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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 Heath-Car ter 人体测量法对 357 名 (男 162, 女 195) 20—60 岁的鄂温克族进行了体型

评定。鄂温克族男女的平均体型值为3. 5—5. 0—1. 6 和 5. 2—4. 4—1. 5, 分别属偏内胚层的中胚

层体型和偏中胚层的内胚层体型。20—44岁期间 , 随着年龄的增长, 鄂温克族男女存在着内、

中因子值上升和外因子值下降的趋势, 男女性的体型有显著性差异。将鄂温克族的体型值与国

国内外资料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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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h-Carter 体型法是在 Shelton 三角体型图法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它用连

接号把 3个数值连在一起以评定个体或群体的体型, 这 3个数值分别称内、中、外因子。内

因子 ( Endomorphy) 值表示体内脂肪的相对含量; 中因子 ( M esomo rphy ) 值表示骨骼和

肌肉的发达水平; 外因子 ( Ectomorphy ) 值则表示身体相对瘦高程度。由于该方法有客观、

准确和简单易行的优点, 已成为目前国际上最有价值的评价体型方法之一。有关成年人的

体型, 在国外迄 1990年 Carter 和 Heath 已汇集到分布于世界各地的 60份 (男 39, 女 21)

样本, 33 003名 (男 21 814, 女 11 189) 受试者的体型资料。我国则有赵凌霞 ( 1992)、郑

连斌等 ( 1996, 1998) 和朱钦等 ( 1997) 分别对汉族、蒙古族、达斡尔族和回族作过报道。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 人口总数为2. 63万人 ( 1990) , 在我国 56个民

族中按人口多少排序位居第 43位, 绝大多数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境内。由于历

史的迁徙和居住地区的分散、隔绝, 鄂温克族曾被人们分别称为 “索伦”、“通古斯”和

“雅库特”等, 但事实上他们本是同一民族。鄂温克旗是鄂温克族的主要聚居区, 有鄂温克

族 0. 87万人, 为 1732年清政府由布特哈地区抽调到呼伦贝尔草原戌边的 1600名鄂温克族



兵丁的后裔 (内蒙古大辞典编委会, 1991)。为了解鄂温克族成人的体型特征, 探索不同群

体体型分布的特点, 我们对该旗的鄂温克族进行了研究。

1　调查对象和方法

1997年 9月在鄂温克旗旗政府驻地巴彦托海镇和南辉苏木对 357名 (男 162, 女 195)

鄂温克族进行了与体型有关的 10项指标的测量。被测试者身体健康, 无残疾畸形。年龄在

20—60岁 (平均年龄男34. 3±9. 6岁; 女 33. 7±10. 2岁) 之间, 职业以牧民和机关干部居

多。

10项测试指标是: 身高, 体重, 臂最大收缩围, 小腿围, 肱骨和股骨内外上髁间径及

肱三头肌位、肩胛下位、髂前上棘位、小腿中部皮褶厚度。测量按 Carter and Heath

( 1990) 记载的方法进行。

图 1　鄂温克族各年龄组的平均体型

M ean somatot ypes of Ew enki in age g roups
(·男 m ale　 女 female; 1- 8依次代表 20—岁到

55—岁各年龄组　1—8 represen t the various age groups

fr om 20— t o 55— year r espect ively)

测试所得数据按性别及年龄组 (以 5岁间隔为一年龄组) 在微机内建立数据库, 再按

规定的公式 ( Carter et al. , 1990) 编制的程序分别计算出个体及各年龄组的内中外因子

(第Ⅰ、Ⅱ、Ⅲ因子) 值, 在平面弧形三角体型图上的X、Y坐标值, HWR (身高/
3
体重) 和

SAM 值 ( Somatotype Att itudinal M ean, 年龄组中所有体型点到平均体型点间距离的均

数)等, 并进行分析。此外, 根据肱三头肌位和肩胛下位皮褶厚度推算身体密度, 再按Brozek

改良公式 ( 1963) 计算出身体的脂肪含量——体脂%。

2　结果与分析

鄂温克族男女各年龄组与体型有关

的数据见表 1、2。各年龄组平均体型在体

型图上的位置见图 1。

按内中外胚层值的大小, 可将体型

分为 13种类型。举例如: ( 1) 内因子值

占优势, 中、外因子值之差小于 0. 5 单

位, 即为均衡的内胚层体型; ( 2) 内因子

值占优势, 中因子值超过外因子值 0. 5

单位为偏中胚层的内胚层体型, 反之则

为偏外胚层的内胚层体型; ( 3) 内、中因

子值相等或差值小于 0. 5单位, 外因子

值较小, 为内胚层—中胚层均衡体型。中

胚层值和外胚层值占优势时, 可以此类

推。( 4) 内、中、外因子值在 2—4单位

之间, 且相互间的差值不超过 1单位, 为

三胚层中间型。成年鄂温克族男女 13种

体型的分布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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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鄂温克族男性体型的有关数据 (X- , S)

Somatotype rattings of males of Ewenkis

年龄(岁)

Age(yr . )

人数

N

身高( cm )

Height

体重( k g)

Weight

体型值

Somatotype
X Y

HWR

　

体脂%

Body fat

SAM

　

20— 25 168. 1 64. 9 2. 8—4. 5—2. 1 - 0. 6 4. 1 41. 7 13. 1 1. 6

6. 6 6. 5 0. 8　1. 2　1. 0 1. 9 2. 5 0. 7

25— 31 169. 3 67. 1 3. 0—4. 9—2. 0 - 1. 0 4. 7 41. 7 14. 6 1. 9

6. 7 9. 3 1. 5　1. 1　1. 3 1. 9 5. 4 1. 0

30— 26 167. 7 70. 1 3. 5—5. 2—1. 5 - 2. 0 5. 3 40. 8 15. 4 2. 2

7. 8 11. 5 1. 3　1. 3　1. 1 2. 1 5. 0 0. 7

35— 28 169. 7 72. 5 3. 8—5. 1—1. 5 - 2. 3 5. 0 40. 8 16. 5 1. 9

6. 3 11. 4 1. 3　1. 1　0. 9 1. 7 6. 2 1. 0

40— 21 167. 8 73. 0 3. 8—5. 4—1. 3 - 2. 5 5. 8 40. 2 16. 7 2. 0

5. 6 13. 8 1. 3　1. 4　1. 1 2. 1 5. 8 1. 1

45— 12 165. 6 72. 3 4. 2—5. 1—1. 1 - 3. 1 4. 9 39. 8 19. 3 2. 2

5. 1 12. 3 1. 5　1. 4　1. 0 2. 0 7. 0 0. 9

50— 11 164. 9 68. 6 3. 8—4. 9—1. 4 - 2. 4 4. 6 40. 6 16. 0 2. 0

7. 0 14. 3 1. 8　1. 1　1. 0 1. 9 6. 2 1. 0

55— 8 164. 3 68. 2 3. 5—5. 3—1. 4 - 2. 1 5. 7 40. 5 15.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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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162 167. 9 69. 5 3. 5—5. 0—1. 6 - 1. 8 5. 0 40. 9 15. 6 2. 0

6. 4 10. 8 1. 3　1. 2　1. 1 2. 0 4. 8 0. 9

表 2　鄂温克族女性体型的有关数据 (X- , S)

Somatotype rattings of females of Ewenkis

年龄(岁)

Age(yr . )

人数

N

身高( cm )

Height

体重( k g)

Weight

体型值

Somatotype
X Y

HWR

　

体脂%

Body fat

SAM

　

20— 38 156. 3 55. 1 5. 0—4. 1—1. 8 - 3. 2 1. 4 41. 2 23. 3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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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30 156. 7 55. 7 5. 0—4. 0—1. 7 - 3. 3 1. 3 41. 1 23. 8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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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42 157. 1 56. 8 4. 8—4. 1—1. 9 - 2. 9 1. 6 41. 2 23. 7 2. 0

6. 9 9. 1 1. 3　1. 6　1. 4 2. 4 7. 2 1. 1

35— 29 156. 8 60. 6 5. 5—4. 4—1. 3 - 4. 2 2. 0 40. 2 26. 7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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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28 157. 9 64. 1 6. 0—5. 2—0. 8 - 5. 2 3. 6 39. 4 28. 9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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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11 155. 6 60. 0 5. 9—4. 8—1. 0 - 4. 9 2. 7 39. 9 27. 6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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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10 150. 1 55. 1 5. 2—5. 2—1. 1 - 4. 1 4. 1 39. 8 23. 8 2. 2

5. 9 12. 2 1. 4　1. 7　1. 2 2. 5 8. 6 2. 1

55— 7 149. 6 53. 9 5. 1—5. 4—1. 1 - 4. 0 4. 6 39. 8 22. 3 2. 1

5. 1 9. 1 1. 5　1. 4　0. 9 2. 2 5. 8 0. 7

合计 195 156. 2 57. 9 5. 2—4. 4—1. 5 - 3. 8 2. 2 40. 6 25. 0 1. 8

6. 6 9. 0 1. 2　1. 3　1. 1 2. 0 6. 6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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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鄂温克族 13种体型的分布

Somatotype distribution of the Ewenkis

类　型

Somatotype category

男

M ale

女

Female

偏外胚层的内胚层体型 Balance Endomorph 0 3. 1

均衡的内胚层体型 Balanced Endomorph 1. 2 5. 6

偏中胚层的内胚层体型 Mesomorphic E ndomorph 8. 0 50. 3

内胚层-中胚层均衡体型 Endomorph-Mesomorph 6. 2 16. 4

偏内胚层的中胚层体型 Endomorph ic Mesomorph 52. 5 14. 9

均衡的中胚层体型 Balanced Mesomorph 9. 3 1. 0

偏外胚层的中胚层体型 Ectomorphic Mesomorph 14. 8 0

中胚层-外胚层均衡体型 Mesomorph-Ectomorph 2. 5 0

偏中胚层的外胚层体型 Mesomorphic E ctomorph 1. 8 1. 5

均衡的外胚层体型 Balanced Ectomorph 0 0. 5

偏内胚层的外胚层体型 Endomorph ic Ectomorph 0 1. 0

外胚层-内胚层均衡体型 Ectomorph-Endomorph 0 3. 1

三胚层中间型 Cent ral 3. 7 2. 6

2. 1　成年鄂温克族的体型特征

如表 1、2所示, 鄂温克族的平均体型值男性为 3. 5—5. 0—1. 6, 属偏内胚层的中胚层

体型; 女性为 5. 2—4. 4—1. 5, 属偏中胚层的内胚层体型。鄂温克族女性的平均体型与蒙古、

达斡尔、回族均属同一类型, 而男性仅与达斡尔族属同一类型, 与蒙古族的内胚层—中胚

层均衡体型和回族的均衡的中胚层体型有所不同。

表 3显示, 在 13种体型中, 鄂温克族男性有半数以上分布于偏内胚层的中胚层体型,

其余依次为偏外胚层的中胚层体型、均衡的中胚层体型、偏中胚层的内胚层体型和内胚层

—中胚层均衡体型。以上 5种体型占鄂温克族男性的90%以上, 其余 8种类型不足样本的

10%。鄂温克族女性集中分布在偏中胚层的内胚层体型、内胚层—中胚层均衡体型和偏内

胚层的中胚层体型, 这 3种类型占样本的 80%以上, 其余 10种体型不足样本的 20%。

我国北方 4个少数民族的体型分布有相似之处, 即男性均以偏内胚层的中胚层体型居

首位; 女性均以偏中胚层的内胚层体型居首位, 但这两种体型出现率的高低在 4个民族中

却有差异, 男性偏内胚层的中胚层体型的出现率以鄂温克族最高 ( 52. 5% ) , 经检验与蒙古

族 ( 29. 0%)、达斡尔族 ( 31. 0%) 和回族 ( 32. 2%) 有显著性差异 ( u= 3. 80—4. 82, P<

0. 01)。女性鄂温克族偏中胚层的内胚层体型的出现率 ( 50. 3%) 与达斡尔族 ( 50. 8% ) 无

显著性差异 ( u = 0. 1, P> 0. 05) , 而与蒙古族 ( 75. 1%) 和回族 ( 31. 6%) 则差异显著

( u= 5. 28, 3. 85, P< 0. 01)。

2. 2　鄂温克族体型的年龄变化

如表 1所示, 鄂温克族男性各年龄组的平均体型都是偏内胚层的中胚层体型。20—岁

至 45—岁组期间随着年龄的增长, 呈现内、中因子值上升, 外因子值下降的趋势。在体型

图 (图 1) 上, 这 6个年龄组的平均体型点呈向左移动的趋势。结合HWR值下降, 体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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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 表明在此期间随着年龄的增长, 鄂温克族男性呈现脂肪积累增多, 身体线性度下降,

人体趋于充实的体型变化。50—岁至 55—岁两个年龄组, 内因子值有所回落, 中因子值先

降后升, 外因子值略有上升, 体型点右移, 这种现象是体型变化的内在规律还是取样所致,

有待进一步研究。

由表2各年龄组的平均体型值可以判别, 鄂温克族女性20—至 45—岁年龄组为偏中胚

层的内胚层体型, 低龄的 3个年龄组内中外因子值变动在很小的范围内, 图 1中的平均体

型点相距很近, 表明在此期间鄂温克族女性的体型变化不大。其后的 35—和 40—岁年龄组

则呈现内、中因子值上升, 外因子值下降, 在体型图上相应的体型点向左上方移动。45—

岁年龄组体型点右移至左弧线处, 此后两个高龄年龄组的内因子值下降, 中因子值略有回

升, 体型点向右上移至外因子轴延长线附近, 体型转为内胚层—中胚层均衡体型。经检验

相邻年龄组间平均体型值无显著差异 ( t= 0. 25—1. 95, P> 0. 05) , 但以 30—岁年龄组与

40—岁年龄组的体型值作比较; 或以 30—、35—岁合并年龄组与 40—、45—岁合并年龄组

比较, 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t= 3. 87和 3. 55, P< 0. 01) , 表明鄂温克族的女性在 30—40

岁期间体型有明显的变化。这一结果与加拿大人 ( Bailey et al. , 1982) 和我国的蒙古族、达

斡尔族 (郑连斌等, 1996, 1998) 相似, 但与印度人 ( Singal et al . , 1984) 和我国回族

(朱钦等, 1997) 的结果不同, 后二者在 20—30岁之间体型变化最大。

2. 3　鄂温克族体型的性别差异

如表 1、表2所示, 在 3个体型值中, 鄂温克族女性以内因子值、男性以中因子值占优

势为特征。男女间比较, 各年龄组女性的内因子值明显大于男性, 而中因子值除 50—岁、

55—岁组外男性占优, 外因子值在大多数年龄组中女性稍逊。将男女的体型作比较, 经检

验除高龄的 3个年龄组因样本较小差异不显著外, 其余 5个年龄组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 t= 2. 94—4. 32, P< 0. 01)。显示鄂温克族女性的皮下脂肪发达, 体态丰满; 男性则骨骼、

肌肉发育良好, 体型稍显修长。大量资料表明, 白种人男女间的平均体型点的空间距离较

近 ( SAD= 1. 3—1. 8) ; 而有色人种较远 ( SAD= 1. 8—2. 7; Carter et al . , 1990)。鄂温克

族的 SAD= 1. 81, 在有色人种中是比较小的。与国内其他 3个群体比较, 鄂温克族男女间

的 SAD小于回族 ( 1. 85)、达斡尔族 ( 1. 93) 和蒙古族 ( 2. 28)。

2. 4　与国内其他群体体型的比较

将鄂温克族的平均体型值与蒙古族 (男: 4. 0—4. 4—2. 1; 女: 6. 2—4. 2—1. 6)、达斡

尔族 (男: 3. 4—4. 8—2. 3; 女: 5. 2—4. 2—1. 9) 和回族 (男: 2. 7—4. 2—2. 8; 女: 4. 4—

3. 6—2. 4) 作相应比较, 如果每个因子的差值达0. 5单位以上, 可认为有显著性差异( Heath

et al . , 1966) , 结果显示鄂温克族男性的内、中因子值与达斡尔族无大差异, 内因子值居蒙

古族和回族之间, 中因子值大于蒙古族和回族, 而外因子值小于其他 3个少数民族, 以上

差异均有显著性, 表明在 4个少数民族中鄂温克族男性体型粗壮, 线性度较低, 骨骼、肌

肉发达, 体脂水平低于蒙古族而高于回族。女性的比较情况与男性相似, 但中、外因子值

与蒙古族的差异无显著性。在体型图 (图 2) 上, 男、女鄂温克族的平均体型点与达斡尔族

和蒙古族较为接近, 而与回族相距较远。再计算三维空间平均体型点之间的距离 ( SAD) ,

鄂温克族男性与达斡尔族、蒙古族和回族的SAD 分别为 0. 75, 0. 93和 1. 65, 女性为 1. 05,

1. 05和 2. 03, 这更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果。

体型的差异与遗传因素和生活环境 (营养成分和摄入量、体育锻炼等) 的差异有关, 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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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我国北方地区 4 个少数民族的平均体型

Mean som atotypes o f 4 mino r ities liv ing in t he no rthern China

(·男 male　 女 f emale; E 鄂温克族 Ew inki, M 蒙古族 M onggol, D 达斡尔族 Daur , H 回族 Hui)

温克旗地处我国东北边陲, 气候寒冷, 年平均温度- 2. 3℃, 经济以牧业为主, 牧民的膳食

具有高蛋白、高脂肪、低维生素的特点, 这些都可能对体型产生一定的影响。

2. 5　与国外群体体型的比较

考虑到年龄对体型有较大的影响, 选择以下与本次调查年龄近似的样本 ( Carter et al. ,

1990) 进行对比。将鄂温克族男性的平均体型值与加拿大人 ( 3. 9—5. 2—1. 9)、英国人

( 2. 6—3. 3—4. 0)、印度人 (西北部, 2. 6—3. 3—4. 0)、美国爱斯基摩人 ( 3. 4—5. 9—

6. 3) 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 ( 1. 7—6. 7—1. 7) 进行比较, 结果显示: 鄂温克

族男性的体型与加拿大人和英国人较为接近( SAD= 0. 54, 0. 64) , 与爱斯基摩人较远( SAD

= 0. 95) , 而与美拉尼西亚人和印度人 (西北部) 相距甚远 ( SAD= 2. 48, 3.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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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total of 357 subjects ( 162 males and 195 females) of Ew enkis aged 20 to 60 w ere

somatotyped by Heath-Carter anthropometric somatotype method. The mean somatotype

fo r males w as in endo-mesomo rph catego ry ( 3. 5—5. 0—1. 6 ) , fo r females, meso-

endomor phy ( 5. 2—4. 4—1. 5) . T here w as a tendency o f change in somatotype r at ings in

the age groups f rom 20— to 40— year . T he tendency w as related to the grow th of ag e,

decr eased in ectomorphic component and increased in other tw o components. In this stag e,

there w as very significant sexual difference in the somatotype. Data comparisons w ere

made betw een Ew enki adults and o ther samples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Somatotype, Heath-Carter method, Anthr opometr y, Ew enki nat 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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