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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 Heath-Car ter 体型法, 探讨了呼和浩特市311 例 6—20 岁经过舞蹈专业训练的青

少年体型特点。结果显示, 习舞青少年具有以外胚层因子占优势的各类体型, 男性以偏中胚层

型的外胚层型体型为主, 女性则以偏内胚层型的外胚层型体型居多。同龄男女体型间差异显著。

同性别中相邻年龄组间体型无显著性差异。与其它群体相比, 习舞青少年内胚层值较低, 外胚

层值明显高于普通同龄人。青春期阶段是形成这种体型特征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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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代以来, 在 Sheldon ( 1940) 体型法基础上, 经过改进更趋合理的Heath-Carter 人

体测量体型法, 已被多国学者广泛应用于各类群体的体型综合评价 ( Carter and Heath,

1990)。近年来, 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有所开展 (邓沛玲, 1990; 季成叶等, 1992;

赵凌霞, 1992; 郑连斌等, 1996)。但运用此方法评价我国舞蹈演员或经过舞蹈专业训练的

青少年体型特点的研究工作, 尚未见报道。国外资料目前也仅见对欧美国家少数成年舞蹈

演员 (男 8例, 女 95例) 体型的研究报道 ( Ro ss, 1974; F iarmosi 1978; Lavoie, 1982)。

为探讨我国习舞青少年的体型特点, 我们于近期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

1　样本来源与方法

1994—1996年期间, 我们对内蒙古艺术学院舞蹈系学生和呼和浩特市少年宫舞蹈班中

经过 1年以上舞蹈训练的全部学员, 进行了 10项活体测量 (测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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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胛下位、髂前上

棘和腓位皮褶厚度) , 收集到 267名女性和 44名男性资料。被测者女性年龄 6—20岁, 男

性为 14—17岁。因少年宫舞蹈班无男性样本, 所以男性资料全部取自艺术学院。艺术学院

的学员选自各类业余舞蹈培训班, 一般是从 5、6岁开始接受舞蹈训练, 其训练强度大致为

1天半/周, 假期时天天训练。学员入学后, 其专业训练时间约为 8小时/天, 遇有演出任务



时, 训练强度要加大。学员的饮食同普通人, 无特殊要求。本文样本中, 汉族 189例、蒙

古族 83例、其它民族 (满、回、达斡尔、鄂温克等) 39例。

全部资料以年龄和性别分组讨论。因总体数量不多, 所以未再以民族分类分析。以体

型公式 ( Carter, 1990) 计算男女各年龄组体型均值, 以含具体数字的 “内胚层因子—中胚

层因子—外胚层因子”形式表示。同时计算 HWR (身高/
3
体重)、SAD (各样本体型点到

平均体型点的空间距离) 和SAM (所有样本体型点到平均体型点的空间平均距离) , 以 t检

验比较性别间和不同群体间的体型差异性。本文选用汉族青少年资料 (季成叶等, 1992) ,

作为我国普通人群体的代表。

2　结果与讨论

311名习舞青少年各年龄组体型均值和男女各类体型的分布见表 1—3。

表 1　各年龄组女性体型 ( x-±s)

Mean somatotypes of f emales at the age groups

年龄 (岁) 人数 ( N) 身高 ( cm) 体重 ( kg) HWR 体型均值 SAM

6— 22 118. 8±5. 8 20. 7±3. 2 43. 4±1. 5 2. 6—3. 5—3. 2 1. 3

0. 7　0. 6　1. 1

7— 33 124. 1±5. 8 23. 2±2. 7 43. 6±1. 6 2. 7—3. 2—3. 3 1. 2

0. 8　0. 6　1. 2

8— 24 126. 2±4. 6 23. 1±1. 8 44. 3±1. 0 2. 4—2. 8—3. 9 1. 0

0. 6　0. 6　0. 7

9— 12 132. 9±4. 0 26. 1±3. 0 44. 9±1. 4 2. 3—2. 9—4. 3 1. 2

0. 7　0. 6　1. 1

10—11 8 144. 2±8. 9 33. 6±6. 4 44. 9±0. 5 2. 8—2. 5—4. 3 0. 7

0. 5　0. 5　0. 4

12— 22 152. 3±5. 9 38. 1±4. 7 45. 4±1. 0 2. 5—2. 3—4. 6 1. 1

0. 7　0. 7　0. 8

13— 40 156. 9±5. 8 41. 7±5. 1 45. 3±1. 3 2. 6—2. 1—4. 6 1. 3

0. 8　0. 7　1. 0

14— 46 159. 6±4. 9 44. 0±4. 6 45. 3±1. 4 2. 7—2. 2—4. 6 1. 3

0. 7　0. 8　1. 0

15— 25 162. 1±4. 3 48. 0±5. 0 44. 7±1. 6 2. 6—2. 3—4. 1 1. 4

0. 7　0. 9　1. 2

16— 18 161. 3±4. 6 48. 4±5. 5 44. 4±1. 2 3. 2—1. 8—3. 9 1. 3

0. 8　0. 9　0. 9

17— 7 165. 6±2. 6 53. 4±4. 0 44. 0±0. 7 4. 0—2. 2—3. 6 0. 9

0. 8　0. 5　0. 5

18—20 10 163. 6±4. 8 52. 5±4. 1 43. 8±1. 5 3. 6—3. 0—3. 5 1. 4

0. 5　0. 9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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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年龄组男性体型 ( x-±s)

Mean somatotypes of males at the age groups

年龄 (岁) 人数 ( N) 身高 ( cm) 体重 ( kg) HWR 体型均值 SAM

14— 10 166. 9±5. 0 50. 6±7. 3 45. 3±1. 3 2. 2—3. 2—4. 6 1. 3

0. 7　0. 9　1. 0

15— 14 170. 6±3. 6 51. 3±4. 3 46. 0±1. 0 1. 9—3. 1—5. 1 1. 0

0. 6　0. 8　0. 7

16— 8 172. 6±4. 9 56. 9±5. 9 44. 9±0. 8 2. 2—3. 2—4. 3 0. 9

0. 7　0. 6　0. 6

17— 12 172. 7±4. 3 57. 6±4. 0 44. 8±0. 9 1. 7—3. 1—4. 2 1. 0

0. 3　0. 9　0. 7

2. 1　习舞青少年的体型特点

Carter 和 Heath ( 1990) 依据构成每一个体型3因子具体数值的相对大小, 将体型分成

13种类型。由表 3可知, 男性习舞者以偏中胚层型的外胚层型体型为主, 其次为均衡外胚

层型和中胚—外胚均衡型。女性则以偏内胚层型的外胚层型体型最多, 其次为均衡外胚层

型、三胚层中间型和偏中胚层型的外胚层型, 其余类型所占比例很少。由此可见, 男女习

舞青少年体型均表现为外胚层因子明显占优势的特点。这与我国普通青少年男性以中胚层

因子相对占优势, 女性以内胚层因子相对占优势的体型截然不同 (季成叶等, 1992)。

表 3　男女各类体型的分布 ( % )

The distribution of somatotypes for males and females

体型类型 男性 女性

偏外胚层型的内胚层型 2. 25

均衡内胚层型 1. 50

偏中胚层型的内胚层型 0. 75

内胚层—中胚层均衡型 3. 00

偏内胚层型的中胚层型 2. 62

均衡中胚层型 1. 85 3. 00

偏外胚层型的中胚层型 5. 56 0. 75

中胚层—外胚层均衡型 14. 81 6. 74

偏中胚层型的外胚层型 53. 70 12. 36

均衡外胚层型 16. 67 18. 35

偏内胚层型的外胚层型 1. 85 25. 46

外胚层—内胚层均衡型 7. 12

三胚层中间型 5. 56 16. 10

2. 2　男女习舞者体型的年龄和性别特点

图 1显示, 女性习舞者各年龄组的平均体型点, 随年龄增长, 环绕外胚型轴由东向西

移动, 17岁以后越过中胚型轴延伸线又开始上移。其体型类型由初始的三胚层中间型转为

以外胚层因子占优势的各类体型, 17岁以后又接近三胚层中间型。表明青春期后, 女性习

舞者除具有自身良好的线性度外, 其骨骼肌肉系统的强壮程度和体脂含量也有所增加, 身

体的发育更趋成熟。国外资料对成年女舞蹈演员体型的研究报道中, 约有半数以上属三胚

中间型体型 ( Carter , 1990) , 本文 18—20岁组体型类型与此相符。男性习舞者从14—17岁

的平均体型点, 沿外胚型轴反向移动, 向中胚型轴偏移。表明青春期后, 男性习舞者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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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充实度也明显增加, 其总体发育趋势与我国普通同龄男性类似。

图 1还显示, 男女体型点分布区域未出现重叠现象, 同龄男女体型点随年龄增长, 偏

离程度加大。t检验显示, 同龄男女体型的性别差异极显著。

2. 3　习舞者体型与其它群体的比较

本文以女性习舞者资料为代表, 探讨这一特殊群体与普通同龄人体型的异同。由于青

春期前后人体的许多体质成分会出现明显地改观, 进而导致体型发生相应的变化, 且青春

期一般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 体型的变化是一渐变过程。我们的调查亦表明, 习舞女性

在 9—15岁时, 身高和体重的年增长值变化较大, 17岁以后其增长基本停滞 (见表 1)。因

此, 我们选用 8岁 、13岁、16岁时的体型值分别代表女性青春发育前期、中期和后期的体

型特点。

图 2显示, 各群体 8、13、16岁组的平均体型点 (尼日利亚人缺 8岁资料) 变化的总

体趋势是由东向西偏南方向位移, 不同程度地接近内胚型轴, 表明随年龄增长, 女性的体

脂含量会逐渐增加。习舞女性亦如此。

图 2还显示, 习舞女性各体型点分布区域明显与普通同龄人不同。除 8岁时的体型

( 2. 4—2. 8—3. 9) 相对接近于我国汉族同龄人 ( 2. 3—3. 4—3. 5　SAD: 0. 73) 外, 其余各

体型点与其它同龄人体型点偏离程度均较大 ( SAD　1. 40—3. 02) , 显示出习舞女性体型的

内胚层成分明显低于普遍女性。表明从小接受舞蹈训练, 可以使女性在生长发育进程中, 皮

下脂肪蓄积的速度明显减缓, 体脂含量维持在较低水平, 则其身体的线性度就明显优于普

通同龄人。

图 1　各年龄组男女体型均值

Mean somato types of m ales and

females at the age g r oups

○男性　　●女性

图 2　各群体女性体型分布

The distr ibut ion o f somato types

o f female samples

●习舞女性　○中国汉族　▲芬兰人

△ 匈牙利人　 尼日利亚人

8、13、16 数字代表 8 岁、13岁、16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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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 r used the Heath-Carter somatotyping method to study the dancing t raining

adolescents somatotype aged 6_ 20 years of 311 cases in Huhhot . T he r esults show ed that

the ectomo rphic factor was dom inant in thr ee somatotypic components in this sample. M a-

jor somatotype of males w as the meso-ectomo rph and that of females w as the endo-ecto-

morph. Comparison betw een male and female somatotype means clearly show ed sexual di-

morphism . As compared w ith other samples, the dancing tr aining adolescents w ere low er

endomor phy and obvious higher ectomo rphy than the ado lescents of the same ages of Han

studied by Ji et al ( 1992) . During puberty the dancing somatotype w as fo rmed.

Key words　　Heath-Carter somatyping method, Dancing t raining , Adoles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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