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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个少数民族女青少年生长

发育状况的分析

季 成 叶
7北京医科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

, 北京 8 9 :

关镇词 青少年 ; 生长 ;发育 ;少数民族 ;聚类分析

内 容 提 要

利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相结合
,

从分析 6 项生长发育指标的相似与相异点人手
,

对我

国 56 个少数民族的 95 个女青少年样本进行分类比较
。

所聚成的 6 个类
,

在生长发育状况上

存在着显著差异
。

这些差异的产生除受社会
一

经济状况影响外
,

与各民族所居住地区的地理生

态
、

城乡差异和生活习惯等因素也有关
。

作者就聚类分析所展示的各民族女青少年生长发育

的特点和趋势进行了讨论
,

并就如何改善某些民族在生长发育方面的落后状态提出建议
。

本研究继
“

55 省市汉族女青少年生长发育状况的分析
”

7季成叶等
, ! !。:后

,

对
“

中国

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
”

进行再分析
。

目的是对我国 56 个较大少数民族女青少年 的生长发

育状况作分类比较
,

同时就产生这些民族间差异的因素作一探讨
。

一
、

材 料 与 方 法

分析对象

来 自
“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
”

7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组
, ! 8 6 :中 56 个少数民

族的女青少年样本
。

这些民族是
<
蒙古

、

回
、

藏
、

维吾尔
、

壮
、

苗
、

彝
、

布依
、

朝鲜
、

侗
、

瑶
、

白
、

土家
、

哈萨克
、

傣
、

黎
、

傈傈
、

侃
、

舍
、

拉枯
、

东乡
、

纳西
、

柯尔克孜
、

土
、

羌和撒拉族
。

其中
,

根

据民族居住状况又将蒙古
、

回
、

朝鲜
、

维吾尔
、

壮族分为城市
、

乡村两片7各作一样本 :
,

分别

含 6一 8 岁十二个连续年龄组
,

组人数除个别民族
、

少数年龄组外
,

各有 = 一 5 人
,

合计

9  !  人
, 9 5 组样本

。

分析指标

共 6 项
,

即 < 身高
、

坐高
、

体重
、

相对身高指数 7身高 > # 沫董:
、

相对胸围指数 7胸围 >

身高 1 :
、

身高突增高峰年龄
、

月经初潮年龄等
。

分析方法

详见
“

55 省市汉族女青少年生长发育状况的分析
” ,

简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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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各样本内各指标均值的基础上
,

依据指标间的相关关系抽取若干主成分
,

由

此将各指标的均值转化成主成分得分
。

利用 认 , 公式计算每两两样本间的空间距离
,

以

此作为相似度的判断基准
,

逐步展开 ?聚类分析7三宅一郎等
, ! 6 6 :

,

全过程以系统图方

式表示
。

≅ ‘互一

Α鑫
‘Β

; , 一 Β 掩, ,
5

Χ> 斌丽

式中
, 刀谈 为任意两样本 2 与 及的空间距离 ; Β ‘, 与 Β Δ 分别为该两样本的主成分

得分
,

本文选用前三个主成分进行计算
,

所以Ε值等于 9
。

二
、

结 果

%

各生长发育指标间的相关与主成分分析

相关分析7表 ∀: 提示部分指标间较紧密的关系
。

例如
,

身高
、

体重和坐高间互有较高

的显著正相关 ;相对身高和相对胸围指数互呈负相关 ;身高突增高峰年龄和月经初潮年龄

之间则有中等正相关
。

主成分分析7表 5 :表明
,

在指定条件下7抽出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均须大于
%

: 可抽出

−ΦΓ
、

−Φ∀ ∀
、

和 −ΦΓ + 三个主成分
,

由上述 6 个互呈相关关系的指标分别组成
。

三者特征

值之和为 ,
%

6  5 8 ,

可说明全部指标 85
%

多 的变异
。

5
%

聚类分析结果—系统图及其解释

图 内
,

较高相似度下首先聚成 Γ
、 、 、 Γ4 和 4 等 Η 类

。

其中的 Γ
、

和 川
,

Γ# 和 # ∀ 又很快分别聚合
。

并在相似系数
%

9 时与第 #
、

4∀ ∀ 类最终聚合

表 七项生长发育指标
、

指数的相关系数矩阵

75 6 少数民族
, 9 5 组:

指标7或指数: # , Χ 4 ‘ Γ # ,

8 岁身高

8 岁坐高

8岁体重

身高突增高峰年龄

相对身高指数

相对胸围指数

月经初潮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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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分析了 ∗ 类女孩各自的生长发育特点
。

聚合早的 +
、

, 和 , − 类尤其在相对身

高
、

相对胸围指数方面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
。

其中第 + 类身材最高大
,

身高突增和月经初

潮出现也最早
。

第 . 类虽然身高
、

坐高和体重高于第 . − 类
,

但身高突增和月经初潮的

出现反而迟于后者
。

第 + /
、

/0 类与前三类相比
,

其共同特点是相对胸围指数较高和相

对身高指数较低1 尤其第 / − 类 2
,

反映出这些民族的女孩身材相对矮小的特点
。

两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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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七项生长发育指标
、

指数的主成分解

抽出主成分

指标7或指数 : 共性方差

−Φ ∀ ∀ −Φ ∀∀∀

8 岁身高

8 岁坐高

8岁体重

身高突增高峰年龄

相对身高指数

相对胸围指数

月经初潮平均年龄

。

6 8 96

。

86 Η 5

。

! Η Η

。

8 6 5 Λ

。

!  8 9

一
。

6 Η 5

%

= = 85

。

!  9 9

。

8 = 8 !

%

! = Η

,

6 8 9

。

! 6

。

=6 !斗

。

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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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值
累积百分率7Μ:

。

! 6斗
。

6

。

6 = 9

5  
。

 

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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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生长指标上则有显著区别
。

其中第 42 类不仅身高
、

坐高和体重明显低
,

青春期的出

现也较晚
。

第 4 类女孩在两项 7可部分反映群体体型特征的:指数方面更加接近第 Γ
、

+

和 类
,

月经初潮和身高突增的出现也相当早
,

不过身高
、

坐高抑或体重均值都远逊于

前三类
。

由拉枯族女孩单独组成的第 #∀ ∀ 类生长发育水平最低
。

其身高
、

坐高和体重 比

生长水平最高的第 Γ 类平均低 !
%

厘米
,  

%

=Η 厘米和 =
%

Η 公斤
,

月经初潮迟至 Η
%

! 岁才

出现
。

9
%

各民族女孩间生长发育差异的原因粗析

城乡差异

聚类结果提示
,

部分少数民族女孩的生长发育有城乡差异
。

例如朝鲜族和回族的城

市女孩都聚在第 Γ 类
,

乡村女孩却聚人第 Γ# 类
。

原因是城女相对瘦高
,

青春发育早 ; 乡

女相对矮壮
,

青春期 出现晚
。

不过象蒙古
、

维吾尔和壮族的城乡女孩却分别聚在同一类
,

在

各生长发育指标上均未发现明显差异
。

地理差异

图 ∀ 与表 9 均提示
,

许多生长发育水平相近的少数民族女孩群体来自毗邻地区
,

南方

民族的女孩身材普遍矮于北方民族
。

例如
,

生活在新疆
、

宁夏
、

甘肃
、

内蒙和吉林等北方地

区的蒙古
、

朝鲜 7城 :
、

回族7城 :
、

维吾尔
、

土
、

柯尔克孜
、

东乡及哈萨克等族的女孩大多聚在

生长水平最高的 Γ
、

+ 类内 ;而生长水平较低的 #
、

42
、

42 ∀ 类主要来 自南方的壮
、

苗
、

舍
、

布依
、

瑶
、

仇
、

拉枯等族组成
。

这些南方民族的女孩尽管青春发育有早7如壮族 :有晚7如侗
、

苗
、

侃
、

拉枯等 :
,

相对身高
、

相对胸围指数也大小不一
,

其共同特点是身材较矮
、

体重较轻
。

社会
一

经济发展差异

表  提示
,

北方诸民族女孩的生长水平之所以较高
,

除地理因素外
,

与所在地区7表内

Λ 类:社会
一

经济状况较南方民族地区相对发达也有一定关系
。

然而
,

与组成表  中 ( 类

的我国最发达的沿海 Η 省市比
, Λ 类地区无论在人均社会生产总值

、

工业总产值
、

国民收

人
、

国民消费水平
,

抑或与文化教育
、

医疗卫生水平等有关的社会发展指标方面
,

都远逊

于前者7中国国家统计局
,

! 8 8 :
。

与此相对应的
,

是即便生长水平相对最高的朝鲜7城 :
、

蒙古
、

回7城 :等民族
,

女孩各生长发育指标的均值也明显低于上述 ( 类地区的汉族城市女



 期 季成叶 < 56 个少数民族女青少年生长发育状况的分析 9 6

7粗福号:
%

。

5
。

9
。

 

,ϑΝΟ‘

∗几

9Η9=565!55958!9559

6

5 5

孟占?翻又曰户会月伙Ο∃Ο乙,!
,  人(人

讥

孤 34

孟
孟

&&&((

  火((5口+!

,6&&

!

&
。

& &
 

) &
 

7

1相似杀致 2

图 ( 3 ∗ 个少数民族女青少年生长发育聚类图

8 9 : ; −< = > : ? 0 . ≅ Α : . Α ? Β ≅ ? Χ Δ Β . ≅ 0 ? −
, ∋ ≅ ? Β Ε > 9 = > Χ > < = ,

3 ∗ Φ 9 0 . : = : Δ 0 . Β ? 0 >Γ . Χ > 0 Β . =

(
 

蒙古城 Η 3
 

蒙古乡 Η )
 

回族城 Η 7
 

回族乡 ,
 

维吾尔城 Η 4
 

维吾尔乡Η ∗
 

壮族城 Η Ι
 

壮族乡 Η

ϑ
 

朝鲜城 Η (&
 

朝鲜乡Η (( 藏族 Η (3
 

苗族 Η 王)
 

彝族 Η (7
 

布依族 Η (∋
 

侗族 Η ( 4
 

瑶族 Η ( ∗
 

白族 Η ( Ι
 

土家族 Η ( ϑ
 

哈尼族 Η 3&
 

哈萨克族 Η 3 (
 

傣族 Η 33
 

黎族 Η 3)
 

傈傈族 Η 料
 

侃族 Η 3 、
 

舍族 Η 3 ‘
 

拉枯族 Η 3 ∗
 

东乡族 Η 3 Ι
 

纳西族 Η ”
 

柯尔克孜族 Η )&
 

土族Η ) (
 

羌族 Η )3
 

撒拉族



9 8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八,
%

卜Κ+Κ
叭协

。

月仍
Λ哮∀Μ−Κ

州的
。

Ν仲

1协
 

ϑ3Μ+2

≅Ν
。

叭协

Λ代映ΟΚ
蒸咧吧长冻幽

Λ(
 

协叫2
3ϑ

。

33
Λ卜

 

‘Π,Κ
Ι仍

 

&仍

Λ4
 

卜刹Κ
的啥

。

目冲

ΛΟ胶、米Κ
母褥组送候

。

外嫩卿是樱巾
产

彼扣
户

不本
户

艘卑
产

阁仁
声

惬翅
产

一一一团
产

逆椒“料<

。

即禽编足回小
户

拔认
尸

耸扣
产

据长  料国
。

淤逆叫晶极曰
产

小日
产

班服
尸

慨爷二叙峭

壕壕壕
产 、、

顽顽八八
改 尸 , 、 产

Θ
、、

雍雍ΟΟΟ Φ Ρ 、 Φ , 口、 , ? 宜、、

馨馨通通
 ? 闷

二
,  

以 ,,

ΟΟΟΟΟ 台 Μ( 畏洲 寻Μ(((
ΡΡΡΡΡ 、 、训产 】了、 、尸沪 阅护 、 产产

丈丈丈 芝菊三刀炭刀刀
婆婆婆婆
葫葫勺勺勺
,, 。 口、、、

旧旧么‘、、、

画画(尺尺尺
卿卿岁岁岁
长长长长

匆匆匆
产 ,、、

镇镇镇 Ρ 、 产
‘

、
沪沪、、

代代八八 Ν
,

口口

洲洲代代 甘 、

二二阁阁右右
、Ρ 记甲匀 砚甲、 户习习

,, , −卜卜
 
卜书

,

全 砚甲、 《, ΡΡΡ
ΔΔΔ

、 尹尹 : 刁 卜刀
 

卜刃
 , 州州

卿卿卿 次 Μ Σ 层利 导引引
吠吠吠

七们 、 , 沪 该 、夕 , ? 、、尹尹

迥迥迥
产、、

镇镇镇 Ρ 、 产
、 产呜、、

代代八八
。& & 、  幻幻

州州ΟΟΟ 叶、 Ρ、 记闷闷

水水右右
改 , 卜刁 】. Ν 改】 ? 习习

日日曰 − Τ
 

、、

昌 Μ Υ落一 ∀ Π,,,
少少

内尸、, 别别 勺. 、 尹 户闷 、洲 , 叫 、  洲洲

卿卿卿卿
ΟΟΟΟΟΟΟ

蟹蟹窗窗
尸、、

口口 ΘΘΘ
户 3  、 产 、、

代代444
, ? 佗们 创,,

     ? , 尸叫叫

口口口 匀 , 司 , 川  >、    

::::: 闷 户叫 , Ρ 改翻
,
习 寸寸

一一一口
一

Ρ 、 一

Ρ、、

欲欲欲 Μ− 咨一 以Π,,,
&&&&& & ,

、3 ,  叫

枯洲 护闷 、  夕夕

愁
二

逃
声

扭羁撮
尸

羁划羁
产

羁吸咨
产

档旧层
产

遥礁

华公≅垢妮肥期姐中垢粗≅凶澳皿
产

怕
产

和称川

消织划  粼昌ς袱
。

牟淡
产

钱消
户

消姆华
二

消伸
声

瑕厚
尸

撼妞  郑工Ω躲

寸形

。

奶迢类
产

葺遥契“粼势浓
。

遥积
产

佩遥叫
尸

如滋曝
产

奶迢回
二
默奋工浓
。

遥琢班
尸

遥璀
产

消

粼二Ξ获
。

帜淡洛舍
产

消似帜长冥
户

奶羁报
产

羁Π,
尸

娇肠拱啦
尸

照长咖翻二糕一工纸
。

缘逃回
声

滋耸僻
户

叱概程
产

耸仁据粼工获

尹尹声、、 >、、
侧侧 闷闷 护 刁 , 护 Ρ、 户翎 、

& & 、 己己

ΥΥΥΥΥΥ
侧 ? ΡΦ 侧川 、&

 , 州 Φ    

口口口
 

⋯
,  叫

二二
、、一沪沪 口1 Φ + 、 Φ , , ? − ?、 ?闷闷

料料料
闷

, ΡΦ , 卜 助 、 尸叫 户叫叫

卜卜
、、

, 叫叫

级级 ⋯⋯ΣΣΣ
产产、、

书立李公 众二发遏次誉 ∀ 呈次誉誉、、ΡΡΡΡΡ

+++(((((
己己己己
、、
曰 沪沪沪

粼粼粼 氛 一 减一 苗 Μ ( 成 Μ Υ 书 子十Υ 城 十(((
ςςςςς

护叫 、 产 Ρ 二 、曰 ,
护 、州护 】? 、 、洲 味卜 、Θ 洲 尸叫 、曰产 ,

曰 、创 产产

获获获

⋯
Ψ Ψ Ψ Ψ Ψ Ψ ΨΨΨ

钊钊钊钊
吕吕吕 巴书

Ν
共

Ν
共 。书 。书

二
书 。震震

、、一 产产

邑力毖刀李理蓉刀续力三理绮怎怎
料料料料
ςςςςςςς

浓浓浓浓

−−−−−−−
尹尹

Θ
、、 尸产、 沪门、 尹Θ、 产尸、

产产、 产向 产一、、
,, 宁宁 、Ρ 阅

 

口、 闷尸 Ζ 、 阅护 : 门门

ΥΥΥ[[[ 军二军立 ∀ 咨三誉份立Η 署Η 二二
口口口

蕊书 石一 4 书 福书 声 一 从书 乙 Π,,,、、

、333  
州 、, 护 公 、州 产 】口、 、口护 − 6

 

、、别 , ? 、‘户
,
叫 、曰产 , 叫 、  洲洲

粼粼粼粼
ςςςςςςς

显显显显
贬贬叭

(((】】
‘‘卜卜卜

[[[ΣΣΣΣΣ
口口口口
、、33333

叙叙叙叙
映映映 粼 十[ 币 一 苗 十− ‘ 十 + 内洲 仍 十− 石 Μ−−−
尸尸、、 护川 、创 公

,

Θ
尸 , ? 、团护 −? 、 、曰尹 , ? 、  沪 ,  , 、甲沪 , 叫 、曰沪沪

哈哈哈 Π Θ 一一一一一

一一
户

一
Π Π

‘一Θ

Π
 ‘Θ Θ 一 Π

 

一
呻

Θ ΠΠΠ

[[[(((
沪口、 沪 、 了产、 月

产、 产、 尸、 产自自

?????、 记尸 ,

Ρ
习, ∴ , 叫护 ‘‘

勺勺勺 哭香昌咨字二蕊二台立Η 里吕二二
粼粼粼 渗理毖理沃习沃刀蓉理三习三理理

袱袱袱 气 城 霉己 里 东城 器乙 份 4 次乙乙

尸尸、、

乞刀蕊理沃习蓉理学刀三理兰理理,, 护护护

−−−−−−−−
口口口口

、、尹尹尹

粼粼粼粼

浓浓浓浓

华公≅眯书扭娜华州扮令仁书羁叱报令软书 娜

Λ洲烂雌宋仁中职ΚΛ绷Ν呱遥叱卜Ν2



 期 季成叶 < 56 个少数民族女青少年生长发育状况的分析

孩的水平
Ι 。

三
、

讨 论

与使用同样方法和指标所作的汉族女孩生长发育状况分析7季成叶等
, ! ! :相比

,

本

研究中 56 个少数民族女孩间存在着更大 差异
,

这从聚类分析图上清楚展现 出来 7相同

相似度下有更多的类形成 :
。

这一差别与各少数民族女孩在生长发育各指标上的
“

低同步

现象
”

有关
。

例如
,

汉族女孩间差异固然大
,

但在以下趋势上是相同的 ; 高个群体身材一

般瘦
,

青春发育早 ;矮个者身材粗
,

青春发育晚
。

然而在少数民族中
,
土家

、

羌等族 7表 9 ,

Γ# 类:的身高
、

体重等明显低于维吾尔
、

哈萨克等 7+ 类:
,

但月经初潮和身高突增高峰

的出现反而早 ; 壮族 7# 类 :和苗
、

侗
、

布依等族女孩 742 类 :的身高
、

坐高均处低水平
,

但

是在其他五项指标方面的差异却是引人注目的大
。

各民族女孩在身高等三项形态指标和

另四项指标间的相关系数远低于汉族女孩7见表 :
,

以及她们的月经初潮
、

身高突增高峰

年龄与身高
、

坐高和体重等指标脱钩而形成第 9 主成分7见表 Π: 等事实
,

是对上述各民族

女孩在生长发育状况和规律上的差异的进一步证实
。

其原因是否主要由民族间的遗传素

质不同造成
,

则有待今后深人分析
。

和汉族一样
,

少数民族女孩的生长发育差异受到地理
、

城 乡
、

社会
一

经济发展状况等多
%

种因素影响
,

但其表现似乎更为复杂
。

例如
,

城乡差异在汉族女孩中是普遍存在的
,

无一

例外
。

但在五个少数民族中
,

除回
、

朝鲜外
,

其余三民族无此表现
。

原因可能与他们7蒙

古
、

维吾尔
、

壮 :中的城市样本多数聚居于中小城镇
,

与农村生活环境差异不大有关
。

聚居

云贵高原的各少数民族中
,

傣
、

白
、

哈尼
、

纳西等族 7∀ 类:位处亚热带平坝河谷
,

土地肥

沃
、

农业经济较发达
,

女孩的生长发育状况明显高于苗
、 ’

侗
、

布依等 742 类 : 贵州少数民

族 ;而生活在邻近的云南西部边境山区的侃
、

拉枯 7# ∀∀ 类: 等族
,

生长发育水平却最 低

7国家民委中国少数民族编与组
, ! 8 :

。

此外
,

居住在我国北部的蒙古
、

哈萨克
、

柯尔克孜

和维吾尔等民族以畜牧为主业
,

以肉奶类为主食
,

其生长水平在各民族中均名列前矛
,

说

朋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对造成这些生长发育的民族差异的重要作用也不可否认
。

生活在

贵州山区的布依
、

侗
、

苗等民族的女孩身材较矮而胸围相对指数较高
,

和生活在南美安第

斯山区
、

苏联高加索地区的民族有相似处
。

一些人类学家 7Θ
4 ) ∀) ΡΣ ) , Τ ∀

% ,

! 6 = : 70 Σ2Υ ∃ Κ

ς 。Ω∃
Υ ∃ ΞΞ

,

! 5 9 : 认为
,

这种体型特点是长期适应高寒地区氧气稀薄7因而胸廓发育代 偿

性发达 :环境的结果
。

然而本研究中的藏族女孩7 类 :生活在世界少有的海拔  米以

上的西藏高原
,

其相对胸围指数仅 Η
%

9
,

其余生长发育指标也和许多兄弟民族相似
,

并无

特异之处
。

本研究展现的许多少数民族 7尤其那些生活在南方山区的民族 : 生长发育的落后状

态
,

是 由诸多因素造成的
。

有些民族世代居住在高寒山区
,

自然生活环境严峻 ; 多数民族

地区工农业生产落后
,

群众生活差
,

青少儿以蛋白质为主的营养摄人水平低 ; 居住条件简

陋
,

卫生差
,

饮用水多为人畜共用的河沟水或泥塘水
,

疾病患病率高 ;文盲多
,

缺医少药
,

儿

童保健水平低下
,

等等
。

部分少数民族中残留的落后习俗如
“

还娘头
”

7指表兄妹通婚
。

在

Ι ( 类地区女孩各指标均值为 < 身高 =
%

。厘米
, 坐高 8=

%

= 厘米
, 体重 Η

%

8 公斤
,
相对身高指数  9

%

5 ,
相对

胸围指数 今,
%

9 ,

身高突增高峰年龄
%

5 岁
,
月经初潮年龄 5

%

8 岁7标准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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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生长水平最低的拉枯族部分聚居地区
,

类似近亲婚配率达 ! 多 以上 :等
,

也严重妨碍

着一些民族青少儿素质水平的提高
。

为改变这些落后状况
,

除各级政府继续贯彻向
“

老少

边穷
”

地区倾斜
,

发展生产
、

治理贫困的政策外
,

应着重鼓励发展农牧副业
,

增加动物性蛋

白质和新鲜蔬菜的供应
,

改善儿童膳食结构
。

还应通过增加教育投人
、

加速师资培养
、

扫

盲
、

推广初级卫生保健
、

扩大医疗保健服务等措施
,

逐步改善民族地区的教育和卫生面貌
。

鉴于多数生长发育呈落后状态的民族在儿童学龄早期 7=一 6 岁 :已有明显表现
,

应特别重

视婴幼儿时期的保健
。

计划免疫
、

围产期健康
、

营养指导
、

普及科学育儿常识则是其重点
。

以上措施如能逐一落到实处
,

将使上述少数民族青少儿的健康状况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得

到显著改善
,

而健康状况的进步必然会反映到儿童生长发育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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