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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中小学生体质发育资料

及身体发育指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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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报告了新疆阿勒泰地 区 :一 ∀ 岁哈萨克族中小学生体质发育的调查结果
。

重点分析

! ; < = 名城镇哈萨克族学生的体质发育资料
。

体质发育调查指标包括身高
、

体重
、

胸 围
、

坐高
、

肩宽
、

骨盆宽六项
,

其增长幅度及变异度皆以体重为大
。

哈萨克族学生的身高不论男女
,

在多

数年龄组小于国内同龄汉族学生
,

而体重则多数年龄组大于国内同龄汉族
。

本文还分析了哈

萨克族学生的六项身体发育指数
。,

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过程始终受到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

致使不同民族
、

不同地区

的儿童少年生长发育水平有较显著的差别
。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

因此
,

研究不同民

族之间体质发育的差别
,

分析澎或这些差别的原因对于提高各少数民族的体质发育水平
,

进一步研究人类生长发育
,

都有重要意义
。

>

一
?

哈萨克族7哈族8是我国人口 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
,

但国内关于哈族儿童青少年体质

发育方面的报告则甚少
。

了解哈族青少年体质发育的一般规律
,

以便对其发育
、

营养等进

行评价
,

并可为进一步改善体质
、

促进其生长发育提供科学依据
。

新疆阿勒泰地区是哈族聚居地区
。

据 ∀ < 年统计
,

哈族人口 占全地区总人口 数的

;:
3

!: 形
。

∀< 年 ;一< 月
,

在有关部门的部署下
,

阿勒泰地区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当地

:一 ∀ 岁哈族学生体质
、

健康情况的抽样调查工作
。

本文分析此次调查资料中哈族中小

学生的体质发育情况
。

一
、

材料 与 方 法

3

调查对象及内容

以整群抽样法于 ∀ < 年 ;一 < 月在阿勒泰地区所属阿勒泰县 7现称阿勒 泰 市 8及 福

海
、

布尔津
、

哈巴河县选择有代表性的 ≅≅ 所城镇及 乡村中小学校
, :一 ∀ 岁全体在校哈族

学生 7其父
、

母均为哈族 8 为调查对象
。

经询间病史和体格检查剔除了常见疾病及部分先

天缺陷者后
,

共 ; ! 人
,

其中男生 ≅ ; ≅ : 人
,

女生 ≅ < ≅ 人
。

本文中哈族中小学生的年龄为实足年龄
,

如 : 岁为 :
3

  一 : ” 岁
。

调查的体质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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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包括身高
、

体重
、

胸围
、

坐高
、

肩宽
、

骨盆宽六项
。

≅
3

测Β 方法

六项体质发育指标的测量均严格按照《中国学生体质
、

健康调查研究手册》规定的方

法实施
。

各项 目的测量人员均经过训练并固定专人
,

所用测量仪器都按要求进行校准
。

!
3

统计内容及方法

根据测量资料分别计算男
、

女生各年龄组六项测量值的平均数
、

标准差
、

变异系数
。

男

女生同年龄组间各项 同一指标均数的比较用
Β
7了8 检验

。

选择哈族中小学生体质发育测量资料中身高
、

坐高
、

体重
、

胸围四项指标
,

计算下列指

数
Α

,

谬

、

−
Χ

Δ

ΕΦ八曰Ε曰
Δ3−

4
7 8 Γ二 Β·0ΗΒ ,旨数

7
体重 7Ι 6 8

身高 7
∃ ϑ 8

该指数反映体重与身高间的比例关系
,

即每厘米身高的体重数
。

用以说明儿童青少

年的营养状况和生长发育的关系
。

双心哟弃

7≅ 8 Κ Λ 5 ∗ 指数7Α
体重 7Ι 6 8

Μ身高 7
∃ ϑ 8 Ν

’

4 ‘。。“ 

8
此指数表示每平方厘米身高的重量

。

用以表示身体的充实程度
。

阮而该辫
好

7Ο8 身高胸围指数 7粤霎润 Π−   8
Θ步才简 戈, ϑ Ρ Σ

身高胸围指数通过胸围与身高的比例关系
,

反映胸廓的发育状况
。

借以说明人体的

体型特点
。

、≅
≅

ΕΦΕ, 3人

47, 8 Τ

一
Ι ,旨数

7
体重 7Ι 6 8 Υ 胸围 7∃ ϑ 8

身 高 7
, ϑ 8

亦称体型指数
。

其实际含义是每厘米身高所包含的重量和围度之和
。

间接反映机体

的心肺功能和营养水平
。

7, 8 坐高下身长指数
7

坐 高 7
∃ ϑ 8

身高 7
, ϑ 8 一 坐高 7

∃ ϑ 88
此为反映人体上

、

下身长度比例的一个指数
。

其意义与身高坐高指数相近
。

7= 8
、

>

、
、, 、

、
ς 匕 , 了坐高 7, ϑ 8 、 0

ΕΕ 、
牙同王同 , 曰

狱 、花二丁芍
一Ω

一丈
3

八
二 Φ Φ ,

Θ身局 又, ϑ 少 Σ

通过坐高与身高之比来表示人体的比例关系
,

借以说明体型特点
。

所有数据的统计 分析皆用 ∗Η Ξ / 软件包及自编程序在 0Ψ Ξ ∗Ζ 微机上完成
。

因在 男
、

女生各年龄组中乡村学生的调查人数均较少7大多数年龄组不到   人 8
,

所

以
,

本文重点分析 ! ; < = 名城镇哈族学生的体质发育资料
。

二
、

结 果 分 析

3

体质发育测− 资料的年龄差别
! ; , = 名城镇男

、

女生 7男生 = ∀ 人
,

女生 : , ∀ 人 8各年龄组六项体质发育指标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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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皆随年龄增大而增加7表
、

表 ≅ 8)

表 哈族城镇男生体质发育指标的测Β 值 7见土 Ο8

年龄
〔岁 8

人数
身 高
7

, ϑ 8
体
7Ι
季

6 Ρ

胸 围

7
, ϑ 8

坐 高
7

, ϑ 8
骨盆宽
7

, ϑ 8
一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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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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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哈族城镇女生体质发育指标的测量值 7戈士 Ο8

年龄
7岁少

人数
身 高
7

∃ ϑ 8

休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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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体质发育指标增长不平衡
,

其年增 加幅度不同
,

但不论男
、

女生
,

均以体重的年增

加率为最大
,

最高达 !
3

<: 并7男生8及 巧
3

!= 多7女生8
。

:一 ∀ 岁间
,

哈族男生身高共增加 ; ∀
3

∀ 厘米
,

体重共增加 !:
3

 = 公斤
,

胸围共增加

≅ =
3

! ≅ 厘米
。

女生身高共增加 ! :
3

! 厘米
,

体重共增加 !
3

≅ : 公斤
,

胸 围共增加 ≅  
3

: = 厘

米
。

六项体质发育指标在各年龄组的变异系数不论男女
,

均以体重的变异系数为大 7男

生 Α
3

 多一 <
3

∀ 多 9女生
Α  

3

; 多一巧
3

∀: 多8
。

其他指标的变异系数多在 !外一 =多 之

间
。

≅
3

体质发育测Β 资料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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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六项体质发育指标的年增长率高峰除体重为 ; 岁
,

胸 围为 = 岁外
,

其余指标 皆

为 巧
’

岁
。

而女生六琐体质发育指标的年增长率高峰皆为 ⊥− 岁
,

较男生早 !一 ; 年
。

六项

体质发育指标的年平均增长值男生皆大于女生
。

: 岁组可能由于调查人数较少之故
,

除胸围外
,

其他体质发育测量指标女生均数皆略

高于男生
。

自 ∀ 岁始男生各项指标的均数皆大于女生
。

男女生间身高在  岁
、

胸围在

! 岁
,

其余四项指标皆在 岁出现一次交叉 7女生均数大于 同龄男生 8
。

此后
,

身高至 ;

岁
,

骨盆宽至 ∀ 岁
,

其余四项指标皆在 巧 岁男女生间再出现一次交叉 7男生均数大于同

龄女生 8
。

而且第二次交叉后除骨盆宽外
,

男生各项指标的均数及增长幅度即明显大于女

生
,

使男
、

女生间各项体质指标均数间的差距逐渐增大
,

至 ∀ 岁时
,

身高
、

体重
、

胸围
、

坐

高
、

肩宽五项指标男女生间的差距最大
。

男
、

女生间身高
、

体重随年龄变化的趋势见图 −
、

图 ≅)

‘

饥
,

减
城

Α≅ Α ,沐 污 ,石 ,扮
3 。 ‘
岁

8
,  0 Β ≅ ! , 一 < 飞= 于 , , 7岁8

图 哈萨克族城镇学生身高增长曲线图 图 ≅ 哈萨克族城镇学生体重增长曲线图

_ ⊥ ) ⎯ Βα

/ Β

∃ 5 ⊥ Τ ∃ Ο β) ⊥ Ο Β Λ Β 5 ⊥ ∃ ) β Κ Λ Χ Λ Ι _ ⊥ ) ⎯ Βα ∃ 5 ⊥ Τ ∃ Ο β ) ⊥ ⎯ ∃16 α Β ) β Κ Λ Χ Λ Ι

5 χ ∃ Ε Β Ο 1Ε 5 ⊥ δ Λ Ε Λ ⊥ ∃ Λ Ο < Β 5 χ ∃ Ε Β Ο 1Ε 5 ⊥δ Λ Ε Λ ⊥ ∃ Λ Ο

同龄男
、

女生间六项体质发育指标均数的差别在多数年龄组有显著或非常显著的意

义 7表 −8
。

!
3

哈族学生与全 国汉族学生身高
、

体重的比较

以城乡合并计算的各年龄组哈族学生的身高
、

体重两项主要体质发育指标与 ∀ < 年

全国汉族学生城乡合并计算的均数比较结果见表 ! 。 可见哈族不论男
、

女生
,

身高均数在

多数年龄组略小于同龄汉族
,

而体重均数除男生 ! 一巧 岁组小于同龄汉族外
,

其余年龄

组 皆大于全国同龄汉族学生
。

;
3

城镇哈族学生身体发育指数的分析

城镇哈族男
、

女生各年龄组六项身体发育指数值的平均值及标准差见表 ;
、

表 <)

Γ 5∃ Β∃ −∃ Β 指数在哈族男
、

女生中皆随年龄增加而增大
。

在 :一  岁组
,

男生该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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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哈族学生与全国汉族学生身高
、

体重均数的比较
ς

年龄

7岁夕

男 生

身高 7
∃ ϑ 8 休重 7Ι 6 8 身高 7

∃ ϑ 8 体重 7Ι 6 8

哈族 全 国 差值 差值 哈族 全国 差值 哈族 差值

, 3

=
,石;片了≅!
阵矛
!?
八Η肉Ρ丈Φ,Ρ魂ΕΦΡ,‘ΗεΕ,,,翻 ! 

⋯⋯
,∀∀‘二,‘,人∀二,工叮‘#弓、护‘∃产声% ,&

∀孟∋(、矛

⋯
,山月,阳了八∋通,‘,‘门‘内&今、)

挑
%乃∗碑 + 月&,一,

,−./00
/一

1一

2一

∀ ∗一

∀ ∀一

∀ ,一
∀ 3一
∀ 4一

∀ 5一

∀.一

∀ /一

( 1

∀ ,∗
。

. 2

∀, 4 . ∀

∀, 1 . 4

∀ 3 ,
。

, /

∀ 3 / . .

∀ 4 ,
。

, .

∀ 4 1
。

∀ ∗

∀ 5 3 . ∀

∀ . ∗
。

∀ 2

∀ . ,
。

∗ 1

∀ . /
。

∀ /

∀ . 1
。

5 ∀

∀ ∀2
。

5 ∀

∀ ,3 2.

∀, 1
。

1 /

∀3 3
。

5 ∀

∀3 1 , /

∀4 ,
。

2 ,

∀5 ∀
。

∗ ,

∀ 5 / , .

∀ . , , 2

∀ . 5
。

/ .

∀ . / 5 5

∀ . 1 , 3

(
。

∀1

∗
。

. 5

一 ∗
。

, 3

一 (
。

, 4

一 ∗
。

. ∀

一 ∗
。

. .

一 ,
。

2 ,

一 3 . 5

一 ,
。

∀ ∗

一 ∗
。

. 1

一 ∗
。

3 1

∗
。

, 1

哈族

, ,
‘

. 1

, 4
。

4 ,

, .
。

, 2

, 1 , .

3 ∀
。

∀∗

3 4 , 1

3 1 ∗ ,

4 ,
。

4 5

4 1
。

4 .

5 3
。

2 4

5 .
。

/ 1

5 2 ∀ 5

全国

, ∗
。

2 ∀

, ,
。

/ 4

, ,
。

∗ ,

, /
。

4∗

3 ∗
。

∗ 5

3 3
。

∗ ,

3 1
。

1 3

4 3
。

1 .

4 1
。

5 .

5 ,
。

3 2

5 4
。

/ 1

5 .
。

∀ ∗

∀ / /

∀ . 1

(
。

, /

∗
。

1 .

(
。

∗ 5

(
,

, .

一 ∗
。

1 ∀

一 (
。

4 ∀

一 ∗
。

∀ ∗

(
。

, 5

,
。

∗ ∗

3
。

∗ 5

∀ , ∀ 4 1

∀ , , 2 3

∀ , /
。

/ 2

∀ 3 , 2 5

∀ 3 2
。

1 ,

∀ 4 4
。

1 1

∀ 5∗ 1 /

∀5 3 . ∗

∀ 55 4 3

∀5 . 4 ,

∀5 / , 1

∀ 5 /
。

. 4

∀∀ 1 4 /

∀, 3
。

∀ ,

∀, 1
。

3 ∀

∀ 3 3 1 ∗

∀ 3 2 /斗

∀ 4亏
。

∗ 1

∀ 5 ∀
。

4/

∀ 5 4
。

∗ ∗

∀ 5 5 43

∀ 5.
。

44

∀5 .
。

2 /

∀5 / ∀,

3 ∗ ∀

一 ∗
。

∀ 2

一 ∗
,

5 ,

一 ∗
。

1 5

∗
。

∗ 1

一 ∗
。

, ∗

一 ∗ . ∗

一 ∗
。

4 ∗

∗

一 ∗
。

∗ ,

∗
。

3 ∀

∗ 5 ,

全国

, ∗
。

∀,

4 ∗
。

斗/

4 3 / 5

4 .
。

3 ∀

∗ /

6 表中汉族学生的资料引自朱钦对 ∀2 1 5 年 全国 汉族学生调查资料合并计算的结果 7朱钦
, ∀ 2 1 2 8

。

表 4 城镇哈族男生身体发育的指数值 7 戈士 98

人数年龄
7 岁 8

: ; < = < (< =

指数
> ? ; ≅

指数
身高胸 围
指数

Α < Β Χ < Β < Δ

指数

坐高下 身长
指数

身高坐高
指数

/一

1一

2一

∀ ∗一

∀ ∀一

∀,一

∀3一

∀ 4一

∀5一

∀.一

∀/一
∀1

. 4

∀ 4∗

∀ 4 /

∀ 2 3

∀ / ,

∀ . /

∀ . /

∀ 4 5

∀ 3 /

∀ 5 1

∀ 4 ∗

. 1

∀ 1 . 3 2 Ε ∀ ,
。

/.

∀ 2 3 / . Ε ∀ /
。

/1

, ∗ ,
。

∀ 4 Ε ∀.
。

2∗

, ∀ 3
。

1 ∗ Ε ∀ / ∗ ∗

, , 3 3 5土 ∀ 2 . ,

, 3 2
。

2 4 Ε , 3 /∗

, 5 3 . 3土, 2 .∗

, / .
。

. 4 Ε 3 , 3 4

3 ∗ ∀ 2 4士 3 ∗ 2 4

3 , 5 4 3士 3 3 5 ∗

3 3 1 ∗ 1士 3 ∗ ∀ 1

3 5 , 3 ,士 , 1 / 4

∀ 5
。

4 2 Ε ∀ , ,

∀ 5
。

. , Ε ∀
。

, ∗

∀ 5 / 5十 (
。

∗ .

∀ . ∀ ∗土∗
,

2 2

∀ . , 4土 ∀ ∀ ,

∀ . / 1士 ∀ , 1

∀ /
。

∗ 2 Ε (
。

5 ∗

∀ / 2 ∀士 ∀ 5/

∀ 1 / 2士 ∀ , .

∀ 2 . 1士 ∀
·

/ 1

, ∗ , ∗士 ∀ . .

, ∗ 2 ,士 ∀ / .

4 1 5 2十 ∀ 5 4

4 1
,

4 2士 ∀ 2 2

4 1
。

3 1 Ε ,
。

∗ 4

4 1 ∀ 1 Ε ∀ 1 5

4 / . 2土 ∀ 1∗

4 / . 3士, ∗ /

4 / 42 士, ∗ 3

4 / . /十 ,
。

, 3

4 1 ∗ .十 ,
。

3 2

4 2 ∗ , Ε , 3 ∀

4 2
。

5 ∀ Ε , 5 3

5 ∗ 3 5士, //

. / , 3士, 4 ,

. / 1. 十 , 2 1

. 1 5 2 土3 ∗ 5

. 2 5 . Ε , 1 2

/ ∗ ∗ 3 土3
。

∀ ∀

/ ∀
。

. , Ε 3
。

. /

/ ,
。

1 . Ε 4
。

∀2

/ 5 33 士4 / /

/ 1 ,5 士4 4 3

1 ∀ 5 . 土弓
。

∀4

13 3 ,土 4 2 ,

1 5 5 1 Ε 5 ∗ 3

∀ , , 士∗ ∗ .

∀ , ∗ 士∗ ∗ .

∀ ∀1 士∗ ∗ .

∀ ∀. 士∗ ∗ 5

∀
。

∀3 Ε ∗ ∗ 5

∀ ∀ ∀士 ∗ ∗ 5

∀ ∀∗士 ∗ ∗ 5

∀ ∀∗士 ∗ ∗ 5

(
。

∀∗十 ∗ ∗ .

∀ ∀∗土 ∗ ∗石

∀ ∀,土 ∗ ∗ .

∀ ∀4士 ∗ ∗ 5

5 4
。

2 1 Ε ∀ ∀,

5 4 5 5 土 ∀ , ∗

5 4 ∗ 5 Ε ∀
。

, 4

5 3 . , Ε ∀
。

∀ ,

5 3 ∗ 3士 ∀ , ,

5 , . 2土 ∀ ∀ ∗

5 , 3 /土 ∀ , ∀

5 ,
。

, / Ε ∀ , ∗

5 ,
。

3 2 十 ∀ 3 ∗

5 , 4 , 土 ∀ 3 4

5 , 2 ,士 ∀ , /

5 3
。

∀ 1十 ∀ ∀ 2

值略大于女生
, ∀∀ 一巧 岁组

,

女生该指数值迅速超过男生
,

其中 ∀3 岁及 ∀4 岁组女生该指

数值明显大于男生
。

∀. 岁以后
,

该指数值男生又大于女生
,

形成两次交叉
。

男生 ∀4 岁以

后
,

说明在此年龄段体重的增长速度相对快于身高的增长速度
。

> ? ; Φ 指数的变化趋势基本与 :;< =< (< = 指数相同
。

但该指数值女生在 ∀. 岁以后仍

大于男生
。

身高胸围指数男生 /一 ∀3 岁组及女生 /一 ∀∗ 岁组呈递减趋势
。

男生在 ∀4 岁
,

女生在

∀∀ 岁该指数值开始缓慢增加
。

表明男生在 ∀4 岁前
、

女生在 ∀∀ 岁前其身高增长速度快于

胸围的增长速度
。

此后
,

胸围发育速度增快而身高增长相对较慢
,

故该指数值又缓慢增大
。

在男
、

女生间
,

除 ∀4 一 ∀5 岁组该指数值女生大于男生外
,

其他年龄组男生值皆大于女生
。

坐高下身长指数在 /一 ∀∗ 岁组男生值大于女生
,

此后女生值即大于男生
。 /一 ∀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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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φΓ∀∀∀、Η。0
Ι∋:,七月, ∋月,曰、ϑ  

、之一.//1./5...,4

间
,

男
、

女生该指数值皆呈下降趋势
,
说明在此年龄段身高的增长是以下身长的增长为主

。

男生 ∀4 一 ∀. 岁间此指数值无变化
,

男生 ∀/ 岁后及女生 ∀4 岁以后皆开始缓慢上升
。

身高坐高指数的变化趋势与坐高下身长指数相似
。

但女生 ∀∀ 岁后该指数值 皆大 于

男生
。

身高 胸围指数
、

身高坐高指数及坐高下身长指数平均值的变化 曲线皆大致呈
“ Α ”

字

型
。

Α < ΒΧ< Β ! Δ 指数在男
、

女生中均随年龄增加而增大
,

除 ∀, 一 ∀5 岁组女生该指数值大于

男生外
,

其余各年龄组男生该指数值皆大于女生
。

与根据 ∀ 2 / 2 年我国 ∀. 省市汉族学生体质发育调查资料计算的城市汉族学生几项身

体发育指数平均值 7叶恭绍
, ∀ 2 1 4 8 比较

,

: ;< =< (< = 指数值在哈族男生除 ∀4 岁组略小于同

龄汉族学生外
,

其他年龄组及哈族女生各年龄组的该指数平均值皆高于同龄汉族学生
,

哈

族女生与同龄汉族女生间该指数平均值的差别尤其明显
。

身高胸围指数各年龄组哈族男

生的平均值皆大于同龄汉族男生
,

哈族女生除 ∀5 岁
、

∀. 岁及 ∀1 岁组该指数平均值略小

于同龄汉族女生外
,

其他年龄组哈族女生该指数的平均值也大于同龄汉族女生
。
Α < Β Χ< Β ΚΔ

指数平均值哈族男
、

女生也皆大于同龄汉族学生
。

身高坐高指数则哈族男
、

女生平均值皆小于国内同龄汉族学生
。

三
、

讨 论

儿童期新陈代谢的特点是同化作用显著大于异化作 用
,

表现为机体不断的生长发育
。

因此
,

儿童 少年体质发育的各项测量指标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大
。

但在不同年龄
、

不 同性

别之间
,

各项指标的增长幅度则互不相同
。

在哈族男生
,

除身高
、 骨盆宽的年增长率在

∀4 一 ∀5 岁间较大外
,

其余四项体质发育测量指标 皆以 (斗一 ∀. 岁间的年增长率较大
。

哈

族女生则六项体质发育测量指标皆以 ∀∀ 一 ∀3 岁的年增长率为大
。

而且
,

六项体质发育测

量指标的均数女生皆在 ∀∗ 一 ∀3 岁间开始超过男生
。

而除骨盆宽在 ∀1 岁男生均数才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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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女生外
,

其余各项测量指标的均数皆在 ; 一 < 岁间出现男生再次大于女生而形成第二

次交叉
。

这些差别说明哈族女生的青春发育期大约较男生早三年
。

若以变异系数来衡量各项体质发育测量指标在不同年龄段的变异度
,

则哈族女生各

项测量指标的变异系数以  一 ! 岁为大
,

而男生各项测量指标的变异系数以 ! 一 巧 岁

为大
。

这种性别和年龄的差别
,

表明各项体质发育测量指标的变异度均以青春发育期为

大
。

近年来
,

国内外对于儿童青少年体质发育的研究
,

除用身高
、

体重
、

胸围等形态测量指

标外
,

也非常重视有关身体发育指数的研究
。

身体发育指数是根据人类身体各部分之间

有一定的比例关系
,

可选择不同的测量参数
,

借助数学公式进行计算得出相应的指数
,

借

以说明儿童青少年的体型
、

生长发育规律及营养状况等
。

身体发育指数有着明显的年龄
、

性别
、

种族差异
。

本文中哈族学生六项身体发育指数

的变化即可看出这种显著的差别
。

哈族男生各项身体发育指数的突增高峰除身高坐高指

数及坐高下身长指数为 : 岁外
,

其余四项指数曹为 −耳岁
。

而哈
月

族女蛋各项身体发育指

数的突增高峰除身高坐高 指数及坐高下身长指数为 ; 岁外
,

其余四项指数皆为 岁
。

此

与青春发育期男
、

女生体质发育测量指标的差别相似
。

Κ Λ
5∗ 指数 曲线在  一 岁时哈族男女生间形成一次交叉

。

交叉前男生该指数平均

值略大于同龄女生
,

而交叉后女生即明显大于男生
,

女生形成充盈
、

较丰满的体态
。

表明

青春发育期后期哈族男
、

女生具有不同的体态特征
。

儿童青少年期身体各部分随年龄增长的速度并非完全相 同
。

哈族学生身体发育指数

的分析表明
,

哈族学生在青春发育期前身高增长速度快于胸围
,
下肢的长度较躯干长度增

一

长为快
。

儿童生长发育受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影响
,

遗传决定机体生长发育的可能范围
,

而

环境则影响遗传潜力的发挥
。

一般认为体型发育主要受种族遗传型的影响
,

而较少受环

境因素的影响 7叶恭绍
,

∀ ; 8
。

身体发育指数可用来说明儿童青少年的体型特点
。
与

: 年国内 = 省市汉族城市学生的几项身体发育指数比较
,

哈族学生 除 少 数 年龄 组

Γ 5 ∃ Β∃ −∃ Β 指数及身高胸围指数的平均值小于同龄汉族学生外
,

其他年龄组的上述两项指

数及 Τ ∃ ⊥Τ∃
⊥

,Ι 指窿文的平均值皆大于同龄汉族学生
。

哈族学生与 ∀ < 年全国同龄汉 族

学生体质发育测量资料比较
,

哈族学生的身高在多数年龄组略低于全国同龄汉族学生
,

但

体重在多数年龄组则高于全国同龄汉族学生
。

这种民族差别说明哈簇学生与汉族学生比

较呈相对矮粗体型
。

我国 : 年 = 省市儿童青少年体质发育调查发现
,

各项体质发育测量指标的均数

基本是北方大于南方 7叶恭绍
, ∀ ; 8

。

国内 := 一 ∀  年期间关于少数民族儿童少年生

长发育的研究也发现生活在海拔较高和气候寒冷的地理
、

气候环境的藏族
、

蒙古族和朝鲜

族儿童少年的体质发育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少数民族
。

因而提示是杏这种地理
、

气候条件

有利于人类的生长发育7李效基
,

夕∀ ≅ 8
。

新疆阿勒泰地区属于气候寒冷
、

海拔较高的地

区
,

当地哈族中小学生的体质发育水平也较高
,

似支持上述气候
、

地理条件可能是影响人

类主长发育的因素之说
。

在地理和气侯环境大致相同的情况下
,

少数民族儿童和汉族儿童的生长发育仍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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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差异
。

这种差别可能有营养
、

生活环境
、

疾病等因素的影响
,

同时也反映了民族固

有的遗传特性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

但是
,

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同一少数民族儿童
,

生长发育

也有很大差异
,

甚至比他们与汉族间的差异更显著7李效基
, ∀ ≅ 8

。

这证实了遗传潜力的

发挥更多地取决于环境条件
。

值得注意的是
,

生活在气候寒冷地区的藏族
、

蒙古族
、

哈族等少数民族的食物成份中
,

脂肪及动物蛋白质 7肉类
、

乳类等 8皆占有较大的比重
,

这种食物构成特点可能也是导致这

些少数民族儿童青少年体质发育水平较高的一个主要因素
。

7 < 年 斗月 ≅ < 日收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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