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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感染  

COVID-19 时，

吸烟者和吸电子

烟者患上严重疾

病的风险更高。

吸烟损害肺部健康

吸烟会损害肺部，并对肺部功能产生负面影响。

•  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的肺部产生更多、更浓的粘
液。这种粘液不仅难以清除，而且使肺部容易发生感
染。1

•  吸烟还会抑制并最终破坏纤毛，纤毛是呼吸道细胞表
面上的细小毛状突起，可清除灰尘和其他颗粒，进而
保护肺部。2

•  接触烟草烟雾会导致呼吸道炎症。该炎症和由此产生
的疤痕组织会破坏将氧气传递到血液中的膜。1

吸烟会导致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哮喘和其他

呼吸系统疾病。

•  吸烟引起的肺部疾病发生在吸烟者和暴露于烟草烟雾
的非吸烟者中。1

•  一些已知的基础疾病可使确诊 COVID-19 的患者患上
严重疾病的风险升高，而吸烟导致的肺病就是这些基
础病中的一种。3,4

吸烟损害免疫系统

吸烟会损害免疫系统，从而损害人体防御感染的能力。

该损害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发生。

•  烟草烟雾中的化学物质会抑制参与一般免疫反应和靶
向免疫反应的不同类型的免疫细胞的活性。1

•  烟草烟雾中的成分也会过度激活免疫细胞，这些细胞
被募集并对抗吸入的毒素及其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种促炎作用会损害整个身体的不同组织，并导
致多种慢性疾病，包括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血管
疾病、癌症、糖尿病和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1,5

吸烟可增加呼吸道感染的易感性。1

•  大量证据表明，吸烟者患病毒性和细菌性呼吸道感染
的风险更高：

o  吸烟者的肺炎球菌疾病 (如肺炎和脑膜炎) 的患病风
险是非吸烟者的 2 至 4 倍。

o  吸烟者的流感患病风险是非吸烟者的两倍。 

o  吸烟者患结核病的风险约为非吸烟者的两倍。6

鉴于吸烟对免疫系统的负面影响以及吸烟者对其他呼吸
道感染的易感性增加，吸烟可能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风险增加相关。

吸烟、电子烟和 COVID-19 
新证据

	■ 	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攻击肺部，造成肺功能下降，导致患者面临更大的风险。吸烟对
肺部的有害影响已得到充分证明，并且有证据表明，使用电子烟	(电子香烟)	同样也会损害

肺部健康。

	■ 不出意料地，权威公共卫生组织和专家越来越担心，吸烟者在感染	COVID-19	后患上严重
疾	病的风险更高。由于电子烟会影响免疫系统并损害肺部健康，因此电子烟使用者也可能

会面临	更高的风险。我们敦促所有吸烟者和电子烟使用者戒烟，以保护他们的健康，特别

是在这个关	键时期。

	■ 	在一些国家流传着这样的谣言，即吸烟或吸电子烟会保护烟草使用者免受	COVID-19	的侵
害。这是未经证实且危险的说法。烟草制品每年导致超过	800	万的使用者死亡，其危害已

被科学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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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电子烟和 COVID-19： 新证据

电子烟影响健康

对电子烟影响的早期研究表明，电子烟对肺部、免疫系
统和心血管系统均会产生不利影响。该研究的证据加上
新证据（即呼吸系统、免疫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受损患者
患重度 COVID-19 感染的风险更高），导致卫生当局和
其他机构警告不要使用电子烟，尤其是不要在冠状病毒
大流行期间使用。13,14,15

•  肺部：暴露于电子烟气雾会对各种类型的肺细胞产生 
负面影响，包括那些与维持正常、健康的肺功能相关
的 细胞。16

•  免疫反应：电子烟气雾还会抑制并杀死肺中的多种免
疫细胞，从而损害肺部抵御感染的能力。16 此外，我
们已经知道，电子烟气雾的关键成分尼古丁会抑制全
身的免疫功能。1

吸烟是非传染性疾病 (NCD) 的主要风险因素

•  心血管系统：电子烟可能会在短期内降低控制血流的
心血管组织的功能。17,18 尽管对电子烟使用的长期影
响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前述的功能障碍通常在心血
管疾病发展的早期就能够被观察到。19 

研究人员尚未发现电子烟使用与 COVID-19 感染率或感
染患者疾病严重程度之间的直接关联。但是，鉴于使用
电子烟对健康存在潜在风险的早期证据，人们越来越担
心，电子烟使用者在感染 COVID-19 时可能面临更大的
罹患严重疾病的风险。

世界卫生组织强调，吸烟需要反复的手到面部的动作，
这加大了病毒从手指和卷烟传播到口腔的风险。3,7   

基于同样的原因，许多人担心，在社交场合使用共用烟
嘴会加剧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8,9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现有研究表明，吸烟者在感染 COVID-19 后罹患严重疾病
和死亡的风险更高，11 包括以下研究：

•  吸烟会导致癌症、COPD 和其他肺部疾病、心血管疾
病以及糖尿病。1

•  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疾病等病症会增加感染其他已
知冠状病毒 (包括 MERS 和 SARS) 的患者发生严重疾
病的风险。10

•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出，非传染性疾病的患者患上更
严重类型的 COVID-19 的风险似乎更高。3

一项调查吸烟与 COVID-19 之间关联的早期研究分析了中国 552 家医院的 1,099 例实验室确诊的 
COVID-19 感染患者的临床结果。该研究报告显示，12.4%的当前吸烟者死亡、需要送往重症监护

病房或进行机械通气，而非吸烟者中的这一比例为 4.7%。同样地，有21.2%的当前吸烟者出现严重

症状，而非吸烟者中的 这一比例为 1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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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世界各国努力限制冠状病毒的影响，现在是戒烟和停用电子烟的最佳时刻或

最紧迫的时刻。	

	■ 	为保护健康并降低出现严重	COVID-19	症状的风险，我们敦促所有吸烟者或电子

烟使用者戒烟。研究表明，戒烟可以迅速改善肺功能。	

吸烟、电子烟和 COVID-19： 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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