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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身材青少年的地区分布特点
及体质现状研究

季 成 叶
北 京医科 大学 儿童青 少年卫生研究所

,

北京

摘 要

利 用
“

年全 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

中 一 岁汉族男女城乡 名中小学生的资

料
,

按马丁身高分类标准划分不同身高段
。

分析其中高身材者 男
、

女  的人

群地 区分布特点
。

通过与 同龄一般身高段青少年的 比较
,

在探讨高身材青少年体型
、

体力潜在

优势的同时
,

分析了他们在体格和运动素质方面的不足
,

就此提 出干预建议
。

关键词 中国青少年
,

高身材
,

地 区差异
,

体质

广大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营养
、

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
,

使中国青少年正经历着以 青

春期发育提前和 成人身高不断增加为主要特征的生长长期趋 势 林碗生等
,

大泽清

二和季成叶
,

 
, 。

该趋势正方兴未艾
,

故不难预计今后中国青

少年人群中的高身材者会越来越多
。

他们的体质有何特点 体型和体力潜能会受到其高大

身材的哪些影响 这些都是 中国体质人类学界普遍关心
,

但 尚未系统开展研究的课题 张

振标
,

唐锡麟等
, 。

“

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
,

为开展这项

研究提供了最新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样本
。

本文拟以其中的高身材青少年为重心
,

探讨

其人群
、

地区分布特点
,

并通过与同龄其他 身高段青少年间的比较
,

对他们的体质现状作

初步分析
,

据此提出增强体质的干预建议

对 象 和 方 法

对象为随机抽选 自全国 除台湾
、

西藏外 个省市 区的 一 岁汉族男女大中学

生
。

每一省级单位含城男
、

城女
、

乡男
、

乡女四样本
,

各含每岁年龄组 一 人
。

合并

全国样本后
,

获男女各 个年龄组
,

总人数 人 男 人
,

女 人
。

对象身体健康
,

无慢性病及发育障碍
。

按 马丁 身高 分类 标准  !
, ,

将全 体对象 划分成 以下 身 高段  段

收稿 日期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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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矮 男
,

女 段 矮 男 一
,

女 一
‘

段 亚 中等 男 一  
,

女 一 段 中

等 男 一
,

女 任一 段 超 中等 男  一
,

女 一 段 高 男 仓一
,

女 一

段 甚 高 男  一
,

女 一
‘

姗段 特

高 男
,

女
。

为本研究需要
,

将原来同属马丁七段 的 和 段分开
,

共同组成
“

高身材青少年
” 。

分 析指标 项
,

即 身高

身高 一 坐高

坐高
劳雷 尔指数 体重

 体重  马 氏躯干腿 长指 数

身高
’ 一 ’

米跑 秒

立定跳远  男引体向上
,

女一分钟仰卧起坐 次 男 米
,

女 米

耐力跑 秒 等等
。

测试在国家教委等 中央六部委统一协调
、

部署下由各省市区按统一技术要求及 《检测

细则》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
,

完成
,

质量控制达到要求
。

各身高段间指标

的比较采用 方差分析法
,

选用  软件包完成
。

结 果

表
、

表 为男女不同年龄组 内各身高段的人数分布
。

一 岁女生
、

一 岁男

生中身高处于 工
、

段的还相 当多
,

因为多数青少年此时仍在旺盛生长
。

岁后身高仍

处该两段者一般不超过
。

相反
,

全样本中高身材者男占
,

女 占
。

其中因

生长迅速而在 一 岁身高已达该水平的
,

男 占  
,

女 占 一 岁中男 占
,

女占 一 岁期 间的高身材者
,

男女分别 占同龄者的 和
。

表 不同年龄男生各段身高的人数分布

一 岁 一 岁 一 岁 一 岁 一 岁

身高类别

—
 !  !  !  !

。

第 I段 (< 150乃 c m ) 2 14 3 ( 18
.
3 ) 16 3 ( 1

.
4 ) 6 (0

.
0 5 ) 5 (0 刀4 ) 2 (0刀2 )

第 11 段 (150
.
0-- 159

.
9 em ) 4 266 (36乃) 17 3 8 ( 14刀) 6 7 8 ( 5 7 ) 5 60 (4

.
8 ) 5 2 6 (4 7)

第111 段 (160
.
于 163月

e
m ) 2 0 9 5 ( 17乡) 2 10 9 ( 17

.
9 ) 1 5 7 2 ( 13

,

3
)

1 4 1 5
(

1 2

.

1

)

1 3 3 0

(

1 1 8
)

第IV 段 (164
.
0-- 166

.
9 em ) 1284 (11

.
0) 2 190 (18乃) 2 0 2 6 ( 17

.
1) 19 8 5 (1 6

.
9 ) 18 2 1 ( 16 2 )

第 V 段 (16 7
.
于 169乡

c
m ) 9 55 (8 2 ) 2 17 8 ( 18 4 ) 2 3 7 3 (2 0

,

l
)

2 4 2 0
(

2 0 石) 2 19 4 ( 19
.
5 )

第VI 段 (170
.
于 179月

e
m ) 9 10 (7名) 3 2 7 7 (2 7名) 4 7 5 8 (4 0 石) 4 5 8 8 (4 1

.
6 ) 4 9 0 5 (们石)

第姐段 (180
.
于 184月

e
m ) 35 (0 3 ) 14 0 ( 1 2 ) 3 4 8 (2

,

9
)

4 0 4
(

3

.

4
)

4 0 3
(

3 石)

第姗段 (> 185刀 cm ) 2 (0 刀 17 ) 1 4 (0
.
12 ) 4 0 (0 3 ) 6 5 (0

.
6 ) 6 6 (0 石)

合 计 11690 (100乃) 11 8 0 9 ( 10 0 刀) 1 18 3 1 (10 0 乃) 1 1 74 2 (10 0 刃) 1 12 4 7 (1 0 0 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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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年龄女生各段身高的人数分布

身高类别
13一 14 岁 15一16 岁 17一18 岁 19一20 岁 21 一22 岁

N ;
(% ) N (坏b ) N ( % ) N ( % ) N ( % )

第 I 段 (< 14 0乃
e
m ) 14 9 (1

.
3 ) 7 (0 刀6 ) 5 (0

.
0 1) l (O刀 l) l (0

.
0 1)

第 11 段 (140
.
0-- 148

,

9

e

m )
1 8 1 6

(
1 5 乃) 8 30 ( 7

.
1 ) 54 8 (4 7 ) 3 4 8 (3

.
1 ) 3 2 3 (3 2 )

第 111 段 (149
.
于 152月

e m ) 2 4 96 (2 1
.
4 ) 18 60 ( 1 5 乡) 16 8 2 (1 4 5 ) 13 3 0 (12 0 ) 1 1 7 8 (1 1

.
7)

第 IV 段 (153
.
0-- 155

.
g em ) 2 390 (20

.
5) 230 6 (19 7 ) 2160 (18

.
6) 2020 (18

.
3) 1724 (17

.
1)

第 V 段 (156
一

于 158 9
em ) 2 144 (18

.
4) 25 86 (22

.
1) 24 66 (2 1

.
2) 25 13 (22

.
7) 2316 (23乃)

第 VI 段 (159
一

于 167刀
c
m ) 2 5 6 2 (2 1

.
9 ) 3 8 5 3 ( 3 2

,

9
)

4 3 8 3
(

3 7 刀) 4 4 7 5 (4 0
.
5 ) 4 1 9 7 (4 1

.
7 )

第呱段 (168
一

于 171
.
g em ) 103 (0 月) 2 17 (l

,

9
)

3 1 9
(

2 7
)

3 1 0
(

2 8
)

2 7 7
(

2

.

8
)

第呱段 (> 17 2
.
o em ) 2 1 (0

.
2) 36 (03 ) 52 (0

.
4) 56 (0

.
5) 52 (0

.
5)

合 计 11681 (100
.
0) 11695 (100

.
0) 11615 (100乃) 1 10 5 3 (10 0 刀) 1 0 0 6 8 ( 10 0 0 )

表 3 高身材(马丁姐类以上)男女生的各省市区人数分布

省市区
男 生 女 生

总 人数 A 组人数 B 组人数 总人数 A 组人数 B 组人数

护
6
气、八UnU,JQ
J乙UJq伪,、八U
414
气�

111111111
勺
z

‘
r
i

勺‘.

R
O八

2
丹j了O
, .1

,孟一/

北京

天津

河北

辽宁

黑龙江

上海

山东

河南

陕西

小计

山西

吉林

江苏

浙江

安徽

内蒙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小计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 西

海南

四 川

贵州

云南

福建

江西

小计

58 60

l6

2 1

2 l

24

23

4 l

32

l5

l5

2 08

l5

7

13

l4

l7

l5

l5

8

l5

7

126

7217609699496,50,一2020042795104博旧9,
J月2
76
1 1,400
6
11�n,�、‘�‘�才峙‘�6‘
�月呼‘U‘J,jJt
l,
�
l飞
�
l
,‘,-,-通

I
L
-l
日
11一‘�气乙

�洲
04
‘U‘U一了
l
内产
1
nU
.盈
l
,.1

-

. .‘11
nU

, .二

4

凡jC,亡JQ
尹目.胜孟目..且

凡‘�月,n曰O八�、�,‘
1
, .1
nU

1

O
,亡了飞�叹口Jr
4
Q了勺乙,‘产U

J..
457611场7561

40气�饰JnU‘U�U,乙l6
气J
4
饰、,4CU
91
OC

02l7
43

八乙
0
,、�

0

八乙
44
,一,了
.

,l气�
l
‘U
I
,�,1nU气、/0
1

102
8571866396957285

755t62
565747526556445539

533
30163017
11
2914293419

2 2 9 2 7 2 6

总计 15 17 190 186 1448 377 215

注: A 组 二
17 岁 以下男 生身高在 18O

cm 以上
、

女生 身高在 168 cm 以 上的高身材者

B 组: 男生身高在 18 5
cm 以上和女生身高在 172

c m 以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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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3 可见
,

中国高身材青 少年的出现有 明显地域特点
: 京津沪和东北

、

华北等 9

省市最多
,

其高 身材男女生分别 占全体身高珊段 以上者的 49
.
8 % 和 48

.
3 %

,

其 中的特高

身材和 17 岁以下即达高身材者也 明显多
。

江苏
、

浙江等东部沿海省和多数西北省区
,

在

高身材 出现率方面位次居中 ; 而湖北等 10 个华中
、

华南
、

西南省中高身材
、

特高身材者

很少
。

表 4 对反映青少年体型特点的两个指数作不同身高段间的均值比较
。

为使比较结果清

晰
,

略去 111 段以 下矮身材者
。

各年龄中均显示身材越高
,

马氏躯干腿长指数越呈梯次上

升
,

而劳雷尔指 数梯次下降
。

换言之
,

身材高者下肢相对于躯干的比例大
,

人显得瘦高
。

在男 13一 16 岁
、

女 13 一 14 岁中
,

各身高段间两指数的差异均相对较小
。

这是因为青春期

生长突增中
,

下肢的增长先于躯干所造成的干扰影响
。

表 4 不同身高段间马氏躯干腿长指数和劳雷尔指数的比较 (M ea ns 土 S D )

马氏躯干腿 长指数 劳雷尔指数

男 l于 14

男 l乡 16

男 ]下 18

男 1于 20

男 2 1一 2 2

女 l于 14

女 l乡 16

女 l补 18

女 19-- 20

女 2 1一 2 2

IV 段

身高

8 8
.
0

8 5
‘

7

8 3

.

9

8 3

.

4

8 3

.

6

8 4

‘

7

8 3

.

0

8 2

t

4

8 2

.

4

8 2

.

7

V 段

身高

88
.
2

86
.
3

84
.
6

84
.
3

84
.
3

85
.
5

83
.
9

83
.
1

83
.
3

83
.
3

VI 段

身高

89
.
0

8 7 2

85
.
8

85 5

85
.
4

86
.
4

85
.
1

84
.
4

84
.
7

84
.
7

妞段

身高

89
.
5

89
.
3

88
.
5

87
.
2

87
.
6

87
.
9

87
.
1

87
.
1

86
.
8

87
.
1

姗段

身高 F 值

W 段

身高

111
.
0

115
.
0

119
t
6

122 5

122
.
6

118
.
2

126 4

130
.
2

130
.
5

129
.
3

姐段

身高

1053

104名

1 0 6月

1 0 9
.
6

1 10 名

10 7
.
5

1 1 1
.
4

1 1 5
.
1

1 1 6
.
0

1 1 5
.
4

姗段

身高

89
.
9

90 0

89
.
4

88
.
9

93
.
1

89 9

88
.
4

87 8

89
.
5

8
.
129

59刀3

1 6 7
.
4

189
.
1

14 7
.
4

74 2 6

14 8 9

2 0 2 9

18 9
.
5

14 9 名

V 段

身高

110
.
9

113
.
1

117
.
4

119
.
9

120
.
0

116
.
2

123
.
7

126
.
9

127
.
6

126
.
3

VI 段

身高

10 9
一

0

1 1 0

.

1

1 1 3

.

6

1 1 5

.

8

1 1 6

.

6

1 1 3

.

9

1 1 8

.

9

1 2 2

.

2

1 2 3

.

0

1 2 1

.

8

9 7 石

10 2 2

10 5
.
7

10 5 5

10 1
.
4

10 8
.
5

10 8
.
8

1 1 3 9

11 1
.
6

F 值

5
.
889

71
.
66

168
‘

0

2 7 6

.

0

*

2 1 4

.

5

,

4 2

一

0 2

1 6 5

.

0

2 1 5

.

3

2 4 9

‘

9

.

1 9 4

.

5

.

P
<

0 刀5
,

表 5

P < 0
.
01,

* * *
P

<
0 乃0 1

1于18 岁不同身高段男女生 50 米跑成绩的比较 (秒
,

M ea ns
士 S

.

D )

年龄组

男 l于 14

男 l乡 16

男 l下 18

女 l于 14

女 l乡 16

女 l补 18

IV 段 身高

8
.
07 土 0

.
6 0

7
.
80 士 0

.
6 0

7
.
5 6 士 0

.
5 1

9
.
3 1 士 0

.
7 2

9
.
3 1 士 0

.
8 2

9
.
2 4 土 0

.
7 0

V 段身高

7
.
9 9 土 0

.
5 7

7
.
7 4 士 0

.
5 4

7
.
5 3 士 0

.
5 0

9 2 2 士 0
.
7 0

9
.
2 7 士 0

.
7 6

9
.
2 1 士 0

.
7 1

VI 段身高 妞段身高 姗段身高 F 值

7
.
88士 0

.
5 5

7
.
6 6 士 0

.
5 1

7
.
4 8 士 0

.
50

9
.
18 士 0

.
72

9
.
16 士 0

.
7 1

9
.
1 1 士 0

.
75

7
.
6 3 士 0

.
5 5

7
.
6 3 士 0

.
5 3

7
.
4 4 士 0

.
5 5

9
.
0 0 士 0

‘

7 8

9

.

0 3
士 0 8 4

9
.
0 1 士 0 6 8

7
.
7 1 士 0

.
6 9

7
.
4 1 士 0

.
6 9

9
.
4 9 士 1 0 8

8
.
9 9 士 0 8 4

8
.
8 9 士 0

.
8 4

1 8石2

2 6
.
0 0

…
13.00
1240
2237
…

1835
…

P<0刀5 ,

表 6

P < 0刀l ,
* * *

P
<

0 刀0 1

1于 18 岁不同身高段男女生立定跳远成绩的比较 (cm
,

M ea ns
士 S D )

年龄组

男 13-- 14

男 l乡 16

男 17-- 18

女 1于 14

女 l乡 16

女 l下 18

IV 段身高 V 段身高 V l段身高 珊段身高 姗段身高
‘

F 值

由
.中

:

..

…
心*

…
44,jn�亡」,直

60
0八
l..

…
‘U‘J气‘�z曰、�,、J仔
l
,山,乙

2 0 5 6 士 20 4

2 15
.
6 士 19

.
4

2 2 4 4 士 18
.
5

1 6 4
.
8 士 18 0

1 6 5
.
6 士 17

‘

6

1 6 6 8
士 17

.
0

2 0 6
.
6 士 2 0

.
5

2 17
一

6
士 1 8

‘

6

2 2 5

.

7
士 1 8

.
3

1 6 6
.
7 士 1 7

.
7

1 6 6
.
3 士 1 7

.
1

1 6 8
.
1 士 1 7

.
2

2 1 1
.
9 士 2 0

.
2

2 2 1
.
3 士 19

.
3

2 29
.
0 士 18

.
8

1 67
.
9 士 17

.
8

1 69
‘

2
士 17

.
3

1 70
.
3 士 18

.
1

2 1 5
.
8 士 16

.
0

2 2 5
.
8 士 2 1

.
5

2 3 4
.
9 士 19

.
3

1 7 1
.
4 士 2 0

.
7

1 7 2
.
6 士 18

.
1

1 7 4
.
1 士 18

.
4

17 3 3

2 2 7
.
4 士 24

.
1

2 3 6
.
6 士 1 7

.
8

17 7
,

7
士2 3 3

17 9
.
0 士 1 7

.
9

17 5
.
3 士 19

一

6

*

P
(

0

.

0 5

* *

P
<

0 刀1
. * * *

P < 0乃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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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不同身高段男 生引体向上和女生一分钟仰卧起坐成绩的比较 (次
,

M ea ns
士 S

.
D )

年龄组 IV 段 身高 V 段身高 VI 段身高 VII 段身高 姗段身高 F 值

男 1于 14

男 l乡 16

男 l补 18

引体向上

4
.
1 士3

.
6

6
.
4 士 4

.
0

8
.
4 士 3

.
9

一分钟仰卧 起坐

3
.
9 士 4

.
8

5
.
9 士 4

.
2

8 0 士 3
.
9

3
.
4 士 3 8

5
.
7 士 4

.
3

7
一

4
士 4

.
1

2
.
4 士 2

.
8

5
.
3 士 4

.
2

6
.
2 士 3

.
8

2
.
6 士 2

.
3

6
.
9 士 4

.
9

4 石5 7

12
‘

2 7

.
, 申

4 0 9 3

* , .

女 l于 14

女 l乡 16

女 l升 18

29 7 士 9 6

2 8
.
8 士 9

.
6

2 9 3 士 9
.
4

29
.
9 士 9

.
9

2 8
.
9 士9

.
8

30 0 士 9
.
5

30
.
3 士 10

.
0

2 9
.
8 士 9

.
9

30
.
1 士 9

.
4

3 1
.
8 士 8

.
9

3 1
.
1 士 9

.
1

3 1
.
5 士 9

.
7

3 5
,

6
士 7

,

8

3 5

一

7
士 10 1

3 3
.
1 士 7

.
4

3
.
7 7 1

1 0 4 2

6泌17 二
,

P < 0 刀5
,

* *

P
<

0 力l
,

* * *

P
<

0 刀0 1

表 8
·

不同身高段男生 1000 米和女生 800 米跑成绩的比较 (秒
,

M ea ns
士 S

.
D )

年龄组 R 段身高 V 段身高 VI 段身高 姗段身高 扭段身高 F 值

男 l于 14

男 15-- 16

男 l升 18

1000 米跑

256
一

9
士 2 6

.
9

24 5
.
5 士 24

.
1

2 3 8
一

2
士 2 2

.
2

8 0 0 米跑

23 8
.
0 士 2 4

.
6

2 3 9 .0 士 2 5
.
3

2 3 7
.
5 士 2 5

.
3

2 56
.
3 士 26

.
4

2 4 6
.
1 士 24

.
6

2 3 8
.
2 士 22

.
8

2 54
.
5 士 2 7

.
2

2 4 6
.
2 士 2 5

.
2

2 3 8
.
9 士龙3

.
6

2 5 6
.
3 士 2 7

.
8

2 4 5
.
7 士 26

.
7

2 3 7
.
8 士 23 6

2 4 9
.
2 土 19

.
2

2 3 9
.
3 士 2 2

.
4

1
.
29 5

0 3 6 5

0
.
6 5 4

女 l于 14

女 l乡 16

女 l升 18

2 38
.
4 士 2 6

.
0

2 3 7 9 士 24
.
6

2 3 8
.
0 士 24

.
1

2 4 0
.
3 士 2 6 0

2 3 8
.
5 士2 4

.
6

2 3 8 5 士2 4
.
8

2 4 6
.
1 土 2 9

.
3

2 3 9
.
4 士 2 3

.
1

2 4 2
.
1 士 2 5

.
7

2 3 2
.
3 士 2 7

.
6

2 3 7
.
3 士 30

一

5

2 3 8

.

8
士 2 3

.
4

5 3 9 4
. ’ *

0

.

6 9 5

2

一

4 9 7

*

P
<

0 乃5
. * * P < 0

.
0 1
. * * * P < 0

.
0() l

表 5
、

表 6 的比较显示
,

身材越是高大
,

50 米跑的速度越快
,

立定跳远 的成绩越好
。

但从表 5 也能看出
,

1 5一16 岁男生和 13 一14 岁女生 中的特高身材看
,

50 米跑成绩反而明

显下降
,

与其高 大的身躯
、

长腿
、

重心高等体型优势明显不协调
。

表 7 的比较结果男女不同
。

女生中高身材与特高身材看 (尤其后者) 的仰卧起坐次数

明显优于其他身高段
,

提示其腰腹肌力量的发展与其高大的体型相协调
。

相反
,

男生各年

龄组 内的高身材 (尤其 15 一16 岁 中的特高身材) 者
,

引体向上成绩大大低于其他身高

段
。

表 8 对耐力 跑的成绩比较中
,

女生高身材者和男生特高身材者的耐力素质较差
,

也 十

分明显
。

3 讨 论

与文献报道的主要利用人群身高均值探讨 中国青少年生长 的地区差异研究 (唐锡麟

等
,

19 9 4; 季成叶等
,

1 9
92

; 季成叶
,

1 9 9 2) 相 比
,

本文分析角度不同
,

结论却是一致

的 : 中国青少年的生长发育水平存在着显著的地理差异; 这种差异具体表现在南北间
、

城

乡间和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间
。

然而通过表 3 可见
,

在身高平均水平相对低的湖北
、

广

东
、

福建等省
,

高身材
、

特高身材和 17 岁前 已达成人高身高水平者都不乏其人
。

本研究

对样本的要求是必须来自本乡本土
。

故上述现象从群体遗传学的角度反映 出个体身高受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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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因素影响的重要性(E
veleth and T an n er

,

1 9 9 0 ;
M

a
l i

n a
,

e r a
l

. ,

1 9 8 7
)

。

将本文 (表 1
、

2) 中 21 一22 岁对象 与张振标 (1988a) 报道的中国成年人身高测量

结果比较 (以女性为例)
,

结果如下
:

马丁身高 工
、

11 段 身高 111 段 身高IV 段 身高 V 段 身高VI 段以上

张 文 14% 21% 20% 22% 24%

本 文 3
.
2% 11

.
1% 17

.
1% 23% 45%

可见本研究在不同身高段 中的人数分布上明显朝相对高 的身高段偏离
。

即使考虑对象

在文化等背景上的不同
,

也能证实现代中国人身高的增长趋势
。

该趋势目前正方兴未艾
,

而且逐步从城市人群为主 向农村 扩展 (徐玖瑾等
,

19 8 5 )

,

由此不难预测
,

有关中国成年

人人体尺寸的国 家标准 (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等
,

1 9 8 9) 在不久以后就应相

应作出修订
。

本研究特意选择一组运动素质指标
,

试图从
“

动
”

的角度剖析高身材青少年体质现状
。

其中
,

50 米跑反映速度和敏捷性 ; 立定跳远表现腿 肌爆发力
,

反映肌 肉力量; 引体向上

和一分钟仰卧起坐
,

分别反映男生臂肌与女生腰腹肌耐力; 而男 10 00 米
、

女 800 米跑从

耐力跑的角度反映个体全身呼吸
、

循环和肌 肉功能水平
。

这组指标是国家评价青少年运动

素质的规范项目
,

反映青春发育期间个体差异敏感
,

故它们 与马氏躯干腿 长和劳雷尔指数

相结合
,

比较单纯从形态体格角度分析高身材青少年在体力
、

体能上的优 劣来得客观
、

全

面
。

分析一方面指示
,

高身材 少年躯体高
、

重心上移
、

腿长
、

身体负重相对轻
,

故在诸如

立定跳远
、

50 米 跑等素质方面理所 当然拥有一定优势; 换言之
,

他们在体力
、

劳动能力

方面拥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

但另一方面
,

这些青少年的一些弱点也相 当明显
。

例如
,

巧一

16 岁男生
、

13 一14 岁女生中的特高身材者
,

50 米跑成绩反而明显下降
,

原因很可能与其

身高增幅大而肌 肉发育相对滞后
,

以及全身的平衡
、

协调能力及敏捷性差有关
。

男生臂肌

耐力的发展通常迟于身高突增 2一3 年
,

故其引体 向上成绩远不及那些一般身高者
。

高身

材
、

特高身材男 女生的耐力跑素质比其他同龄者的落后
,

则更提示通过系统全面的体育锻

炼提高心肺功能的迫切性
。

高身材少年的这些弱点
,

有些是发展过程 中的暂时现象
,

更多

则是因忽视锻炼所造成
.
所 以

,

要使他们的体格
、

体力潜能得到充分发挥
,

一要突出抓全

身大小肌 肉群的耐力训练
,

二要在旺盛生 长阶段 中即有意识地注意加强平衡性
、

协调性
、

柔韧性和敏捷性的发展
。

与此同时
,

增加膳食摄人 中的热能一蛋 白质供给和钙
、

磷
、

铁等

营养素
,

以壮健骨骼
、

肌肉
,

适 当提高身体充实程度
,

也是必不可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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