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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及汉族新生儿身体形态指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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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 例哈萨克族 哈族 及 例汉族新生儿的体格发育调查资料
,

计算出哈
、

汉族

新生儿的 项身体形态指数并比较身体形态指数的性别
、

民族差异 表示营养状况的指数值哈

族新生儿皆大于汉族新生儿
,

男孩多大于女孩 而表示体型的身高胸围指数
、

身高坐高指数值

为男孩小于女孩

关键词 新生儿
,

体质
,

哈萨克族
,

汉族

身体形态指数是两项或几项身体形态发育指标间关系的数学式
,

可用以了解人体各部

分之间的比例关系
、

营养状况和生长发育规律等 为了解哈萨克族 哈族
、

汉族新生儿

的身体形态指数
,

我们根据 例哈
、

汉族新生儿的体格发育调查资料
,

计算出哈
、

汉

族新生儿的 项身体形态指数并进行比较分析

对 象 与方 法

于 年 月一 年 月在本院产科连续调查哈
、

汉族正常新生儿 例
,

其

中汉族 例 男 例
,

女 例
,

哈族 例 男 例
,

女 例 所有调查对

象皆为单胎
、

活产
、

无先天畸形
、

孕周 周
、

出生体重》 克的新生儿
,

’

母孕期有

影响胎 体格发育的严重疾病者除外 于胎儿娩出后 小时内由作者按 《实用儿科学》

储福棠等
,

方法测量体重
、

身长
、

坐高 顶臀长
、

胸围
、

头围
、

上臂围 在电子

计算机上计算出每个新生儿的 项指数
,

并计算出各指数的均数和标准差
,

以 检验比较

不同民族
、

不同性别新生儿间各项指数均数的差异
,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项指数的名称及计算公式如下

一 指数 灯袜董不而万 坐高
,

身高体重指数 体重 身高
,

指数 体重 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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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上臂围指数 上臂围 身高

身高胸围指数 胸围 身高

身高坐高指数 坐高 身高

身高下身长指数 〔身高一坐高 身高〕

上述计算公式中体重的单位为
,

长度
、

围度的单位为
。

卷

结 果 分 析

 哈
、

汉族新生儿的身体形态指数 表

表 哈
、

汉族新生儿的身体形态指数

汉 族 哈 族

指 数 男 女 男 女

氏舫 指数    !  

身高体重指数  !  

指数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身高上臂围指数 一
,

一

身高脚围指数  !  

身高坐高指数 “ 的 “ “

身高下身长指数  !    

身体形态指数的性别
、

民族差异

同民族
、

不同性别新生儿比较
,

以身高或坐高为基础衡量体重的指数均值
,

在哈
、

汉

族新生儿皆为男孩大于女孩 身高下身长指数在哈
、

汉族新生儿中皆为男孩稍大于女孩
,

而身高胸围指数
、

身高坐高指数均值在哈
、

汉族新生儿中皆为女孩大于男孩 身高体重指

数
、

指数在汉族男
、

女新生儿间的差别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一
,

身高体重指数
、

身高胸围指数在哈族男
、

女新生儿间的差别有显著性意义

一
,

同性别
、

不同民族之间比较
,

以身高或坐高为基础衡量体重的指数值
,

男
、

女新生儿

皆为哈族大于汉族 身高体重指数
、

指数
、

身高上臂围指数在哈
、

汉族新生儿之间

的差别有显著性意义 一
,

身高体重指数
、

指数在哈
、

汉族

女新生儿间的差别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一
,

讨 论

身体形态指数对于判断儿童的体格发育
、

营养状况
、

体型等有一定帮助
,

其指数值依

年龄
、

性别不同而有很大变化
,

不同种族间也有差别 本文中的身体形态发育指数大体上

可分为两类
,

指数
、

身高体重指数
、

指数
、

身高上臂围指数表示营养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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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指数基本可归属于表示体型的指数

表示营养状况的指数值哈族新生儿皆大于汉族新生儿
,

除身高上臂围指数汉族女新生

儿略大于男新生儿外
,

其余指数值在哈
、

汉族新生儿中皆为男孩大于女孩

哈萨克族是 以游牧为主的民族 受其职业及传统饮食习惯的影响
,

哈族的食物构成

中
,

脂肪及动物蛋白质 肉类
、

乳类及乳制品 占有较大的比重
,

其食物构成中脂肪及动

物蛋白质的摄人量明显高于当地汉族人群
,

尤其是冬季的肉类摄人量在哈
、

汉两族人群中

差别甚大 因此
,

哈族孕妇妊娠期间饮食中优质动物蛋白质及脂肪的摄人量多于汉族孕

妇 结合哈
、

汉两族新生儿体重
、

身长均值的差别 体重均值哈族男
、

女新生儿分别为

和 汉族男
、

女新生儿分别为 和 身长均值哈族男
、

女新生儿

分别为 和  汉族男
、

女新生儿分别为 和 王兰婷

等
,

分析
,

哈
、

汉两族新生儿间表示营养状况的指数值的差别
,

除了主要受种族差

异的影响外
,

还提示哈族新生儿的营养状况好于汉族新生儿

在哈
、

汉族新生儿中扩表示营养状况的指数值多为男孩大于女孩
,

说明在胎儿期的发

育水平即为男孩高于女孩

表示体型的指数中
,

身高胸围指数在哈
、

汉族新生儿中皆为女孩大于男孩 因哈
、

汉

族男新生儿的身长值皆明显大于女新生儿
,

而男女新生儿胸围值的差别小于身长值之差
,

致使哈
、

汉族男孩此指数值皆小于女孩

身高坐高指数在哈
、

汉族新生儿中亦皆为女孩大于男孩
,

而身高下身长指数在哈
、

汉

族男
、

女新生儿中的差别与之相反
。

提示在哈
、

汉族新生儿中女孩呈相对长躯干型而男孩

则呈相对长下肢型

当地 一 岁哈族学生身高坐高指数 张明涛等
,

1 9 9 0) 与全国同龄汉族学生 (中国

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
,

1 9 8 7) 比较
,

男
、

女生各相同年龄组身高坐高指数均值皆为汉族

大于哈族
,

说明汉族学生呈相对长躯干型而哈族学生呈相对长下肢型
.
本文中身高坐高指

数的哈
、

汉两族新生儿比较
,

似也有汉族新生儿呈相对长躯干型而哈族新生儿则呈相对长

下肢型之趋势
.
提示在新生儿中即已呈现哈

、

汉两民族的体型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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