尼古丁和烟草生

物碱，并且这些随身物品中二手烟残

留的浓度与在烟雾中暴露的时间呈正

相关。

人体肺成纤维细胞对二手电子烟

中的气溶胶和铜纳米颗粒非常敏感，

可诱发人体成纤维细胞的炎症反应。

电子烟烟雾容易诱导线粒体氧化应激

并促进肺成纤维细胞中的 D N A 片段

化，细胞可能直接暴露于这些成分并

引起急性肺损伤。二手电子烟产生的

烟雾与心血管健康也密切相关，会导

致氧化应激增强、动脉僵硬度增高、心

率和血压升高、血管内皮功能障碍等。

因此，电子烟的烟雾并非像很多营销

所宣传的那样“健康”，电子烟的二手

烟问题与传统烟草一样不可忽视。

业内专家表示，本次出台的《管理

办法》虽然没有全面禁止电子烟，但在

电子烟监管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抓

住了电子烟危害健康和生命的要害问

题。相信通过《管理办法》的施行，电子

烟市场乱象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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