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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本文以 ! 9 ! 年和 ! : , 年两次全国体质调研的结果为基础材料
,

对我国汉族儿童在身高

加速现象方面的城乡差别以及躯干比例在身高加速生长中的变动进行了分析
,

初步得出如下

结论 ? 8 < ≅ 年间城乡汉族儿童的身高加速生长
、

发育提前 > 8Α< 乡村儿童身高增加和身高及

坐高发育高峰年龄提前的幅度大于同性别城市儿童 > 8Β< 青春期儿童的身高和躯干比例变化

较大 > 8Χ< 儿童身高和躯干比例的变化主要是成熟节律提前造成的
。

长期Δ以来
,

世界上多数工业国家儿童少年的身高一代比一代增高
,

性发育逐渐提前

8周德等
, ! : Χ > ∃ 5 Ε Ε 0 Φ ,

! ≅ ≅ <
。 ; = 年代至今

,

我国汉族儿童生长的长期趋势较明显
,

同

年龄儿童身高每 = 年增长
∋

“ 8男<
、 ∋

Χ = 8女<厘米
,

近 = 年来的增长最为显著
。

Β= 年

来
,

我国许多地区儿童的身高突增高峰年龄 8,
∋

∗
∋

% < 也有提前
,

其幅度在 一 年之间

8林瑰生等
, ! : ! <

。

本文以 ! 9 ! 年和 ! : ; 年两次全国青少儿体质调研的结果为基础材

料
,

对我国儿童身高发育加速现象的城乡差别以及躯干比例在身高加速生长过程中的变

动进行了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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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

以 ! 9 ! 年和 ! : ; 年全国儿童少年体质调研 报告中 ≅ 个省的省会城 市 9一 9 岁 汉

族城乡儿童的身高和坐高指数为基础材料8中国青少年儿童体质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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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中 ? Γ 为标化增长指数 > 又
?

为某指标 ∀ 年的平均值 > 又、为某指标 Μ 年的平均值
。

8 < 发育高峰年龄 84 . ∀ <

4 . ∀ Ι ∀ Ν 5 ?

十
− Ν 5 、

一 − Ο ?

8−
。 ? ?

一 − 一?
< Π 8−

Ν 5 二

一 − Π ?
<
一 Λ

式中 ? 4 . ∀ 为发育高峰年龄 > − Ν5
?

为最大年增长值 > − Ο ?

为 −Ν5
?

前一年的年增加

值 > − Π ,

为 − Ν5
?

后一年的年增长值 > ∀ Ν5
二

为 − Ν 5 ?

年龄期间的中值 8岁<
。

8张国栋等
, ! : ≅ <

8Β < 坐高指数

坐高指数一坐高8厘米 <Λ身高8厘米 < 3 ==

结 果

图
一

和图  一 分别为以 Γ 值表示的城乡儿童 ! 9 ! 年和 ! : ; 年身高均值 的 差 别
。

由 Γ 值的计算公式可知
,

各年龄男女城乡儿童 ! : ; 年的身高都高于 ! 9 ! 年同龄儿童
。

该

差别随年龄增长而增大
,

青春期开始时差别最大
,

而后逐年减小
。

将城乡儿童的 Γ 值加以

比较
,

除女性 巧
、

≅ 和 9 岁年龄表现为城市儿童的 Γ 值高于乡村儿童外
,

乡村男女的身

高增长在多数年龄组都高于同性别同龄城市儿童
。

图
一

城乡男童 ! 9 ! 年和 ! : ; 年身高均值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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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可知
,

城乡儿童的身高和坐高发育高峰年龄在 ! 9 ! 年至 ! : ; 年的 ≅ 年间都

有提前
,

城乡儿童各发育高峰年龄提前的幅度不同
。

除乡女坐高发育高峰年龄提前的幅

度小于城女外
,

乡村儿童其它发育高峰提前的幅度都大于同性别城市儿童
。

另外
, ! 9 ! 年

和 ! : ; 年城乡男女儿童的坐高发育高峰年龄都晚于身高发育高峰年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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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 一 #
、

∀ 一 ∀
、

∀ 一  和 ∀ 一 & 所示
,

城乡儿童的坐高指数曲线均呈
“
Γ

”

字形
,

青春期前

随年龄增长而下降
,

以后则随年龄增长而上升
。

各曲线出现转折的年龄不同
, #+ ; ∋ 年曲

全高指数
!

坐拓藉毅

‘∗ 曲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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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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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男童 # + ) + 年和 # + ; , 年各年龄坐

高指数均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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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一∀ 乡村男童 # + ) + 年和 # + ; ∋ 年各年龄坐

高指数均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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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城乡男女儿童不同年代身高
、

坐高发育高峰年龄8岁 <

卜扩厂不书百
ϑ

⋯下杀
不下
石退事

Ι

—
一卜

ϑ

二坦一一Ζ一
一

竺兰一卜卫之士二
ϑ

Ζ
ϑ

一卫上一
一一

兰兰一ϑ

Ζ一望口卫
一

城男 Ζ
’

·

Χ Β

Δ
’

·

。,

Ζ
”

·

Χ

Δ
‘Β

·

= =

Ζ
‘

·

=
[

乡男 ⋯
‘Β

·

Β ‘
·

= Β

Δ
‘

·

!

Δ
‘,

·

: Β
⋯

‘∴
·

‘≅

城女 ⋯
‘=

·

≅ :
Δ

!
·

! :

Ζ
“

·

9 =

Ζ
“

·

= =
Ζ

‘=
·

, =

Ζ
乡全 / 些

Χ

口生竺一土 Κ巴Κ Ζ
‘ ,

== Ζ “
·

: Ζ

;。,
奎高指橄

奎高指数
]

]一 ] 一= ! 9!

诚
∋

从, 减 ! = 肠

] · =
∋

=

从 , 丫产减 豁之

, & , , , 等Β ∋月 , ; , ≅ 一9 ∋

岁
山多∋∋已

月∋∋
∋,‘

月∋
∋

≅
口Φ;

月∋∋曰,7
∋∋∋

∋7‘匀∋毛
口几

Τ∋
口∋∋

∋

]
月, ∋

∋

图
一
Β 城市女童 ! 9 ! 年和 ! : , 年各年龄坐

高指数均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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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一 Χ 乡村女童 ! 9 ! 年和 ! : ; 年各年龄坐

高指数均值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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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折点约比 ! 9 ! 年提前一年
。

城乡男女的 ! : ; 年曲线在折点前都 低于 ! 9 ! 年 曲

线
,

转折后与 ! 9 ! 年曲线形成交叉
,

出现 ! : , 年曲线高于 ! 9 ! 年曲线的现象
。

此外
,

城

市男女儿童的坐高指数曲线转折后的年代差别并不明显
,

城男两曲线在 折 点 后 极 为 靠

近
,

差别几乎消失
。

乡村男女儿童的曲线则与上述现象相反
,

转折后年代差别增大 8见图

一 Α , 一Χ <
。

讨 论

身高是评价群体或个体身体发育特征和生长速度所不可缺少的指标
。

它还是一个相

对稳定的生长发育指标
。

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
,

群体儿童的身高不会在短期内发生大的

变动8王忆军等
, ! : ! <

。

本文将身高作为观察生长发育变动趋势的主要指标
,

发现我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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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儿童的身高在 ! 9! 年至 ! : ; 年的 ≅ 年间有所增长
,

而 乡村 7−童身高的增加大于城市

儿童
。

虽然仅从 ≅ 年间的变动尚难得出身高长期加速的结论
,

但不结果与国内许多主要

研究相吻合8叶恭绍等
, ! : > 徐苏恩

, ! : > 林碗生等
, ! : ! <

。

因此
,

本文所揭示的这种群

体儿童身高在数年间的变动
,

以及变动的城乡差别
,

具有一定的趋势性意义
。

身体的生长突增是青春期的一个重要发育现象
,

也是身体成熟达到 一 定 水 平 的 标

志
。

发育高峰年龄 84 . ∀ < 是青春期身体加速生长达到顶点的时间
,

因此
,

高峰年龄的

提前到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身体成熟节律 8∃
0Ν ⊥ 。 < 的提前 8∃

5 Ε Ε0 Φ ,

! ≅ <
。

本结

果中身高和坐高发育高峰年龄提前的现象
,

是中国汉族儿童 ≅ 年间身体成熟提前的一种

表现形式
。

人类生长发育的整个过程中
,

各部位在同一时期的生长速度不
∋

尽相同
,

结束生长的时

间和发育高峰年龄也有早晚 8陈明达等
, ! : : > ∗ 5Ψ Ρ, Κ0

,

! : = <
。

本结果中
,

各年代儿童

的身高发育高峰年龄早于坐高发育高峰年龄的现象
,

表 明青春期 比童躯干的加速生长晚

于下肢的加速生长 > 身高发育突增的前期
,

主要是下肢加速生长
,

而后期则以躯干加速生

长为主
。

因此坐高指数曲线呈
“_ ”

字形
,

曲线转折处为躯干生长速度超过下肢速度的

年龄
。

曾有研究表明
,

下肢长度的增加是身高长期加速的一个主 要 组 成 8Ψ Ξ⎯ ΨΡ
,

α Χ>

∃ 5 Ε Ε0 Φ 。> 。
∋ ,

! : <
。

本研究观察时间较短
,

所能见到的仅为坐高指数曲线左移
, ! : ; 年

曲线与 ! 9 ! 年曲线相比
“

前低后高
” ,

既 ! : ; 年儿童在青春期前下肢增长较大
、

青春期后

躯干增加较大的现象
。

坐高指数可以反映躯干与下肢的比例
,

是具有相对稳定种族特征

的指标 8β
_ 0 0Τς 。, 。

∋ ,

! 9 ≅ <
,

因此
,

本文揭示的躯干比例发生的变动
,

可能是由于成熟

节律发生变化的结果
。

至于成年人身高和躯干比例在短短 ≅ 年间的变化如何
,

尚不得而

知
。

青春期是生长发育的快速期
,

外界的各类因素易对该期的儿童产生作用 8∃
5 Ε Ε0 Φ ,

! ≅ <
。

本文报告的身高年代差别以青春期最为明显
,

乡村男女坐高指数曲线在排除了平

行左移的因素后
,

年代的差别也在青春期开始逐渐加大
,

产生了躯干在 ≅ 年间较显著增加

的结果
。

导致生长加速的因素很多
,

其中主要是营养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各种疾病的控制
、

卫

生知识的普及等8周德等
, ! : Χ > 林碗生等

, ! : ! <
。

本文报告的生长加速现象的城乡差

别
,

如乡村儿童身高增加和发育高峰年龄提前的幅度超过城市儿童的现象
,

可以间接说明

! 9 ! 年至 ! : , 年的 ≅ 年间
,

中国乡村汉族儿童的生活环境等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

并

对儿童生长发育产生了一定影响
。

至于乡村女 ; 岁
、

≅ 岁和 9 岁组儿童身高变动与同

龄城市儿童相比较小的原因
,

则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

虽然本研究观察的时间较短
, ≅ 年的

间隔无法得出长期趋势的结论
,

但在 ! 9 ! 年至 ! : ; 年的 ≅ 年中
,

中国城乡汉族儿童的身

高加速生长
、

成熟提前和躯干比例发生了某种变化则是可以肯定的
。

8一! ! = 年 一= 月 ;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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