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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来南京市儿童体型的长期变化

邵立新 林碗生 唐子进 肖建文
日匕京医科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北京 以扣

摘 要

本文报告了半世纪来南京市儿童体型发展的长期变化 年至 年 南京市儿童身

高
、

体重
、

坐高均有明显增加 对 ,
、 、 、

 四个年代 一 岁儿童的坐高指

数
、

克托莱指数
、

考甫指数
、

劳累尔指数
、

利 比指数
、

培利迪西指数等六个指数作对比分析
,

结果表明
,

半个世纪来
,

南京市儿童以休重和身高关系所表现的体型趋向瘦长
, 、

 年

资料表明成熟期躯干与下肢比例关系无明显变化

关健词 儿童
,

体型
,

长期变化

月组 青

近百年来
,

儿童生长发育过程 中出现 的长期变化现象
,

已 为很多 国外学者报道
,

  
, ,

乙
, 。

等认为在一些发达国家
,

如美国
、

英国
、

日本
、

挪威等国长期变化 已趋停

止 我国儿童生长发育中的长期变化现象
,

国内许多学者也作过研究报道 吴定良
,

王伯英等
,

林碗生等
,

柯祥发
,

各种身体指数是反映儿童身体各部发

育相互关系的指标
,

通过有关指数的比较
,

可以分析人体体型的差异
、

、

王伯英等 曾对体重身高指数的长期变化作过分析 本文应用南京

市儿童多种身体指数近半个世纪的资料分析其体型的长期变化

资料来源与方法

本文收集了南京市儿童
、 、 、

 年四个年代的生长发育资料 前三

个年代的资料为历史资料 吴定良
,

九市儿童和少年体格发育调查协作组
,

年资料来 自作者之一参加的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课题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
,

  
、

年资料儿童的年龄为 一 岁
,

其余两个年代资料的年龄为 一 岁及

岁以上
,

故本文资料分析以 一 岁为主 各年龄组样本数均在 一” 人之间

作完整的体型分析
,

应具备身高
、

坐高
、

腿长
、

肩宽
、

骨盆宽
、

胸围
、

体重等基本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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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

由于历史资料的局限性
,

只有身高
、

坐高
、

胸围
、

体重四项指标
,

因胸围测量方法不

一致
,

故本文仅以身高
、

坐高和体重三项指标构成的派生指数作体型长期变化的分析 分

析的七个派生指数是 坐高指数 坐高 护 身高 克托莱指数  

体重 身高 考甫指数 体重 身高 劳累尔指数

体重 一 身高 利比指数 体重
‘ ’

身高 培利迪西

指数 体重
‘ ’

坐高 高度和体重的单位分别是厘米和公斤

其中后四个指数都是反应人体高度与体重关系的指数

结 果

基本指标的变化

 至  年半个世纪期间
,

南京市儿童各年龄组各项体格发育指标均有明显改

善
,

 ! 年的身高
、

体重
、

坐高值均大于 年 符号秩和检验差异有显著性
。 、

、

 
、

年各年龄组身高
、

体重
、

坐高均值及每十年增长值见表

表 四个年代南京市儿童身离
、

体,
、

坐高的均值及每十年增长值

触 一 , 一 醉  加
、

只
、

一 匕拐触饭血 ’ 一 一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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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身体指数的变化

各项身体指数的年龄特征均与文献(中国青少儿体质研究组
,

1 9
82

; 上海市青少年儿童

体质研究组
,

1 9
82

; 王德深
,

1 9 8 8) 报告一致
.

l) 克托莱指数:图 1 为男童克托莱指数曲线
.
由图 1

、

表 l可见各年龄组克托莱指数

在年代间呈逐渐增大的趋势
,

女童亦然
,

表明儿童营养状况逐渐改善
,

体重相对值增大
.

这一现象似乎说明半个世纪来南京市儿童身体向粗壮型发展
.

指数
0000000975391722内22几乙心.1

7 8 9 1 0 1 1

—
1936 一斗一 19 5 6

目

州卜 19 7 5

12 13 14

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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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男童克托莱指数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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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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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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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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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甫指数
:
在各年代间未见规律性改变

.

3) 劳累尔指数:图 2 为男童劳累尔指数曲线
.
由图 2 可见

,

男童 1936 年和 1956 年
,

1 9 7 5 年和 1985 年分别比较接近
,

前两个年代的指数值明显高于后两个年代
.

4) 利比指数:图 3 为男童利比指数曲线
.
男童各年龄组利比指数值虽与劳累尔指数值

不同
,

但各年代的年龄指数曲线形态却与劳累尔指数曲线形态完全一致
.
女童结果相似

.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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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累尔指数和利比指数在年代间的关系与克托莱指数恰恰相反
,

它们的结果表明半个

世纪来南京市儿童身体向瘦长型发展
.

5) 培利迪西指数:本指数与劳累尔指数相似
,

1 9 3 6

、

1 9 5 6 两个年代的指数值高于后两

个年代
.

6) 坐高指数:图 4 为男童坐高指数曲线
.
由图 4 可见

,

7 一 14 岁组的儿童
,

1 9 8 5 年的指

数值几乎均低于 1936 年
,

平均低 0
.
22
.
女童有相似结果

.

3 讨 论

在体型研究 中
,

通常用体重和身高的指数反映人体充实度
,

相同年龄或相同身高的

人
,

由体重和身高构成的指数值越大
,

说明身体越充实
.
本文以体重和身高为指标的指数

有克托莱指数
、

考甫指数
、

劳累尔指数和利比指数四项
.
克托莱指数在年代间变化呈增强

趋势
,

而劳累尔指数和利比指数在年代间呈减弱趋势
.
根据这种反相趋势

,

很难对人体充

实度的长期变化作出肯定结论
.
本文试就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

作如下分析
.

克托莱指数本身有一特点
,

即受身高影响比较明显
,

在性别
、

年龄相同情况下
,

身

高越高
,

指数值应该越大
.
半个世纪来

,

南京市儿童身高发生着明显的长期变化
,

如 12

岁男童身高均值
,

1 9 3 6 年为 13 4. 60 厘米
,

1 9 8 5 年为 147
.
53 厘米

,

增长了 12
.
93 厘米

.

1985 年 12 岁男童身高已相当于 1936 年 14 岁男童身高
.
因此

,

在对存在着生长长期变化

人群的克托莱指数进行比较时
,

应该考虑身高长期变化的因素
.
当以身高值为基础 比较

时
,

年代间克托莱指数增大的趋势不再存在
,

而与劳累尔指数及利比指数年代间的分析相

一致
,

即年代越近
,

儿童身体指数值越低
.

为了阐明在生长长期变化中
,

体重和身高的关系
,

L 扣
ng 。t al

.

( 1 9 7 4) 将不同年代的瑞

典儿童生长资料
,

以同身高为基础进行体重的比较
.
结果表明

,

1 9 6 5 一1 9 71 年的体重值低

于 1938 一 19 3 9 年资料
,

1 9
38
一1 9 39 年的体重值低于 1883 年资料

.
将本文资料按同样方法

处理
,

也获得相似结果
.
以身高为基础

,

同等身高儿童 的体重值 1975
、

1 9 8 5 年低于

1936
、

1 9 5 6 年
.

根据上述分析
,

可以认为
,

半个世纪来
,

随着身高
、

体重正向的长期变化
,

南京市儿

童体型呈现向瘦长型发展的趋势
.
这与国内一些报告(邢文华

,

1 9 8 8; 张德民等
,

19 88
;王

伯英等
,

1 9 8 8) 的结果是一致的
.

培利迪西指数曲线与利比指数曲线相似
,

这可能与两者数学式相似
,

只是前者以坐高

代替身高
,

而坐高与身高在反映人体长度上具有同质性有关
.

利比指数和劳累尔指数分别由 Li vi 于 1889 年和 R oh re
r
于 1908 年制订

,

它们的数学

式虽然不同
,

但所得结果的曲线形态完全一致
.
通过简单推导

,

发现它们的数学关系为
:

劳累尔指数= 利比指数
3x 10 0

,

这意味着
,

它们是一对数学表达式不同
、

而 内涵与评价效

果完全相同的指数
.

经过半个世纪的时间
,

1 9 8 5 年南京市 7一 13 岁男女童坐高指数几乎均低于 以前的资料

(图 4)
,

表明这些年龄组的现代儿童下肢在总身长中所占比例增大
,

即他们比 50 年前的儿

童具有相对较长的下肢
.
由于缺乏南京市 1936

、

1 9 5 6 年 15 岁 以上儿童的资料
,

因而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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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半个世纪他们在青春中
、

后期坐高指数的变化
.
但从 1975

、

1 9 8 5 年南京市 7一17

岁儿童资料比较中可以见到
,

男孩从 14 岁以后
,

1 9 8 5 与 1975 年坐高指数差距逐渐减小

以至消失(图 4)
.
女孩从 13 岁以后也具有相似结果

.
K ond。 等 (1975) 对日本儿童 19 50

、

1 9 6 0

、

1 9 7 0 年坐高指数的比较结果也有类似现象:6一13 岁
,

1 9
70 的坐高指数明显小于前

两个时期;13 岁以后
,

坐高指数在三个时期差距逐渐减小
,

以至到 18 岁时几乎不存在差

异
.
本文 19 75

、

1 9 8 5 年坐高指数和 K
on d。 等资料表明

,

接近成熟时身体比例没有明显

的长期变化
,

而在青春初期及以前坐高指数有提前的趋势
,

即现代儿童较早达到较低的坐

高指数
.
现代儿童与以前儿童坐高指数在生长期的差异实际上是由于现代儿童较早发育的

结果
,

而最终的躯干与下肢比例并无改变
.

G
rcu
玩h (1957) 对移民儿童生长的研究结果有利于对这一现象的解释

.
出生在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的 日裔儿童各年龄组身高普遍高于出生于 日本本土的儿童;同时
,

男童在 15 岁

前
,

女童在 13 岁前
,

具有相对于身高较长的下肢
,

但到 18 岁时
,

两地 日本儿童的坐高指

数差异则很小
.
他认为

,

环境条件的改善虽然可使身高的生长潜能充分发挥
,

使身高增

长
、

生长提前
,

但却很少能改变固有的躯干与腿长比例
.
换言之

,

环境因素对于人体遗传

性能较强的性状
,

一般较难加以改变
.

R oc he 等 (1, 79 ) 报道:在美国
、

英国
、

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
,

儿童生长的长期变化已

经停止
.
而从本文资料看

,

南京市儿童身高
、

体重等指标和全国大多数地区城市儿童一样

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

说明其生长长期变化的发展
,

仍然存在潜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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