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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斡尔族中小学生体质发育现状
及 20 多年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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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报道了 6~18 岁 1993 名达斡尔族学生 8 项体质指标（身高、坐高、体重、肩宽、骨盆宽、胸

围、腰围和臀围）的测量结果，并计算了 10 项体质指数。结果发现，达斡尔族在我国属体质发育较高的

民族，并表现为一定的城乡差异；20 多年来达斡尔族学生身高、体重、胸围全面增长，男女生身高最大

增长年龄均提前约 1 岁左右，男生高年龄组身高和身体充实度增幅较大，但女生变化不大且肩宽和骨盆

宽呈下降趋势。提示达斡尔族青少年体质发育表现为以生长突增提前为主的生长长期趋势，但女生高年

龄组身高增长不明显、身体充实度有待提高，应采取营养和锻炼等措施促进其生长发育水平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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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dy measurements of 1993 Daur students between ages 6 to 18 are reported in 
this paper. Eight measurements are height, sitting height, body weight, shoulder breadth, 
pelvic breadth, chest, waist and hip circumferences. Ten constitutional indice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aur people can be considered one group with a high level of  physical 
development. Overall changes of height, body weight and chest circumference are found in 
all youth groups, with maximum increments of age at about one year, the age at which Daur 
adolescents begin secular growth changes. The most significant phenomenon of growth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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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adolescent growth spurt. Incremental growth of adult height is not significant, and shoulder 
and pelvic breadth are less in females. In the future, new strategies and method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Daur adolescent females.

Key words: Daur nationality; Youth; Physical development; Longitudinal study

达斡尔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有人口 131992（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主

要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和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等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

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是我国达斡尔族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1941 年篠塚房次
[1]
曾对达斡尔

族学生体质发育状况进行了初步调查，但样本太小，且无女性资料。新中国成立后，我国

对学生的体质发育状况日益重视并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 1982 年第 3 次人口普查时达斡

尔族人口不足 10 万人，未被列入 1985 年以来历次国家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和监测工作之

中，故一直以来针对达斡尔族青少年体质发育的研究较少，仅朱钦等
[2]
于 1990 年对达斡

尔族学生的体质发育与体型状况作过调查。为了解达斡尔族青少年的体质发育现状并进行

20 多年来的纵向追踪观察，特进行此项研究。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2 年 6 月，我们赴莫力达瓦旗达斡尔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尼尔基、阿尔拉、哈达阳、

巴彦、腾克和库如奇等乡、镇的中小学进行整群抽样，本次抽样点未包括 1990 年的西瓦

尔图和红彦地区
[2]
（因人口迁移原因，目前两乡镇达斡尔族学生人数很少），增加了达斡

尔族学生较多的库如奇，其余抽样点均与 1990 年一致。我们对 2008 名 6~18 岁达斡尔族

中小学生进行体格测量，剔除患病、有残疾和畸形者，有效样本量为 1993 人（男 973 人，

女 1020 人），平均年龄为男 12.2±3.26 岁，女 12.6±3.38 岁。

1.2  研究方法

测量项目包括身高 (height, H)、坐高 (sitting height, SH)、体重 (weight, W)、胸围 (chest 
cir, CC)、肩宽 (shoulder breadth, SB)、骨盆宽 (pelvic breadth, PB)、腰围 (waist cir, WC) 和
臀围 (hip cir, HC)8 项，依据《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检测细则》

[3]
进行。计算坐高指数、

克托莱指数、胸围指数、肩宽指数、骨盆宽指数、维尔维克指数、肩宽骨盆宽指数、利维

指数、腰臀比和 BMI 指数。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采用 Excel 2003 和 SPSS 16.0 软件完成。

2 结 果

6~18 岁达斡尔族学生体质测量指标及衍生指数结果见表 1~4。7~12 岁达斡尔族城乡

学生体质发育状况比较见表 5、表 6（因 12 岁以上的学生 90% 均迁到尼尔基镇读书，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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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 7~12 岁学生进行了城乡差异比较）。2012 年、1990 年
[2]
达斡尔族学生体质发育状

况比较见表 7~9。

3 讨 论

身高、体重和胸围常被作为反映生长水平的的典型指标，而少年儿童生长发育水平

是评价该人群体质与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之一
[4]
。因此，近年来各国都重视在比较 20~30

年间儿童身高、体重和胸围水平的速度变化的基础上，揭示学生身体形态发育的长期趋

势
[5]
。影响生长和发育速度的两大因素是遗传和后天环境，其中，前者是生长发育水平和

速度可能范围或未来的发展方向，后者则是影响遗传潜力发挥的主要因素
[4]
。生长长期变

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环境因素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3.1  达斡尔族学生体质发育现状

本研究中6~18岁达斡尔族男、女学生各项体质指标均随年龄的增加逐年增长（表1-2），
但增长幅度不同，男生在 11 岁时开始突增，身高年增长 6.69cm， 12 岁时身高（8.11cm）、

坐高（3.75cm）、体重（7.19kg）、肩宽（2.06cm）、骨盆宽（1.67cm）和臀围（3.86cm）

增长幅度最大。在 9 岁时女生身高（8.73cm）、坐高（3.81cm）、体重（5.94kg）、肩宽

（1.58cm）、骨盆宽（1.55cm）和臀围（4.94cm）增长幅度最大。上述各指标突增开始时

间女性平均比男性早两年左右。在生长曲线图上，男、女生的各项指标均出现两次交叉现

象。达斡尔族学生体格发育符合儿童青少年体格发育的生长规律
[6]
。

指数分析发现（表 3、表 4），7~18 岁达斡尔族男女生坐高指数均数范围分别为

52.8~55.5 和 53.8~55.9 之间，除 13、14 岁男生外，其他各年龄组男生均为长躯干型；女

生 10 岁、13 岁年龄组为中躯干型，其余年龄组均属长躯干型。7~18 岁男女胸围指数均

数分别为 48.6~51.8 和 48.2~53.7，男生除 18 岁年龄组外，其余均为中胸型；女生 14~18
岁为中胸型，其他各年龄组均为窄胸型。7~18 岁男女肩宽指数均数分别为 21.0~22.0 和

20.7~21.5，男生除 18 岁年龄组为中肩型外，其他各年龄组均为窄肩型；女生除 6 岁年龄

组为中肩型外，其他年龄组均为窄肩型。7~18 岁男女生骨盆宽指数分别为 16.0~16.5 和

15.8~17.1，除 13、14 岁两个年龄组男生为中骨盆型外，其余各年龄组男生均为窄骨盆型；

女生则均为窄骨盆型。7~18 岁男女生 BMI 随年龄增长总体呈增加趋势，BMI 均数范围分

别为男 16.3~23.5、女 15.4~22.8，各年龄组 BMI 值男生总体上高于女生。

7~12 岁达斡尔族城乡学生比较发现（表 5、表 6），除 9 岁乡村男生个别指标略高于

城市同龄男生外，达斡尔族城市男女生的各项体质指标均高于乡村，且多数指标存在显著

性差异，尤以男生更为明显，提示儿童体格发育的城乡差异仍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3.2  达斡尔族学生与我国其他民族体质发育的横向比较

与《2010 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
[3]
中的资料比较显示，达斡尔族 16 岁男

生的平均身高排在 27个民族中第 6位(纳西族)与第 7位(白族)之间，低于回族、朝鲜族、

蒙古族、哈萨克族、纳西族；16 岁女生身高排在第 9 位 (柯尔克孜族 )与第 10 位 (白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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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达斡尔族男生体质发育资料
Tab.1  Physical development data of Daur male students

年龄Age
(a)

人数

No
平均值/

标准差

身高H
(cm)

坐高SH
(cm)

体重W
(kg)

胸围CC 
(cm)

肩宽SB (cm) 骨盆PB 
(cm)

腰围WC 
(cm)

臀围HC 
(cm)

6 39 X
—

119.33 66.19 23.29 59.42 25.44 19.46 54.97 62.47 

S 5.97 2.76 4.04 4.63 1.32 1.15 5.97 4.7

7 85 X
—

124.62 68.66 25.86 61.21 26.64 20.38 57.42 64.90 

S 5.91 2.97 4.7 4.79 1.39 1.38 5.69 5.27

8 90 X
—

129.64 71.48 30.4 65.43 27.78 21.05 61.12 69.11 

S 5.79 3.38 8.49 8.25 1.65 1.7 9.77 8.45

9 80 X
—

134.19 72.75 31.3 65.33 28.34 21.4 61.38 69.68 

S 5.33 3.32 6.81 6.34 1.37 1.43 7.15 6.92

10 70 X
—

139.54 75.43 37.6 69.69 29.49 22.81 65.84 75.28 

S 6.62 3.14 10.21 8.88 1.62 1.95 10.6 8.86

11 80 X
—

143.65 77.25 39.42 70.74 30.12 23.06 65.73 76.60 

S 6.05 3.11 10.01 9.06 1.71 1.91 10.11 7.82

12 81 X
—

150.34 80.17 45.64 74.77 31.75 24.44 69.39 80.70 

S 8.07 3.69 12.56 9.62 1.93 2.33 12.41 8.86

13 97 X
—

158.45 83.92 52.83 77.92 33.81 26.11 70.68 84.56 

S 8.87 4.83 12.54 9.36 2.39 2.26 10.41 8.77

14 106 X
—

163.57 86.38 57.96 81.87 35.13 26.91 74.01 87.86 

S 7.31 4.13 14.65 10.23 2.18 2.52 11.72 9.42

15 102 X
—

167.59 89.26 61.48 83.93 35.92 27.26 75.81 90.81 

S 6.63 3.4 13.21 9.25 2.25 2 11.68 7.91

16 76 X
—

168.94 90.41 60.61 83.75 36.55 27.16 73.87 89.76

S 6.68 3.56 12.31 8.01 2.02 2.11 9.93 7.49

17 45 X
—

171.04 92.04 62.36 85.29 37 27.31 73.6 90.74

S 4.8 2.7 8.06 6.12 1.43 1.46 7.78 4.47

18 22 X
—

172.21 92.36 69.5 89.06 37.85 27.88 80.03 95.21

S 5.32 3.68 15.45 10.83 1.79 2.1 14.53 8.5

之间，低于回族、朝鲜族、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纳西族、藏族等少数民族；

男女生体重和男生胸围均跻身于第 1、2 名之间，仅次于朝鲜族；女生胸围则位于各民族

首位。可见，与我国其他 27 个民族相比，达斡尔族中小学生的体重和胸围发育水平较高，

而身高发育处于中上水平。

3.3  与 1990 年达斡尔族学生体质发育状况的纵向比较

与 22 年前的资料
[2]
相比（表 7），7~18 岁达斡尔族男女生身高、坐高、体重、胸围

各年龄段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男生较女生更为明显；但男女生肩宽和骨盆宽增幅相对较

小，在部分高年龄段甚至呈下降趋势，表现为 17~18 岁男生的肩宽、13~18 岁女生的肩宽、

17 岁男生的骨盆宽、16~18 岁女生的骨盆宽均有所下降。总体而言，22 年来 7~18 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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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达斡尔族女生体质发育资料
Tab.2  Physical development data of Daur female students

年龄Age 
(a)

人数

No
平均值/   

标准差

身高H
(cm)

坐高SH
(cm)

体重W
(kg)

胸围CC 
(cm)

肩宽SB 
(cm)

骨盆PB 
(cm)

腰围WC 
(cm)

臀围HC 
(cm)

6 49 X
—

116.83 65.29 21.06 56.56 25.07 18.81 52.87 60.74

S 5.86 3.2 2.82 3.17 1.17 1.04 3.46 4.59

7 73 X
—

123.56 68.14 24.65 59.55 26.08 19.72 55.33 64.32

S 5.64 2.85 3.87 4.51 1.18 1.36 5.01 4.81

8 73 X
—

127.94 70.35 27.56 62.1 27.14 20.25 58.78 67.91

S 6.42 3.71 5.96 5.96 1.41 1.35 7.45 6.26

9 88 X
—

134.69 73.40 31.25 65 28.12 21.41 60.25 71.14

S 7.45 4.1 6.9 6.48 1.72 1.52 6.68 6.69

10 72 X
—

143.42 77.21 37.19 69.45 29.7 22.96 63.71 76.08

S 7.19 4.06 8.63 7.27 1.98 1.91 8.22 7.79

11 65 X
—

146.12 79.13 39.99 71.65 30.45 23.58 64.93 78.83

S 7.32 4.13 8.31 7.13 1.83 1.93 7.81 7.25

12 79 X
—

150.61 81.94 46.28 76.49 31.84 24.95 68.95 83.66

S 6.11 3.76 12.13 10.06 1.82 2.26 11.69 9

13 106 X
—

154.78 83.54 49.6 78.24 32.47 26.2 70.03 86.58

S 5.38 3.49 8.82 6.46 1.52 1.84 8.23 6.95

14 104 X
—

156.16 84.71 51.69 81.17 32.86 26.6 73.09 89.1

S 4.45 2.55 9.33 7.53 1.32 1.94 9.37 6.49

15 119 X
—

157.26 85.54 53.03 82.43 32.99 26.7 74.08 90.65

S 5.5 3.18 9.6 7.17 1.55 1.93 9.23 7.04

16 108 X
—

156.91 86.03 53.83 83.06 33.28 26.56 74.16 91.12

S 4.82 2.4 7.14 5.2 1.33 1.45 7.11 5.38

17 54 X
—

157.52 86.51 56.43 84.49 33.55 26.99 77.09 93.13

S 5.47 2.86 8.29 6 1.32 1.43 7.67 5.32

18 30 X
—

157.91 86.62 54.08 83.61 33.6 26.58 74.49 91.56

S 6.42 3.41 7.44 5.3 1.57 1.59 6.63 5.69

斡尔族男、女生身高平均增加 5.65cm 和 4.09cm，坐高平均增加 3.45cm 和 2.98cm，体重

平均增加 8.43kg 和 5.16kg，胸围平均增加 3.67cm 和 3.54cm，骨盆宽平均增加 0.90cm 和

0.41cm，肩宽男生平均增加 0.61cm，而女生的肩宽减小，平均增加 -0.14cm。

22 年来（表 8、表 9），达斡尔族各年龄段男女肩宽指数均有所下降，大多数年龄组

的男女骨盆宽指数和个别年龄段有胸围指数也有所降低，维尔维克指数、克托莱指数等其

他指数总体上呈增加趋势，男生比女生更为显明，进一步表明 22 年来达斡尔族学生肩、

盆部骨骼发育有所下降，个别年龄段的胸廓发育不够理想，身体充实度呈上升趋势，男生

优于女生。

我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资料分析发现，与 1985 年比较，2005 年我国儿童青少年学

生形态发育水平，特别是身高、体重等形态指标呈增长趋势，但肥胖发生率持续上升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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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达斡尔族男生体质发育指数
Tab.3  Physical development index of Daur male students

年龄

Age (a)
平均值/   
标准差

坐高指数

HSHI
克托莱

指数QI
胸围指数

HCCI
肩宽指数

HSBI
骨盆宽指数

HCIBI
维尔维克指

数VI
肩宽骨盆宽

指数ACI
利维指数

LI
腰臀比

WHR
体质指

数BMI

6 X
—

55.5 194.5 49.8 21.3 16.3 69.3 76.5 23.9 87.9 16.3 

S 1.39 27.22 3.41 0.66 0.80 5.62 3.32 0.96 5.59 2.03 

7 X
—

55.1 206.7 49.1 21.4 16.4 69.8 76.5 23.7 88.5 16.5 

S 1.06 30.46 2.99 0.72 0.77 5.51 3.69 0.85 4.56 2.02 

8 X
—

55.1 232.9 50.4 21.4 16.2 73.7 75.8 23.9 88.2 17.9 

S 1.09 56.58 5.09 0.84 0.99 10.37 4.04 1.37 5.11 3.77 

9 X
—

54.2 232.2 48.6 21.1 16.0 71.9 75.6 23.4 88.1 17.3 

S 1.62 43.97 3.72 0.77 0.86 7.75 3.92 1.15 5.00 2.88 

10 X
—

54.1 267.9 49.9 21.2 16.3 76.7 77.3 23.8 87.2 19.1 

S 1.69 63.18 5.33 0.96 1.10 11.35 4.72 1.52 5.98 4.04 

11 X
—

53.8 273.0 49.2 21.0 16.0 76.5 76.5 23.5 85.5 18.9 

S 1.27 61.27 5.46 0.86 0.99 11.31 4.19 1.37 5.76 3.82 

12 X
—

53.4 301.5 49.7 21.1 16.2 79.9 76.9 23.6 85.5 20.0 

S 1.43 73.02 5.50 0.71 1.16 12.36 4.63 1.51 7.25 4.33 

13 X
—

53.0 331.6 49.2 21.3 16.5 82.3 77.3 23.5 83.4 20.9 

S 1.38 68.28 5.19 0.96 1.07 11.44 4.39 1.34 5.92 3.88 

14 X
—

52.8 352.7 50.0 21.5 16.5 85.3 76.6 23.5 84.0 21.5 

S 1.52 80.34 5.59 1.01 1.29 13.20 5.24 1.50 6.64 4.50 

15 X
—

53.3 366.0 50.1 21.4 16.3 86.7 76.1 23.4 83.1 21.8 

S 1.45 73.01 5.17 1.20 1.08 12.20 5.53 1.42 6.36 4.17 

16 X
—

53.5 357.7 49.6 21.6 16.1 85.3 74.4 23.2 82.1 21.1 

S 1.36 64.96 4.22 1.01 1.00 10.35 5.01 1.19 5.49 3.53 

17 X
—

53.8 364.5 49.9 21.6 16.0 86.3 73.9 23.2 81.0 21.3 

S 1.32 45.25 3.81 0.76 0.87 7.90 3.84 1.00 5.84 2.67 

18 X
—

53.6 403.9 51.8 22.0 16.2 92.1 73.6 23.8 83.5 23.5 

S 1.57 90.11 6.45 1.03 1.23 15.27 4.05 1.83 8.11 5.34 

注： 坐 高 指 数 Height-sitting height index--HSHI; 克 托 莱 指 数 Quetelet index--QI; 胸 围 指 数 Height-chest circumference index--

HCCI; 肩 宽 指 数 Height-shoulder breadth index--HSBI; 骨 盆 宽 指 数 Height-crista iliaca breadth index--HCIBI; 维 尔 维 克 指 数

Vervaeck's index--VK; 肩宽骨盆宽指数 Aciomio-cristal index--ACI; 利维指数 Livi's index--LI; 腰臀比 Waist-hip ratio--WHR；

体质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

大多数少数民族学生的身高、体重、胸围等形态指标呈持续增长趋势，另外，少数民族学

生生长发育的增长虽然与汉族学生同步，但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生长发育的绝对水平仍然较

低，与汉族学生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4]
。本研究中，20 多年来，达斡尔族学生身高、体

重和胸围等指标均有较大增长，但体重增长比身高增长更迅猛，身体充实度有较大提高（高

年龄组男生比女生更为明显），身高最大增长年龄在 22 年间男女均提高了约 1 岁，此生

长发育规律与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资料的规律一致，也体现了生长长期趋势
[6]
。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呼伦贝尔市的中等水平，20 年来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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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达斡尔族女生体质发育指数
Tab.4  Physical development index of Daur female students

年龄

Age (a)
平均值/   
标准差

坐高指数

HSHI
克托莱

指数QI
胸围指数

HCCI
肩宽指数

HSBI
骨盆宽指

数HCIBI
维尔维克

指数VI
肩宽骨盆宽

指数ACI
利维指

数LI
腰臀比

WHR
体质指

数BMI

6 X
—

55.9 179.2 48.4 21.5 16.1 66.3 75.0 23.6 87.3 15.4 

S 1.52 18.04 2.40 0.89 0.84 3.38 3.53 0.78 4.48 1.33 

7 X
—

55.2 199.0 48.2 21.1 16.0 68.1 75.6 23.5 86.0 16.1 

S 1.14 26.41 3.34 0.80 0.95 5.59 4.54 0.95 4.46 1.96 

8 X
—

55.0 214.3 48.5 21.2 15.8 70.0 74.7 23.5 86.5 16.7 

S 1.26 38.50 3.82 0.75 0.83 7.17 3.70 1.04 5.72 2.54 

9 X
—

54.5 230.6 48.2 20.9 15.9 71.3 76.2 23.3 84.6 17.1 

S 1.31 40.64 3.73 0.81 0.82 7.26 3.55 0.96 3.84 2.43 

10 X
—

53.8 257.7 48.4 20.7 16.0 74.2 77.4 23.1 83.6 17.9 

S 1.39 49.53 4.04 0.96 0.95 8.46 5.02 1.10 4.77 2.89 

11 X
—

54.2 272.3 49.0 20.8 16.1 76.2 77.5 23.3 82.3 18.6 

S 1.36 47.12 3.75 0.79 1.07 8.07 4.97 0.98 5.38 2.71 

12 X
—

54.4 305.7 50.7 21.1 16.6 81.3 78.3 23.7 82.1 20.2 

S 1.38 71.90 5.69 0.96 1.22 12.62 5.11 1.47 6.95 4.29 

13 X
—

54.0 319.7 50.6 21.0 16.9 82.5 80.7 23.7 80.8 20.6 

S 1.47 51.62 4.09 0.81 1.02 8.63 4.53 1.16 5.39 3.12 

14 X
—

54.3 330.6 52.0 21.0 17.0 85.0 80.9 23.8 81.8 21.2 

S 1.25 55.75 4.67 0.78 1.11 9.91 4.86 1.20 5.89 3.42 

15 X
—

54.4 336.7 52.4 21.0 17.0 86.1 81.0 23.8 81.6 21.4 

S 1.39 56.33 4.52 0.92 1.18 9.65 5.12 1.25 5.78 3.44 

16 X
—

54.8 342.7 53.0 21.2 16.9 87.2 79.8 24.0 81.3 21.8 

S 1.16 41.63 3.25 0.77 0.90 6.97 3.65 0.95 4.93 2.56 

17 X
—

54.9 358.1 53.7 21.3 17.1 89.5 80.5 24.3 82.7 22.8 

S 1.53 50.43 3.89 0.92 0.84 8.61 3.42 1.21 5.11 3.27 

18 X
—

54.9 342.2 53.0 21.3 16.8 87.2 79.1 23.9 81.3 21.7 

S 1.55 43.79 3.40 0.94 0.87 7.47 4.12 1.09 4.53 2.81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 10 倍，人均肉蛋奶类食品消耗量明显增加
1)
，且达斡尔族喜食肉

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结构的特点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身高、体重等指标的明显增长，

营养状况明显改善。此外，作为“曲棍球之乡”的莫力达瓦旗，近年来在大多数中小学的

体育课程中均开设了曲棍球运动项目，许多达斡尔族学生更是长年参加曲棍球项目的训练，

身体较为结实；但由于对曲棍球运动的偏爱，达斡尔族学生进行纵向运动的时间也相对减

少。另一方面，与 20 多年前相比，由于学业压力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城乡达斡尔族学生

的运动量总体均有明显下降，近半数的学生户外体育锻炼时间每天不足 1 小时，女生尤为

明显，这可能是导致其身体充实度明显上升但身高发育速度相对较小的主要原因。

总体来说，达斡尔族青少年学生的体质发育状况有所提高，尤以身高、体重的增长

1)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人民政府 . 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统计年鉴（2012）（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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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达斡尔族学生 2012 与 1990 年体质指标 [2] 各年龄段的差值
Tab.7  The difference of physical data between 2012 Daur students and those of 1990

年龄

Age
(a)

男（Male） 女（Female）

身高H
(cm)

坐高SH
(cm)

体重W
(kg)

胸围CC
(cm)

肩宽SB
(cm)

骨盆

PB(cm)
身高H
(cm)

坐高SH
(cm)

体重W
(kg)

胸围CC
(cm)

肩宽SB
(cm)

骨盆

PB(cm)

7 4.94 2.86 3.90 0.98 0.78 1.12 4.18 2.43 3.37 0.65 0.40 0.35

8 6.75 3.66 7.26 4.58 1.10 1.15 5.41 3.23 4.56 2.36 0.59 0.52

9 6.70 3.27 5.56 2.67 0.86 0.94 6.87 3.99 5.69 3.40 0.62 0.71

10 6.33 3.42 8.18 4.26 0.57 1.28 10.04 5.56 9.37 6.06 1.10 1.53

11 5.22 3.55 7.64 3.57 0.38 1.01 5.76 3.74 7.15 4.26 0.12 0.65

12 6.35 4.29 9.96 5.01 1.05 1.42 5.17 3.77 8.70 5.35 0.50 0.87

13 7.40 4.52 11.00 4.84 1.25 1.72 4.58 2.72 7.04 4.00 -0.27 1.03

14 7.06 3.64 12.50 5.76 1.07 1.32 2.67 2.32 5.49 4.39 -0.76 0.63

15 4.79 3.50 11.20 4.82 0.25 0.61 1.46 2.33 2.70 3.69 -1.34 0.09

16 3.64 2.73 7.01 2.25 0.43 0.10 1.11 2.05 2.47 2.59 -0.89 -0.37

17 4.10 2.96 5.38 1.47 -0.20 -0.24 0.72 1.63 3.81 3.49 -1.02 -0.54

18 4.58 2.98 11.60 3.81 -0.20 0.31 0.85 1.97 1.61 2.29 -0.76 -0.55

注：正值表示 2012 年指标均数高于 1990 年，负值表示 1990 年均数高于 2012 年。

表 8  达斡尔族男生 2012 与 1990 年体质发育指数 [2] 各年龄段的差值

Tab.8  The difference of physical indices between 2012 Daur male students and those of 1990

年龄Age 
(a)

坐高指数

HSHI
克托莱指数

QI
胸围指数

HCCI
肩宽指数

HSBI
骨盆宽指数

HCIBI
维尔维克指数

VI
肩宽骨盆宽指

数ACI
利维指数LI

7 0.12 23.65 -1.29 -0.22 0.25 1.08 1.92 0.25

8 -0.06 45.06 0.80 -0.27 0.03 5.28 1.06 0.68

9 -0.27 31.04 -0.56 -0.48 -0.15 2.57 1.06 0.26

10 0.00 47.50 0.69 -0.55 0.14 5.48 2.82 0.73

11 0.49 44.65 0.71 -0.53 0.15 5.11 2.25 0.74

12 0.67 55.53 1.30 -0.18 0.25 6.85 1.81 0.88

13 0.38 56.06 0.77 -0.26 0.38 6.43 2.37 0.64

14 -0.08 63.22 1.33 -0.32 0.15 7.70 1.22 0.70

15 0.59 57.70 1.49 -0.46 -0.13 7.29 1.15 0.85

16 0.44 34.13 0.27 -0.26 -0.33 3.64 -0.73 0.36

17 0.42 23.39 -0.30 -0.66 -0.53 1.95 -0.34 0.15

18 0.34 59.55 0.85 -0.71 -0.20 6.84 1.14 0.78

注：正值表示 2012 年指数均数高于 1990 年，负值表示 1990 年均数高于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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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达斡尔族女生 2012 与 1990 年体质发育指数 [2] 各年龄段的差值
Tab.9  The difference of physical indices between 2012 Daur female students and those of 1990

年龄Age 
(a)

坐高指数

HSHI
克托莱指数

QI
胸围指数

HCCI
肩宽指数

HSBI
骨盆宽指数

HCIBI
维尔维克指数

VI
肩宽骨盆宽指

数ACI
利维指数

LI

7 0.17 21.24 -1.18 -0.38 -0.24 0.93 0.12 0.31

8 0.20 27.32 -0.26 -0.48 -0.26 2.47 0.26 0.30

9 0.21 31.09 0.04 -0.62 -0.30 3.10 0.89 0.27

10 0.15 49.89 0.80 -0.79 -0.10 5.87 2.45 0.44

11 0.47 39.25 1.00 -0.76 -0.16 4.93 1.79 0.50

12 0.61 48.27 1.81 -0.45 -0.04 6.58 1.43 0.66

13 0.18 37.35 1.20 -0.81 0.22 4.85 3.79 0.46

14 0.56 30.07 1.99 -0.85 0.13 4.95 3.63 0.48

15 1.01 13.84 1.85 -1.01 -0.12 3.32 3.36 0.12

16 0.94 13.45 1.26 -0.68 -0.37 2.63 0.72 0.23

17 0.84 22.83 1.97 -0.79 -0.46 4.29 0.77 0.41

18 0.98 8.23 1.19 -0.81 -0.46 2.01 0.74 0.12

注：正值表示 2012 年指数均数高于 1990 年，负值表示 1990 年均数高于 2012 年。

最为明显，其生长发育状况总体处于国内各民族中的较高水平，但体重增长更为迅速，建

议在日常生活中应勤于锻炼并注意合理膳食，以预防肥胖的发生；对于身材相对较矮的学

生，应适当增加篮球、跳跃类纵向运动项目的训练，以促进身高的继续增长。

致 谢：此项工作得到内蒙古医科大学朱钦教授及莫力达瓦旗教育局、各学校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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