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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82 年和 1988 年已经有学者报道了黎族体质人类学研究资料，近年来又报道了黎族的分子人类

学研究成果。目前未见关于黎族身体组成成分的研究，也没有当前黎族的体质人类学数据。2014 年 11 月，

在海南省五指山市 5 个黎族村寨进行 607 例（男为 308 例，女为 299 例）黎族成人的人体测量。研究发现，

黎族人偏瘦，肌肉较发达。随年龄增长，黎族男性体脂率的增加，主要是躯干脂肪率增大造成的，与四

肢脂肪率关系不大。男性由于骨量、躯干和四肢肌肉量的下降造成瘦体质量的逐渐减小。随年龄增长，

黎族女性的体脂率呈线性增大，总肌肉量呈线性减小。体脂率的逐渐增大是由于躯干和四肢的脂肪率逐

渐增加造成的，总肌肉量的逐渐减小是左下肢肌肉量、躯干肌肉量逐渐下降造成的。黎族男女均为圆头型、

高头型、中头型、阔面型、中鼻型、中躯干型、中胸型、宽肩型、中骨盆型、中腿型。与 30 年前黎族头

面部资料相比，本文测量的黎族头宽、面宽值较大，头更圆些、更阔些，面更阔些，红唇较薄，形态面

高值较小，男性鼻宽值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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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some reports about physical anthropology studies of Li minority nationality 
published in 1982 and 1988 separately, and there are some research findings about molecular 
anthropolog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it is still a lack of studies about body composition and 
physical anthropology data of Li minority nationality. Anthropometry of 607 cases spread in 5 
stockaded villages in Wuzhishan city of Hainan Province of Li minority nationality adults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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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s and 299 females) were measured in November 2014.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Li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 thin and muscular. The body fat percentage of Li minority nationality male 
increases with age mainly due to the increase of trunk fat percentage and has little relationship 
with limbs fat percentage. The decline in lean body mass of male is due to decrease of bone mass, 
torso and limbs muscle. With the growth of age, body fat percentage of Li minority nationality 
female increases linearly, total body muscle mass decreases linearly. Gradually increasing in body 
fat percentage is due to increase of trunk fat percentage and limb fat percentage. Decrease of total 
body muscle mass is caused by decrease of while left lower limb muscle and trunk muscle mass.
Li minority nationality men and women are brachycephaly, hypsicephalic type, metriocephalic 
type, euryprosopy, mesorrhiny, medium length of trunk, medium chest circumference, broad 
shoulder breadth, medium distance between iliac crests, mesatiskelic type. Comparing with the 
head facial data of Li minority nationality in 30 years ago, the values of head breadth and face 
breadth in this paper are bigger, faces are rounder and broader, and faces are wider while red lips 
are thinner, and morphological facial height values are smaller, the nose breadth values of males 
of Li minority nationality is smaller.

Key words: Somatoscopy; Somatometry; Body fat  percentage; Body muscle mass; Body 
composition; Li minority nationality

黎族是中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约 146 万，其中海南省约为 126 万（2010 年全国

人口普查资料），黎族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族群 [1]。黎族族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黎

族在海南岛的历史有三千多年，与秦汉时期南方百越的支系“骆越”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1]。

海南岛西汉以前为骆越一部分，而东汉以后，骆越故地土著改称俚，海南岛又为俚人的一

部分，后来再改称为黎。黎族主要聚居于海南省的中部、东南部，是一个山居民族。

身体组成成分影响人体代谢功能。体成分的不正常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 [2]，如脂

肪组织含量对骨骼有重要意义 [3]，大约 30% 患骨质疏松症妇女的脂肪质量低于正常对照

组的最低值。国外的资料证实脂肪质量与去脂肪质量可用于评估骨折风险 [4-6]，中国的资

料也证实了这一点 [7]。反过来，一些疾病也造成体成分的改变，如艾滋病患者出现蛋白质

的流失和水钠潴留 [8]。近 30 年来，国外学者对体成分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9-13]。目前已有

部分中国族群体成分研究报道 [13-15]。中国成人肌肉量、水分率、骨量、四肢、躯干脂肪率

及肌肉量的报道较少。目前尚未见到黎族体成分含量和分布特点的报道。

关于黎族人体质特征的调查和研究，上世纪上半叶国外学者开展过研究。自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者陆续有研究报道 [16-18]。张振标等认为黎族的体征属华南类型 , 体征上与

壮族、布依族、彝族和高山族较相似；与汉族相比，则与广西、广东、福建和湖南的汉族

相似。黄新美等认为海南番阳区黎族体质特征近似于江华瑶族和广西壮族，体质属于蒙古

人种的南方人类型。此外，中国学者对海南黎族群体的多态性进行了研究 [19-21]，对海南

岛原住民线粒体 DNA 和 Y 染色体进行了研究 [22, 23]。近年来，黎族的经济生活发生了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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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变，当代黎族的体质特征如何，尚未见报道。本文对目前黎族的体成分及当代体质状

况进行了探讨。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2014 年 11 月，在海南省五指山市 4 个黎族村寨 ( 番茅村、福美村、红雅村、什保村 )
进行 607 例黎族成人（男为 308 例，女为 299 例）的体质测量。测量遵循知情同意原则，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进行。被测量者均为 3 代以上世居当地的黎族，无残疾。被测量者男性

年龄为 44.3±16.0 岁，女性为 44.1±15.5 岁。使用人体脂肪测量仪（BC-601 型）测量了总

体脂率（PBF）、总肌肉量等 17 项体成分指标值。使用马丁尺、弯脚规、直脚规、卷尺、

皮褶厚度计测量了黎族 59 项形态学指标。其中耳上头高、上肢全长、下肢全长等 3 项为

间接测量。根据测量指标值计算出 26 项体质指数。测量时严格执行学术界人体测量的质

量控制规定，按《人体测量方法》[24] 规定的方法进行。将被测量者资料分为 20- 岁组、

45- 岁组、60-75 岁组。男性 3 个年龄组样本量依次为 154 例、92 例、62 例，女性依次为

146 例、96 例、57 例。应用 Excel2003 和 SPSS11.5 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数据统计。

采用方差分析方法分析黎族 3 个年龄组之间体成分指标均数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采用回归分析方法探讨随年龄增长黎族体成分指标值是否出现线性变化，用 u 检验方法来

判断黎族男性、女性体成分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黎族 17 项体成分指标值、指标值与年龄的回归分析及 3 个年龄组间的方差分析结果

见表 1、表 2。黎族 15 项观察项目调查结果见表 3，44 项测量项目调查结果见表 4，26 项

体质指数的均数见表 5。黎族人与锦州汉族成人脂肪率的对比见表 6。黎族 2 份体质资料

的主要指标值、指数值比较见表 7、表 8。
黎族男性成人全身平均脂肪率为 19.5%, 下肢的脂肪率接近全身平均脂肪率，左、右

下肢脂肪率接近，上肢脂肪率（15% 左右）低于全身平均脂肪率，左上肢脂肪率（15.3%）

略高于右上肢脂肪率（14.9%），躯干脂肪率（20.1%）略高于全身脂肪率。黎族男性肌

肉量为45.8kg，左右侧肢体肌肉量接近。黎族成人男性的水分率为55.0%，推定骨量为2.6kg。
黎族女性成人全身平均体脂率为 31.2%，下肢的脂肪率为 33.6%，超过身体平均脂肪

率，而上肢（28%左右）、躯干脂肪率（30%）低于全身平均脂肪率，左、右下肢脂肪率接近，

左上肢脂肪率高于右上肢脂肪率。黎族女性肌肉量为 34.0kg，占全身重量的 64.3%。黎族

女性大部分肌肉集中在躯干部位，其次为下肢。上肢肌肉最少。左右侧肢体肌肉量接近。

黎族男性体质量、身高、总肌肉量、推定骨量、热量、水分率、内脏脂肪等级、四

肢和躯干肌肉量大于女性（P<0.01），而 PBF、四肢和躯干的脂肪率小于女性（P<0.01）。

男性身体各部位的肌肉量都大于女性，身体各部位的脂肪率都小于女性。男性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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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海南黎族男性体成分指标值
Tab.1  The body composition index of Li male in Hainan Province

变量 Parameter

男性 Male 方差分析
Variance analysis

回归分析
Regression 

20- 岁组 age 
group

45- 岁组 age 
group

60-75 岁组 
age group

合计
total F P 多重比

较 MC F P

体质量（kg）Weight 61.2±9.8 61.2±9.8 57.8±10.2 60.5±10.0 2.953 0.054 22.145 0.000

身高（mm）Height 1660.4±57.6 1641.1±57.1 1599.5±55.9 1642.4±61.4 25.180 0.000 abc 50.602 0.000

总体脂率（%）PBF 18.1±5.7 20.3±5.9 21.6±6.3 19.5±6.0 9.456 0.000 ab 26.435 0.000

总肌肉量（kg）TBMM 47.1±5.6 46.0±5.1 42.4±5.4 45.8±5.7 16.690 0.000 bc 28.107 0.000

推定骨量（kg）EBM 2.7±0.8 2.5±0.3 2.4±0.3 2.6±0.6 5.827 0.003 bc 14.346 0.000

BMI(kg/ m2) 22.2±3.3 22.8±3.4 22.2±4.2 22.4±3.5 0.970 0.380 0.977 0.324

热量（kcal）TEML 2155.7±360.2 2004.6±340.2 1856.4±316.3 2049.8±364.2 17.604 0.000 abc 35.766 0.000

生理年龄（岁）PA（a） 27.0±10.8 38.9±13.4 50.7±10.4 35.4±14.8 98.419 0.000 abc 284.229 0.000

水分率（%）PBW 55.3±4.7 54.8±4.8 54.7±6.2 55.0±5.1 0.491 0.613 1.578 0.210

内脏脂肪等级 VFL 6.3±3.9 9.8±3.9 12.2±4.3 8.5±4.6 55.881 0.000 abc 150.909 0.000

右上肢脂肪率（%）PRULF 14.5±5.5 14.8±4.7 15.8±4.8 14.9±5.2 1.346 0.262 3.193 0.075

右上肢肌肉量（kg）RULMM 2.4±0.4 2.4±0.3 2.2±0.4 2.4±0.4 12.124 0.000 bc 17.216 0.000

左上肢脂肪率（%）PLULF 15.1±4.1 15.7±4.5 15.4±4.7 15.3±4.4 0.456 0.634 0.444 0.506

左上肢肌肉量（kg）LULMM 2.3±0.4 2.2±0.3 2.1±0.5 2.2±0.4 2.997 0.051 3.118 0.078

右下肢脂肪率（%）PRLLF 19.8±5.7 20.1±4.9 19.5±5.3 19.8±5.4 0.229 0.795 0.731 0.393

右下肢肌肉量（kg）RLLMM 8.1±1.4 8.1±1.3 7.6±1.3 8.0±1.4 3.137 0.045 4.751 0.030

左下肢脂肪率（%）PLLLF 19.5±5.0 21.0±8.1 19.4±5.1 19.9±6.1 2.136 0.120 1.290 0.257

左下肢肌肉量（kg）LLLMM 8.1±1.3 8.0±1.3 7.6±1.2 8.0±1.3 2.800 0.062 4.585 0.033

躯干脂肪率（%）PTF 17.8±6.9 21.4±7.0 24.0±7.4 20.1±7.4 19.103 0.000 ab 49.358 0.000

躯干肌肉量（kg）TMM 26.2±2.5 25.1±2.3 23.0±2.8 25.2±2.8 37.571 0.000 abc 69.794 0.000

a、b、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年龄组对。a:20- 岁组与 45- 岁组；b：20- 岁组与 60-75 岁组；c：45- 岁组与 60-75 岁组 //a, b 
and c for the age group of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a: 20- age group and 45- age group;b: 20- age group and 60-75 age 
group;c: 45- age group and 60-75 age group

大于女性，而且骨骼肌与体质量的比例超过女性，这两方面原因导致男性总肌肉量大于女性。

男性体脂率则逊于女性，这与男女内分泌系统功能的差异有关。男性虽然躯干脂肪率小于女

性，但内脏脂肪等级却大于女性，这表明男性因中心性肥胖发生各种疾病的危险比女性要高。

黎族上眼睑有皱褶率高（90.8%），38.3% 的人有蒙古褶，约一半的黎族人眼裂高

度为中等型，眼外角多高于眼内角（80.25%），鼻根高度多为中等（84.8%），多直鼻

背（75.5%），约一半的人颧骨突出（49.4%），鼻基部多水平（52.1%），鼻翼高度多

为中等（71.3%），鼻孔最大径以横位率（48.9%）和斜位率（48.1%）较高。约 53.9%
的黎族人鼻宽与眼内角间宽值接近，耳垂多为圆型（56.8%），上唇皮肤部高度多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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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海南黎族女性体成分指标值

Tab.2  The body composition index of Li female in Hainan Province

变量 Parameter
女性 Female 方差 Variance 回归 Regression 

u-test
20- 45- 60-75 合计 total F P MC F P

体质量 Weight(kg) 52.1±9.0 56.0±9.5 49.7±8.3 52.9±9.3 9.673 0.000 ac 0.520 0.471 9.70** 

身高 Height(mm) 1547.4±51.9 1532.9±53.2 1481.7±63.2 1530.2±59.6 30.461 0.000 bc 65.680 0.000 22.85** 

总体脂率 PBF(%) 29.4±6.5 33.8±6.1 31.1±8.4 31.2±7.0 12.705 0.000 a 19.138 0.000 22.08** 

总肌肉量 TBMM (kg) 34.3±3.8 34.6±3.4 32.0±3.7 34.0±3.8 10.011 0.000 bc 7.388 0.007 0.09** 

推定骨量 EBM(kg) 2.0±0.3 2.2±1.7 1.8±0.3 2.0±1.0 3.213 0.042 b 0.040 0.842 8.93** 

BMI(kg/ m2) 21.8±3.4 23.8±3.5 22.6±3.7 22.6±3.6 9.942 0.000 a 18.456 0.000 0.69 

热量 TEML（kcal） 1686.5±249.8 1654.3±220.2 1476.0±190.8 1636.0±242.7 17.689 0.000 bc 26.005 0.000 16.52** 

生理年龄（岁）PA（a） 32.2±13.5 47.8±13.1 51.4±12.3 40.9±15.7 65.680 0.000 ab 203.718 0.000 4.44** 

水分率 PBW(%) 49.6±4.0 48.0±3.9 50.5±5.9 49.3±4.4 6.942 0.001 ac 0.458 0.499 14.76** 

内脏脂肪等级 VFL 3.9±2.3 6.4±2.0 6.4±2.4 5.2±2.6 45.506 0.000 ab 120.855 0.000 10.92** 

右上肢脂肪率 PRULF(%) 25.7±7.1 29.9±7.2 25.9±9.5 27.1±7.8 10.318 0.000 ac 5.955 0.015 22.61** 

右上肢肌肉量 RULMM(kg) 1.6±0.3 1.9±1.8 1.6±0.3 1.7±1.0 2.120 0.122 0.871 0.352 11.26** 

左上肢脂肪率（%）PLULF 27.6±6.8 31.3±6.8 27.6±9.6 28.8±7.6 8.823 0.000 ac 6.186 0.013 26.68** 

左上肢肌肉量 LULMM(kg) 1.5±0.3 1.6±0.3 1.8±2.5 1.6±1.1 1.402 0.248 a 1.868 0.173 8.88** 

右下肢脂肪率 PRLLF(%) 32.5±5.2 35.7±4.2 33.1±6.4 33.6±5.3 11.807 0.000 ac 12.721 0.000 31.77** 

右下肢肌肉量 RLLMM(kg) 5.8±0.9 5.8±0.6 5.5±0.7 5.7±0.8 3.965 0.020 bc 2.409 0.122 24.94** 

左下肢脂肪率 PLLLF(%) 32.6±4.7 35.5±3.9 33.0±6.5 33.6±5.0 11.668 0.000 ac 12.593 0.000 30.30** 

左下肢肌肉量 LLLMM(kg) 5.7±0.7 5.7±0.7 5.4±0.6 5.7±0.7 5.097 0.007 bc 5.583 0.019 27.25** 

躯干脂肪率 PTF(%) 27.9±8.0 33.3±7.3 29.9±10.7 30.0±8.7 13.065 0.000 ac 19.829 0.000 15.08** 

躯干肌肉量 TMM(kg) 19.7±2.1 19.6±3.2 18.5±3.1 19.5±2.8 4.665 0.010 b 6.540 0.011 25.07** 

注：**：性别间 p<0.01; a、b、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年龄组对。a:20- 岁组与 45- 岁组；b：20- 岁组与 60-75 岁组；c：45-

岁组与 60-75 岁组。a, b and c for the age group of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a: 20- age group and 45- age group;b: 20- 

age group and 60-75 age group;c: 45- age group and 60-75 age group

等（68.7%），红唇厚度多为中等（59.5%）；眼色较深，以褐色率最高（55.2%），黑

褐色率次之（40.9%），鲜见浅褐色（4.0%）。

从头面部指数均数来看，男女均为圆头型（头长宽指数）、高头型（头长高指数），

中头型（头宽高指数）、阔面型 ( 形态面指数 )、中鼻型 ( 鼻指数 )。黎族平均身高值男

女均为中等身材，但都是刚达到中等身材的最低限。从体部指数均数来看，黎族男性、

女性均为中躯干型 ( 身高坐高指数 )、中胸型 ( 身高胸围指数 )、宽肩型 ( 身高肩宽指数 )、
中骨盆型 ( 身高骨盆宽指数 )、中腿型 ( 马氏躯干腿长指数 )。从 BMI 来看，黎族男性、

女性胖瘦程度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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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黎族观察指标调查结果
Tab.3  The results of somatoscopy of Li

变量 Parameter 类型 Type
男 Male（308 例） 女 Female（299） 合计 Total（607）

n % n % n %

上眼睑皱褶 Eyefold of the upper 
eyelid

无 no 26 8.4 30 10.0 56 9.2 

有 yes 282 91.6 269 90.0 551 90.8 

蒙古褶 Mongoloid fold 无 no 194 63.0 181 60.5 375 61.8 

有 yes 114 37.0 118 39.5 232 38.2 

眼裂高度 Opening height of 
eyeslits

狭窄 narrow 139 45.1 110 36.8 249 41.0 

中等 middle 147 47.7 155 51.8 302 49.8 

较宽 wide 22 7.1 34 11.4 56 9.2 

眼裂倾斜度 Direction of eyeslits 内角高 internal angle 1 0.3 0 0.0 1 0.2 

水平 middle 67 21.8 52 17.4 119 19.6 

外角高 external angle 240 77.9 247 82.6 487 80.2 

鼻根高度 Nasal root height 低平 low 15 4.9 58 19.4 73 12.0 

中等 middle 277 89.9 238 79.6 515 84.8 

较高 high 16 5.2 3 1.0 19 3.1 

鼻背侧面观 Nasal profile 凹 concave 32 10.4 109 36.5 141 23.2 

直 straight 269 87.3 189 63.2 458 75.5 

凸 protruding 7 2.3 1 0.3 8 1.3 

颧部突出度 Zygomatic projection 扁平 projecting 124 40.3 176 58.9 300 49.4 

中等 middle 60 19.5 66 22.1 126 20.8 

微弱 tiny 124 40.3 57 19.1 181 29.8 

鼻基部 Nasal base 下垂 prolapse 11 3.6 6 2.0 17 2.8 

水平 level 182 59.1 134 44.8 316 52.1 

上翘 upturned 115 37.3 159 53.2 274 45.1 

鼻翼高度 Hight of Nasal base 低 low 23 7.5 49 16.4 72 11.9 

中等 middle 230 74.7 203 67.9 433 71.3 

高 high 55 17.9 47 15.7 102 16.8 

鼻孔最大径 Maximal diameter of 
nostrils

横 transverse 128 41.6 169 56.5 297 48.9 

斜 oblique 167 54.2 125 41.8 292 48.1 

纵 vertical 13 4.2 5 1.7 18 3.0 

鼻翼宽 Breadth of alae nasi 狭窄 narrow 82 26.6 27 9.0 109 18.0 

中等 middle 163 52.9 164 54.8 327 53.9 

较宽 wide 63 20.5 108 36.1 171 28.2 

耳垂 Lobe types 三角形 triangle 21 6.8 127 42.5 148 24.4 

方形 square 91 29.5 23 7.7 114 18.8 

圆形 round 196 63.6 149 49.8 345 56.8 

上唇皮肤部高度 Upper lip skin 
height

低 low 12 3.9 123 41.1 135 22.2 

中 middle 248 80.5 169 56.5 417 68.7 

高 high 48 15.6 7 2.3 55 9.1 

红唇厚度 Thickness of lips 薄唇 thin 105 34.1 93 31.1 198 32.6 

中等 middle 168 54.5 193 64.5 361 59.5 

厚唇 thick 35 11.4 13 4.3 48 7.9 

眼色 Eye color 黑褐色 black brown 118 38.3 130 43.5 248 40.9 

褐色 brown 175 56.8 160 53.5 335 55.2 

浅褐色 shallow 15 4.9 9 3.0 2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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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黎族测量指标调查结果
Tab.4  The results of anthropometry of Li

变量 Parameter 男 male 女 female 指标 Index 男 male 女 female

头长 head length 186.1±7.1 177.9±7.0 指距 Span of arms 1696.8±73.9 1564.8±64.1

头宽 head breadth 152.3±7.9 146.6±6.7 身高 stature 1642.4±61.4 1531.5±58.2

额最小宽 Min. frontal breadth 112.8±5.3 108.8±4.4 肩峰点高 acromion height 1335.3±55.1 1241.6±53.7

面宽 face breadth 144.5±6.0 137.2±5.2 中指指尖点高 middle finger tip ht 607.8±33.0 569.0±37.1

下颌角间宽 bigonial breadth 117.9±6.4 111.3±5.6 髂前上棘点高 iliospinale anterior ht 923.8±41.9 869.3±39.7

眼内角间宽 interocular breadth 39.7±3.2 38.0±2.9 坐高 sitting height 868.9±37.1 819.4±37.1

眼外角间宽 external biocular breadth 97.1±5.8 94.2±5.4 肩宽 shoulder breadth 383.4±17.7 347.0±16.9

鼻宽 nose breadth 39.7±3.0 38.3±3.9 胸宽 chest breadth Ⅰ 269.3±16.4 248.0±15.7

口裂宽 mouth breadth 56.9±4.3 55.1±4.6 骨盆宽 cresta iliaca breadth 281.8±14.7 277.6±15.4

容貌面高 physiognomic facial ht 189.4±7.6 181.5±7.8 平静胸围 chest circumference Ⅲ 871.3±67.1 845.6±70.8

形态面高 morphological facial ht. 118.2±6.0 110.9±5.9 腰围 waist circumference 853.1±64.4 762.5±99.9

鼻高 nose height 50.8±3.1 49.3±2.9 腹围 abdominal circumference 785.8±90.3 858.3±72.9

鼻长 nose length 46.0±3.0 44.6±2.9 臀围 hip circumference 873.3±64.0 876.1±60.6

鼻深 nasal depth 15.5±1.9 13.7±2.2 大腿围 maximum thigh circumference 485.4±48.9 500.2±52.1

上唇皮肤部高度 upper lip height 16.5±2.9 14.8±2.5 小腿围 calf cricumference 336.7±28.7 326.2±29.4

唇高 lip height 19.1±3.8 18.7±3.0 肱三头肌皮褶 triceps skinfold 8.3±3.6 15.1±4.6

红唇厚度 thickness of lips 8.5±2.1 8.1±1.6 肩胛下皮褶 subscapular skinfold 11.4±5.0 13.5±5.1

容貌耳长 physiognomic ear length 63.3±4.7 63.0±52.0 髂嵴上皮褶 suprailiac skinfold 14.6±7.1 19.2±6.7

容貌耳宽 physiognomic ear breafth 31.2±2.4 30.5±2.5 上肢全长 upper extremity length 727.6±33.5 672.7±30.2

头水平围 head circumference 552.8±14.2 536.7±14.4 下肢全长 lower extremity length 889.8±38.4 842.7±36.4

耳上头高 auricular height 124.8±9.8 119.8±8.2 足长 foot length 245.6±11.8 226.7±10.5

体质量 body weight（kg） 60.5±10.0 52.9±9.3 手长 hand length 176.3±12.8 167.4±12.9

表 5  黎族的体质指数
Tab.5  Body mass index of Li

指数 index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指数 index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头长宽 length- breadth of head 82.0±5.9 82.6±5.3 身高体质量 stature-weight 367.8±56.1 345.1±56.3

头长高 length-height of head 67.1±5.4 67.4±5.2 身高胸围 stature-chest cir 53.1±4.2 55.3±4.8

头宽高 breadth-height  of head 82.0±6.5 81.8±5.4 身高肩宽 stature-shoulder breadth 23.4±0.8 22.7±0.9

额顶宽度 transverse frontoparietal 74.2±4.2 74.3±3.7 身高骨盆宽 stature -cristal 17.2±0.9 18.2±1.0

容貌面 physiognomic facial 131.3±6.8 132.4±6.5 身高躯干前高 Stature supraster.notch 
above sit. Plane

34.7±1.4 35.3±1.9

形态面 morphological facial 82.0±4.9 80.9±4.6 肩宽骨盆宽 acromio-cristal 73.6±4.1 80.1±4.4

头面宽 transverse cephalo-facial 95.0±4.2 93.7±3.3 马氏躯干腿长 Manouvriers’ skelic 89.1±4.6 86.9±5.2

头面高 vertical cephalo-facial 95.3±8.3 92.9±7.3 坐高下身长 Sitting -lower extremity length 1.1±0.1 1.2±0.1

颧额宽 zygomatico-frontal 78.2±4.4 79.3±3.3 身高指距 stature-span 103.3±2.6 102.3±2.7

鼻 height-breadth of nose 78.5±7.7 77.9±8.4 身高上肢长 Stature-upper limb length 44.3±1.2 44.0±1.4

口 lip index 33.9±7.5 34.2±6.4 身高下肢长 Stature-lower limb length 54.2±1.6 55.1±1.4

容貌耳 physiognomic of ear 49.3±3.4 50.9±4.7 上下肢长度 intermembral Ⅰ 81.8±2.8 79.9±2.8

身高坐高 stature-sitting height 52.9±1.3 53.6±1.6 身体质量 BMI 22.4±3.3 2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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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黎族与锦州汉族成人脂肪率的对比
Tab.6  Comparison of Li and Han in Jinzhou adult PBF

族群 ethnic groups
体脂肪率

PBF
躯干脂肪率

PTF
内脏脂肪等级

VFL
右上肢脂肪率

PRULF
左上肢脂肪率

PLULF
右下肢脂肪率

PRLLF
左下肢脂肪率

PLLLF

男黎族 Li men 19.5±6.0 20.1±7.4 8.5±4.6 14.9±5.2 15.3±4.4 19.8±5.4 19.9±6.1

男锦州人 Jinzhou men 22.91 24.28 11.52±4.04 16.39 17.53 22.37 22.49

女黎族 Li women 31.2±7.0 30.0±8.7 5.2±2.6 27.1±7.8 28.8±7.6 33.6±5.3 33.6±5.0

女锦州人 31.75 30.86 6.19±3.31 27.53 28.89 33.94 33.91

表 7  本文黎族资料与 1982 年黎族资料的观察指标结果（%）
Tab.7  Results of observation index in this paper data and data of 1982 Li

族群

ethnic groups
蒙古褶

MF
上眼睑皱褶

EUE
眼裂倾斜度

DE
鼻根高度 

NRH
鼻背侧面观 

NP
上唇皮肤部高度 

ULSH
红唇厚度

TL
耳垂类型

LT

有 yes 有 yes 眼外角高 EA 低 low 直 straight 低 low 薄 thin 圆 round

本文 38.2 90.8 80.2 12 75.5 22.2 32.6 56.8

1982 49.5 93.7 83.6 31.7 44.8 10.6 10.5 63.2

表 8  本文黎族资料与 1982 年资料测量指标和指数的比较
Tab.8  The Li measurement index and data comparison with the data of 1982

变量 Parameter
男 male 女 female

黎族 Li(2014) 黎族 Li(1982) u -test 黎族 Li(2014) 黎族 Li(1982) u -test

头长 head length 186.1±7.1 183.7±7.1 4.61** 177.9±7.0 177.1±6.4 1.18

头宽 head breadth 152.3±7.9 147.3±6.0 9.46** 146.6±6.7 142.0±6.2 7.01**

额最小宽 Min. frontal breadth 112.8±5.3 105.7±4.3 19.65** 108.8±4.4 103.8±3.6 12.53**

面宽 face breadth 144.5±6.0 140.4±4.6 10.19** 137.2±5.2 137.0±4.4 0.42

形态面高 morphological facial ht. 118.2±6.0 121.0±5.7 6.49** 110.9±5.9 114.4±4.8 6.98**

鼻宽 nose breadth 39.7±3.0 40.4±2.4 3.44** 38.3±3.9 38.3±2.0 0.00

鼻高 nose height 50.8±3.1 54.9±4.0 16.05** 49.3±2.9 52.2±3.8 7.94**

口裂宽 mouth breadth 56.9±4.3 47.7±3.9 30.27** 55.1±4.6 45.8±2.9 25.58**

眼内角间宽 interocular breadth 39.7±3.2 38.1±2.9 7.08** 38.0±2.9 37.8±2.3 0.77

身高 stature 1642.4±61.4 1630.1±52.4 2.89** 1531.5±58.2 1540.0±40.6 1.76

坐高 sitting height 868.9±37.1 855.3±30.0 5.38** 819.4±37.1 806.9±35.3 3.38**

肩宽 shoulder breadth 383.4±17.7 370.6±17.0 10.02** 347±16.9 349.9±15.5 1.76

骨盆宽 cresta iliaca breadth 281.8±14.7 265.9±14.2 14.95** 277.6±15.4 263.8±17.2 8.03**

    注：**：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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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黎族的体成分

本文测量的 4 个黎族村寨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海南黎族中处于中等水平，传统上实行

族群内部通婚。

3.1.1  黎族体成分的年龄变化

1）男性 方差分析表明，黎族男性身高、体脂率、总肌肉量、推定骨量、热量、生

理年龄、内脏脂肪等级、右上肢肌肉量、右下肢肌肉量、躯干脂肪率、躯干肌肉量的年

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线性回归分析表明，随年龄增长，体质量、

身高、总肌肉量、推定骨量、热量、右上肢肌肉量、右下肢肌肉量、躯干肌肉量呈线性

下降 （P<0.05 或 P<0.01），左下肢总肌肉量也与年龄呈线性下降关系，但年龄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随年龄增长，黎族男性体脂率、躯干脂肪率等级逐渐线性上升（P<0.01）。考虑到

男性四肢脂肪率与年龄无显著相关，可以认为男性体脂率的增加，主要是躯干脂肪增大造

成的，与四肢脂肪关系不大。随年龄增长，男性由于骨量、躯干和右侧肢体肌肉量以及左

侧肢体肌肉量的下降造成瘦体质量的逐渐减小。

2）女性 方差分析表明，除左、右上肢肌肉量外，黎族女性其余 18 项指标的年龄组

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或 P<0.01）。线性回归分析表明，随年龄增长，身高、

总肌肉量、热量、左下肢肌肉量、躯干肌肉量逐渐线性下降（P<0.05 或 P<0.01），体脂率、

BMI、生理年龄、躯干和四肢的脂肪率逐渐上升（P<0.05 或 P<0.01）。

同男性一样，随年龄增长，黎族女性的体脂率呈线性上升，总肌肉量呈线性下降。

体脂率的逐渐增大是由于躯干和四肢的脂肪率逐渐增加造成的，总肌肉量的逐渐减小是左

下肢肌肉量、躯干肌肉量逐渐下降造成的。

3.1.2  黎族体成分的特点

黎族男性体脂率为 19.5%，BMI 为 22.4 kg/ m2；女性体脂率为 31.2%，BMI 为
22.6 kg/m2。黎族总肌肉量（包括骨骼肌、心肌、平滑肌）男性为 45.8kg，占体质量的

75.7%；女性为 34.0%，占体质量的 64.3%。总的说来，黎族身体偏瘦，但肌肉较发达。

目前，中国族群详细体成分报道不多。目前已经报道了北方的锦州汉族的体成分资

料（缺少标准差）。将本文资料与锦州汉族的体成分进行粗略比较，总的说来，黎族体脂

肪率、躯干脂肪率、内脏脂肪等级、四肢的脂肪率都小于锦州汉族，尤其以男性明显。这

与中国海南终年炎热、四季劳作强度大而锦州气温气候凉爽、冬季较长有一定关系。

2004 年五指山市农村尚有较高比例的贫困人口，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 1000 元的贫

困人口为 2.08 万人（全市人口约 11 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是当地黎族体脂率较

低的经济因素。  
按照五指山市统计局发布的五指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4 年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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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可支配收入 7642 元（含农垦）。据政府工作报告，2014 年锦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5214 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723 元。这是两地人群体脂率出现较大

差异的经济因素。  

3.2   本文黎族资料与 1982 年的黎族体质资料的比较

由于语言、生活习俗和文化特征的差异，黎族分为五个支系：美孚黎、本地 ( 润 ) 黎、

杞黎、侾黎、加茂黎 [25]。张振标和李建军认为，黎族各支系的在面部形态上很难区别开。

杞黎分布在黎族聚居区的中心地区，较多保留了黎族的传统文化习俗。本次测量的是五指

山市郊区的杞黎。开展测量工作的 5 个黎族村寨毗邻。5 个村寨黎族人属于同一个族群，

经济条件，自然环境一致。

考虑到观察指标出现率容易出现系统误差，本文资料与 1982 年资料（男为 470 例，

女为 137 例）[16] 只是进行初步的比较。本文资料的鼻根低平率、耳垂圆形率低于 1982 年

数据，而直鼻背率、上唇皮肤部低型率、红唇薄型率高于 1982 年数据，有上眼睑皱褶率、

有蒙古褶率、眼外角高率与 1982 年数据接近。

本文（2014 年）男性的头长、头宽、额最小宽、面宽、口裂宽、眼内角间宽、身

高、坐高、肩宽、骨盆宽均数大于 1982 年资料均数（P<0.01），形态面高、鼻宽、鼻

高均数小于 1982 年均数（P<0.01）。女性 2014 年的头宽、额最小宽、口裂宽、坐高、

骨盆宽均数大于 1982 年均数（P<0.01），2014 年形态面高、鼻高均数小于 1982 年均

数（P<0.01 或 P<0.05）。头长、面宽、鼻宽、眼内角间宽、身高、肩宽均数二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综合男性、女性比较结果，可以认为，本文资料的头宽、额最小宽、口裂宽、身高、

坐高、骨盆宽均数大于 1982 年资料均数，形态面高、鼻高均数小于 1982 年资料均数。

1982年资料的黎族头长宽指数男为圆头型，女为中头型；头长高指数男女均为高头型；

头宽高指数男为中头型，女为狭头型；形态面指数男性为中面型，女性为狭面型；鼻指数

男女均为中鼻型。本文资料男性与 1982 年资料头部、鼻部分型一致，只是本文资料男性

面型更阔些。女性头面部分型差异较大。

1982 年资料的测量时间是 1980 年，据本文资料的测量时间为 34 年。与 34 年前黎族

头面部资料相比，本文测量的黎族头宽、面宽值较大，头更圆些、更阔些，面更阔些，红

唇较薄，形态面高值较小，男性鼻宽值较小。这是否与近 30 年来中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

促进南、北族群基因交流有关，尚待研究。30 年来黎族人身材增高、骨盆宽值也增大，应

该主要与生活环境、营养成分的改善、劳作强度减弱有关。1982年黎族资料的调查范围很广，

主要在通什镇（即今天的五指山市）、保亭县、崖县、乐东、东方、昌江、白沙、临高县。

本文测量的黎族集中聚居在五指山市。两次测量地点有交叉，但不完全一致，也是这两份

黎族体质数据出现差异的原因之一。我们采样的五指山市是黎族人的聚居区，所采样的几

个村寨几乎全部为黎族人，这些村寨的黎族人实行族内通婚，异族通婚率极低。故 30 年来

其体质特征的变化主要是经济发展、卫生条件的改善、劳作强度的变化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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