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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4 年 5 月 25 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上海市地方标准 DB 31/T 1482—2024《室外吸烟点设置与

管理要求》（简称“《标准》”），并将拟于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现对《标准》的主要指标进

行解读，尤其是对其适用范围、设置以及管理要求中的内容进行重点解释，并对《标准》的意义以及后续

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与挑战分别进行总结与梳理，为使用者准确理解和执行《标准》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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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May 25, 2024, Shanghai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released Shanghai local 

standard Requirements for Outdoor Smoking Areas Setting Up and Management (DB 31/T 1482—2024)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tandard), which scheduled for official implementation from September 1, 2024. This article provided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key provisions in the Standard,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establishment and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In addition, the significance and potential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during subsequ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 was summarized and outlined simultaneously, so as to provide a 

guarantee for users to fully comprehend and effectively implement th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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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2023 年全球烟草流行报告》指出，烟草使用每

年造成全球超过 800 万人死亡，其中逾 100 万是受二手烟危害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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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吸烟者[1]。《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 2020》指出，我国每年有 100

多万人因烟草失去生命，其中逾 10 万是受二手烟危害健康的非吸烟

者[2]。烟草和二手烟对人类健康和发展构成重大威胁，也是造成慢性

非传染性疾病日益流行和年轻化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3 -4 ]。为进一步

推进城市无烟环境建设，保护公众健康，2024 年 5 月 25 日，上海市

发布了上海地方标准 DB 31/T 1482—2024《室外吸烟点设置与管理要

求》（简称“《标准》”），并拟于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标准》的发布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1 《标准》的意义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在建设健康城市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控烟

领域已取得良好成效，但仍存在短板不足。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于 2010 年颁布实施了《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简

称“《条例》”），并于 2016 年和 2022 年分别进行了 2 次修订，实

现了室内全面禁烟，并将电子烟纳入法定禁烟场所范围[5]。随着室内

控烟成效不断向好，相对而言吸烟者在室外“随处抽烟”“吸游烟”

现象造成的非吸烟者二手烟暴露情况则显得更为突出，引起了市民的

强烈反响和关注。 

为应对上述情况，上海市推出“控烟行动三部曲”——室内全面

禁烟、室外不吸游烟及吸烟请看标志，在加强宣传倡导的同时，“疏

堵结合”共治室外“游烟”。尽管《条例》第八条对室外吸烟点的设

置作出要求[6]，但因条款内容相对不完备且缺少具体要素，场所单位

在建设吸烟点时因理解不同，设置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有时甚至



出现背离《条例》要求的情况，室外吸烟点没有发挥应有的控烟“疏

导”作用。《标准》在总结了上海市长期以来控烟管理的实践经验及

参考了国内外相关做法的基础上，规定了室外吸烟点的选址、设施、

标志、健康提示等设置要求，明确了室外吸烟点的日常巡检与维护等

管理要求，有利于疏导和规范室外吸烟行为，减少室外二手烟和“游

烟”对非吸烟者的健康危害[7]，保护市民公众健康，对进一步提升无

烟环境建设成效，助力城市控烟精细化管理和健康城市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同时，也可以为国内其他省市甚至其他国家出台相关标准或要

求提供参考。 

2 主要内容及依据 

2.1 适用范围 

《条例》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及

部分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包括：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

校、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儿童福利院等以未

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公共场所；妇幼保健院（所）、儿童医院；

体育场馆、演出场所的观众坐席和比赛、演出区域；对社会开放的文

物保护单位；人群聚集的公共交通工具等候区域等[6]。室外吸烟点的

设置须按照《条例》要求，因此《标准》的适用范围为“适用于上海

市行政区域内禁烟区域之外的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外区域的吸烟点

设置与管理”，并将禁烟场所（区域）列为注解。 

2.2 术语和定义 

室外吸烟点目前尚无统一或明确定义，在《标准》编写过程中，



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并结合《条例》第八条内容，定义“室外吸烟点”

为“供有吸烟需求的人群实施吸烟行为的室外指定区域”。其中，“有

吸烟需求的人群”指定了室外吸烟点使用的人群仅为吸烟人群，“室

外指定区域”限定仅为“指定区域”。 

2.3 设置要求 

2.3.1 选址  （1）距离。澳大利亚[8 ]、美国[9 ]、新加坡[10 ]等均对

吸烟点与建筑物出入口的距离进行了规定，为 4~10 m 不等，前期的

相关文献结果也表明，室外吸烟点 PM2.5浓度随与吸烟点距离的增加

而呈梯度下降，9 m 处监测点的 PM2.5 浓度接近对照点[11]；上海市室

外吸烟点现况调查结果显示，63.9%的室外吸烟点与建筑物出入口的

距离不小于 6 m。此外，《国家卫生区技术评估重点内容》中也将“吸

烟区与非吸烟区（即建筑物）至少间隔 6 m”作为评价指标[12]。因此，

《标准》提出“室外吸烟点宜与建筑物的出入口及与户外相通的门窗、

进/排风口等处保持不小于 6 m 的距离”，以尽可能减少非吸烟者的

二手烟暴露，同时兼顾吸烟者能够方便找到吸烟点。 

（2）位置。吸烟点选址是吸烟点设置的重要环节，在国内外控

烟规定中均有所体现。《条例》第八条[4]规定吸烟点应当“远离人员

聚集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

第九条[13 ]规定吸烟点“不得靠近人群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

道”；《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第十一条[14]规定“吸烟区划定应当远

离人员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此外，上海市室外吸烟点

现况调查结果显示，有 73.1%的室外吸烟点符合“远离人员密集区域



和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的要求，考虑对“人群密集区域”更为详细

的解释，《标准》规定“室外吸烟点不应设置在休息区、等候区等人

群聚集的区域以及行人必经的主要通道”。 

（3）通风。英国维根市（Wigan）关于吸烟区设置指南[15]中指出

“如果存在少于 50％的墙壁，则在该区域吸烟是合法的，如果存在超

过 50％的墙壁，则在该区域吸烟是非法的”；上海市室外吸烟点现况

调查结果显示，80.1%的吸烟点四面遮挡面积不大于侧面积的 50%；

现场环境污染物监测结果显示，四周有围挡通风状况差的吸烟点，其

空气污染物的瞬时浓度高于通风条件好（四面遮挡不大于 50%）的吸

烟点[8]。因此，《标准》提出“室外吸烟点应为非封闭、空气流通的空

间。如有顶面，则四面遮挡（有墙壁或围挡）的面积应不大于侧面积

的 50%”，以确保吸烟点较好的空气流通。 

（4）面积。新加坡国家环境局（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室外吸烟点设置指南中要求吸烟点面积应不大于 20 m2[16]，菲律宾卫

生部行政令提出，吸烟区面积不超过 10 m2[17]。上海市室外吸烟点现

况调查结果显示，62.5%的室外吸烟点面积不大于 6 m2。此外，考虑

到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公共场所室外空间相对有限，且人群密度相对

较高，同时还要兼顾吸烟点与建筑物之间的距离等因素，《标准》中

提出的室外吸烟点面积不大于 6 m2更符合实际情况也更具操作性。 

（5）数量。室外吸烟点设置的初衷在于通过“疏堵结合”减少

二手烟对非吸烟者的影响，保护公众健康，因此不鼓励大量、高密度

地设置室外吸烟点，不鼓励吸烟行为。场所单位应根据所在场所的人



流量及建筑物布局情况合理规划吸烟点，数量应尽可能少、密度应尽

可能低，宜以能满足基本需求的最小数量进行规划布点。 

2.3.2 设施  （1）应/宜配备的设施。室外吸烟点作为供有吸烟需

求的人群实施吸烟行为的室外指定区域，应设置用于收集烟灰、烟蒂

的器具。《标准》中特别强调“专门”，即收集烟灰、烟蒂的器具应

“专用”，不应使用通用类的垃圾桶，以免未熄灭的烟头引燃其他垃

圾造成火灾隐患。此外，建议配备灭火、灭烟装置器材，强化消防安

全。 

（2）不应配备的设施。室外吸烟点仅针对有吸烟需求的人群实

施吸烟行为所用，因此吸烟点的功能应单一，不应配备与其用途无关

的设施，如座椅、自动售卖机、电子屏等，以防非吸烟者进入吸烟区

而造成二手烟暴露。此外，设置座椅可能会延长吸烟者停留的时间，

进而使用更多的烟草制品。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室外吸烟点设置指南中

也要求“包括椅子等在内的可选便利设施应尽量减少”[16]。 

2.3.3 标志  （1）室外吸烟点标志及引导标志。上海[5-6]、北京[12] 、

深圳[13]、南宁[18]、杭州[19]、青岛[20]、银川[21]、广州[22]、鞍山[23]等地的

控烟法规中均要求设置吸烟点标志、引导标志。《标准》提出，“在

室外吸烟点所在位置设置醒目的室外吸烟点标识”及“在室外吸烟点

所处环境区域，如场所和建筑物的出入口处、禁烟标识处、所在区域

的指示系统和地图中等设置醒目的引导标识”。《标准》附录 A、附

录 B 规定了图形标志、标志标准色和标志样式。标志的设计借鉴参考

了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地区等的经验，采用文字与图形相结



合的方式呈现，与上海现行使用的禁烟标志元素相关联和呼应，形成

控烟“疏堵结合”的视觉标志系统，并与《关于印发上海市控烟标识

系统和设置规范的通知》（沪健促委〔2023〕6 号）要求一致[18]。 

（2）室外吸烟点地面区划标志及文字提示。《标准》对于室外

吸烟点地面区划标志及文字提示的要求借鉴了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对

于室外吸烟点“必须使用地板贴纸或其他形式的永久性标记清楚地定

义边界”[16]的要求，以便于吸烟者寻找，并提示在区划范围内实施吸

烟行为。《标准》附录 C 规定了其图形标志、标志标准色和标志样式。 

2.3.4 健康提示 《条例》第八条规定“在吸烟点设置吸烟危害健康

的警示标识”[6]；由健康中国行动控烟行动工作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联合发布的《无烟党政机关建设指南》（2020 年版）[19]提出，“吸

烟点配合宣传烟草危害和戒烟信息效果更好”；中国澳门吸烟点设置

规范中要求“吸烟点内的对侧墙壁亦须张贴由卫生局提供的有关烟草

危害及推广戒烟的资讯”[2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室外吸烟点设置指南

要求“展示促进戒烟的教育材料和信息”[16]；深圳[13]、北京[12]等地均要

求在室外吸烟点“设置吸烟危害健康的警示标识”。在吸烟点设置吸烟

危害健康的文字及图形警示和提供戒烟服务信息可以提高吸烟者对

吸烟行为危害健康的认知，该做法与烟盒包装上的警示标志有相同的

警示作用[21]，同时可帮助吸烟者获取科学有效的戒烟指导。《标准》

附录 D 提供了吸烟危害健康的文字及图形警示示例，附录 E 提供了

戒烟门诊、戒烟热线、“无烟上海”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戒烟服务信息

示例。 



2.4 管理要求 

管理要求明确了管理主体为室外吸烟点所在的单位、场所或物业，

要求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和负责吸烟点的日常清洁、巡检和维护，并

明确了管理的具体要求和频次等内容。此外，强调了应对恶劣或灾害

性天气时的安全检查和防范措施。基于 WHO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第 13 条“每一缔约方应认识到全面禁止烟草广告、

促销或赞助能够减少烟草制品的消费”[22]；《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第二十二条“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或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户

外发布烟草广告”[23]，《标准》提出，“室外吸烟点不应出现任何形

式的烟草广告、促销或赞助”。 

3 讨论 

此前，国内没有关于室外吸烟点设置与管理的标准，面对超大城

市治理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挑战，以及市民公众迫切关注的健康

问题，上海市在对标国际后，创新探索制定了引领全国的《室外吸烟

点设置与管理要求》地方标准。根据《条例》中对室外吸烟点设置的

要求，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增强了可操作性，为场所和单

位合理、规范设置和管理室外吸烟点提供依据和指导，从而发挥室外

吸烟点在疏导和规范室外吸烟行为中的作用。 

《标准》的宣传、推广和贯彻执行需要全社会各部门以及场所单

位、公众的共同参与。虽然上海市成人吸烟率呈不断下降趋势，但吸

烟者的绝对数量仍较多，要使吸烟者形成避开人群前往吸烟点的行为

习惯甚至戒烟，需要持续不断强化控烟法律法规及“控烟行动三部曲” 



“烟草烟雾危害” “戒烟服务信息”等内容的宣传。同时，建议将

《标准》纳入创建文明城区、卫生城区、健康街镇等各类创建要求中，

形成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在对《标准》的具体落实和室外吸烟点实际建设过程中，可能还

存在一些难点，如需要场所各部门或各方的协调配合，建立机制做好

常态化的管理维持等。另外，室外吸烟点建设的成效可能需要一段时

间才能显现，建议相关部门后续做好建设成效评估，对吸烟人群吸烟

状况和吸烟行为的改善进行分析，为后续法律章程的修改提供数据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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