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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日前的
预测首次显示，全球使用
烟草的男性人数开始下
降，这表明全球烟草流行
趋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根据世卫组织 2019
年 12 月 19 日 发 布 的
《2000—2025年全球烟草
使用流行趋势报告》显示，
自2010年以来，有60%的
国家的烟草使用正在下
降。过去近20年，全球烟
草使用总人数从2000年
的13.97亿人下降到2018
年的13.37亿人。这主要
是由于使用这些制品的女
性人数大幅减少，2000年
为3.46亿人，2018年降至
2.44 亿人，减少了约 1亿
人。同期，男性使用烟草
人数增加约4000万人，从
2000 年的 10.5 亿人增至
2018 年的 10.93 亿人，占
全球烟草使用者的大约八
成。

但最新调查显示，男
性吸烟者的数量已停止增
长，预计2020年，男性吸
烟人数将比 2018 年减少
100多万人，到2025年将
减少500万人。

世 卫 组 织 预 测 ，到
2020年，男性和女性烟草
使用者总人数将比 2018
年减少1000万人，到2025
年将再减少2700万人，降
至12.99亿人。

上述报告涵盖了卷
烟、烟斗、雪茄、水烟、无烟
烟草制品以及加热烟草产
品的使用情况。电子烟未
被纳入报告。（科技日报）

茶烟取代电子烟成新宠茶烟取代电子烟成新宠
专家：吸食无香更无益

“顶着”戒烟噱头的电子烟曾风靡一时，
线上线下卖得风生水起。然而，去年下半
年，电子烟被停止了线上销售。与此同时，
又一个号称有助戒烟的新品种——茶烟，却
悄悄火了。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1月
茶烟线上销售额达 4825.1 万元，相较于
2019年2月增长143%，一年内线上交易额
超过5亿元。茶烟似乎大有替代电子烟线
上消费的势头。

更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新兴产
品一样，茶烟的生产、销售等环节也落
入了监管难的窘境。

“加热不燃烧型电子烟主要原料为
烟草提取物，因此在国际上属于烟草范
畴，烟草专卖局等监管部门有权利、有
义务对其监管。而茶烟的主要原料是
茶叶，目前尚未纳入烟草的监管范畴。”
张建枢表示。

供人饮用的茶叶属于食品的范畴，
记者登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
网站发现了有关传统茶叶的相关成分
指标，却并未搜索到有关茶烟的词条。
可见，茶烟尚未纳入该部门的监管范
畴。

张建枢表示，茶烟的监管机制尚不
明晰，安全性更难保障。对茶烟的监管
方式、监管程度、能否处罚等具体问题，
还亟待国家在立法层面上进行完善。

事实上，戒烟并非只能依靠电子
烟、茶烟等替代品才能完成。科学戒烟
的方式很多。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吸烟有害，
尤其是80后、90后，对吸烟有更加理性
的认知，不会轻易‘入坑’。这与疾控中
心、控烟协会等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多
年来的宣传成果密不可分。”张建枢表
示，烟龄较短的烟民可以拨打12320全
国卫生热线，获取有针对性的戒烟计
划。烟龄较长、烟瘾较大的烟民，或者

有戒烟尝试、但又复吸的烟民，则建议
到正规医疗机构的戒烟门诊，向专业的
医师进行咨询并进行有效戒烟。

有数据显示，疫情居家期间，由于
买烟不方便、顾及家人健康和个人卫生
等诸多因素，已经有吸烟者客观上完成
了戒烟。在张建枢看来，这是个较好的
戒烟时机。病毒蔓延相当于给一些烟
民营造了强制戒烟的环境，开了个好
头，但疫情过后，坚持戒烟、抵制复吸
同样重要。

戒烟也是一种“修行”，自制力尤
为重要。如果要选择烟草替代品辅助
戒烟，则要睁大双眼，万不可为了“出
坑”而掉入另一个陷阱。

打开某电商平台，以“茶烟”为关键
词进行搜索，商品琳琅满目。销量最高
的茶烟高于每月3万件，其他品牌月销
量也动辄上千件。其种类也很多，往往

根据茶烟中卷入的茶品种类细分，如普
洱、黄金芽、茉莉花、龙井等。大多数茶
烟商品主打“替烟良品”“健康好礼”“非
烟草制品”等宣传语，令人心动不已。

这些宣传语似曾相识，电子烟风靡
一时之际，几乎也是上述辞藻堆砌。只
是，茶烟多了一条更吸引人的筹码——
不含尼古丁。

记者了解到，电子烟是通过雾化
等手段，将尼古丁等变成蒸汽后，让用
户吸食的一种产品。茶烟则是用茶叶
代替传统卷烟中的烟丝，茶叶点燃后
被吸食，有传统卷烟之形，而无烟丝之
实。吸茶烟实际上就是在“吸茶”。

“传统卷烟让人成瘾，主要因为烟
气中的尼古丁成分。但除了尼古丁，
卷烟的烟气中还包含焦油等60多种
对人体有害的成分。”日前，北京市控
烟协会会长张建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至于电子烟，“按出烟原理分类，

电子烟包括加热不燃烧、烟油雾化等
类型，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焦油、悬
浮颗粒等有害物质，但大部分电子烟
仍以致瘾的尼古丁作为主要成分，与
传统卷烟相比只是换汤不换药。”张建
枢表示，另一方面，吸电子烟还可能把
其他多种未发现的有毒化合物吸入体
内。与此同时，电子烟同样存在二手
烟的健康风险。

张建枢指出，继电子烟“失势”之
后，商家又极力将茶烟打造成替烟良
品的形象，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饮品
茶叶作为宣传重点，利用人们对茶叶

有益健康的固有印象，诱导消费者为
茶烟买单。此外，今年这场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很多烟民的习惯
和认知发生了改变，这或许也是茶烟

“崛起”的原因之一。
据卷卷智库统计数据显示，本次

疫情相关科普进一步加深了国民对健
康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对肺部等呼吸
系统问题的关注。吸烟的负面形象进
一步被强化，递烟、送烟可能会给人带
来越来越多的反感。

打着“健康”“戒烟”旗号的茶烟乘
虚而入，销售量大幅上升在所难免。

然而，拥趸众多的茶烟真的健康
吗？

“喝茶和吸茶大不一样。茶叶燃
烧以后对人体没有好处。”日照市茶叶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段永春告诉记者，

“喝茶，能把茶叶中咖啡碱、茶多酚、氨
基酸、维生素等浸泡至水中，继而被人
体吸收。而茶叶燃烧后，茶叶中咖啡
碱大多升华流失，茶多酚、氨基酸、维

生素分解或变性，释放的绝大多数是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可吸
入颗粒物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

段永春做了一个形象的类比——
茶叶燃烧，与普通植物秸秆燃烧释放
的成分差不多的，而人吸入茶烟，不就
类似于吸进了植物秸秆燃烧后产生的
烟雾吗？

张建枢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在他

看来，吸茶和饮茶是不同的服用、吸收
方式，商家不能因饮茶对健康有益而
偷换概念，将吸茶也包装成有益健康
的产品。“就像我们平时所食用的肉
类，煎炒烹炸皆美味，而且肉食中营养
丰富，但并不是所有的肉食制品都对
身体健康有好处，油炸食品就被世界
卫生组织列为十大垃圾食品之首，油
炸的肉食更是‘坏脂肪’的重灾区。”

除了“健康”的噱头，商家还扯起
“不含尼古丁”“戒烟良品”的大旗。茶
烟真能帮助烟民戒烟吗？

张建枢指出，茶烟的口感并不好，
可能会让烟民无法接受，难以成为传
统烟草的替代品。

有着30年吸烟史的于先生告诉
记者，在吸茶烟的过程中，感觉有股发

霉的秸秆味，几乎没有茶叶的香味。
与普通卷烟相比，茶烟气味更呛嗓子，
更易引发呼吸道不适。“这种味道与普
通卷烟截然不同，我第一次抽茶烟就
无法接受，后来也再没有抽过茶烟。”

此前，有媒体采访过十几名抽过
茶烟的老烟民，他们同样对茶烟的味
道并不认可，甚至有些接受不了，某艺

人也分享过“茶烟很呛，呛到眼里都是
泪水”的感受。

“另外，即便吸食茶烟，也无法减
轻烟民对尼古丁固有的依赖感，因此
很大程度上无法助力烟民戒烟。”张建
枢表示，“总之，茶烟有益的作用尚未
被证实，负面的影响却必然存在，因此
不提倡吸食茶烟。”

有卷烟之形无烟叶之实

茶烟究竟与传统卷烟、电子烟有何区别？

茶叶燃烧后对人体没好处

口感不好烟民并不认可

生产销售落入监管难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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