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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1985 年和 1995年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国家科委共同领导和组织

的全国性的学生体质健康调查基础上, 及本世纪 30 年代起个别省城 (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

丹阳市 (县)、南京市、辽宁省、黑龙江省及山东省) 学生的体质调查资料基础上, 作者经数理

统计, 并就我国学生的体质发育状况和生长加速问题对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分别加以分析

讨论, 从而了解了我国学生体质发育的现状; 经与近邻的日本国的学生的体质发育和生长加速

状况比较后也找到了差距。

我国学生的体质发育水平目前虽有些不足, 但我国学生的体质发育指标的生长增长值比日

本国学生在身高指标上,男学生大2. 10cm, 女学生大 1. 65cm; 在体重指标上, 男学生大 2. 22kg,

女学生大 1. 54kg , 身高和体重指标相对日本国而言都仍呈较大的增长趋势, 存在发展潜力, 我

国学生的体质定将有提高的可能。但胸围指标与身高和体重指标相比, 除城市男女学生增长值

还较大外, 乡村学生的增长值却为偏低, 这将影响我国学生的身体素质, 影响整体生长发育水

平的提高。这些将为我国有关部门制定方针政策和实施措施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我国的经济

正在迅速发展, 对我国学生的营养已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加以改善和提高, 并加强了学生的体育

锻炼, 中小学学生的学业负担也正在减轻, 因此, 对我国学生体质发育的促进的效果是可能达

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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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关于生长发育的生长加速问题, 需要时间的推移和资料的积累。我国学生的体质调查

始于 20世纪 30年代。早年有许世瑾、吴利国 ( 1932) 对上海市学龄儿童生长体重之初步

研究及吴定良于 1936年对丹阳县和南京市儿童的体质调查。吴定良自己于 1956年又对该

地区的儿童体质作了一次调查, 故而他于 1957年作了关于近 20年来丹阳县和南京市儿童

体质发育的增进的报道。以后我国陆续有个别省市单位也进行过学生体质调查。1979年由

国家体委、教育部、卫生部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体质调研工作。1985年国家教委、国



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国家科委共同领导和组织了另一次全国性的学生体质健康调

查, 经过漫长的岁月,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变化, 因而林琬生等 ( 1989) 分别作

了“半个世纪来江苏省丹阳县儿童生长的长期趋势”和“中国汉族儿童生长的长期趋势”及

邵立新等 ( 1995) 作了 “半个世纪来南京市儿童体型的长期变化”的报道。1995年国家教

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国家科委又共同领导和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学生体质

健康调查。经过严密的设计和统一的组织, 并按照统一的方法与要求进行大规模测量的就

属这 3次。1985年和 1995年的两次时隔 10年的全国性学生体质健康调查, 正值我国改革

开发、经济腾飞的年代, 这为研究生长发育的生长加速问题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为此, 作

者在这两次全国性的学生体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加以计算, 并就我国学生的体质发育状况

和生长加速问题加以分析讨论, 再与近邻的日本国的学生的体质发育状况作比较研究。

《文章中各表下除有标注外, 其余数据都由作者根据 1985年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

究组编, 1987) 和 1995年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编, 1996) 两次全国性测量有关资

料计算所得。》

2　结果与分析

2. 1中国汉族学生历年来的生长加速 (表 1, 表 1a )

同一地区的人在不同的发育阶段时期, 其生长的速率是不相同的, 制约生长速率的因

素是多方面的。现就身高、体重、胸围三项体质特征的生长加速增长值在历年中所发生的

变化通过以下比较反映出来。

我国各省市自治区汉族学生按平均年龄的生长加速情况, 10年间的增长值, 列于表 1

中。绝大多数省市组的10年增长值是根据近年来1985年和 1995年两次全国性大规模的体

质调查得到的资料, 经统计后得出的第一次增长值数据。为了便于比较, 把这次增长值再

按城男、城女、乡男、乡女区分开来, 按数值从大到小加以排序, 列于表 1a 中。

　　从近 10年来我国各省市汉族城乡、男女学生的身高、体重和胸围的增长值来看, 7-

22岁的总平均增长值其明显的特点是各省市汉族城、乡、男、女学生在身高指标和体重指

标上都有增长, 总平均增长值都呈正增长, 只有胸围指标在不少省市反而有减少的, 甚至

于使得胸围指标的总平均增长值也出现了负增长, 尤其以乡村学生为多。其原因较为复杂,

有待进一步探查, 也许是因为在身高增长上相对速度较快而造成营养分配不平衡, 最终以

胸围增长的减弱为代价的缘故, 也许是由于身高、体重、胸围3项体质特征发育的不平衡。

另一明显的特点是有 68. 5%乡村学生组的身高指标的 10年增长值大于相应的城市学

生的增长值, 而体重指标正相反, 有 92. 6%城市学生组的体重增长值大于相应的乡村学生

的体重增长值。胸围指标是占94. 4%的城市学生的总平均值增长值大于相应的乡村学生的

总平均增长值。

我国各省市学生在 1985—1995年里身高总平均增长值范围 (表 1a) , 男城为 ( 1. 29—

3. 58) , 男乡为 ( 1. 31—5. 51) , 女城为 ( 0. 81—3. 10) , 女乡为 ( 0. 82—4. 54) ; 体重的总

平均增长值范围, 男城为 ( 1. 68—5. 46) , 男乡为 ( 0. 59—5. 73) , 女城为 ( 0. 95—3. 32) ,

女乡为 ( 0. 20—3. 79) ; 胸围的总平均增长值范围, 男城为 ( - 0. 13—3. 70) , 男乡为

( - 1. 78—2. 44) , 女城为 ( - 0. 60—3. 04) , 女乡为 ( - 2. 1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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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各省市自治区汉族学生历年来每 10 年平均生长增长值 [单位: 身高、胸围 ( cm) , 体重 ( kg) ]

The value in increment of growth at every ten years in Han nationality students of China

unit: stature and chest girth ( cm) , weight (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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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注: 上海 (1931- 1979) 年的身高、体重数据和上海 ( 1955—1979) 年的胸围数据由作者根据 “中国青少年儿童

体质研究组编”, 1982, P. 496- 499中资料计算所得。

北京、辽宁、黑龙江、上海、山东五省市( 1979- 1985)年的数据引自“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编”, 1987, P. 219。

丹阳县 ( 1936- 1956) 和南京市 ( 1936- 1956) 数据由作者根据吴定良, 1957a、1957b资料计算所得。丹阳

县 ( 1936- 1985)、( 1956- 1985) 及上海 ( 1931- 1985) 引自林琬生等, 1989, P. 160, 161, 163。南京市

( 1936- 1985)、( 1956- 1985) 数据由作者根据邵立新等, 1995, P. 57中资料计算所得。

北京 ( 1955- 1985)、天津 ( 1957- 1985)、上海 ( 1955- 1985) 引自林琬生等, 1989, P. 357。

　　除了 1985年和 1995年两次大规模的体质健康调查外, 有些个别城市, 以往也曾有过

报道, 从本世纪 30年代起就开始对那里的学生进行过体质调查, 这些城市是北京市、天津

市、辽宁省、黑龙江省、上海市、丹阳市 (县)、南京市及山东省, 现在把这些省市学生以

往的身高、体重和胸围的每 10年平均增长值也列入表 1中, 以便一起加以比较。

( 1) 首先关于北京市学生历年来的体质生长发育加速情况。从 3组增长值看, 1955-

1985年的值无论是身高、体重还是胸围都是最小的, 1979—1985年的值为最大, 1985—1995

年 10年间有回落。显然这与 1979—1985年间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有关, 但生长加速

也有一个限度, 到最近 10年已趋于下降趋势。另外, 北京市乡村学生 (男、女) 的身高增

长值在 1985—1995年期间已明显地高于城市学生的增长值了。

( 2) 天津市有 2组记录, 虽然缺少 1979—1985年的体质调查, 但与北京市的情况相比

大致相同,也是 1955—1985年间那段的数值最小,这无疑与我国那个年代的经济实力有关,

特别是经历了 3年的自然灾害困难时期, 这时期的极度的营养缺乏着实有损一代儿童的体

质健康的发育。此外, 1985—1995年间天津市儿童的体质特点是乡村学生 (男、女) 的加

速增长值在身高和体重两项上明显地高于城市学生的值, 而胸围项目还高得不太多。

( 3) 从辽宁省 2组的比较中, 也可看出, 1979—1985年间的生长发育受经济发展的影

响, 其增长值很大, 但在1985—1995年间, 增长值已趋于减少, 只是男城和女城学生的体

重仍还略有些增加, 而且男乡和女乡学生的胸围增长值还出现了负增长。

( 4) 从黑龙江省的 2组情况来看, 也是 1985—1995年间的增长有所减少, 甚至男城、

男乡和女乡学生的胸围出现了负增长。不过女乡的身高, 男城和男乡学生的体重还有加速

增长的势头。

( 5) 上海市有 6组可加以比较。从前 3组看, 增长值都不大, 而且相差也不多。后3组

中, 在 1979—1985年间, 生长加速, 其增长值明显增加。但 1985—1995年间生长加速的

速度有所减慢, 特别是城市女生的身高的增长值已降到1. 80, 此值甚至小于前 3组中的值,

说明上海市城市女生的身高增长几乎趋于停滞状态。此外, 上海市城市男生和女生的体重

在 1985—1995年间仍有增长趋势, 而且男生的体重增长值达到 5. 46, 在全国城市学生中位

居第一。但乡村学生 (男、女) 的胸围增长值甚低 (男 0. 72, 女 0. 42)。

( 6) 从丹阳县 (市) 3 个组和南京市 3 个组看, 都是 1956—1985年间的增长值大于

1936—1985年间的值, 可见在 1936—1956年间的生长发育由于期间有连年战争的缘故受

阻呈慢速发育状态。

( 7) 从山东省 2组看, 其增长值从 1979—1985年间的快速增长后, 到 1985—1995年

间也有所下降。

总之, 从这几个城市的历年比较中可看出, 其普遍的特点是 1985—1995年间的乡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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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男、女) 的胸围增长值普遍降低很多, 北京市 (男乡 0. 40, 女乡 0. 65) , 天津市 (女

乡 0. 79) , 辽宁省 (男乡- 0. 60, 女乡- 0. 12) , 黑龙江省 (男乡- 1. 61, 女乡- 0. 03) , 上

海市 (男乡 0. 72, 女乡 0. 42) , 山东省 (男乡 0. 14, 女乡 0. 32) , 这种情况是反映了胸围

特征的生长发育趋于停滞还是说明了乡村学生的营养有待改善和提高? 也许待下一次进行

全国性的大规模体质调查时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因为我国的经济正在迅速发展, 对我国

学生的营养已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加以改善和提高, 对体质发育的促进的效果可拭目以待。

2. 2　中国少数民族学生近 10年来的生长加速 (表 2, 表 2a)

我国各少数民族男、女学生 10年间平均年龄的生长增长值列于表 2中。把表 2的各少

数民族组的男、女学生的身高、体重和胸围的数值从大到小加以排序, 以便比较, 列于表

2a 中。这些值的获得也是根据 1985—1995年两次全国性大规模的体质调查得到的数据再

经统计得到的。另外, 表 1中还收集了蒙古族 ( 1962—1985) 的资料, 并经重新计算。

从近 10年来我国各少数民族男、女学生的身高、体重和胸围的总平均增长值来看, 7—

18岁的明显的特点是男、女学生的身高指标的总平均值都为正值, 呈增长趋势, 但在体重

和胸围指标上, 总平均值出现了负增长。体重指标上, 各组男学生都为正值, 呈增长趋势,

但女学生出现 4组负值 (维吾尔族城, 维吾尔族合, 壮族乡, 东乡族)。胸围指标上出现的

负值组较多, 有回族乡 (男、女) , 回族合 (男、女) , 朝鲜族城 (男、女) , 朝鲜族乡 (男、

女) , 朝鲜族合 (男、女) , 藏族 (男、女) , 布依族 (男、女) , 瑶族 (男、女) , 哈尼族

(女) , 黎族(男、女) , 傈僳族(男、女) , 东乡族(女) , 土族(男、女) , 撒拉族(男、女)。

表 2　中国少数民族学生 1985—1995 年平均生长增长值 [单位: 身高、胸围 ( cm ) , 体重 ( kg) ]

The value in increment of growth in 1985—1995 in minority students of China

unit: stature and chest girth ( cm) , weight (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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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a　中国少数民族学生 1985—1995年平均生长增长值的排序 [单位: 身高、胸围 ( cm) , 体重 ( kg) ]

The order of the value in increment of growth in 1985—1995 in minority students of China

unit: stature and chest girth ( cm) , weight ( kg)

　　我国各少数民族学生身高的总平均增长值范围 (表 2a) , 男生为 ( 0. 90—6. 80) , 女生

为 ( 0. 66—5. 95) , 而且除哈萨克族外, 其他组都是男生增长值大于女生增长值。身高增长

幅度较大的几组是瑶族、哈尼族、苗族和撒拉族, 增长幅度较小的几组是黎族和壮族。体

重的总平均增长值范围, 男生为 ( 0. 06—3. 96) , 女生为 ( - 0. 90—3. 11) , 体重组除哈萨

克族组外, 其他组也都是男生的增长值大于女生的增长值。体重增长幅度较大的几组是瑶

族、苗族和回族城, 增幅较小的几组是东乡族和壮族乡。胸围的的总平均增长值范围, 男

生为( - 2. 71—3. 34) , 女生为( - 2. 73—4. 23)。胸围增长幅度较大的几组是纳西族、苗族、

哈萨克族和佤族, 胸围增长值减少最严重的组是黎族男 ( - 2. 71) , 布依族女 ( - 2. 73)。

2. 3　中国汉族学生与日本学生的比较

( 1) 1995年汉族学生的身高和体重与日本学生的比较 (表 3, 图 1、2、3、4)

　　表 3, 图 1、2、3、4是 1995年我国汉族学生的身高和体重指标分别以城市、乡村和城

乡合计计算的值与 1995年日本全国学生的值加以比较。中日两国地域相近, 从人类体质特

征上说日本民族的起源与中华民族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作体质发育的对比, 日本学生是较

合适的对比组。

图 1是汉族男学生和日本男学生身高指标的比较, 从图上可看出在每个年龄组上汉族

城市男学生的身高都比乡村男学生的身高要高得多, 从 7—17岁我国汉族男学生身高的城

乡差别平均达 3. 84cm。另外, 在 7岁到9岁组时, 汉族城市学生的身高都高于日本学生的

身高, 但 10岁以后直到 17岁, 汉族城市男学生的身高就不如日本学生了, 显然在儿童早

期发育时期 7岁到 9岁时, 我国城市学生的身体发育还是比日本的学生好的。因为身高指

标的性状比较稳定, 父母的遗传是决定儿童身高的主要因素。但 10岁后并没有占优势,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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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5 年中国汉族学生与日本学生身高、体重指标比较表 [单位: 身高 ( cm) , 体重 ( kg) ]

The comparison of stature and weight of students between Han nationality of China and Japanese in 1995

unit : stature ( cm) , weight ( kg)

能是由于后期发育阶段我们学生的营养水平跟不上的缘故, 当然其他因素如运动、疾病和

睡眠等也会对身体的发育有影响。但以我国汉族男生的城乡合计值与日本全国男生值相比

的话, 其每个年龄组的身高值都低于日本学生的值, 从 7—17岁我国汉族男学生的身高低

于日本男学生分别为 0. 20cm、1. 25cm、1. 45cm、2. 05cm、2. 59cm、3. 78cm、3. 34cm、3. 16cm、

2. 84cm、2. 05cm 和 1. 86cm , 身高平均低于日本男学生 2. 23cm。

图 2是汉族男学生和日本男学生体重指标的比较, 从图上可明显地看到在每个年龄组

上, 汉族城市男学生的体重都大于乡村男学生的体重, 从 7—17岁我国汉族男学生体重的

城乡差别平均达 3. 41kg。另外, 在每个年龄组上, 日本男学生的体重都大大地超过汉族城

市男学生的值, 更不必说大于乡村学生了。以我国汉族男生的城乡合计值与日本全国男生

值相比的话, 其体重值, 从 7- 17岁我国汉族男学生小于日本男学生分别为 1. 96kg、

2. 99kg、3. 50kg、4. 31kg、4. 88kg、6. 49kg、6. 04kg、6. 20kg、7. 59kg、6. 51kg 和6. 16kg ,

体重平均小于日本男学生 5. 15kg。这也说明了在体质发育水平上说, 我国学生的营养有待

于得到更大的提高。

图 3是汉族女学生和日本女学生身高指标的比较, 从图上可看出, 与汉族男学生的身

高指标相同, 也是在每个年龄组上汉族城市女学生的身高都比乡村女学生的身高要高得多,

从 7—17岁我国汉族女学生身高的城乡差别平均达3. 21cm。另外, 在7岁和8岁组时, 汉族

城市女学生的身高还是高于日本女学生的身高值的, 但是在 9岁到 12岁阶段, 汉族城市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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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5年中国汉族男学生和日本男学生身高指标的比较 (单位: cm)

The com par ison o f stature o f male st udents bet ween Han nat ionality of China and Japanese in 1995

unit : statur e ( cm )

图 2　1995 年中国汉族男学生和日本男学生体重指标的比较 (单位: kg)

T he comparison of w eight of male students betw een Han nationality o f China and Japanese in 1995

unit: w eight (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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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5年中国汉族女学生和日本女学生身高指标的比较 (单位: cm)

The comparison of statur e of female students betw een Han nationality o f China and Japanese in 1995

unit : statur e ( cm )

图 4　1995 年中国汉族女学生和日本女学生体重指标的比较 (单位: kg)

The com par ison o f weight o f female st udents bet ween Han nat ionality of China and Japanese in 1995

unit: w eight (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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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身高不及日本女学生的身高了, 但 13岁以后直到 17岁, 汉族城市女学生的身高又

超过了日本女学生的身高了。不过, 汉族乡村女学生的身高值在每个年龄组上都小于日本

女学生的值。但以我国汉族女生的城乡合计值与日本全国女生值相比的话, 其每个年龄组

的身高值都低于日本学生的值, 从 7—17岁我国汉族女学生的身高低于日本女学生分别为

0. 55cm、1. 41cm、1. 94cm、2. 67cm、2. 80cm、2. 29cm、0. 99cm、0. 79cm、0. 32cm、0. 19cm

和 0. 15cm , 身高平均低于日本女学生 1. 28cm。所以说, 汉族城市女学生的身高指标在个别

年龄段里虽有些不足, 但乡村女学生的营养水平更有待进一步的改善。

图 4是汉族女学生和日本女学生体重指标的比较, 从图上可明显地看到在每个年龄组

上, 汉族城市女学生的体重都大于乡村女学生的体重, 从 7—17岁我国汉族女学生体重的

城乡差别平均达 2. 05kg。另外, 在每个年龄组上日本女学生的体重都大于汉族城市女学生

的值, 更大于汉族乡村女学生的值了, 以我国汉族女生的城乡合计值与日本全国女生值相

比的话, 其体重值, 从 7—17岁我国汉族女学生小于日本女学生分别为 2. 35kg、3. 30kg、

4. 17kg、4. 85kg、5. 57kg、6. 14kg、4. 82kg、4. 69kg、4. 35kg、3. 68kg 和 3. 14kg ,体重平均

小于日本女学生 4. 28kg, 这也说明日本女学生的体质发育水平比我国女学生的要强些。

( 2) 中国汉族学生与日本学生历年生长加速的比较 (表 4)

表 4是中国汉族学生与日本学生身高、体重和胸围指标以每 10年增长值为基础的历年

生长加速比较表。收集的材料中, 中国汉族学生 (按城市、乡村、城乡合计) 有 2组; 上

海市 1931—1979年的学生身高、体重的体质调查资料, 上海市 1955—1979年的学生胸围

的体质调查资料; 日本学生的历年体质测量资料有 5组。

就我国汉族学生 ( 1979—1985) 和 ( 1985—1995) 两组比较看, 增长值仍呈上升趋势

的有身高 (女城) , 体重 (男城, 女城) , 胸围 (女城) , 其他对比项目都呈下降趋势 (除了

1979—1985年组没有城乡合并项目, 不能进行对比外)。此外, 关于城乡比较, 身高指标,

在 1979—1985年和 1985—1995年期间, 全国乡村的男女学生的身高增长速度都大于城市

的男女学生的速度。至于体重和胸围指标, 1979—1985年间乡村学生 (男、女) 增长值都

大于城市 (男、女) 增长值, 但到了 1985—1995年间, 城市学生 (男、女) 增长值都大于

乡村学生 (男、女) 的增长值。尤其以乡村学生的胸围平均增长值更低 (男生为 0. 26cm, 女

生为 0. 24cm)。

从 5组日本国学生的体质测量资料来看, 以1931年—1977年的 46年间的日本国学生

的生长速度与差不多同年代的上海市学生 ( 1931—1979年) 的平均增长值相比, 身高、体

重两个项目的男、女平均增长值都大于上海市学生的平均增长值; 在胸围指标上, 以日本

( 1955—1977) 与上海 ( 1955—1979) 相比, 只是男生的胸围两者相当, 而日本女生的胸围

还是大于上海市女生的。从后面 3组日本学生的资料看, 1960年至 1970年 10年里是日本

青少年儿童生长发育速度较快的 10 年, 比其本国学生 1931—1977 年的身高、体重和

1955—1977年的胸围值都大。但日本国学生自 1978年以后其生长速度已逐渐减缓, 身高生

长速度男学生分别降至 1. 03cm 和 1. 12cm, 女学生降至 1. 05cm 和 0. 71cm, 身高生长几乎

趋于停滞; 体重指标在男学生中生长速度已降至 1. 13kg , 但又上升到 1. 67kg , 不过女学生

体重的增长速度已呈下降趋势, 已分别降至 0. 87kg 和 1. 03kg。

就近 10年 1985—1995年我国学生的生长增长值与同年日本学生比较, 从表 4中可看

出我国学生的生长增长值明显地大于日本学生的值。因日本国的乡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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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接近, 因此把其生长增长值与我国的城市增长值相比。这样得出我国学生的生长增长值

比日本国学生在身高指标上, 男学生大 2. 10cm , 女学生大1. 65cm; 在体重指标上, 男学生

大 2. 22kg, 女学生大 1. 54kg , 身高和体重指标相对日本国而言都仍呈增长趋势, 存在发展

潜力, 我国学生的体质定将有提高的可能。但胸围指标与身高和体重指标相比, 除城市男

女学生增长值还较大外, 乡村学生的增长值却为偏低, 这将影响我国学生的身体素质, 影

响整体生长发育水平的提高, 关键还是营养和体育锻炼必需加强。本文在这里叙述的目前

我国学生的体质发育状况将为有关部门制定方针和实施措施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

表 4　中国汉族学生与日本学生历年来每 10 年平均生长增长值的比较

[单位: 身高、胸围 ( cm) , 体重 ( kg) ]

The comparison of the values in increment of growth at every ten years of students between

Han nationality of China and Japanese [ unit : stature and chest girth ( cm ) , weight ( kg) ]

注: 中国汉族十六省 (市) 省会 ( 1979—1985) 数据由作者根据“中国青少年儿童体质研究组编”, 1982, P. 590- 733

资料和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编”, 1987, P. 1458—1473资料计算所得。

中国汉族 ( 1985—1995) 数据由作者根据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编”, 1987, P. 1097—1112资料和 “中国

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编”, 1996, P. 154—156资料计算所得。其中 1985年的男合值和女合值分别为男生、女生

各自的城市值和乡村值的平均值与各自的例数相乘所得的总和除以城乡和之总例数。

上海 ( 1931—1979) 年的身高、体重数据和上海 ( 1955—1979) 年的胸围数据及日本 ( 1931—1977) 的身高、体

重数据和日本 ( 1955—1977) 年的胸围数据由作者根据 “中国青少年儿童体质研究组编”, 1982, P. 496—499中

资料计算所得。

日本 ( 1960—1970)、( 1978—1984) 数据分别引自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编”, 1987, P. 234、P. 233。

日本 ( 1985—1995) 数据由作者根据日本文部省学校保健统计调查报告书资料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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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ON OF GROWTH ON PHYS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COMPARISON WITH JAPANESE STUDENTS

Chen Dezhen

( I nstitute of V ertebrate P 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 op ology , A cademia Sinica, B eij ing 100044)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 ey o f phy sic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in 1985 and 1995 in China,

init iated by state Educat ion commission, State phy sical cultur e commission, M inist ry of

public health, State nat ionalit ies affairs comm ission and State science commiss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 f physica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f ter the 30's of the 20th centur y in sev-

er al prov inces and cities, the author conducted further stat ist ics and obtained the results of

accelerat ion of growth both in Chinese Han nat ionality students and Chinese minorit ies

students, separately.

Through analyses o f the results,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physical development both

of them is mastered. M eanwhile the comparison betw een Chinese students and Japanese

students also w as dealt w ith. F irst ly the stature and w eight in 1995 w er e compar ed, and

then the accelerat ion of grow th w as compar ed. T he dif ferences o f physical development

betw een Chinese students and Japanese students w ere revealed.

At present , the level of phy s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is no t very st rong ,

but the values of accelerat ion of growth of Chinese students are larger than that of

Japanese students. T he value o f accelerat ion of grow th in stature is 2. 10cm ( male stu-

dents) and 1. 65cm ( female students) larg er than that o f Japanese students. T he value of

accelerat ion of g row th in w eight is 2. 22kg ( male students) and 1. 54kg ( female students)

larger than that of Japanese students. The stature and weight present a lar ger secular in-

crease trend, a kind of latent development . So ther e is a possibility of enhancement in

phys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Not quite the same w ith stature and w eight , in

China the value o f accelerat ion of growth in chest girth in country side students is rather

low er than in the city students. It w il l make a no table impact on the physical quality and

w ill retard the overall physical development of g row th.

This situat ion w il l pr ovide a reliable scient if ic foundat ion for making the po licy and

measurements. T he economics in China now is being developed quickly . Some good ac-

tions have been made to improve the nutrition of students and to enhance the physical ex-

er cises. T herefore, the ef fects o f promo tion on physic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ents

def initely w ill be confirmed in the futur e.

　　Key words　　Physical development , Acceler at ion o f growth, Statur e, Weight ,

Chest g ir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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