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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告了我国  ;∀ 名 6 一 ! 岁儿童青少年的最大有氧活动能力的发展特征
3

在青春早

期
,

男女童的最大吸氧量 9号。
<= >4 8 绝对值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

男童由
,

?≅ 升 Α 分增至

∀
3

6 升 Α 分
,

女童由
3

  升 Α 分增至 36 ? 升 Α 分
,

女童增长较少: 以后女童即稳定于这一水

平
,

男童仍略有增长
3

按身高及按最大心率计标的相对值与其有相似的特征
3

按体重和瘦体重

计算的相对值
,

在男女童都未见随年龄增长的规律
3

男童号仇= > Β 绝对值及各项相对值均明

显高于女童
,

且性别差异有随年龄增长而增大的趋势
3

机体在极量运动状态下吸收和利用氧的能力为人体最大有氧活动能力
,

反映这一能力

的指标是最大吸 氧量 9Χ > 4 Δ= > 2 。 4 ΕΦ Γ Η 。Ι ϑ> Κ。 或 Χ > 4 Δ= > 2 。 4
路

ΓΗ ΔΗ ϑ> Κ Γ ,

号。卯 > 4 8
3

命仇= > 4
可用于运动能力判断

、

心肺功能测定及人类体质评价
3

母1
<= > 、 不仅与循环

、

呼

吸功能有关
,

而且与肌肉量及其活动状况
、

血液携带
、

输送氧的能力及组织吸收
、

利用氧

的能力有关 9∃ Λϑ Μ
>Η Ν 。2 >23

,

! ? !8
,

因而它能综合反映儿童体格及机能发育状况
,

是判断儿

童体质及外环境对儿童体质影响比较理想的动态机能指标
3

关于人群号。卯>4 的性别
、

年龄规律和特点
,

国外有过许多报告
,

并建立了系统的

命1
<= > 、 性别年龄参考值 9衣 ΛϑΜ > Η Ν

,

! ;9,Β ΛΟΓ Ι Ο > ΜΝ 。, 。
3 ,

! ; ≅ ΒΓ Π = = ΔΗ Φ
,

! ; ? : 几 > Δ。, 。
3 ,

! ? : ΛΟ 5 > Μϑ Θ 。, 。,
3 ,

! ! 6 8:

琢
Ι Γ Μ 亡, 。,

3 ,

9 ! 7 ?8完成了对男女少年 希1 <= > 、 为期 : 年的追

踪研究
3

我国命1 <= > 4 的研究始于 ;6 年代
,

主要针对运动员心肺功能的研究 : 76 年代以

来
,

丁宗一等 9 ! 7 8
、

林碗生等 9 !7≅ 8
、

周明远等 9 ! 7;8 先后发表了有关儿童青少年

幸仇= > 4
值的报告

,

但尚缺乏男女儿童年龄别系统的资料
3

为了获得青春期男女儿童少年

命6 = > 、 的系统资料
,

研究我国儿童 号仇= > 、 的发展规律和特征
,

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收稿 日期Β ! ! 一 6一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 7 76; ?∀ 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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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下完成了本课题
3

研究对象

按分层整群抽样原则
,

在北京市中等水平的两所普通中学及一所普通小学随机选择研

究对象
3

全部学生均经过询间病史
、

体格检查以排除患有心
、

肺
、

肝
、

肾等主要脏器疾病

及近期内患上呼吸道感染的学生
3

研究对象的血压
、

脉搏及血红蛋白值均在正常范围内
3

共得有效样本 ≅66 例
,

其中身高
、

体重大于或小于北京市参考值均数 士 ∀ 个标准差者不列

人统计
,

实际报告样本数男 ≅ 人
、

女  7 人
,

共  ;∀ 人
,

年龄为 6ΡΡ ! 岁
3

各年龄组

样本数及样本儿童的基本情况见表
3

表 受试儿童基本情况

Χ Γ > 3 Σ1 Μ ΟΓ Δ)Οϑ
,
Τ Ν ) Οϑ > Η Ν .Γ >

一Υ1 ΝΕ一= > ΛΛ 23 % 卜Δ砚醉 ς Ο Δ2Ν ΜΓ 3 > Η Ν > Ν1 2ΓΛ ςΓ 3 ϑΛ
,

!!

年龄9岁8

∃ Φ Γ 9ΕΜ8

样本数

∋ ∗
3

身高9ς = 8

( Γ ΔΦΟ ϑ

体重9Κ Φ 8

Ω Γ ΔΦ Οϑ

瘦体重作Φ8

, Ξ Χ

男童

9Ξ 1 ΕΛ8

 6
3

6 79;
3

∀ 8

 ≅
3

9;
3

 ≅8

≅6
3

97
3

∀ ? 8

≅ 7
3

 6 9;
3

? ≅8

; ∀
3

69≅
3

! ! 8

; !
3

 ∀9≅
3

! ∀8

; !
3

? ;9 
3

 ; 8

; 7
3

76 9≅
3

≅7 8

?
3

? 9≅
3

∀ ∀ 8

? ≅
3

6 9;
3

6 8

∀ ≅
3

;9?
3

≅ 7 8

∀ ;
3

7 ! 9≅
3

7 ∀ 8

∀ !
3

 9?
3

 ? 8

  
3

∀ 9≅
3

? ? 8

 7
3

6 7 9≅
3

∀ ≅ 8

≅;
3

? 79;
3

6 ! 8

≅ ;
3

;9?
3

? ? 8

≅ ≅
3

∀  9;
3

? 8

;
3

∀ 9?
3

; 8

; ∀
3

698 9 
3

 ? 8

?
3

; ∀9 
3

 7 8

!
3

 9 
3

6 ?8

∀
3

; !9≅
3

! 68

∀ ?
3

; ≅9 
3

7 6 8

 6
3

≅ ∀9∀
3

? 8

 7
3

! ;9 
3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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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究指标及方法

#
!

基本指标

基本指标有身高
、

体重
、

肪三头肌及肩脚下皮褶厚度
,

按常规方法 &唐锡麟主编
!

#% −) ( 侧定
!

根据表 , 公式 &邢文华等
,

#% −) (
,

以两处皮褶厚度之和计算相应年龄的体



 期 林碗生等 Β Ζ,童最大有氧活动能力的发展特征 ∀ 7 ≅

密度
3

然后根据公式 928 计算体脂百分 比
,

并根据公式 9 8 计算瘦体重9Ξ Μ1 逻ςΚ Γϑ

以
3 ,

! ; ∀8
3

、3、了3声

992
一

3 , [ , ,

 3 ≅ ? 6
, 3 ,

3 、 3 。 ‘

体月百为 ∴ ‘袜面度一得”“艺8 4 ’”Ψ

瘦体重9, ΞΧ 8 ∴ 体重一体重 4 体脂]

表 体密度计算公式

⊥ 1 Μ 3 Π 2> 3 1 Σ
’

Γ > 2ςΠ 23 ϑϑ1 3 6 3 卜1 Ν Ε Ν ΓΗΛ ΔϑΕ

年龄9岁8

∃ Φς 9ΕΜ8
男童‘Ξ 1Β 犷Λ8 女童9− ΔΜ2 Λ8

!一

ΓΛ 2 

≅一 7

! Ρ

_ ∴
3

胎? !
⎯
刃

3

加 ≅ α β

_ 二
3

6 7 ; 7 Ρ 6
3

66 ∀ ∀ α β

_ 二
3

6 ! ? ?
3 目

6
3

66  ; α β

_ 二
3

6 ! ∀ Ρ 6 698 22; α β

_ 二
3

6 ? !  
3

刃
3

6 6  α β

_ 吕
3

6 7 7 7
3

刃
3

698 2≅ ∀ α β

_ ∴
3

6 ! ∀ 】⎯ 6
3

6 6 ; 6 α β

_ ∴
3

6 7 ! ? Ρ 6
3

6 6 ∀ ∀ α β

β 二肚三头肌与肩脚下皮褶厚度之和9= = 8

3

吸叙里指标

使用 Ζ>ς Φς
Μ
自动气体分析仪9χΜ Φ1

一

14 ΕΛς ΜΓ ΓΗ 8作气体分析
3

采用双向活瓣呼吸面罩
,

呼出气经由内腔光滑的螺纹管导人分析仪
3

分析仪可 自动测定呼吸频率及通气量
、

自动分

析呼出气中氧及二氧化碳含量
、

计算吸氧量价仇8
、

呼吸商及通气等量等
,

仪器每半分钟

自动记录有关数据一次
3

应用 Ζ>Γ ΦΓ
Μ , χ Α ; 型步行机9自动倒转固定跑道8运动

3

按 ΞΜ Πς 。等9 ! ;∀8 方案以不同

的速度和坡度组成 ? 个阶段9表 ∀8
,

给予定量运动负荷
3

每个阶段运动 ∀ 分钟
3

运动时
,

受

试者徒手在步行机上步行或跑步
,

定时调节速度与坡度
,

运动到极限负荷
,

即力竭为止
3

极限负荷运动时的令6 即为 号。尹
> 4 3

表 ∀

Ξ ΜΠ Γ Γ ‘≅ +Μ1 盯

运动负荷方案

> 3 = Γ 1 Σ Γ 4 Γ ΜΓ2Λ Γ 21 > Ν

阶段

/ ϑ> Φ Γ

速度9公里 Α 小时8

/+ΓΓ Ν 伙= Α ΟΜ8

坡度9] 8

/.+1 Γ

6
,‘ ;
6626

‘33

Ρ!7
8月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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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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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最大吸氧量绝对值 &9 : 分 ( 与身高
、

体重
、

瘦体重和最大心率值分别计算按身

高
、

体重
、

瘦体重及最大心率计算的命。尹;< 相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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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测试程序

受试者穿着运动衣裤或单衣裤及球鞋运动
。

测试前
,

向受试者讲解测试方法
、

要求和

注意事项
,

令受试者作适应性练习
,

以适应于步行机上运动
3

安静休息后受试者戴呼吸而

罩
,

确认面罩无漏气
3

受试者心电图测定采用 % Χ Β
导联

,

运动中连续心电监护
,

以便及

时发现心电异常而作必要处理 : 心电监护同时与吸氧量同步记录心率
3

准备工作就绪后
,

坐位安静休息
,

作 分钟安静命6 测定
,

然后按上述运动负荷方案运动至力竭而停止
。

 
3

质量控制

8 每单元测试前及测试过程中反复用标准气样对气体分析仪校正
,

测定实验室气温
、

气压及相对湿度
,

校正气体分析结果为标准状态 9/ & _ + 8
。

8 正确判断运动终点
,

运动终点即达到极量运动
、

命6 达到最高水平的一点一
命6 = >4

,

运动终点的判断依据为 Β 心率大于  ! 次 ∀ 分
、

大年龄组允许不低于 #! 次

∀ 分 ∃ % 希!
&
不再随运动而上升

,

或虽有上升
,

但小于 ∋( ) ∀ ∗+
·

( ,− ∃ . 呼 吸商大于
/

!∃ 0受试者步态疲软无力
、

不稳 ∃ 1 受试者主诉不能继续运动
,

虽经鼓励仍不能坚持
。

当受试者具备上述条件中的前三项并具备后两项中的任一项时
,

即可确认已达运动终点
。

表 2 安静时的心率及吸氧最

3 4 5 − 6 78 9 卜4 5 9: 9 5 : 4 5 / ; 8 < =只4 − ,− : 5 ∗ 4 ,− > ? ,4 : 8 7 ≅ Α,− 46 4 4 Α )); 9 4 − 5 − ; 5 ; 8 )4 6Β 4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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Ε + 4 Χ=9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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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林瑰生等Β 8. 童最大有氧活动能力的发展特征 ∀ 7 ?

三
、

结 果

3

安静心率及吸氧量

男女童各年龄组安静心率及吸氧量见表  
3

各年龄组安静心率虽有波动
,

但总体说来

呈现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趋势
,

符合一般规律
3

安静 命6 绝对值9升 Α 分8, 男女童均大致

随年龄略有增长
3

按体重计算的安静希6 相对值
,

男童为 ∀
3

66 一 
3

Λ1= 2Α Κ Φ
·

= ΔΗ
、

女童

为
3

? ?一 ∀
3

! = 2 Α Κ Φ
·

= ΔΗ
,

大都低于  
3

1 = 2 Α Κ Φ
·

= ΔΗ
,

均约 相 当于 2 梅脱 9Χ
Γ ϑ

,

∀
3

Λ= 2 Α ΚΦ
·

= ΔΗ 89ς Π = = ΔΗ Φ
,

! ? ≅8
,

表 2组受试人群在测定前大都处于安静状态
。

3

最大心率及最大运动负荷时间

各年龄组平均最大心率及最大运动负荷时间见表 ≅
3

除男性 ! 岁组外
,

男女童各年

龄组平均最大心率均大于 66 次 Α 分
。

个体最大心率大都大于 !6 次 Α 分
,

仅 6 例小于

! 6 次 Α 分
,

其中多数在 7 ≅ 次 Α 分以上
3

最大运动负荷时间
,

男童随年龄增长逐渐上

升
,

由 ;≅ 秒增加至 7 ? 秒 : 但女童仅在 ∀ 岁前略有上升
,

以后一直徘徊在 ;6 秒左

右
3

表 ≅ 极限负荷下的心率及最大运动负荷时间

Χ Γ > Η Σ1 Μ = > 4 Δ= > 2 ΟΓ > Μϑ Μ > ϑΓ > Η Ν ϑΔ= Γ 1 Σ口> Β‘2= > 2 Γ Η Ν Π ΜΓ 1 Γ Γ 3 %卜ΔΗ份Γ ΓΟ Δ2Ν ΜΓ 3 > Η Ν > Ν 1 2ΓΛς Γ Η ϑΛ
,

!!

年龄9岁8

∃ ΦΓ 行Μ8

最大心率9次 Α 分8

( ) = > 4 9ΥΙ = 8

最大运动负荷时间9秒8

& Δ= Γ 1 Σ = > 4 Δ= > 2Γ

ΗΝ
Π ΜΓ Η ΓΓ9

Λ
8

26

22

2

2∀

2 

2≅

2;

2?

27

2!

男童9Ξ 1 ΕΛ8

6 
3

∀ ;9 ;
3

; !8

6 ?
3

∀ ≅9 ?
3

! ≅8

6 ≅
3

≅ ?9 !
3

;8

6 ;
3

∀9 ;
3

? 8

6 ?
3

; ≅9 6
3

∀?8

6 ≅
3

≅6 9 7
3

! ! 8

6 ≅
3

∀ ≅9 !
3

 8

6 !
,

; ≅9 ! 7; 8

6 ;
3

∀ 9 ;
3

!78

! ≅
3

!9
3

≅8

女童99: ΔΜ2Λ8 男童9Ξ 1 ΕΛ8 女童9− ΔΜ2Λ8

6!
3

∀9 ! ;6 8 ; ≅∀
3

! ∀ 9 ?
3

≅8 ; 7
3

6 79∀ ?
3

66 8

6 ?
3

∀ 9 6
3

≅! 8 ; ≅ 7
3

! ;9;
3

! 8 ; 6
3

∀ 9 !
,

∀ ! 8

6 ;
3

9 !
3

≅7 8 ? 6
3

7 6 9≅ !
3

≅?8 ;  
3

!9≅
3

∀ 6 8

6 ;
3

6  9 7
3

8 ?  ∀
3

? ≅9? ≅
3

; 8 ;  
3

! ;9∀ ≅
3

! ≅ 8

6 ?
3

; ? 9 7
3

7; 8 ?  6
3

∀ 9; 7
3

7?8 ; ;
3

! ?9≅ 7
3

6 8

6 ∀
3

! 9 6
3

? ∀ 8 ? ? 6
3

∀ 9; ;
3

  8 ; ;
3

;9; 6
,

6 8

6 ?
3

≅ 9 ! ∀6 8 ? 7
3

6 9?
3

 7 8 ; 6
3

? 79 ?
3

6 8

6 ;
3

吕9 ? 名6 8 ? !  
3

? ? 9≅ ! ;; 8 ; ! 6  9≅ !
3

6 8

6 ?
3

≅9 !
3

! ; 8 7 6
3

∀ 7 9; ;
3

∀!8 ; ?
3

∀ ≅9∀ ?
3

≅ 8

6 7
3

7 9 7
3

7 8 7 ?
3

6 6 9; ?
3

∀7 8 ; ;
3

;  9 ;
3

 8

注 Β括号内数字均为标准差
3

∀
3

最大吸氧量绝对值

男女童各年龄组 专。尹
> 、 值见表 ;

。

男童 ≅ 岁前
,

幸。户>4 随年龄逐步增长
,

增长高

峰出现在  一 ≅ 岁间
,

此时年增长值可达 6 3 升 Α 分
,

以后增长缓慢
3

女童在 6一  岁

间逐渐增长
,

但无明显高峰
,

 岁后不再增长
3

各年龄组男童 命1 < = > 、
值均大于女童

,

差异皆有显著性
,

性别差异随年龄增长而增大 9表 ;
、

图 8
3

 
3

最大吸氧量相对值

男女儿童各年龄组最大吸氧量的各种相对值亦见表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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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极限负荷下的耗氧盆

Χ Γ > 3 Μ1 Β 3 、≅ 6一Π ϑΓ Β 。Ν , Γ一> ϑ25Γ , >一Π Γ 。Μ专。Β。> 4
3

恤 Γ、α。ΓΛΓ 比22Ν ΜΓ。 Β 。Ν Β Ν1 一ΓΛς
Γ 3 ϑΛ

3

Δ , , Δ

年龄

9岁8

号。尹>4 Α 分

∃ ΦΓ9Ε Μ8

9, Α = ΔΗ 8

∗钾> 4 Α = 玩

号。
<= > Β Α 体重

9= 2Α Κ Φ
3

而 Η 8

号。评> 4 Α Τ ϑ

号。尹 > Β Α 身高

9回 Α Γ =
3

= ΔΗ 8

号。尹> 4 Α ( ϑ

号仇= > Β Α ,Ξ Χ 号仇= > Β Α 最大心率

9而 Α Κ Φ
3

= ΔΗ 8 9= 2Α Υ皿 ϑ8

母1 <= > 二 Α ( ) = > 4

男童

9Ξ 1 ΕΛ8

26

22

2

2∀

2 

.≅

;

2?

.7

!

3

? ≅96
3

7 8
3

7仪6
3

6 8
3

6 ?96
3

∀ ?8
3

 双6
3

∀  8
3

? 696
3

!8

∀
3

696
3

 8

∀
3

6 ?96
3

 ? 8

∀
3

 96
3

∀ ; 8

∀
3

∀  96
3

≅夕8

∀
3

≅96
3

≅ 8

 ! ∀ ∀9 
,

 ≅ 8

 7
3

; 9≅
3

 8

≅
3

6 79 
3

≅ 8

≅ ≅
3

仪;
3

698 8

≅ ≅
3

∀!9≅
3

; 7 8

≅ 
3

 《;
3

; ! 8

≅ 
3

79;
3

∀ 8

≅;
3

≅!9≅
3

6 8

≅ 
3

∀ 69;
3

∀ 8

≅6
3

! 9; !

3

 ∀9
3

  8
3

∀ ≅9
3

6 ≅8

∀
3

; !9
3

7  8

≅
3

∀ 79
3

7 68

;
3

≅ 9
3

≅ ? 8

7
3

?9
3

; 8

7
3

6 ?9
3

; ; 8

7
3

≅ !9
3

! ∀ 8

!
3

 9∀
3

6 ? 8

7
3

≅ 79∀
3

6 ; 8

; ∀
3

 69∀
3

≅  8

; 一≅ 9≅
3

? 8

; ∀
3

 9 
3

 6 8

; ≅
3

79?
3

? !8

; ;
3

? 9;
3

肠8

; ∀
3

?9;
3

≅ 8

;
3

名 9?
3

δ 6 8

; 
3

 79 
3

7 ∀ 8

; ∀
3

∀ 69?
3

 ∀8

≅ 7
3

! 79?
3

7 78

7
3

≅ 79
3

 7 8

7
3

; ?9
3

668

6
3

韶9
3

7 7 8
3

7 ≅9
3

; ;8

∀
3

6 9
3

 6 8

≅
3

9
3

7 8

 
3

! ?9
3

∀ ? 8

≅
3

加9
3

?  8

;
3

9
3

! 6 8

;
3

;? 9
3

?  8

女童

9− ΔΜ 2Λ8

26

22

2

.∀

2 

≅

2;

2?

27

2!

3

  96
3

6 8
3

; 796
3

≅ 8

3

7  96
3

≅ 8
3

6 696
3

7 8
3

6 ?96 ≅ 8
3

6 796
3

∀ 8
3

6 ≅96
3

∀  8
3

6 796
3

∀  8
3

 96
3

! 8
3

696
3

∀ ; 8

 ≅
3

≅;9∀
3

?吕8

 ≅
3

7仪∀
3

;  8

 ∀
3

9≅
3

∀ 8

 ≅
3

7 69∀
3

∀ ; 8

 ∀
,

? 69 
3

? ∀8

 6
3

? ≅9 
3

! ∀ 8

 6
‘

! ?9 
3

? 8

 
3

7 ∀9∀
3

7 8

 6 !9∀
,

! 7 8

∀ !
、

∀  9∀
3

? ; 8

6
3

79
3

8
3

 ≅9
,

; 8
3

6 ?9
3

≅ ∀ 8
3

? ≅9
3

≅ ! 8

∀
3

6 ≅9
3

  8
3

! !9
3

! !8
3

! ≅9
3

6 8

∀
3

6 79
3

7 ?8

∀
3

 9
3

8

∀
3

!9
3

8

≅ ∀
3

‘∀
3

; 8

≅ !
3

6  9∀
3

!6 8

≅ ≅
3

7 9;
3

∀8

≅ 7
3

 9 
3

 吕8

≅ ?
3

! 79≅
,

 ≅8

≅  
3

≅ ?9;
3

;98 8

≅ ≅
3

≅ 9;
3

77 8

≅ ;
3

≅ ≅9≅
3

名8

≅ ?
3

6 9 
3

∀ ∀8

≅  
3

, 69;
,

 ; 8

;
3

7 7价
3

! 7 8

7
3

9
3

6 ≅ 8

7 ! ?9
3

 68

!
3

; !9
3

∀  8

6
3

6 9
3

 8

6
3

6 9 ; 8

!
3

! 69
3

; ? 8

6
3

9
3

; ; 8

6
3

∀ ≅9
3

6 8

6
3

9
3

7 ≅ 8

注Β括号内数字均为标准差
3

8 希∗ <= > Β Α 身高值的年龄及性别特征与号1
<= > 、 绝对值相似9图 8

3

8 专6 = > 4 Α 体重
,

男童在 6一 ∀ 岁期 间呈 上升趋势
,

以 后各 年龄组稳定于

≅≅ = 2Α Κ Φ3 = ΔΗ 左右 : 女童于 ∀ 岁前比较稳定
,

以后呈下降趋势
3

男女童相邻年龄组间的

差异大都无显著性
3

同年龄组男童 命1
<= > 4 Α 体重均大于女童

,

差异均有显著性
,

性别差

异也随年龄增长而增大 9表 ;
、

图 8
3

∀8 专仇= > 、 Α 瘦体重
,

男童各年龄组均值都高于女童
,

差异有显著性 : 男女童的年龄

发展趋势是相似的
,

都表现为在一定水平上略有波动 9图 8
3

 8 毋仇= > 、 Α 最大心率 9氧脉搏 8
,

男童呈现随年龄增长的趋势
,

女童在 ≅ 岁前逐渐

增大
,

以后即稳定于这一水平 9表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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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讨 论

本文报告  ;∀ 例受试者的 号。迎
> 、 均系通过极量运 动直接测定所得

,

在国内已发表

的直接测定资料中具有年龄系列化
、

样本量大
、

男女兼有的特点
3

国内报告女童 命6 = > 、
文献较少

,

以本文男童资料与有关文献比较
,

本文数据略高

于周明远等 9 ! 7;8 及乔居库 9 ! ; 8 的资料
,

但本文及上述文献数据均大大低于丁宗一

等 9一! ≅ 8 的资料 9图 ∀8
3

Λ ΟΓ Ι Ο > ΜΝ 等 9 ! ; ≅ 8 曾经指出
,

台阶
、

功率自行车及步行机
三种运动方式所得 号1

<= > 、 存在差异
,

步行机运动所得 命仇= >4 较台阶试验高 ∀
3

 ]
、

较

功率 自行车高 ;
3

;]
3

周
、

乔二文的运动方式分别为功率 自行车及原地跑步
,

而本课题是

在步行机上运动
,

这可能是三文数据产生差异的原因之一 步行机上运动时
,

机体参加活

动的肌群可能多于其他方式
3

命。尹 > 、 的测定值还受多种因素影响
,

如受试者测定当时的

生理状态
、

测定方案
、

测试季节
、

输气管道阻力等
,

丁宗一等 9! 7 8 报告的数据大大高
于有关文献数据

,

可能与这些因素有关
3

在女童 命。尹
> 、 比较中

,

本文 ∀一 巧 岁女童

号∗
<

=>
、
值接近或略高于王淑云等 9 ! 7  8 及作者等 9 ! 7≅ 8 以前的报告

,

相应年龄组

号1
<= > 、

值也都低于丁宗一等 9 ! ≅ 8 的数据
。

, Α =2 Η
= 2Α ΚΦ

3

= ΔΗ

≅≅6≅!Ρ

0 98<= > 4

恶长ε
4戈产Π
岂卜

∗

≅≅≅≅7?;≅

[ [ 一闷口

心98<= > 4 Α体 币

八乙≅
3 33

戈洲,二闪亡卜

! 6 ∀  ≅ ; ? 7

年龄
‘ 岁 8

下
3

’

‘Λ

—
∀ ≅

! 6

图 ∀ 国内男童号6 = > 4 值比较

% 1 = Ι > ΜΔΛ1 Η 1 Σ 0 6 = > 4 > = 1 Η Φ % Ο ΔΗ ΓΛΓ 2ΔϑΓ Μ> ϑΠ Μ Γ Λ

3

本文:
3

周明远
,

! ≅ ; Β ∀
,

乔居痒
,

一! ; :  
3

丁宗一
,

! 7

国外文献报告 的 母1
<= > 、 值差异很大

。

本文资料与国外资料 9ς Π = = ΔΗ Φ
,

! ; ?:

∃ Η Ν ΓΜ Λ1 。 。, 。
3 ,

一! ? Β ∋ >乡。 。, 。
3 ,

一! ? ? : Ξ >Δ2Γ Ε 。, 。
3 ,

! ?幻比较
,

各年龄组 专1 <= > 4
绝对值

都较低 : 但命。尹
> 、 Α 体重值则略高或略低于这些资料

,

或与它们相近
。

这种差异可能与



 期 林碗生等 Β 儿童最大有氧活动能力的发展特征
,

∀ !
,

种族有关
,

也可能与测量方法不同
、

测量条件不一致有关
3

从绝对值低于西方儿童
、

而相

对值与西方儿童相近这一现象考虑
,

较大的绝对值差异可能与我国儿童体重低于西方儿童

有关 : 据分析
,

我国儿童身高
、

体重的中位数只相当于英国标准 9& >Η ΗΓ
Μ 1 ϑ >23

,

! ; ;8 的

第 6 一 ≅ 百分位数
3

最大吸氧量的年龄发展特征不同于身高
、

体重等形态指标
3

无论男女童
,

尤其是女

童
,

母。户
> 、 比形态指标更早达到最大值

,

男童 ; 岁时
,

号。钾
> 4
绝对值已接近最大

值
,

女童早在 ∀
、

 岁即不再增长
,

而在此年龄之后
,

命6 = >4 Α 体重还逐渐下降
3

号仇= >4 的性别特征也完全不同于形态指标
,

无论绝对值或各相对值在各年龄组都是男童

高于女童
,

且两者差异逐渐增大
,

始终不出现形态发育中的曲线两次交叉现象
3

本文报告的 命。卯 > 、 绝对值及 勺6 = >4 Α 身高值各 自与年龄的关系是相似的 9图

28
,

而 命1 <= >4 Α 体重及 母6 示> 4 Α 瘦体重与年龄的关系则与前者完全不同
3

这表明

命仇= > 、
绝对值与年龄的关系与身高无关

,

而体重与瘦体重在这一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
。

当在 命。卯
> 4
的计量单位中考虑了体重和瘦体重因素时

,

吸氧量一年龄曲线的形态

完全改变 9图
、

8
。

这说明令。尹
> 4
绝对值随年龄增长的特征与体重随年龄增长的特征

有关
3

虽然身高也存在随年龄增长的特征
,

但身高随年龄而变化的程度大大低于 命1
< = >4

及体重随年龄而变化的程度
3

女童 ∀
、

 岁 9相 当于青春中期 8 后
,

号。尹
> 4 Α 体重值呈下降趋势 9表 ;

、

图

8
,

这一趋势与女童在这一时期后速度
、

力量等运动能力停滞
、

下降的情况 9于道中
,

! 7 ?8 是一致的
3

普遍认为女童运动素质停滞下降与青春期心理
、

生理变化有关
3

随着青

春期发育
,

女童更为腼腆
、

害羞
、

好静
、

较少参加体育活动
3

另一方面
,

本课题的资料说

明可能还与女童自身的发育特点有关
,

女童体重在青春期后期继续增长
,

这一时期
,

女童

的体脂百分 比也持续增加 9男童恰恰相反
,

6一! 岁期间体脂百分比一直下降8
,

从而她

们的体脂含量以大于体重增长的比例积累
3

体脂作为人体代谢中的非活泼组织
,

它在运动

中只是增加了机体负荷而不能发挥积极作用
3

同一时期
,

女童 的瘦体重无明显增长 9表

28
,

等量瘦体重要负荷由于脂肪增加所致更大体重
,

从而导致命1 <= > 、 Α 体重值下降 : 同

理
,

各项运动素质也必然表现为停滞或下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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