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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Heath Carter体型法, 对内蒙古地区 3088 名(男 1489,女 1599) 7 18 岁汉族城乡青少年体型进行

分析。结果表明城乡男生偏中胚层型的外胚层型体型最多, 中胚层一外胚层均衡型和偏外胚层型的中胚

层型次之; 城乡女生偏中胚层型的内胚层型体型最多, 三胚层中间型和偏内胚层型的外胚层型次之。8

13 岁时,同性别同龄组城乡学生的体型差异明显, 13 岁以后体型接近。城乡男女学生体型的性别间差异显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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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者们已采用多种方法(比如生长发育指标、体质指数分析、体型分析等)评价

青少年生长发育状况,其中 Heath Carter人体测量体型法
[ 1]

,能将个体身高、体重、身体围度、

骨骼肌肉系统发育水平、体脂含量蓄积程度以及身体线性度等多种体质因素综合考虑,以此

确定体型,可以比较客观地反映青少年个体(或群体)在生长发育过程中,体质成分的变化规

律和特点。这种研究方法已被多国学者采用。

目前, 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陆续有一些报道,比如对蒙古族
[2]
、达斡尔族

[ 3]
、朝鲜族

[ 4]

青少年以及习舞青少年体型
[ 5]
的研究资料。对汉族青少年体型的研究,仅见北京市中小学

生
[ 6 7]
和长沙市学生

[8]
的资料。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口众多, 居

住区域遍布全国各地。目前, 比较系统的汉族青少年体型研究资料尚不完善。为此,我们对

内蒙古地区汉族青少年群体进行了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我们于 2000年6月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临河市的 3所中学、2所中专和3所小学校, 对

7 18岁汉族中小学学生进行了 10项活体测量, 测量项目包括身高、体重、上臂紧张围、小

腿围、肱骨内外上髁径、股骨内外上髁径以及肱三头肌位、肩胛下位、髂前上棘位与小腿腓肠

肌位皮褶厚度。测量方法和标准严格按Heath Carter 体型法的要求进行。共获得有效资料

3088例,其中男性 1489例(城 758,乡 731) ,女性 1599例(城 858,乡 741)。调查时采用整群

抽样,受试者身体健康,其父母均为汉族。



所有调查资料以年龄、性别、城乡地区分组, 运用体型公式
[ 1]
分别计算城乡男女各年龄

组体型均数,以 内因子值 中因子值 外因子值!形式表示, 同时计算 SAD值(各样本体型

点到平均体型点的空间距离)以及各类体型的分布频数。采用 t检验比较城乡间、性别间的

体型差异性。

2 结 果

1616名城市学生(男 758,女 858)和 1472名乡村学生(男 731, 女 741)各年龄组体型均数

及各类体型分布频数见表 1、表2。男女学生各年龄组平均体型点分布情况见图 1、图 2。

表 1 汉族城乡学生体型均数(  X , S)

Mean somatotypes of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 of Han

年龄

(岁)

Age

男性人数

Male No.

城

Urban

乡

Rural

体型均数

Mean somatotype

城

Urban

乡

Rural

合计

Total

女性人数

Female No.

城

Urban

乡

Rural

体型均数

Mean somatotype

城

Urban

乡

Rural

合计

Total

7 56 54 2 5 3 9 3 2 2 2 4 0 3 2 2 4 3 9 3 2 55 60 2 7 3 3 3 5 2 3 3 3 3 6 2 5 3 3 3 6

0 8 0 8 1 1 0 7 0 9 0 7 0 8 0 8 0 9 0 9 0 6 0 8 0 6 0 7 0 9 0 7 0 7 0 9

8 72 53 2 7 3 9 3 2 1 9 3 9 3 7 2 4 3 9 3 4 73 58 3 0 3 2 3 4 2 4 3 5 3 6 2 7 3 3 3 5

1 2 0 8 1 0 0 7 1 4 0 8 1 0 1 1 0 9 0 7 0 7 1 0 0 7 0 6 0 7 0 7 0 7 0 9

9 57 60 3 2 4 1 3 2 2 0 3 8 3 8 2 6 3 9 3 5 57 61 3 1 3 2 3 7 2 3 3 5 3 8 2 7 3 4 3 8

1 8 1 3 1 3 0 5 0 7 0 9 1 1 1 0 1 1 0 9 0 7 1 0 0 6 0 7 0 8 0 7 0 7 0 9

10 54 56 3 0 3 7 3 2 2 2 4 1 3 7 2 6 3 9 3 5 54 54 3 6 3 0 3 8 2 5 3 4 4 1 3 1 3 2 4 0

1 3 1 0 1 2 0 8 1 2 1 1 1 0 1 1 1 1 1 3 1 2 1 4 0 7 0 9 1 2 1 0 1 1 1 3

11 52 61 3 3 3 9 3 5 2 4 4 1 3 5 2 8 4 0 3 5 54 54 3 7 3 1 3 5 2 9 3 3 3 8 3 3 3 2 3 7

1 6 1 4 1 7 1 0 0 9 1 2 1 3 1 1 1 4 1 4 1 1 1 5 0 8 0 8 1 2 1 1 1 0 1 4

12 69 61 3 4 4 1 3 6 2 2 3 8 3 9 2 8 4 0 3 7 79 63 4 1 3 2 3 4 3 2 2 8 4 0 3 7 3 0 3 7

1 6 1 1 1 6 0 8 0 7 1 2 1 2 0 9 1 4 1 4 1 4 1 6 0 8 0 9 1 1 1 1 1 2 1 4

13 80 57 2 7 3 6 4 1 2 2 3 9 3 8 2 5 3 7 4 0 86 54 4 2 2 9 3 6 3 7 3 3 3 2 4 0 3 1 3 4

1 0 0 9 1 2 0 7 0 8 0 9 0 9 0 9 0 9 1 1 1 2 1 5 0 9 0 8 1 0 1 0 1 0 1 3

14 79 54 2 7 3 3 4 1 2 2 3 7 4 1 2 5 3 5 4 1 99 50 4 5 2 8 3 3 4 0 3 2 3 2 4 3 2 9 3 3

1 3 1 0 1 3 0 6 0 8 1 1 1 0 0 9 1 2 1 3 1 1 1 4 1 2 1 1 1 2 1 3 1 1 1 3

15 66 56 2 8 3 7 3 6 2 3 3 8 4 0 2 6 3 7 3 8 96 55 4 9 3 1 2 8 4 7 3 5 2 6 4 8 3 2 2 7

1 2 1 3 1 4 0 8 1 1 1 3 1 0 1 2 1 4 1 3 1 3 1 5 1 2 1 0 1 0 1 3 1 2 1 3

16 56 65 2 5 3 8 3 8 2 4 3 8 3 8 2 4 3 8 3 8 87 84 5 3 3 6 2 3 5 2 3 6 2 4 5 3 3 6 2 3

1 2 1 1 1 3 0 8 0 9 1 1 1 0 1 0 1 2 1 1 1 0 1 1 1 0 0 9 1 1 1 1 1 0 1 1

17 60 76 2 8 3 9 3 4 2 4 3 9 3 5 2 6 3 9 3 5 59 82 5 4 3 7 2 4 5 3 3 5 2 3 5 3 3 6 2 3

1 3 1 1 1 3 0 8 0 8 0 8 1 0 0 9 1 0 1 2 1 4 1 4 1 1 1 0 1 1 1 1 1 2 1 2

18 57 78 3 0 3 9 3 1 2 4 3 9 3 3 2 7 3 9 3 2 59 66 5 3 3 5 2 4 4 9 3 5 2 3 5 1 3 5 2 3

1 3 1 0 1 3 0 8 0 9 1 0 1 0 0 9 1 1 1 0 1 0 1 1 1 0 1 1 1 0 1 0 1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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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汉族城乡学生各类体型的分布 ( % )

Somatotypes distribution of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 of Han

体型类型

Somatotype

男性 Male

城Urban 乡 Rural 合计Total

女性Female

城Urban 乡Rural 合计Total

偏外胚层型的内胚层型 Ecto. Endo. 0 00 0 00 0 00 6 06 3 92 5 07

均衡内胚层型Balanced Endo. 0 66 0 00 0 34 9 44 6 61 8 13

偏中胚层型的内胚层型 Meso. Endo. 6 73 0 96 3 90 27 27 23 35 25 45

内胚层 中胚层均衡型 Endo. Meso. 6 73 1 23 4 03 5 48 6 34 5 88

偏内胚层型的中胚层型 Endo. Meso. 9 10 5 47 7 32 2 45 4 72 3 50

均衡中胚层型Balanced Meso. 6 86 10 53 8 66 0 82 2 84 1 75

偏外胚层型的中胚层型 Ecto. Meso. 10 03 22 85 16 32 0 12 3 64 1 75

中胚层 外胚层均衡型 Meso. Ecto. 12 53 21 75 17 06 2 91 6 61 4 63

偏中胚层型的外胚层型 Meso. Ecto. 27 70 28 32 28 01 3 73 12 15 7 63

均衡外胚层型Balanced Ecto. 10 69 3 83 7 32 8 16 9 04 8 57

偏内胚层型的外胚层型 Endo. Ecto. 1 45 0 68 1 07 15 03 6 21 10 94

外胚层 中胚层均衡型 Ecto. Meso. 0 26 0 00 0 13 6 88 3 64 5 38

三胚层中间型Cent ral 7 26 4 38 5 84 11 65 10 93 11 32

图 1 汉族男生各年龄组体型分布

Somatotype distribution of Han

males at the age groups

9岁、10岁、17岁组体型点重叠

图 2 汉族女生各年龄组体型分布

Somatotype distribution of Han

females at the age groups

16岁、17岁组体型点重叠

以任一体型因子值相差 0 5个单位作为有显著性差异的标准
[ 9]

,本文汉族男女学生与

其他群体青少年体型比较结果见表 3、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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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汉族男生与其他群体的体型比较

Comparisons of the Han males with those of other groups

年龄(岁)

Age

汉族(内蒙)

Han( Neimeng)

汉族(北京)

Han( Beijing)

汉族(长沙)

Han( Changsha)

蒙古族

Mongol

达斡尔族

Daur

7 2 4 3 9 3 2 2 1 3 8 3 3 1 7 4 1 2 9* 2 9 4 0 3 0 2 8 3 9 2 8

8 2 4 3 9 3 4 2 1 3 6 3 8 1 8 3 9 2 9* 2 9 3 9 3 3* 2 9 3 9 3 0*

9 2 6 3 9 3 5 2 4 3 4 3 8* 1 8 4 4 3 6* 3 0 3 7 3 3 2 8 3 8 3 2

10 2 6 3 9 3 5 2 7 3 6 3 8 2 1 3 6 3 9* 3 2 3 7 3 7* 3 1 3 8 3 1*

11 2 8 4 0 3 5 2 6 3 4 4 1* 1 8 3 3 3 6* 3 0 4 0 3 5 2 8 3 7 3 5

12 2 8 4 0 3 7 2 4 3 3 4 4* 1 8 3 8 3 7* 3 1 3 8 3 6 2 9 3 8 3 5

13 2 5 3 7 4 0 2 5 3 2 4 4* 1 6 3 5 4 0* 3 1 3 9 3 5* 2 6 3 8 3 8

14 2 5 3 5 4 1 2 5 3 2 4 5 1 9 3 7 4 2* 2 7 3 9 3 8 2 5 3 6 4 0

15 2 6 3 7 3 8 2 6 3 3 4 4* 2 1 4 0 4 4* 2 8 4 1 3 6 2 6 3 8 3 9

16 2 4 3 8 3 8 2 7 3 1 4 3* 3 0 3 7 3 7* 2 5 3 9 3 7

17 2 6 3 9 3 5 2 9 3 2 4 1* 2 9 4 0 3 2 2 4 4 0 3 6

18 2 7 3 9 3 2 2 5 4 1 3 3 2 9 4 4 3 0*

注: 1)表中数据汉族引自季成叶[ 6] 、黄丽兰等[8] ;蒙古族引自齐连枝等[2] ;达斡尔族引自王树勋等[3]。

2) * 表示本文汉族与其他群体同龄组体型具显著性差异。表 4同上。

表 4 汉族女生与其他群体的体型比较

Comparisons of the Han females with those of other groups

年龄(岁)

Age

汉族(内蒙)

Han( Neimeng)

汉族(长沙)

Han(Changsha)

蒙古族

Mongol

达斡尔族

Daur

7 2 5 3 3 3 6 2 0 3 4 3 0* 3 1 3 6 3 2* 3 2 3 6 2 8*

8 2 7 3 3 3 5 2 1 3 6 3 1* 3 3 3 6 3 1* 3 1 3 3 3 3

9 2 7 3 4 3 8 2 2 2 9 4 1* 3 2 3 5 3 3* 3 4 3 4 3 3*

10 3 1 3 2 4 0 2 4 2 9 4 0* 3 6 3 4 3 5* 3 3 3 2 3 6

11 3 3 3 2 3 7 3 2 3 7 4 1* 3 5 3 2 3 8 3 7 3 1 3 6

12 3 7 3 0 3 7 3 1 2 8 3 7* 4 2 3 2 3 2* 4 0 3 0 3 7

13 4 0 3 1 3 4 3 5 2 8 3 5* 4 6 3 2 3 0* 4 7 3 2 3 3*

14 4 3 2 9 3 3 3 9 2 9 3 4 5 1 3 3 2 7* 5 0 3 2 2 9*

15 4 8 3 2 2 7 4 0 3 0 3 2* 5 3 3 4 2 5* 5 1 3 5 2 6

16 5 3 3 6 2 3 5 5 3 6 2 2 5 0 3 6 2 5

17 5 3 3 6 2 3 5 5 3 6 2 2 5 0 3 8 3 2

18 5 1 3 5 2 3 5 2 3 8 2 2 4 7 4 0 2 3*

3 讨 论

3 1 汉族城乡学生体型特点

依据体型 3因子值的相对大小,可将体型分成 13种类型
[ 1]
。由表 2可见,汉族男生以

偏中胚层型的外胚层型体型最多, 其次为中胚层 外胚层均衡型和偏外胚层型的中胚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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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型。乡村男生这 3种体型的分布频率高达72 92%,城市男生则为50 26%。二者相比,城

市男生偏外胚层型的中胚层型( 10 03% )和中胚层 外胚层均衡型体型( 12 53%)都明显低

于乡村男生 ( 22 85% ; 21 75%) , 其均衡外胚层型体型 ( 10 69%) 则明显高于乡村男生

( 3 83% ) ,表明乡村男生骨骼肌肉系统的发育水平要明显优于城市男性。

女性总体以偏中胚层型的内胚层型体型居多,其次是三胚层中间型和偏内胚层型的外

胚层型体型,这种体型特点在城市女生中表现较明显。乡村女生也是以偏中胚层型的内胚

层型体型居多, 但其偏内胚层型的外胚层型体型( 6 21% )明显低于城市女性( 15 03% ) , 而

偏中胚层型的外胚层型( 12 15%)及其它以中因子值相对占优势的各类体型分布频率都明

显高于城市女生,三胚层中间型体型二者接近,表明乡村女生的骨骼肌肉系统发达程度也明

显优于城市女生。

3 2 汉族城乡学生体型的年龄变化特点

3 2 1 男生体型的年龄变化特点

图1显示,汉族男学生各年龄组平均体型点分布于中胚型轴与外胚型轴相交形成的扇

形区域内, 显示男性体型成分中,中因子值明显占优势。随年龄增长, 各年龄组的平均体型

点先沿外胚型轴逐渐下降,至 14岁时又折返沿外胚型轴反向移动,重新接近中胚型轴,大体

呈 8!字形移动轨迹。

表1显示,随年龄增长,城市男生的体型变化特点: 由偏外胚层型的中胚层型#三胚层

中间型 #偏中胚层型的外胚层型#中胚层 外胚层均衡型。乡村男生除 7岁、11岁、18岁

时是偏外胚层型的中胚层型体型外,其余各年龄组的平均体型均属中胚层 外胚层均衡型。

从体型 3因子值分析, 随年龄增长,外因子值在 8 10岁时, 城市男生( 3 2)明显低于乡

村男生( 3 7 3 8) , 11岁以后差距缩小;中因子值二者互有高低,数值变化幅度较小;内因子

值乡村男生普遍低于城市男生, 8 12 岁时二者差值高达 0 8 1 2, 13 16 岁差距逐渐缩

小,之后差距又增大。t 检验结果显示, 8 13岁城乡同龄男生体型具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14 17岁时体型接近, 18岁又出现不同( t = 2 01, P < 0 05)。提示城乡男生内因子成分上

的明显差距,可能是造成二者不同年龄段体型具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

3 2 2 女生体型的年龄变化特点

图2显示,随年龄增长,汉族女生各年龄组平均体型点大致沿内胚型轴反向移动, 15岁

后又平行于外胚型轴向左位移。表 1显示,城市女生各年龄组的平均体型类型: 7 12岁为

三胚层中间型, 12岁以后转为以内因子值相对占优势的各类体型。乡村女生略有不同, 13

岁之前,其体型以外因子值相对占优势, 13 14岁时转为三胚层中间型, 15岁以后也趋于以

内因子值相对占优势的各类体型。

体型 3因子值的年龄变化特点与男生类似。13岁之前, 乡村女生外因子值略占优势,

13岁以后二者互有高低; 中因子值乡村女生略强; 内因子值乡村女生普遍低于城市女生,

8 12岁时差值可达 0 6 1 1, 13 17岁时差距缩小, 18岁时城市女生仍略高于乡村女生。

t 检验显示, 8 13岁城乡同龄女生体型具显著或极显著差异, 14岁后二者体型接近。提示

14岁之前, 城乡女性明显不同的体脂蓄积量, 可能也是形成二者体型差异的主要原因。

3 3 汉族城乡学生体型的性别特点

若将图1和图2综合考虑,可见城乡男女学生体型点分布区域基本不出现重叠现象, 且

随年龄增长,同龄男女体型点距离明显加大。 t 检验显示, 城市同龄男女生体型(除 11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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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性别差异显著, 13岁后体型二态性更明显(均 P< 0 001)。乡村男女学生体型(除 9岁

组)的性别差异也明显, 12岁后体型性别差异极显著(均 P< 0 001)。

由表 1亦可见,随年龄增长,女生内因子值逐渐明显高于男生, 中因子值男生始终高于

女生, 外因子值在13岁以后男生超过女生。表明青少年在生长发育过程中, 男生骨骼肌肉

发育明显,皮下脂肪减少;女生肌肉发育较差,皮下脂肪发育突出,男女这种体制成分上的差

异,势必导致体型二态性的出现。因此,体型可以反映男女青少年在身体形态和体质成分上

的一般生物学差异。

3 4 汉族学生与其他同龄青少年体型的比较

表3显示,本文男生体型与北京市
[ 6]
和长沙市

[ 8]
汉族男生体型差距较大,本文男生内因

子值明显高于长沙市男生,中因子值明显高于北京市男生,外因子值则低于后二者,说明本

文汉族男生身体魁梧健壮程度优于此二者, 但身体线性度逊之。本文汉族男生体型与同龄

达斡尔族
[3]
和蒙古族

[ 2]
男生较接近, 但其内因子值略低于、外因子值高于后二者, 表明汉族

男生身体线性度优于蒙古族和达斡尔族。

表4显示,本文汉族女生与长沙市汉族女生的体型差距明显, 本文女生内因子值明显高

于、中因子值略高于、外因子值( 9岁以后)普遍低于长沙市汉族女生, 说明其体格要比长沙

市汉族显得健壮。本文汉族女生体型与达斡尔族女生相对较接近,但 16岁之前的内因子值

普遍低于达斡尔族。与蒙古族女生体型差距较大,二者相比,本文汉族女生内因子值普遍低

于、外因子值明显高于蒙古族,表明汉族女生身体线性度明显强于蒙古族。

由此可见, 不同地区的汉族青少年体型, 由于受生活生境、气候、饮食习惯等因素的影

响,会出现较大差异。而居住在同一地区的蒙汉族青少年群体, 自身的民族特点可以不同程

度地体现于体型,女性似乎更为突出,但也不排除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因素对体型的影响。

4 小 结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 内蒙古巴盟地区汉族城乡男生,总体以偏中胚层型的外胚层型体型

最多, 其次是中胚层 外胚层均衡型和偏外胚层型的中胚层型体型。汉族城乡女生则以偏

中胚层型的内胚层型体型居多,三胚层中间型和偏内胚层型的外胚层型体型次之。表明内

蒙古地区的汉族男学生体格魁梧健壮, 身材较匀称; 汉族女学生体态丰满健壮, 身体线性度

尚佳。

本次调查中发现,乡村学生的体型内因子成分普遍低于同性别、同龄组城市学生, 8 12

岁时尤为突出, 13岁以后逐渐改善, 这可能是导致城乡同性别学生 13岁之前的体型有显著

性差异的主要原因。与其他同龄青少年体型相比, 本文男女学生体型 3因子值均处于中上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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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ATOTYPING ANALYSIS OF HA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IN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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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matotype of Han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 aged 7 to 18 was analysed in a group of 3088

individuals ( 1489 boys and 1599 girls) in Inner Mongolia with the Heath Carer anthropometric me

tho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ajor somatotype of urban and rural boys was mesomorphic ectomorphy,

then were mesomorph ectomorph and ectomorphic mesomorphy. In urban and rural girls, major somato

type was mesonorphic endomorphy, then were central and endomorphic ectomorphy. In the period from

age 8 to 13, the somatotype of boys or girls h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

in a same age and same sex group.After 13 year, the somatotype between them is similar.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omatotype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of urban and rural students.

Key words: Heanth Carter somatotyping; Han nationality; Children and adolescent; Inner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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