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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了 1997年 9 月 1999 年 9月对芜湖市第九中学 478 名(男 245人, 女 233人)汉族中学生生

长发育 3年追踪测量结果。调查指标为身高、体重、胸围和月经初潮年龄。分析了维尔维克指数,比较了

男女间的差异并与芜湖市 1986 年数据进行了比较,对差异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当前青少年生长发

育加速和性成熟提前趋势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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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生长发育是一个长期连续、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以往的研究多为横剖面调查,

已积累了丰富资料
[ 1 2]
。横向研究虽然能帮助我们了解某一时间断面上各年龄段人群生长

发育状况,但不能避免长期变化带来的偏差。而纵向的追踪研究则可以了解一代人在不同

生长过程中各阶段的特征, 国外已有大量资料
[ 3 4]

,国内也有一些报告
[ 5 6]
。80年代末, 作

者等
[ 7]
曾追踪观察了芜湖市中学生生长发育状况, 10余年来,芜湖市青少年生长发育有无

新的变化, 尚未见有报道。为此, 我们从 1997年 9月起对芜湖九中当年入学的新生又进行

了连续3年的追踪测量,为体质人类学提供基础参数,并为素质教育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检测对象 按整体抽样法,芜湖市第九中学 1997年秋季入学的 531名汉族新生全部接

受检测。入学时初一有 12、13岁两个年龄组,高一有 15、16岁两个年龄组。其余年龄组的

人数较少未统计在内。3年中,因病、转学和资料残缺等原因累积漏检 53人,样本失访率为

9 98%。共收集完整资料 478人(男 245人,女 233人)。

检测仪器和方法 各项检测均由课题组固定人员按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细则![ 1]

进行。身高用 TZC 型身高坐高计测量, 测量误差小于 0 5cm; RGT 型杠杆式人体秤测量体

重,误差小于 0 1kg;胸围尺测量平静呼吸时胸围,误差小于 0 5cm。3次调查的时间分别为

1997 1999年的 9月下旬。检测均于每天下午进行。3年中使用的为同一套仪器,每次使

用前均经过校正。月经初潮资料于 1999年 9月由测试人员指导,填写统一表格收集, 不符

合要求者个别进行了核对。



2 结果及分析

2 1 身高、体重和胸围(表 1)

3年间,男女生身高分别增长 2 00 14 43cm和 0 83 5 63cm,均为初中组大于高中组。

身高的变异度为 2 83 5 17,女生身高变异略小于男生。

男女生体重在 3年间分别增重 3 67 12 14kg和 1 45 8 10kg,初中组大于高中组。体

重的变异度11 12 20 60,亦是女生小于男生。

男女生胸围 3年间分别增加 4 90 8 18cm和 4 57 6 06cm,男生稍大于女生。胸围的

变异度亦是同龄组女生稍小于男生。

身高、体重和胸围是评价生长发育的重要形态指标, 总的特点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

加, 但各年龄段增加的幅度不一。身高、体重 1 2年级的增长大于 2 3年级; 而胸围则 2

3年级的增长大于 1 2年级。说明胸围的发育滞后 1年左右。

2 2 维尔维克指数(表 2)

维尔维克( Ververck)指数(体重+ 胸围 身高∀ 100)是反映人体发育均称度的指标。3年

中男女生维尔维克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初中组女生大于男生; 高中组男女大于女生。本文

1 2年级部分年龄组的维尔维克指数小于 1995年安徽汉族同龄指数
[ 2]
,相差 0 28 2 04,

3年级时大于安徽汉族均值; 本文男女各年龄组均小于日本数据
[8]
,最大相差 6 21。

2 3 月经初潮

根据全体女生初潮时间计算的平均初潮年龄为 12 31 # 1 03岁(回忆法)。最早 10岁,

最迟 16岁。较芜湖市 1988年
[ 7]
初潮平均年龄( 13 06 # 1 10)提前 0 75岁。

2 4 本文与10年前资料的比较(表 3)

各年龄组身高、体重均大于芜湖 1986 1988年数据
[ 7]
, 说明芜湖市青少年形态发育仍

处于加速状态。

3 讨 论

1 国外有人估计
[9]
, 身高每 10年增长 1 5cm, 体重增加 0 5kg, 本文与芜湖 1986 1988

年的数据
[ 7]
相比已超过这一尺度,说明芜湖市青少年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加速期。

2 本样本男女各年龄组胸围的发育普遍滞后,多数年龄段比安徽1995年均值
[ 2]
小。维

尔维克指数亦有较大差距。显示芜湖青少年发育的匀称度还较差,发育水平还偏低。这反

映出本样本体型特点表现为单细、瘦弱。这一方面是在生长发育一定阶段,人体纵向生长相

对快于横向生长所致;另一方面与体育运动不足也有一定关系。

3 据 Luche
[ 10]
和永井尚子等

[ 11]
的研究, 尼日利亚和日本女孩的初潮年龄大约每 10年提

前4个和 3 6个月,西欧平均每 10年提前 3 4个月。本文与 10年前当地资料相比已超出

这一范围, 说明女孩性成熟前趋现象仍未停止。早熟的生理冲击和相对薄弱的道德观念形

成尖锐的矛盾, 给学校和家庭教育乃至全社会带来新的课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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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男女生各年龄组维尔维克指数均值比较

The comparison of Ververck Index means by age i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性别

Sex

年龄

岁

Age

yr

1997

均值

 X

与其他资料比较1)

安徽

Anhui

1995

日本

Japan

1986

1998

均值

 X

与其他资料比较1)

安徽

Anhui

1995

日本

Japan

1986

1998

均值

 X

与其他资料比较1)

安徽

Anhui

1995

日本

Japan

1986

1998- 1997

差值

1999- 1998

差值

1999- 1997

差值

1998- 1997

difference

1999- 1998

difference

1999- 1997

difference

男

Male

12 72 00 0 77 - 3 96 75 11 0 33 - 2 22 78 01 0 70 - 3 17 3 11 2 90 6 01

13 72 74 - 2 04 - 4 59 76 16 - 1 15 - 5 02 78 83 - 1 02 - 3 89 3 42 2 67 6 09

15 80 29 0 44 - 2 43 83 27 2 26 - 1 51 85 53 2 47 0 04 2 98 2 26 5 24

16 81 48 0 47 - 3 30 83 63 0 57 - 1 86 85 88 1 10 - 1 06 2 15 2 25 4 40

女

Female

12 72 91 1 97 - 3 70 75 78 1 44 - 4 30 79 34 2 21 - 1 82 2 87 3 56 6 43

13 73 87 - 0 47 - 6 21 76 85 - 0 28 - 4 31 79 97 0 69 - 2 75 2 98 3 12 6 10

15 78 65 - 0 63 - 4 07 81 22 1 08 - 1 87 83 72 1 97 - 0 20 2 57 2 50 5 07

16 80 84 0 70 - 2 25 82 86 1 11 - 1 06 84 18 2 49 0 63 2 02 1 32 3 34

1)其他资料的维尔维克指数是作者根据原始数据计算的。

表 3 本文与其他资料的比较

Being compared with that of average

性别

Sex

项目

Item

年龄

Age

本文 1987年数据与其他

资料的比较

本文 1988年数据与其他

资料的比较

本文 1999年数据与其他

资料的比较

芜湖

Wuhu 1986

安徽

Anhui 1995

芜湖

Wuhu 1987

安徽

Anhui 1995

芜湖

Wuhu 1988

安徽

Anhui 1995

男

Male

女

Female

身高

体重

胸围

身高

体重

胸围

12 6 32 4 01 7 82 2 87 7 07 2 32

13 2 44 3 00 4 33 - 0 73 1 80 - 0 68

15 4 08 - 0 57 2 37 2 17 1 09 2 26

16 1 81 0 35 0 76 1 12 - 0 48 1 71

12 3 57 3 27 7 25 4 15 6 54 - 2 82

13 0 57 - 1 85 4 01 1 38 2 94 0 56

15 4 64 2 66 5 85 6 08 6 71 6 03

16 4 23 3 33 4 13 4 91 4 06 4 08

12 0 75 - 1 48 - 0 07

13 - 3 15 - 3 82 - 2 32

15 - 0 78 - 0 46 0 09

16 - 2 25 - 3 01 - 0 75

12 - 0 37 2 10 1 21 0 77 - 1 16 0 17

13 1 78 - 0 29 1 72 0 86 0 57 0 69

15 1 62 0 91 0 91 1 01 0 29 1 64

16 2 55 1 19 1 24 1 73 0 62 2 34

12 - 0 64 2 70 1 50 3 22 1 41 2 47

13 0 45 0 27 2 24 2 28 1 78 1 42

15 2 14 1 22 3 51 3 49 4 37 3 16

16 4 24 2 44 3 25 2 97 3 29 3 21

12 1 76 - 0 42 1 13

13 - 1 21 - 2 05 0 23

15 - 1 63 - 0 95 1 33

16 - 1 07 - 0 18 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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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ult from tracing investigat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as reported. It was based

upon 478 students of Han nationality in Wuhu No. 9 middle school, including 245 males and 233 fe

males. The survey were carried out from September, 1997 to September, 1999. The measurements in

cluded stature, body weight, chest girth and menarche. Ververck Index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physical morphology was analysed. Difference of growth and development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

dents were compared. By comparing our data with that of the average of the Hans in the city proper of

Anhui, and that of Wuhu in 1986 1988. The probable causes of difference were analysed. We had a

discussion about the tendency tha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in juvenile are accelerating.

Key word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Longitudinal study; Ververck Index; Middle school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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