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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探讨我国朝鲜族儿童少年体型发育的特点与规律, 应用 Heath Carter 体型法, 对延边地区 3546

名 7 15岁的城乡朝鲜族儿童少年的体型进行了调研。结果表明: 城市组在中因子, 农村组在内因子方

面各占优势; 在三角型体型图上和 13 种体型分布比例上均具有明显的性别特点。随着年龄的增长, 男

孩体型变化较小, 大多属中胚层体型, 女孩体型变化较大。与国内外有关资料相比, 朝鲜族男孩的中因

子值较高, 内因子值较低, 外因子值居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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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型是反映体格特征的一个综合变量, 可以做为一个基本指标, 用于多方面的研

究[ 1]。儿童少年的体型发育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生长发育和营养状况, 而且

对他们的生理机能, 运动素质, 心理情感, 气质和社会适应性的发展以及将来职业的选择

都将会发生重要的影响[ 2]。为探讨我国朝鲜族儿童少年体型发育特点与规律, 我们于

1997年 9月, 应用  国际生物发展规划! 推荐的Heath Carter 体型综合评价法, 对延边地

区城乡朝鲜族儿童少年的体型发育进行了调研,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选自国家卫生部设在延边地区城乡朝鲜族儿童生长发育监测点的八所普通中小学校,

采用二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法, 抽取 7 15岁男女中小学生共 3 549人, 其中城市朝鲜族男

生 (城男) 949人, 女生 (城女) 892人, 农村朝鲜族男生 (乡男) 894人, 女生 (乡女)

814人。对象身体健康, 无发育障碍。

1 2 方法

将所有被调查者按年龄、性别和城乡分组。其中年龄按十进位年龄计算法计算后共分

为9个组, 如 7 000 7 999为 7 岁组, 其余各年龄段类推。按照Heath Carter人体测量

法, 测量每位被调查者的 10个生长发育指标, 每个指标由接受过训练的专人负责测量两

次, 取中间值。依据 Heath Carter 法提供的计算公式, 分别求出个体及各年龄组的内、



中、外 3个因子的分值, 并按其大小将每个个体分入 13种体型[ 3] , 再求出城乡同年龄组

间的平均体型位距 ( SAD a, b) , X、Y值, 绘制其在三角形体型图上的位置, 最后与国内

外有关群体进行比较。

测量工具为国家体委科研所生产的杠杆式体重计, 身高坐高计和仿日荣研改良式皮褶

厚度计, 游标卡尺及围度尺等。测量误差及精确度均严格控制在 Heath Carter 法规定的范

围, 数据的录入和分析自设程序在 P ∀450兼容计算机上完成。

2 结果与分析

2 1 城乡朝鲜族儿童少年三因子均值的比较

如表 1、表 2所示, 城市组男女孩在中因子, 农村组男女孩在内因子方面各占优势。

尤其是农村组的内因子值明显高于城市组。11 14岁时, 城市组的中因子值显著高于农

村组, 提示此年龄段的城市儿童少年骨骼肌肉较发达。

表 1 城乡朝鲜族男孩三因子均值的比较 ( x+ s)

Comparison of three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boys

年 龄

Age

内因子 Endomorph 中因子 Mesomorph 外因子 Ectomorph
SAD a, b

城 Urban 乡 Rural 城U rban 乡Rural 城 Urban 乡 Rural

7 1 46 # 0 55 1 56 # 0 63 4 24 # 0 80 4 36 # 0 82 2 98 # 1 37 2 78 # 1 07 0 25

8 1 50 # 0 63 1 65 # 0 69 3 98 # 0 69 3 97 # 0 75 3 25 # 0 88 3 35 # 1 07 0 18

9 1 80 # 0 96 2 03 # 0 81 4 18 # 0 88 4 08 # 0 71 3 25 # 1 14 3 28 # 0 96 0 25

10 1 84 # 0 75 2 24 # 1 08** 4 06 # 0 92 3 96 # 1 01 3 48 # 1 13 3 26 # 1 37 0 47

11 2 05 # 0 91 2 21 # 0 83 4 05 # 1 00 3 93 # 0 93 3 56 # 1 11 3 52 # 1 10 0 20

12 2 04 # 0 75 2 31 # 0 90** 4 39 # 1 11 3 85 # 0 92* * 3 49 # 1 34 3 79 # 1 34 0 67

13 1 95 # 0 93 2 06 # 0 78 4 41 # 1 12 3 77 # 0 88** 3 96 # 1 38 3 79 # 1 16 0 67

14 1 98 # 1 12 2 32 # 1 08** 4 60 # 1 27 4 03 # 1 08* * 3 81 # 1 38 3 64 # 1 42 0 69

15 2 09 # 0 93 2 24 # 0 83 4 29 # 1 02 3 95 # 1 07** 3 75 # 1 20 3 57 # 1 22 0 41

* p< 0 05 ** p< 0 01

表 2 城乡朝鲜族女孩三因子均值的比较 ( x+ s)

Comparison of three factor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girls

年 龄

Age

内因子 Endomorph 中因子 Mesomorph 外因子 Ectomorph
SAD a, b

城 Urban 乡 Rural 城U rban 乡Rural 城 Urban 乡 Rural

7 1 79 # 0 58 1 95 # 0 70 3 84 # 0 60 3 80 # 0 67 3 16 # 0 88 2 92 # 1 25 0 29

8 1 90 # 0 72 2 10 # 0 79 3 76 # 0 76 3 78 # 0 89 3 20 # 1 04 3 32 # 1 16 0 23

9 2 08 # 0 63 2 37 # 0 70** 3 77 # 0 77 3 65 # 0 70 3 38 # 0 98 3 52 # 0 98 0 34

10 2 13 # 0 74 2 59 # 1 00** 3 72 # 1 05 3 48 # 0 99 3 49 # 1 20 3 49 # 1 33 0 52

11 2 58 # 0 81 2 76 # 0 89** 3 78 # 1 00 3 34 # 0 84** 3 45 # 1 37 3 75 # 1 22 0 56

12 2 81 # 0 74 3 30 # 1 03** 3 68 # 0 94 3 54 # 1 31** 3 29 # 1 18 3 37 # 1 43 0 52

13 3 15 # 0 93 3 56 # 1 03** 3 95 # 1 14 3 21 # 1 18** 3 17 # 1 41 3 25 # 1 43 0 85

14 3 46 # 1 02 4 00 # 1 00** 4 17 # 1 21 3 46 # 1 28** 2 89 # 1 43 2 77 # 1 44 0 90

15 3 79 # 0 83 4 27 # 0 91** 3 89 # 1 17 3 65 # 1 54 2 86 # 1 17 2 58 # 1 45 0 61

* p< 0 05 ** p< 0 01

∃53∃1 期 郝秀芳等: 朝鲜族儿童少年体型发育探讨



2 2 在体型图上的分布特点与规律

依据 X、Y值绘制了各年龄组在三角形体型图上的位置, 从中可反映出朝鲜族儿童少

年的体型具有明显的性别特点。男孩集中分布于近外胚型的中胚型区内 (图 1、图 3) , 女

孩则分布的较为分散 (图 2、图 4)。城女位于内胚层区, 乡女位于近中心点的内、中、外

三个胚层区内。随着年龄的增长, 男孩由中胚层的右中部逐渐向右下近外胚型区移动, 女

孩则由中胚层右侧渐向左沿中心点向内胚型移动。期间乡女表现出年龄越大, 居内胚型者

越多的特点。

图 1 城市朝鲜族男孩体型分布

( 1 9 依次代表 7 15 岁)

The distribution of somatotype in urban boys

图 2 城市朝鲜族女孩体型分布

( 1 9依次代表 7 15岁)

The distr ibut ion of somatotype in urban g irls

图 3 农村朝鲜族男孩体型分布

( 1 9 依次代表 7 15 岁)

The distribution of somatotype in urban boys

图 4 农村朝鲜族女孩体型分布

( 1 9依次代表 7 15岁)

The distr ibut ion of somatotype in urban g irls

2 3 13种体型的分布比例

根据体型三因子值的相对大小, 将每个个体分别分入 13 种体型。从表 3可看出, 各

年龄组男孩大多居中胚层区域, 比例较高的前五种体型类型依次为: 各年龄组比例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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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朝鲜族男孩 13 种体型分布 ( %)

Somatotype distribution of the Korean Chinese boys

年龄 (岁) Age

体型 Somatotype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偏外胚型的内胚型 Ecto Endo 0 0 0 0 0 0 0 0

均衡的内胚型 Balanced Endo 0 0 1 05 0 43 0 50 0 49 0 49 0 89 1 10

偏中胚型的内胚型 Meso Endo 0 0 0 1 74 0 0 49 0 0 89 0 55

内胚中胚均衡型 Meso Endo 8 50 6 25 8 95 13 48 12 44 12 32 10 73 11 61 9 34

偏内胚型的中胚型 Endo M eso 14 50 10 10 12 11 6 96 8 46 11 33 6 34 5 80 10 99

均衡的中胚型 Balanced Meso 58 50 48 08 44 74 35 65 33 83 34 98 34 15 36 16 36 26

偏外胚型的中胚型 Ecto M eso 7 50 12 98 11 05 11 74 11 44 8 87 5 37 11 16 6 04

中胚外胚均衡型 Meso Ecto 10 50 20 67 17 89 26 09 29 35 25 12 39 02 29 02 30 77

偏中胚型的外胚型 Meso Ecto 0 1 92 0 53 1 30 3 50 6 40 2 44 2 68 3 30

均衡的外胚型 Balanced Ecto 0 0 0 53 0 43 0 50 0 0 0 0 55

偏内胚型的外胚型 Endo E cto 0 0 0 0 0 0 0 0 0

外胚内胚均衡型 Ecto Endo 0 0 0 0 43 0 0 0 0 0

三胚中间型 Cent ral 0 50 0 3 16 1 74 0 0 1 46 1 79 1 10

的均衡的中胚型 ( 33 59%) , 中胚- 外胚均衡型 ( 10 40% ) , 偏内胚型的中胚型

( 5 8 15%) , 内胚- 中胚均衡型 ( 6 14% ) 和偏外胚型的中胚型 ( 5 13% )。值得指出

的是: 上述 5种类型同属中胚层区域。各年龄组比例为零的类型是偏外胚型的内胚型和偏

内胚型的外胚型。男孩的体型 7 岁时集中分布于上述五种类型, 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向

其它类型扩散, 至 15 岁时已分布于 10种类型, 但各年龄组中胚层区比例仍居高位, 其

它类型的比例极少。

与男孩相比, 朝鲜族女孩的体型另有特点 (表 4)。7 9 岁的女孩与男孩一样, 主要

集中位于中胚层区内, 7 岁时均衡的中胚型占 42 76%。10 岁始随着年龄的增长, 均衡

的中胚型人数渐减少, 而均衡的内胚型、三胚中间型、内胚- 中胚均衡型的人数渐增。至

15 岁时, 中胚型区比例较小 ( 6 48% ) , 其中均衡的中胚型仅占 1 08%。内胚型比例较

大, 已占 37 84%。综上所述, 刚进入学龄期的朝鲜族儿童, 属中胚层体型者较多, 骨骼

肌肉相对发育较好。但随着体格的不断生长发育, 体型表现出多变倾向。男孩的变化趋势

较小, 女孩的体型则发生较大的变化。青春期后, 女孩的体脂发育较好, 体态较丰满, 男

孩则体格较健壮匀称。

2 4 与国内外有关群体的比较

2 4 1 与韩国釜山市区儿童少年体型调研结果[ 4]的比较

以任一因子值相差 0 5个单位作为显著性差异的标准[ 5] , 各个年龄组均有显著性差

异。最明显的不同是: 韩国儿童的内因子值在各年龄组均显著高于本文同龄男女儿童。中

因子值基本持平, 外因子方面本文儿童虽占优势, 但并不是在各年龄组都具有显著性差

异。两群体男孩体型基本相似, 女孩的平均体型位距 ( SAD a, b) 更大一些, 如 9 13岁

组男女孩的比较结果就表现出这种特点 (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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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朝鲜族女孩 13 种体型分布 ( %)

Somatotype distribution of the Korean Chinese Girls

体型 年龄 (岁) Age
S omatotype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偏外胚型的内胚型 Ecto Endo 0 0 0 0 49 0 57 1 02 3 86 4 41 1 62

均衡的内胚型 Balanced Endo 0 66 0 58 0 1 95 4 57 4 08 10 30 24 02 25 41

偏中胚型的内胚型 Meso Endo 0 66 0 2 20 1 46 1 71 4 08 6 44 6 86 10 81

内胚 中胚均衡型 M eso Endo 9 21 12 07 10 99 14 63 11 43 17 86 17 60 18 63 17 84

偏内胚型的中胚型 Endo Meso 13 82 9 20 8 24 9 27 10 86 9 69 6 87 3 43 3 24

均衡的中胚型 Balanced Meso 42 76 33 33 31 32 21 46 13 14 8 67 3 00 3 92 1 08

偏外胚型的中胚型 Ecto Meso 10 53 14 94 8 79 8 29 6 29 2 55 3 86 0 98 1 08

中胚 外胚均衡型 M eso Ecto 17 11 24 14 27 47 27 32 22 86 11 22 8 58 4 41 1 08

偏中胚型的外胚型 Meso Ecto 0 2 30 4 40 6 34 13 71 15 31 12 88 8 82 4 32

均衡的外胚型 Balanced Ecto 0 0 0 2 44 4 57 5 61 14 16 10 78 11 89

偏内胚型的外胚型 Endo Ecto 0 0 0 0 0 2 04 0 86 1 47 3 24

外胚 内胚均衡型 Ecto Endo 0 0 0 0 0 0 51 0 1 47 4 32

三胚中间型 Cent ral 5 26 3 45 6 59 6 34 10 29 17 35 11 59 10 78 14 05

表 5 我国朝鲜族与韩国儿童少年体型比较

Comparison of the somatotype between the Korean Chinese and Korean children

年龄(岁)

Age( Yr )

男孩体型均值

S omatotype% s mean of boys

朝鲜族

Korean Chinese

韩国人

Korean

SAD a, b

女孩体型均值

Som atotype% s mean of girls

朝鲜族

Korean Chinese

韩国人

Korean

SAD a, b

7 1 46- 4 24- 2 98 2 27- 4 08- 2 87 0 83 1 79- 3 84- 3 16 2 55- 3 81- 3 13 0 76

8 1 50- 3 98- 3 25 2 40- 4 33- 2 79 1 07 1 90- 3 76- 3 20 2 82- 3 88- 2 91 0 97

9 1 80- 4 18- 3 25 2 60- 4 26- 3 20 0 81 2 08- 3 77- 3 38 3 09- 3 83- 3 54 1 02

10 1 84- 4 06- 3 48 2 71- 4 07- 3 14 0 93 2 13- 3 72- 3 49 3 34- 3 66- 3 94 1 29

11 2 05- 4 05- 3 56 2 84- 4 74- 3 38 1 06 2 58- 3 78- 3 45 3 55- 3 65- 4 13 1 10

12 2 04- 4 39- 3 49 3 04- 4 38- 3 26 1 03 2 81- 3 68- 3 29 3 84- 3 09- 3 44 1 20

13 1 95- 4 41- 3 96 3 10- 4 23- 3 36 1 31 3 15- 3 95- 3 17 4 29- 3 38- 2 99 1 44

14 1 98- 4 60- 3 81 3 16- 4 16- 3 34 1 34 3 46- 4 17- 2 89 4 51- 3 57- 2 71 1 33

15 2 09- 4 29- 3 75 3 21- 4 31- 3 04 1 33 3 79- 3 89- 2 86 4 66- 3 58- 2 55 0 97

2 4 2 朝鲜族男孩与国内外其它群体的比较

在体型图上, 北京男孩位于近中胚型的外胚型, 日本[ 2]、中国的朝鲜族以及蒙古族

男孩
[ 6]
均位于近外胚层的中胚型。湖南长沙男孩位于北京和日本之间

[ 7]
。虽然本文的朝

鲜族男孩与日本、蒙古族男孩居位大致相同, 但由于北京、日本、蒙古族男孩的内因子值

均明显高于朝鲜族男孩, 中因子值较小, 外因子值相差不大, 结果造成了与这三个群体的

平均体型位距 ( SAD a, b) 较大 (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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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朝鲜族男孩与其它群体的平均体型位距

SAD a, b of the Korean boys and other sample boys

年龄 (岁)

Age

长沙

Changsha

北京

Beijing

蒙古族

Mongolian

日本

Japanese

7 0 29 0 82 1 46 0 71

8 0 45 0 91 1 40 0 90

9 0 38 1 09 1 29 1 19

10 0 87 1 03 1 42 1 68

11 0 81 1 05 0 95 1 62

12 0 66 1 41 1 22 1 34

13 0 97 1 37 1 34 1 07

14 0 99 1 65 1 02 1 50

15 0 73 1 27 0 75 1 19

在上述 5个不同群体中, 蒙古族男孩在内因子值, 朝鲜族男孩在中因子值, 北京男孩

在外因子值方面居各年龄组首位, 朝献族男孩的内因子值, 北京男孩的中因子值, 日本男

孩的外因子值最小。

3 讨 论

中国的朝鲜族于 19世纪中叶由朝鲜半岛迁入, 是与朝鲜人同源的中华民族中较年轻

的民族。吉林省的延边地区是朝鲜族居住最集中的地区, 也是全球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

目前全州朝鲜族人口有 86万, 是国际朝鲜人社会中除朝鲜半岛外, 保持本民族的语言文

字, 风俗习惯最完整的一个群体。同时, 延边的朝鲜族不断吸收汉族和其它民族的良风美

俗,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和饮食文化[ 8]。朝鲜族儿童是我国生长发育水平较

高的少数民族之一, 但目前有关朝鲜族儿童少年的体型研究资料较少。

Heath Carter 体型法依据人体的身高、体重、皮褶厚度、骨骼和肌肉等多种有关因

素, 计算出三个因子值, 再根据三个因子值的相对大小将体型分为 13种类型, 因其能客

观的、全面的反映出种族、遗传、地理气候及社会经济状况等诸多因素对体型发育的影

响, 该方法原则上可用于各种人群的体型评价, 是进行个体间、群体间的体型比较研究工

作时, 较为科学实用而简便的方法。

本文结果表明, 与韩国同源的中国朝鲜族儿童, 虽然中因子值基本持平, 同属中胚型

体型, 但是体成份发育各异, 韩国儿童的身材较矮, 皮褶较厚, 内因子值较高; 而中国朝

鲜族儿童则身材较修长, 皮下脂肪较少。两地女孩的 SAD a, b 更大。造成这些差异的原

因除地理气候、社会经济条件等环境因素外, 两国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饮食文化对儿童体型

发育的重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同时, 本文与其它群体的比较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遗传因

素在体型发育中的主要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长, 朝鲜族儿童少年的体型也呈多变倾向。男孩变化趋势小, 大多属中

胚层体型。而女孩的变化较大, 尤其在青春期前后变化更大。城乡儿童少年的体型三因子

值不尽相同, 13种体型的分布具有明显的性别特点。这些结果对我国城乡朝鲜族儿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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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体育运动及艺术工作的选材, 对深入开展教育、心理、医疗卫生保健、建筑等多学科

工作将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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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SOMATOTYPE GROWTH

OF KOREAN CHILDRE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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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 ics and the regularity of somatotype grow th of Korean children aged

7 to 15 w ere analysed in a group of 3 546 indiv iduals in Yanbian area in China by Heath Carter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ed that the mesomorphic and ectomorphic factors w ere dom inant in

urban children, w hereas the endomorphic in rural. T he boys and girls had different feature in

the dist ribut ion of somatochart and 13 somatotypes. T he boy somatotype changed a litt le,

w hile the girls changed in large extent w ith age. Compared w ith the data home and abroad,

the somatotype rat ings of the Korean boys w ere high in the mesomorphic, and low in the endo

morphic, and medium in the ectomorphic component .

Key words: Heath Carter somatotype method; Children; Kor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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