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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地区壮族学生体质发育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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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文调查了 4800 名广 西百色地区壮族 7 - 18 岁学生的身高、坐高、体重、胸围、肩宽和骨盆宽 6 项

指标 ,用医学统计程序集 (POMS)进行统计运算 , 并把所得体质数据进行了城乡比较 ,不同年份比较 ,壮族

与汉族比较 ,壮族与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比较 ,壮族与日本学生的数据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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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行 ,百色地区人

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百色地区是壮族聚居地。为了解百色地区壮族青少年儿童

的身体生长发育过程的规律和特点 ,并为壮族体质发育研究提供资料 ,以及为进一步改善壮

族体质 ,增进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我们于 1998 年 5 - 6 月对百色地区田东县和百色市青少年

儿童进行体质调查。

1 　对象和方法

在百色市和田东县城镇及乡村学校 ,以年龄为 7 —18 岁且父母均为壮族的中小学和中

专学生 4 800 名为调查对象 ,进行群体抽样调查。调查的体质指标为身高、坐高、体重、胸围、

肩宽、骨盆宽 6 项。分 12 个年龄段 , 每个年龄段分城市男、城市女 ,乡村男、乡村女 4 组。家

住县城、圩填、机关和企业单位的为城市组。测量方法按照《人体测量方法》[1 ] 和《人体测量

手册》[2 ]进行。测量仪器为南昌市青云谱计量仪器厂生产的马丁氏测高仪等。

2 　结　果

211 　年龄特点

7 —18 岁百色地区壮族城乡男女生所测 6 项体质指标的均值都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大

(表 1、表 2) ,符合一般青少年儿童生长发育的正常规律。各项指标的增长幅度互不相同 ,如

城市男生从 7 - 18 岁身高共增加了 45191cm ,体重共增加了 33157kg ,18 岁时的身高、体重分

别是 7 岁时的 1138 倍和 2162 倍。



表 1 　百色壮族男生体质数据( �X,S)

Constitutional data of Bose Zhuang nationality schoolboy ( unit :cm, kg)

年龄

(岁)

人数

(N)

身高　 坐高　 体重　 胸围　 肩宽　 骨盆宽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7 - 100 11910 11616333 6415 6216333 2017 1915333 5613 5610 2611 25183 2010 1918

319 411 214 215 213 211 215 215 111 110 112 111

8 - 100 12313 1211333 6617 6419333 2310 2113333 5816 5719 2710 2617 2017 2014

511 413 310 214 313 216 311 214 114 112 113 111

9 - 100 12816 12611333 6914 6717333 2610 2411333 6013 6014 2811 27173 2113 20193

517 516 314 310 414 313 411 217 115 113 112 112

10 - 100 13317 13111333 7115 6919333 2812 261433 6115 62163 2912 281633 2119 2117

515 417 310 216 416 312 411 311 115 112 113 113

11 - 100 13712 13518 7313 711833 3014 281433 6219 6318 2919 2915 2212 2213

613 519 315 310 510 412 413 312 116 115 113 113

12 - 100 14518 13913333 7713 7312333 3610 3016333 6610 64153 3114 3013333 2316 2217333

810 616 413 315 713 419 510 317 118 116 119 114

13 - 100 15318 14810333 8018 7718333 4117 3810333 6819 6814 3312 3216 2418 2319333

813 718 416 411 712 614 512 412 213 212 116 116

14 - 100 15813 15217333 8311 7919333 4614 4117333 7116 7117 3418 34113 2612 2510333

515 618 318 413 715 518 511 511 211 119 111 116

15 - 100 16115 15714333 8518 8310333 4916 4613333 7314 7316 3519 3517 2618 2611333

517 614 315 318 612 611 417 413 117 118 113 115

16 - 100 16318 16111333 8714 8419333 4919 5016 7617 7619 3613 3615 2712 261633

513 416 219 217 617 411 513 312 213 118 115 112

17 - 100 16318 16216 8811 8617333 5217 5214 7715 7710 3618 3617 2619 2618

514 418 218 210 516 516 316 315 117 115 115 113

18 - 100 16419 1621733 8817 871533 5412 5314 7719 7712 3711 3619 2710 2712

513 512 216 219 610 511 411 315 119 116 112 115

　　注 :城乡比较 ,3 P < 0105 ,33 P < 0101 ,333 P < 01001 ,其他无显著性差异。

212 　性别特点

壮族城乡男女生在 7、8 岁儿童时期 ,各项指标差别不大 ,多数项目是男生大于女生。随

着年龄的增长 ,大多数指标的均值女生逐渐超过男生 ,大多数差异无显著性。其后男生又超

过女生 ,并随年龄的增大而加大 ,大多数指标差异有显著性。但胸围男女始终差别不大 ,骨

盆宽女生超过男生后 ,男生未能赶上女生 ,但大多数指标差异无显著性。

213 　城乡比较

各年龄组男女学生的身高和坐高均值都是城市大于乡 村 (表 1、表 2) ,身高最大差值男

生 615cm(12 岁) ,女生为 410cm(12 岁) 。此外女生各年龄组体重和骨盆宽的均值城市均大

于农村 ,男生体重和肩宽除 16 岁组乡村高于城市外 ,其它各组城市大于乡村。男女胸围和

女肩宽城乡比较互有参差 ,但差别有显著性意义的指标 ,除男性胸围 10 岁组乡村大于城市

外 ,其余都是城市高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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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百色壮族女生体质数据( �X,S)

Constitutional data of Bose Zhuang nationality schoolgirl ( unit :cm, kg)

年龄

(岁)

人数

(N)

身高　 坐高　 体重　 胸围　 肩宽　 骨盆宽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7 - 100 11917 11617333 6417 6310333 2015 1910333 5415 5417 2611 25173 1918 1916

317 510 216 310 212 214 217 215 019 113 112 112

8 - 100 12410 1211633 6616 6513333 2215 2017333 5618 5616 2710 2617 2014 2013

516 510 219 216 310 211 219 215 113 112 114 110

9 - 100 12817 1261333 6916 6716333 2510 2217333 5816 5811 2719 271333 2115 201933

513 617 311 317 410 316 317 314 113 116 117 112

10 - 100 13417 13112333 7213 7011333 2714 2515333 6017 6015 2911 281433 2212 2119

615 516 315 310 415 315 510 319 118 114 115 114

11 - 100 14111 138163 7512 7313333 3116 291733 6318 6319 3014 3010 2315 221933

613 810 315 415 418 516 411 416 115 210 116 116

12 - 100 14617 14217333 7813 7513333 3710 3314333 6717 6618 3118 311033 2416 231933

618 610 319 315 618 419 519 418 210 117 118 114

13 - 100 15019 14716333 8016 7815333 4115 3818333 7213 7116 3310 3219 2519 2511333

512 510 311 311 419 419 417 411 113 114 113 114

14 - 100 15211 14816333 8211 7916333 4315 411333 7311 7411 3314 3314 2615 2519333

413 415 311 310 512 414 319 411 111 113 113 112

15 - 100 15312 15018333 8217 8013333 4512 4410 7516 7519 3319 3410 2713 2613333

510 413 215 310 414 511 415 414 113 114 112 112

16 - 100 15415 1521433 8311 8117333 4618 4517 7613 7614 3412 3412 2714 261933

417 417 216 215 511 413 414 316 113 112 113 113

17 - 100 15416 15315 8319 8212333 4714 4615 7710 7614 3413 3414 2715 261933

418 414 216 215 515 410 412 318 113 114 115 112

18 - 100 15419 153153 8411 8310333 4814 4715 7716 7617 3417 3415 2817 2713333

410 411 213 213 419 318 410 312 115 112 115 113

　　注 :城乡比较 ,3 P < 0105 ,33 P < 0101 ,333 P < 01001 ,其他无显著性差异。

214 　增长高峰期

城乡男女学生不同年龄组各项指标的增长幅度各不相同 ,壮族男生 6 项指标中身高、坐

高、胸围、骨盆宽的年增长幅度高峰期城市均出现在 11 岁 ,乡村均出现在 12 岁 ;体重和肩宽

的年增长幅度高峰期城乡相同 ,均在 12 岁。女生 6 项指标的年增长幅度高峰期 ,身高城乡

均在 10 岁 ;胸围和骨盆宽城乡均在 12 岁 ;坐高、体重和肩宽城市在 11 岁 ,乡村在 12 岁。6

项指标增长高峰期男生出现在 11 岁和 12 岁 ,女生出现在 10、11、12 岁。

215 　男女生长曲线两次交叉现象

城乡男女学生在身高和坐高未见第一次交叉 ,女生高于男生 ;其余各指标第一次交叉年

龄是 ,体重在城市为 11 岁 ,在乡村为 13 岁 ;胸围和肩宽城乡相同 ,均为 11 岁 ;骨盆宽在城市

为 9 岁 ,在乡村为 10 岁。第二次交叉年龄 ,身高在城乡均为 13 岁 ,坐高、体重和肩宽在城市

均为 13 岁 ,在乡村均为 14 岁 ;胸围城乡均为 16 岁 ,骨盆宽在城乡男女生出现第一次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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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女生一直高于男生 ,未见到第二次交叉。由此可见 ,两次交叉出现年龄有部分相同 ,部分

乡村比城市迟 1 —2 年。第二次交叉后 ,男生各项指标均超过女生 ,且随年龄的增大差距渐

趋加大 ,经检验大多数年龄组的差异具有显著性。

3 　讨　论

本研究显示 ,壮族儿童少年生长发育的一般规律与其它民族基本相似[3 ]
,其特点是各项

测量指标均随年龄的增大而增大 ,7 —18 岁各年龄组各项指标的增长幅度都是中间大而两

头小 ,以 10 —13 岁为最大。这是由于儿童少年处在生长发育阶段 ,新陈代谢以同化作用为

主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强 ,到 10 —13 岁时最为旺盛 ,以后又逐渐减弱 ,表现为中间 (10 —13

岁)高、两头 (7 —9 岁和 14 —18 岁)低的特点。但各民族各年龄组的各项测量值各有不同 ,这

主要是由于先天性的遗传因素影响 ,此外还有后天性的营养和饮食习惯以及地区差异[4 ] 等

环境因素的影响。

壮族男女生间的生长发育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 ,大多数指标存在着生长曲线的二次交

叉现象 ,男生的年增长幅度高峰期比女生稍晚 ,这是由男女生不同的生理特点所决定 ,有人

认为与性激素有关[5 ] 。壮族学生各年龄组的各项指标城乡差别也比较明显 ,城市高于乡村 ,

而且乡村男女间的生长发育曲线交叉年龄比城市的晚。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由于生活条

件、营养状况和卫生保健等方面不同造成的[6 ] 。

以本次所测得的 7 —14 岁壮族学生的数据 (城乡合并) 与 1980 年资料[7 ] 进行比较 ,18

年中壮族男女学生身体发育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如以 14 岁为例 ,男女身高增长了 1110

cm 和 915cm ,体重增长了 515 kg 和 613 kg。据报道每 100 年身高平均增加 10cm ,即每 10 年

增加 1cm
[8 ]

,18 年来百色壮族学生身高的每 10 年平均增长值 (男 417cm ,女 412cm) 不仅超过

了这一尺度 ,也超过了大连汉族[5 ]和蒙古族[3 ]每 10 年身高 平均增长值 ,呈现出阶段性生长

加速现象。表明壮族学生近 18 年来生活水平和营养条件有较大的提高。

与其它民族比较 ,以 7 —18 岁壮族学生 (城乡合并)的身高和体重与 1995 年全国汉族学

生[9 ]城乡合并计算的均值作比较 ,壮族学生的身高体重各年龄组的指标均明显低于汉族的

指标 ,身高男女生平均矮 514cm 和 412cm ;体重男女生平均轻 317kg 和 219kg。与蒙古族学生

资料比较 ,壮族学生身高及体重大多数各年龄组的指标仍低于蒙古族。与日本学生资料比

较[10 ] ,壮族学生身高及体重各年龄组的指标均明显低于日本学生。说明 ,生活于山区、少数

民族地区的百色地区壮族学生的身材是比较矮小的。这可能与遗传因素、地理环境[11 ] 、婚

姻习惯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有关。

壮族 16 岁学生身高体重指标在 20 个少数民族[9 ] (回、维吾尔、朝鲜、壮、藏、苗族、布

依、侗、瑶、哈尼、哈萨克、黎、傈僳、瓦、东乡、纳西、柯尔克孜、土、羌、撒拉) 中的排列位次 ,

男身高体重均在第 13 位 ;女身高在第 13 位 ,体重在第 14 位。壮族体质发育在这些少数民

族中处于中下水平。

致谢 : 本文得到本教研室韦妹且、曾加浪、马志勇、韦星、陈秉朴、黄昌盛等同志协助调

查工作 ,以及田东二中、平马中学、平马小学、祥周小学、祥周初中、百色三中、百色农校、百色

中学、百色民师、右江商校、百色七中及百色市各小学等学校的领导及师生对调查工作的大

力支持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722·　3 期 吴荣敏等 : 百色地区壮族学生体质发育调查分析 　　 　



参考文献 :
[1 ] 吴汝康 ,吴新智 ,张振标. 人体测量方法[M]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84 ,114 —119.

[2 ] 邵象清. 人体测量手册[M] . 上海 :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 ,230 —243.

[3 ] 朱钦. 蒙古族学生体质发育现状分析[J ] . 人类学学报 , 1989 , 8 (1) : 1 —7.

[4 ] 林琬生 , 胡承康. 中国青年生长发育环境差异的研究[J ] . 1990 , 人类学学报 , 9 (2) : 152 —159.

[5 ] 徐飞 , 马晓凯 , 赵薇等. 大连汉族学生身高的研究[J ] . 人类学学报 , 1999 , 18 (1) : 28 —34.

[6 ] 张迎修. 中国汉族儿童少年身高发育城乡差别的变化趋势[J ] . 人类学学报 , 1999 , 18 (4) :307 —310.

[7 ] 李效基. 我国少数民族儿童少年生长发育综述[J ]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 1982 ,16 (1) : 59 —63.

[8 ] 叶恭绍 ,吕姿之. 32 年来我国儿童少年卫生研究工作的回顾[J ]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 1982 , 16 (1) :53 —55.

[9 ]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编.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M] . 长春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154 —353.

[10 ] 陈德珍. 中国学生体质发育的生长加速及与日本学生的比较[J ] . 人类学学报 , 2000 , 19 (4) : 284 —297.

[11 ] 张振标. 现代中国人身高的变异. 人类学学报[J ] , 1988 , 7 (2) : 112 —120.

SURVEY AND ANALYSIS OF THE PHYSICAL

DEVELOPMENT FOR ZHUANG STUDENTS IN BOSE REGION

WU Rong2min , HUAN G Shi2ning , PU Hong2qin , PAN G Zu2yin

( Department of Anatomy , Youjiang Medic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 Bose 533000)

Abstract : 4 800 Zhuang students in the Bose region of Guangxi at the age from 7 to 18 years were in2
vestigated. The measurements include stature , sitting height , body weight , chest circumference ,

shoulder breadth and pelvic breadth. All data are analyzed by the programs of medical statistics

(POMS) , and comparisons are made between the students in urban area and rural area , Zhuang stu2
dents in 1998 and in 1980 , Zhuang students and Han students of the whole country , Zhuang students

and Mongolian students , Zhuang students and other minority nationalities , Zhuang students and Japa2
nese students.

Key words : Anthropometry ; Growth and Development ; Zhuang n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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