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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了探讨藏族青少年体型发育特征及其规律 ,本文应用 Heath2Carter 体型法对 2530 名藏族青少年体

型进行评价。结果发现 ,藏族青少年的平均体型男性为偏中胚层的外胚层型 (2140 —3129 —3172) ,女性为

中间型 (3165 —2187 —3132) ;男性的体型以外胚层系体型为主 (58152 %) ,女性体型以内胚层系 (32162 %) 和

外胚层系为主 (35140 %) ;随着年龄的增长 ,藏族青少年的体型发展有一定的规律 ,男性由中胚层2外胚层均

衡型经偏中胚层的外胚层型又发展回中胚层2外胚层均衡型 ,女性由中胚层2外胚层均衡型经历均衡的外胚

层型发展为均衡的内胚层型。因此 ,本文认为 ,藏族男性青少年身体的线性程度高、外形上比较瘦削、肌肉

较发达 ;藏族女性青少年较男性身体的脂肪含量多、线性程度相对较高。

关键词 : 体型 ; 藏族 ; 青少年 ; Heath2Carter 体型法

中图法分类号 : R179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00023193 (2009) 0120064209

收稿日期 : 2008203214 ; 　定稿日期 : 2008210210

基金项目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西藏藏族青少年生长发育的研究 ,30270696)

作者简介 : 温有锋 (19772) ,男 ,满族 ,辽宁绥中人 ,讲师 ,辽宁医学院人类学研究所医学博士 ,主要从事体质人类学和分子

人类学研究。Email :swyf @1631com。

1 　前言

体型是个体当前的形态表型 ,是可以观察到的外在的形态结构 ,它不考虑身材大小 ,是

对身体形状和组成成分的描述。体型随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并且因生活环境的不同而产

生差异。体型对人的生理机能、运动素质、心理情感、社会适应性发展及职业选择意向都有

一定的影响 ,因而体型的研究对医学、心理学、体质人类学和运动选材学等都具有重要的实

际意义。另外 ,体型的研究对准确评价人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并指导其健康成长具有辅

助作用[1 ] 。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有关体型的研究 ,在欧美的许多国家已展开了大量的工作 ,如体

型与遗传[2 ] 、环境[3 ] 、疾病[4 ]的关系 ,不同群体 (包括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地区、种族等) 的

体型分布特点[1 ] 。到 1990 年 ,Heath 和 Carter 已汇集到世界各地 60 个人群的体型资料。我

国在体型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 ,资料也相对较少。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朱钦等[5 ] 人对我国

成人体型进行了研究 ,季成叶[6 ]对汉族青少年的体型进行了调查。

藏族主要聚居于我国西藏自治区 ,也有小部分分布于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四省。藏

族属汉藏语系 ,藏缅语族 ,藏语支 ,人口 45913 万 ,生活在海拔 3500m 以上的青藏高原上 ,空

气密度仅为平原地区的 60 %～70 % ,年平均气温 8 ℃左右 ,年降水量为 400mm ,年平均日照

时间 3000 小时[7 ] 。特有的高原环境造就了藏族人独特的体型特征。因此本研究分析了西



藏藏族青少年的体型 ,以了解藏族青少年体型特点及变化规律 ,填补藏族青少年体质人类学

资料的空白 ,进而为改进和提高藏族青少年的健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2 　对象与方法

211 　调查对象

在知情同意前提的基础上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调查方法 ,从拉萨市和那曲地区 9 所

大、中、小学抽取父母为藏族 ,本人始终在西藏生活 ,经体检健康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 (7 —18

岁) 。按年龄与性别分组 ,每岁为一组 ,如 71000 —71999 岁为 7 —岁组 ,以此类推 ,每组男女

各 41 —79 例 ,共调查2 530人。调查分组见表 1。

表 1 　各年龄组的样本分布情况

Each age group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es

地区 性别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19 合计

拉萨
男

女

那曲
男

女

合计

51 56 48 53 57 55 63 50 52 57 56 58 656

53 56 79 58 49 47 55 49 58 63 59 54 680

61 50 57 49 50 51 49 50 45 45 50 51 608

48 48 57 53 48 48 54 48 46 48 47 41 586

213 210 241 213 204 201 221 197 201 213 212 204 2 530

212 　仪器设备

马丁测高仪 (无锡帆鹰警用器材有限公司) ;杠杆式体重计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直角

规 (无锡帆鹰警用器材有限公司) ;弯角规 (无锡帆鹰警用器材有限公司) ;皮脂检测计 (国家

体育总局科研所) ;围度尺 (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 。

213 　方法

21311 　体质测量方法 　按照 Heath 和 Carter 方法[1 ] 测量身高、体重、肱骨内外上髁间径、股

骨内外上髁间径、上臂紧张围、小腿围、肱三头肌皮褶、肩胛下皮褶、髂前上棘皮褶及小腿中

皮褶等 10 项指标。

21312 　体型判定方法 　按照 Heath2Carter 体型法进行并绘制体型图[1 ] 。

21313 　体重指数、身体密度及体脂百分比[8 ] 　体重指数 (BMI) BMI = 体重Π身高2 。根据日本

体育学会由皮褶厚度 T(肱三头肌皮褶与肩胛下皮褶之和) 推测身体密度 (D) 的公式 :男性 :

D = 110913 - 0100116 ×T;女性 :D = 110897 - 0100133 ×T。根据 J . Brozek 算体脂含量的改良

公式 :体脂 % = (4157ΠD - 41142) ×100。

21314 　统计分析 　所有原始数据输入 SPSS1115 软件包 ,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

分析等统计学处理。

214 　质量控制

在进行测量之前对测量人员进行培训 ,掌握测量技术 ,并做可靠性分析 ,对各项测量指

标每人重复测二次 ,前后二次进行分析 ,相关系数 r 在 019 以上方可进行测量[9 ] 。严格选择

受试对象 ,要求父母均为藏族 ,身体发育正常 ,营养状态良好 ,无遗传、代谢、营养性疾病。测

量时同一测量者对同一受试对象的同一指标测量两次取其平均值。肱骨内外上髁间径、股

骨内外上髁间径、上臂紧张围、小腿围、肱三头肌皮褶、肩胛下皮褶、髂前上棘皮褶及小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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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褶等 8 项指标只测量受试者右侧肢体的指标。

3 　结果

311 　各形态指标、指数的变化趋势及性别差异

从表 2 —4 可以看出藏族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各项指标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大。男性青

少年的生长突增高峰出现在 11 —15 岁 ,女性出现在 9 —13 岁 ,并且在 7 —8 岁的增长量均较

大 ,提示 8 岁以前还有一个生长突增高峰 ,表现出藏族女性的生长发育比男性提前 2 岁。在

第二个生长突增高峰期间男性身高的平均增长幅度是 5182 厘米Π年 ,女性是 4189 厘米Π年 ;

男性体重的平均增长幅度是 3162 公斤Π年 ,女性是 3172 公斤Π年 ;男性皮下脂肪量的平均增

长幅度是 0114 毫米Π年 ,女性为 2153 毫米Π年 ,表现出男性的线形发育指标比女性快。16 岁

以后女性的多数指标已停止增长 ,而男性持续到 18 岁。各项指标的性别差异主要出现在 14

岁以后 ,除皮下脂肪量和体脂百分比外均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 ,且 16 岁之后均有显著性差

异 ( P < 0105) ,这主要是由于女性生长发育接近尾声而男性仍处于生长突增高峰期所导致

的。

312 　藏族青少年的体型

31211 　藏族青少年三因子及 Ponder 指数的变化趋势及性别差异 　内因子反映个体的相对

肥胖程度 ,从表 5 可以看出 ,男性内因子随年龄增长有减小趋势且变化不大 ,波动在 2124 —

2164 之间 ;女性内因子随年龄增加而增大 ,波动在 2166 —4186 之间。除 7 岁、8 岁组外其余

各年龄组的内因子均值均有性别差异 ( P < 0105) ,表现为同年龄组女性大于男性 ,并于 18 岁

男女内因子值差异达最大 (男 2133 ,女 4186) 。表明藏族男孩较女孩瘦削 ,皮下脂肪量较少。

中因子反映人体肌肉和骨骼的发达程度 ,如表 5 所示 ,男性中因子随年龄增长呈波浪式增

加 ,波动在 3113 —3157 之间 ,到 18 岁时达最大 ;女性中因子波动在 2163 —3136 之间 ,表现为

先减小再增大 ,在生长发育末期进入平台期。除 7 岁组外 ,其余各年龄组男性的中因子均高

表 2 　藏族身高等体质发育指标

Tibetan height and other physic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x ±s)

年龄
(岁)

身高 (cm) 体重 (kg) BMI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7 — 121125 ±6141 　 119183 ±5164 　 22156 ±4130 3 21121 ±3198 　 15128 ±2129 　 14170 ±2101

8 — 127101 ±6184 126100 ±6159 25104 ±4135 3 23162 ±4144 15145 ±1179 3 14179 ±1165

9 — 130157 ±6131 130140 ±7116 26157 ±4160 26111 ±5177 15151 ±1175 15125 ±2127

10 — 133153 ±7155 3 136108 ±7117 28140 ±4184 29102 ±5163 15191 ±2127 15158 ±2109

11 — 137194 ±8171 3 140120 ±8186 32150 ±7127 32160 ±7192 16190 ±2138 16145 ±3106

12 — 144196 ±7170 144198 ±9126 35144 ±7166 36127 ±7132 16168 ±2101 17116 ±2162

13 — 149165 ±8159 149196 ±6118 39113 ±7123 41100 ±7153 17138 ±2149 3 18112 ±2145

14 — 155146 ±8114 3 151198 ±8102 43162 ±8186 44141 ±6117 18101 ±3134 3 19136 ±3135

15 — 161122 ±710533 154158 ±6142 46196 ±6131 47150 ±6127 18104 ±119933 19191 ±2165

16 — 164197 ±610133 154187 ±4192 51145 ±616833 48122 ±6100 18190 ±212533 20109 ±2118

17 — 166161 ±512733 156176 ±5108 53173 ±710533 50133 ±6170 19135 ±2128 3 20147 ±2143

18 —19 166143 ±517333 155198 ±5146 54128 ±613833 49178 ±6172 19159 ±2103 3 20147 ±2164

合计 146142 ±715933 143121 ±8102 38110 ±6187 37127 ±6109 17119 ±216833 17164 ±3131

　　注 :表中数据为同年龄组男女间的比较 , 3 P < 0105 ,33 P <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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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藏族肱骨内外上髁间径等体质发育指标

Tibetan humeral condyle on the inside and outside diameter and other

physic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x ±s)

年龄
(岁)

肱骨内外上髁间径 (cm) 股骨内外上髁间径 (cm) 修正上臂紧张围 (cm)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7 — 4139 ±0134 　 4143 ±0136 　 6184 ±0149 3 6164 ±0150 　 16170 ±1176 　 16156 ±1137

8 — 4162 ±0147 4160 ±0137 7109 ±0154 3 6184 ±0151 17151 ±2100 3 17100 ±1164

9 — 4176 ±0154 4166 ±0146 7128 ±014833 7100 ±0153 17186 ±2101 17163 ±2102

10 — 4189 ±0161 4189 ±0145 7140 ±0152 3 7123 ±0156 18142 ±2131 18132 ±2100

11 — 5110 ±0149 5104 ±0136 7176 ±0164 3 7141 ±0149 19172 ±2139 18172 ±2138

12 — 5139 ±0157 3 5122 ±0145 8101 ±016333 7169 ±0148 20122 ±2120 19173 ±2104

13 — 5166 ±014933 5140 ±0146 8138 ±016233 7188 ±0150 21121 ±2117 21113 ±2147

14 — 5190 ±014933 5145 ±0131 8161 ±015633 8100 ±0148 22155 ±2170 3 21168 ±1192

15 — 6102 ±014333 5151 ±0142 8168 ±016233 7187 ±0170 23150 ±2124 3 22145 ±2123

16 — 6123 ±014333 5145 ±0141 8175 ±014933 7198 ±0158 24182 ±211933 22181 ±2134

17 — 6123 ±013633 5155 ±0151 8168 ±015333 7197 ±0155 25128 ±210533 23117 ±2109

18 —19 6134 ±013933 5148 ±0130 8180 ±015633 8104 ±0147 26104 ±210133 23135 ±2145

合计 5145 ±018233 5113 ±0156 8101 ±018933 7153 ±0172 21109 ±318133 20116 ±3120

　　注 :表中数据为同年龄组男女间的比较 , 3 P < 0105 ,33 P < 0101。

表 4 　藏族修正小腿围等体质发育指标

Tibetan amendment calf circumferences and other physical development indicators ( �x ±s)

年龄
(岁)

修正小腿围 (cm) 皮下脂肪量 (mm) 体脂百分比 %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7 — 22178 ±2116 　 22140 ±1155 17173 ±7115 　 18183 ±6175 10156 ±211333 47134 ±2180

8 — 23175 ±2120 23139 ±1180 19175 ±8135 20167 ±8177 11106 ±215833 48104 ±3171

9 — 24157 ±1192 24131 ±2178 19130 ±6193 3 21184 ±9194 10199 ±212133 48155 ±4122

10 — 25130 ±2116 25136 ±2123 19190 ±8189 3 23188 ±9128 11109 ±217233 49130 ±3177

11 — 26163 ±2185 26114 ±2150 20103 ±610833 25178 ±12105 11114 ±210033 49198 ±4197

12 — 27140 ±2148 27112 ±2158 20146 ±617833 27162 ±11164 11105 ±211033 50183 ±4192

13 — 28138 ±3158 28179 ±2147 21140 ±919333 31197 ±12105 11133 ±219033 52172 ±5148

14 — 29155 ±2168 29175 ±1190 21133 ±719933 37126 ±13127 11119 ±214333 54189 ±5165

15 — 30152 ±2117 30147 ±2150 21144 ±618533 41111 ±13196 11124 ±210833 56149 ±5196

16 — 31179 ±2141 3 30171 ±1196 22155 ±819033 41145 ±12108 11140 ±216233 56172 ±5130

17 — 32114 ±2136 3 31126 ±2129 22173 ±1110433 44118 ±15142 11152 ±310233 57192 ±6180

18 —19 32152 ±210433 30186 ±2107 22197 ±710233 44195 ±12153 11171 ±212533 58129 ±5190

合计 27188 ±4109 3 27149 ±3179 20179 ±812433 31143 ±14190 11119 ±214533 52151 ±6138

　　注 :表中数据为同年龄组男女间的比较 , 3 P < 0105 ,33 P < 0101。

于同年龄组的女性 ,且在 9 —14 岁、16 岁、18 岁年龄组有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说明在 7 岁

之后男性较女性骨骼粗壮、肌肉发达。外因子反映身体的线形程度 ,表 5 显示了外因子的变

化趋势。在 7 —11 岁期间 ,女性的外因子均值高于男性 ;12 岁之后 ,即被男性超过 ,以后差

距逐步拉大 ,以致到 15 岁时两者 (男 4118 ,女 2183)差值达 1135 ,并且 13 岁以后中因子的性

别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 ( P < 0105) ,这种变化趋势是由女性较早出现以身高线性生长为主

的青春期生长突增造成的。

Ponder 指数反映身体的充实程度 ,从表 5 可以看出 ,男女性 Ponder 指数呈先增大后减小

的趋势 ,男性的峰值出现在 15 岁 ,而女性出现在 10 岁 ,11 岁以前外因子值女性大于男性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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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 ,并且 13 岁之后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 P < 0105) 。说明随年龄的

增长 ,男性身体充实度增加 ,变得更加强壮 ;女性身体充实度下降 ,体内脂肪含量增加 ,变得

较丰满。

31212 　藏族青少年的体型特征 　藏族青少年的平均体型值 (表 5) 男性为 2140 —3129 —

3172 ,属偏中胚层的外胚层型 ;女性为 3165 —2187 —3132 ,属中间型。

从体型图来看 (图 1) ,藏族男性青少年的平均体型点分布在中心点的右侧 ,并且在 7 —

15 岁期间 ,随年龄的增长 ,各年龄组的平均体型点大致呈水平向右分布 ,15 岁达极点 ,15 岁

之后又逐渐返回 ,即体型由中胚层2外胚层均衡型经偏中胚层的外胚层型又发展回中胚层2
外胚层均衡型过程。反应了随着生长发育的进行男性骨骼逐渐粗壮 ,肌肉日趋发达 ,身体变

得修长。藏族女性青少年的平均体型点在体型图上大致呈倒“L”形分布 ,反应女性体型随

年龄的增长从中胚层2外胚层均衡型经历均衡的外胚层型发展为均衡的内胚层型过程 ,即随

生长发育的进行女性体内脂肪增多 ,体型日渐丰满。

表 5 　藏族青少年体型

The somatotype of Tibetan adolescents

年龄
(岁)

体型均值 X Y Ponder 指数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7 —
2145 —3134 —3106
0193 —0189 —1117

2166 —3136 —3129
0194 —0178 —1105

0161 　0163 　1117 　0176 43112 ±1188 43148 ±1164

8 —
2164 —3127 —3134
1114 —1133 —1122

2176 —2199 —3170
1112 —0176 —1114

0170 0194 0156 - 0147 43159 ±1170 44109 ±1156

9 —
2153 —3113 —3158
1104 —0187 —1118

2181 —2185 —3181
1110 —0190 —1130

1105 1100 0114 - 0192 43193 ±1162 44121 ±1188

10 —
2150 —3128 —3166
1109 —1162 —1132

2198 —2169 —4101
1113 —0198 —1138

1117 1103 0139 - 1161 43195 ±2114 44152 ±1190

11 —
2147 —3131 —3154
0180 —1101 —1105

3109 —2164 —3187
1129 —1106 —1153

1108 0179 0162 - 1168 43152 ±1175 44125 ±2133

12 —
2137 —3115 —3192
0185 —0199 —1127

3127 —2163 —3174
1138 —1116 —1142

1154 0147 0102 - 1173 44139 ±1175 44106 ±2120

13 —
2139 —3134 —3188
1122 —1106 —1126

3162 —2182 —3144
1127 —1101 —1126

1149 - 0119 0142 - 1142 44130 ±1191 43173 ±1175

14 —
2133 —3146 —4105
1109 —1146 —1158

4118 —2191 —3110
1145 —1131 —1152

1172 - 1108 0154 - 1146 44146 ±2159 43107 ±2164

15 —
2124 —3114 —4118
0183 —1118 —1129

4150 —2183 —2183
1134 —1121 —1130

1194 - 1167 - 0114 - 1167 44181 ±1170 42181 ±2101

16 —
2129 —3128 —4100
1102 —1107 —1133

4154 —2194 —2168
1120 —1113 —1113

1171 - 1186 0127 - 1134 44149 ±1188 42167 ±1161

17 —
2126 —3118 —3184
1120 —1111 —1132

4175 —2191 —2163
1150 —1117 —1125

1158 - 2112 0124 - 1157 44129 ±1181 42160 ±1178

18 —19
2133 —3157 —3168
0183 —0198 —1118

4186 —2193 —2162
1124 —1122 —1132

1135 - 2125 1113 - 1161 44106 ±1163 42154 ±1194

合计
2140 —3129 —3172
1102 —1115 —1130

3165 —2187 —3132
1149 —1107 —1139

1132 - 0133 0146 - 1122 44110 ±1190 43152 ±2106

　　从藏族体型的分布频率来看 ,男性青少年的体型主要集中在偏中胚层的外胚层型
(30110 %) 、均衡的外胚层型 (16101 %) 和中胚层2外胚层均衡型 (12141 %) ,这三种类型的体

型占总样本的 58152 % ,表明男性藏族青少年身体的线性程度高、外形上比较瘦削、肌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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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藏族青少年体型分布图

The somatotype distribution of Tibetan adolescents
　

发达 ;女性青少年的体型主要集中在偏中胚层的内胚层型 (19105 %) 、均衡的外胚层型

(13141 %) 、偏内胚层的外胚层型 (13110 %) 和中间型 (11119 %) ,这四种体型占总样本的

56175 % ,表明藏族女性青少年身体的脂肪含量较多、线性程度相对较高。

313 　藏族与汉族等 8 个群体体型位置距离的比较

藏族与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壮族、朝鲜族、匈牙利、芬兰、日本 (尼日利亚) 等 8 个群

体体型位置距离见表 6 和表 7。

表 6 　藏族与汉族等 8 个群体的体型位置距离(男性)

The SAD between Tibetan and Han etc. other seven population ( male)

年龄 藏族 汉族 [10 ] 蒙古族 [11 ] 达斡尔族[12 ] 壮族 [13 ] 朝鲜族 [14 ] 日本 [1 ] 匈牙利[1 ] 芬兰 [1 ]

7 — 0 　 0140 0181 0171 0127 1128 0188 0188 1104

8 — 0 0131 0169 0177 0155 1135 1124 1105 1104

9 — 0 0145 0179 0182 0155 1133 1124 1118 0184

10 — 0 0136 0182 0198 0138 1109 1150 1132 1116

11 — 0 0146 0187 0151 0141 0187 1147 1134 1140

12 — 0 0132 1102 0193 0133 1137 1146 1138 1132

13 — 0 0144 0198 0151 0110 1113 0178 1114 0181

14 — 0 0138 0163 0123 0128 1121 1120 1103 0142

15 — 0 0185 1125 0180 0146 1123 1128 1105 0141

16 — 0 1108 0188 0172 1170 1104 1163 1101 0183

17 —18 0 0194 1122 0187 1147 1147 1166 0175 —

合 计 0100 0154 0191 0171 0159 1122 1130 1110 0193

　　注 :此表中体型位置距离 (SAD)为藏族体型点与汉族等 8 个群体的体型点在三维空间中的距离 ,表 9 与此表同。

·96·　1 期 温有锋等 : 西藏藏族青少年体型 　　 　



表 7 　藏族与汉族等 8 个群体的体型位置距离(女性)

The SAD between Tibetan and Han etc. other seven population ( female)

年龄 藏族 汉族 [10 ] 蒙古族 [11 ] 达斡尔族[12 ] 壮族 [13 ] 朝鲜族 [14 ] 匈牙利[1 ] 芬兰 [1 ] 尼日利亚[1 ]

7 — 0 　 0139 0156 0183 0155 1101 2104 0194 —

8 — 0 0156 0156 0161 0183 0189 1109 0185 —

9 — 0 0148 0167 0185 1118 0190 1167 0183 —

10 — 0 0152 1119 1126 1159 1124 1164 1114 0176

11 — 0 0163 1140 1138 2123 0199 1119 1122 0136

12 — 0 0169 1122 1149 1165 0176 1144 1111 0134

13 — 0 0187 1102 1120 1128 0186 1123 1123 0149

14 — 0 0190 0196 0182 0162 1130 0179 0147 0196

15 — 0 0144 1104 0193 0126 2101 0168 0193 1108

16 — 0 0126 1152 1178 0185 1167 1113 0143 1130

17 —18 0 0138 1141 1123 0171 1156 1132 — 1150

合 计 0100 0156 1105 1113 1107 1120 0185 0191 1129

4 　讨论

411 　藏族青少年体型变化规律

从出生到成年 ,个体的生长发育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 ,因此个体的体型在此过程中具有

不稳定性[15 ] 。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型也随之发生变化 ,不仅表现在外部形态如长度、围度、间

径及其比例的关系 ,同时内部的结构组成方面也发生变化 ,这在体型的三因子值的相对大小

关系上可反映出来。

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 ,男性身高在 15 岁以前各年龄组本上呈快速增长 ,并在 11 —15 岁

时出现增长高峰 (年增长率在 510 %左右) ;16 岁以后身高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到 18 岁时增

长基本停止。皮下脂肪含量和体脂百分比呈上升趋势 ,但增长幅度不大。由于身高持续增

长且幅度较大 ,而皮下脂肪量增长量较小 ,使得其内因子值变化较小最后趋于平稳 ,中因子

值变化不明显 ,而外因子值逐渐升高 ,从而导致 12 岁之前体型不稳定 ,12 —17 岁表现为偏中

胚层的外胚层型 ,18 岁时形成稳定的中胚层外胚层均衡型体型。

女性的身高在 13 岁快速增长 ,14 岁后其身高增长幅度逐渐减缓 ,16 岁以后基本停止增

长。皮下脂肪含量和体脂百分比持续增加 ,11 —15 岁增长幅度较大 (年均 4mm 左右) ,并于

18 岁达高峰。显示女性的身高发育主要集中在 15 岁以前 ,皮下脂肪等的发育高峰出现在

11 —15 岁。由此使得其内因子值逐渐升高、中因子值先降低再升高、外因子值先升高再降

低 ,从而表现出女性体型由中胚层2外胚层均衡型经历均衡的外胚层型发展为均衡的内胚层

型过程。

上述情况表明 ,生长发育期的藏族青少年 ,男性体型的变化出现在身高快速增长时期

(11 —15 岁) ,此时身高增长较快 ,而肌肉、皮下脂肪、内脏器官等发育较缓慢 ;而女性体型的

变化出现在身高快速增长末期 (16 岁) ,此时身高增长相对停滞 ,而肌肉、皮下脂肪、内脏器

官等发育加快 ,体型由纵向发展转为横向发展 ,形成体型演变的转折点 ,并发展为男女两性

不同的体型类型。这与金利新[10 ]报道的完全不同 ,可能是由于藏族生活在海拔 3500 米以上

的青藏高原上 ,低氧、强辐射、低蛋白饮食等因素造成的。由于男性体型发生变化的时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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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且以外胚层型为主 ,体型表现为比较瘦小 ,所以男性青少年进入青春期后应增加蛋白质饮

食和能量摄入 ,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以形成强健均衡的体型。

藏族青少年体型之所以呈现以上的变化规律 ,结合本课题组关于藏族血清学的研

究[16 ]
,笔者认为可能是由内分泌因素所造成的。进入青春期后 ,受下丘脑 - 垂体 - 性腺轴

的调节 ,男性体内分泌大量的睾酮 ,促进肌肉蛋白质的合成、骨骼发育和钙磷沉积 ;女性体内

分泌大量的雌激素 ,它对生长激素有抑制作用 ,使胰岛素作用增强 ,促使细胞质增大 ,蓄积大

量脂肪 ,从而导致皮下脂肪含量升。因而进入青春期之后 ,男性表现为骨骼粗壮、肌肉发达、

身体修长 ;女性表现为皮下脂肪日渐充实 ,体型较为丰满 ,但线性度稍差。这与其他文献报

道的一致。

412 　藏族与汉族等群体的体型比较

体型位置距离 (Somatotype Attitudinal Distance ,SAD) ,表示在三维空间中两个体型点的差

异。SAD 值越小表示两种体型间的差异越小 ,值越大差异越大。

男性 SAD 的比较 (表 6) :藏族与汉族、壮族间的 SAD 值较小均在 015 —016 之间 ,与蒙古

族、达斡尔族、芬兰的差异较大但 SAD 值未超过 1 ,而与朝鲜族、日本人和匈牙利人间的 SAD

值均大于 1 ,说明差异很大。

女性 SAD 比较 (表 7) :藏族与汉族间的 SAD 值较小为 0156 ,与芬兰、匈牙利人的差异较

大在 018 —019 之间 ,与其他群体间的体型位置距离均大于 1 ,体型差异很大。

通过对藏族等 9 个群体体型位置距离的比较 ,发现不同种族间的体型位置距离较远 ,而

同一种族内的体型位置距离较小 ,尤其是同一民族内部不同群体的体型位置距离很小 ,因此

体型位置距离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种族间的体型差异 ,也可以用于推断不同群体之间体质的

相似性。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藏族的体型与汉族很相似 ,与同属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和达

斡尔族较相似 ,而与白色人种 (芬兰、匈牙利)和黑色人种 (尼日利亚)差异很大。

体型主要受遗传因素的影响[17 ] 。考古资料证明资阳人和丽江人是汉族和西南地区包

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18 ] ;遗传学资料表明藏族在族源上与汉族很近[19 ] ;另

外藏族和汉族同属汉藏语系 ,在语言上也很接近[18 ]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藏族与汉族

的族源关系很近 ,可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这可能是藏族与汉族青少年体型较相似的主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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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atotypes of Tibetan Adolescents in Tibet

WEN You2feng1 , YE Li2ping2 , XI Huan2jiu1 , REN Fu1

(1. Anthropology Institute of Liaoning Medical College ;

21 Pathophysiology of Liaoning Medical College , Jinzhou 　121001 , China)

Abstract : To study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of somatotypic growth in Tibetan adolescents ,

somatotypes of 2530 Tibetan adolescents were evaluated using the Heath2Carter anthropometric method.

In this research , we found that the average somatotype of males was mesomorphic and ectomorphic

(2140 —3129 —3172) whereas in females , the average somatotype was central (3165 —2187 —3132) .

The primary somatotype in males was ectomorphy (58152 %) and endomorphy in females (32162 %) .

It was noted that with increasing age , male somatotypes developed from mesomorph2ectomorphy ,

mesomorphic2ectomorphy to mesomorph2ectomorphy , however in females the pattern is from ectomorph2
endomorphy , balanced ectomorphy , ectomorph2endomorphy ectomorphic endomorphy to balanced

endomorphy.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omatotypes of Tibetan adolescent males and females are slender

with males being more muscular and females having more body fat .

Key words : Somatotype ; Tibetan ; Adolescent ; Heath2Carter anthropometric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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