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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体型方法研究中国学生 山西

的体格发育

赵 凌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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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链词 体型 一 体型方法 大 中专学生 山西

内 容 提 要

采用体型方法研究人体体格特征
,

并与遗传
、

生理
、

运动
、

健康状况
、

营养方式等相结合
,

具有一定的意义
。

本文运用
一

人体侧量体型方法研究中国学生的体型
,

通过对

山西地区 名普通大中专男女学生及 。名体育系男女学生的 个人体测量项目的 体 型

分析
, 结果表明 男女学生的体型存在显著性差异 一 岁体型发生一定的变化 ,

且男女变

化规律不同 坚持体育锻炼的体育系学生的体型与普通系学生的体型存在显著性差异
,

体育

锻炼对体型的影响有性别之分 中国学生与国外学生比较 , 体型存在差异
,

男性表现比较明显
。

〕 山 ,
叫‘

一
、

刚 舀

有关人体体格的研究有不同的方法和途径
。

如通过人体测量可得到身高
、

体重
、

身体

各部位长围径三度量及其比例关系 采用密度测量法
,

射线
,

同位素法
,

皮褶厚度测量法

等等可研究人体结构组成
。

这些方法比较精确定量化
,

但只是给出了描述身体某一特征所

必要的值
,

并不能就人体的整体形态特征做一概括准确的评价
。

体型方法则与此不同
。

早

期的一些著名医学家
、

人类学家就发现了人的体型与体质健康有一定的关系
,

他们根据

体格的外形观察
,

结合少量的测量特征
,

将人体体型定性地分为二至四类
,

如希腊医生

的二分法
,

意大利医生 的三分法
,

德国精神病医生 。 的四

分法
, 。

这些体型分类方法简单定性地描述了各类体型特征
,

如

力量型
,

肥胖型
,

纤弱型等
,

但并不令人满意
,

事实上还存在大量的中间类型
,

很难将之

恰当地归人某一类体型
。

美国学者 首次建立了一个连续的体型分类系

统
,

他借用胚胎学术语内胚层成分
、

外胚层成分
、

中胚层成分来表示构成体型的三个基本

部分
,

通过对个体体型中三种成分量的评价
,

就可以得到由三个数字代表的个体 体 型
。

。 这种连续定量的体型方法是一大突破
,

被后来的学者广泛地采纳
。

但它仍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和不合理的地方
,

如体型评价的主观性
,

体型概念的不科学性
。

和
, , , ,

一 。 ,

本文是在吴汝康
、

吴新智教授指导下完成的硕士论文主要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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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改进了 的体型法
,

为体型的概念下了明确的定义 体型是个体 当

前的形态表型
,

是可以观察到的外在的形态结构
,

它不考虑身材大小
,

是对身体形状和相

对组成成分的描述
,

体型可以发生变化
。

体型是用三个数字来表示的
,

它反映了体型中三

种成分的相对关系
。

第一成分即内胚型成分
,

它表示身体中脂肪的相对含量 第二种成分

即中胚型成分
,

它表示机体骨骼肌肉系统的相对发达程度 第三种成分即外胚型成分
,

它

表示身体的相对瘦高程度
,

亦即线性度
。

通过一定的人体测量手段
,

对三种成分进行评

定
,

得到三个分值
,

它们合在一起代表了人的体型特征
。 一 体型法具有客观

性和普遍适用性
,

并且容易掌握
,

适宜于野外体质研究
,

它取代了别的体型分类方法
,

得到

广泛的应用
。

自七十年代以来
,

有关体型的研究
,

在欧美许多国家已展开了大量的工作
,

如体型与

遗传
、

环境的关系 不同群体 包括不同性别
,

年龄
,

职业
,

地区
,

种族等 的体型分布特

点
。

另外
,

体型方法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已被应用到医学
、

营养学
、

体育运动科学
、

心理学等

领域中
。

在国内
,

系统的体型研究工作很少
,

评价体型的方法主要是身高
、

体重及长围径

的比例关系
,

采用 一 的体型概念和方法的研究工作未见文献报道
。

笔者认

为运用 一 人体测量体型方法以研究国人的体质
,

同时将之与生理学
、

临床医

学
、

营养学及体育运动科学等相结合
,

具有实际意义
。

二
、

材 料 与 方 法

取样

年 ,一 月笔者对 山西太原市的 名普通大中专学生及山西大学体 育 系

名男女运动员 均来自全省各地 进行了十个项目的人体测量
,

测量对象均为汉族
,

健康正

常
,

年龄在 一 岁
。

按照普通学生与体育系学生
、

男女性别及年龄进行分组
。

测 内容

测量项 目 身高
,

体重
,

上臂最大收缩围
,

小腿围
,

脓骨
、

股骨端内外骸最大径
,

三头肌

位
、

肩甲下位
、

骼前上棘位
、

排位四处的皮褶厚度
。

测量方法 所有测量工作均在被测者饭后两小时的平静状态下进行
,

每个项 目均测

量两次
,

取其平均值
。

一般的人体测量按照昊汝康等 的人体测量方法进行
,

皮褶厚

度
、

骨端内外跺最大径则根据
一

测量方法
,

各项测量要点如下

三头肌位皮褶 的 肩峰点与尺骨鹰嘴点连线中点处
,

皮褶方向与

上臂的长轴方向平行
。

肩甲下位皮褶 紧接肩甲下角正下端
,

皮褶 方向向下偏外

度
。

骼前上棘位皮褶 骼前上棘内上 方 一 厘米处
,

皮褶方向向

下偏内 度
。

小腿排位皮褶 小 腿最大水
、乙 剑的内侧处

,

平行于小腿 民轴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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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骨内外跺径

用直脚规测量脓骨内外骸间最大距离
。

股骨内外骸径

骸间最大距离
。

注意 在测量最后两项时
,

适 当用力
,

差
。

上臂弯曲与前臂成直角
,

。 盯 膝部成直角
,

测量股骨内外

尽可能接近骨组织以减小皮下组织产生的误

体型计算方法与体型图

体型三成分值的计算公式

第一成分 主要反映个体的相对肥胖度
,

由三头肌位
、

肩甲下位
、

骼

前上棘位三处皮褶厚度 之和 经身高 校正计算而得
。

一 一 一 ,

第二成分 主要反映个体的肌肉骨骼发达程度
,

涉及以下几个变量

上臂最大收缩围 减去三头肌位皮褶
,

小腿围 减来小腿膝位皮褶
,

脓

骨
、

股骨内外裸径
、 ,

以及身高

一

第三成分 通过身高 体重 比率以反映个体体格的苗条

程度
,

亦即线性度

一

一 身高 粼床董

如果
, 一

·

, 一 一

根据 目前所得的经验资料
,

各成分的取值域分别为

一

一

一

体型图

体型由三个有序数字排列在一起来表示
,

因此每个个体的体型也可用三维空间里的

一个点表示
,

两个体型的差异大小可用两点间距离

来表示
,

用 表示样本的所有体型点到平均

体型点的平均距离
,

它可以反映样本体型分布的分散程度
。

将三维空间的体型点投影到二维平面上
,

就得到平面体型图
,

它更加

形象直观地反映了体型特点和分布规律 图
。

体型在体型图上的位置由平面直角坐标
,

决定

一

一 一

且 与 的单位长度比为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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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甲

又在

一
,

」」

图 侧又型图

平分平面的三个轴分别代表体型的三个基本成分
,

根据体型点与三个轴的相对

位置关系可知体型的特点
。

体型分类 根据体型三成分值的相对大小关系
,

可将体型分为 种类型
,

可直

接反映在体型图上 图
。

偏外胚型的内胚型

均衡的内胚型

偏中胚型的内胚型 ‘〕

内胚
一

巾胚均衡型 《〕 一 。

偏内胚型的中胚型
‘〕 。

均衡的 中胚型

偏外胚型的中胚型 印

中胚
一
外胚均衡型

一 。 。

偏中胚型的外胚型 。

均衡的外胚型 。

偏内胚型的外胚型
·。

外胚
一

内胚均衡型
一 。 。

三胚中间型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人 类 学 学 报 卷

三
、

结 果 与 讨 论

一 性 别 与 体 型

表 和图 可见
,

各年龄组的男女体型均存在明显区别
,

检验
,

差异显著
。

检验公“ 为 一 一

刀买 众号鹭男 六补
一 为男“平均体

型间的
。

男性的平均体型为偏外胚型的中胚型
,

第二成分值最大
,

第一成分值最

小
,

表现在形态上
,

肌肉骨骼系统较为发达
,

皮下脂肪含量较少
。 ,

女性的平均体型为偏中

胚型的内胚型
,

第一成分值最大
,

第三成分值最小
,

表现在形态上
,

皮下脂肪明显较男性发

达
,

身体的线性度相对较小
。

脂肪通常贮存于皮下组织
,

内脏器官周围
,

胃肠系膜等处
,

皮下组织贮存的脂肪量约

占三分之二
,

通过测量肢体一定部位的皮褶厚度可以反映个体的脂肪含量
。

根据 日本体

育学会由皮褶厚度 三头肌位与肩甲下位之和 推测身体密度 的公式

男 一 一

女 一

及 的由身体密度计算体脂含量的改良公式 邵象清
,

体脂 外 一 一 一

计算男女体脂百分含量
,

女性的体脂含 量 多一 外 明 显 高 于 男 性 外一

外
,

其体型的第一成分明显处于优势
。

骨骼肌肉是决定体型的另一重要因素
。

四肢的肌肉含量约占总量的五分之 四
,

通过

测量上臂
、

小腿围度
,

减去皮下脂肪的影响
,

并将它们与身高相联系
,

可反映个体的肌肉发

育程度
。

男性上臂围 身高
、

小腿围 身高指数均小于女性
,

小腿围表现明显
,

但是如果减

去皮下脂肪的影响
,

经公式 围度 一 皮褶厚度 这里假定小腿
、

上臂的横截面为圆

形
,

皮下脂肪以 皮褶厚度均匀分布
,

计算上臂和小腿的肌肉围度
,

则男性的肌肉围度

指数大于女性
,

上臂肌 肉围度表现明显
。

因此男性肌肉发达是四肢粗壮的主要原因
,

而女

性皮下脂肪的增厚是四肢围度增加的主要原因
。

总之男性肌肉发达
,

体型第二成分处于

优势 女性皮下脂肪含量高
,

使体型的第一成分处于优势
。

身高与体重比率是衡量体型线性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

女性的身高体重指数小于男性

除了上臂围和小腿围
,

笔者还测量了胸围
、

腰围
、

臀围
。

女性各围度身高指数均显著大于

男性 上臂除外
。

说明女性体型的线性度较男性低
,

体型的第三成分相对较高
。

体型分布 表 可见
,

男女的体型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

男性多为中胚型类体型
,

其中

主要是偏外胚型的中胚型 其次是外胚型类体型
,

主要是偏中胚型的外胚型 而内胚型类

体型几乎没有
。

女性的体型多为内胚型类体型
,

其中主要是偏
一

扫胚型的内胚型 其次是外

胚型类体型
,

主要是偏内胚型的外胚型 女性中胚型类体型比例很小
,

且偏外胚型的中胚

型类体型几乎没有
〕

综上所述
,

男女体型存在明显区别
。

迸人青春期后
,

男性体内大量皋丸酮的分泌
,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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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性别
、

年龄与体型

卜 一 公

年年 龄龄 男 性 了了 女 性 罕罕

竺竺即即 人 数数 体型均值值 人 数数 体型均值值
··

们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一 ,, 了了
。

一 一
。

·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

。

一 一
。 。

一
。

一
。

·

一
·

一
· ·

一
·

一
·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

卜

一
。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

, ,

一
·

一
· ·

一
·

, 一
·

。 丫

、、

,互咋早

嗓

图 性别
、

年龄与体型

一 依次代表中国学生 一 各年龄组
,

由 一 依次代表捷克斯洛伐

克
、一 、 、

各年龄组

进蛋 白质合成
,

特别是肌肉骨骼的蛋 白质合成
,

骨中钙磷含量增加因此使男性的骨骼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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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
,

肌肉发达
。

而女性体内则有大量雌激素的分泌
,

促进脂肪合成
,

皮下脂肪 日渐充实
,

从

而显示出女性丰满的体型
。

二 年 龄 与 体 型

从出生到成年
,

个体的生长发育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
,

其间体型也随之发生变化
,

不

仅表现在外部形态如长度
、

围度
、

宽径及其比例关系
,

同时内部的结构组成方面也发生变

化
,

这在体型三成分值的相对大小关系上可反映出来
。

大量的青少年生长发育研究表明
,

青春期发育早期的 一 年内
,

男女内分泌系统主要是性腺
、

肾上腺雄性激素的大量分泌
,

与生长激素共同作用使生长加速
,

即出现生长突增期
,

它主要是线性增长
,

男孩在 一

岁
,

女孩在 一 岁
,

在体型上表现为 男性由偏内胚型的中胚型转向偏外胚型的中胚

型 女性由偏内胚型的中胚型和 中胚 一
内胚均衡型转向三胚中间型体型

。

进人青春发育后

期
,

身高肢长接近成人
,

增长缓慢
,

但在横向方面
,

体格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

在此笔者

运用 一 体型方法
,

对青春发育后期走向成人的这一年龄段

一 岁的男女学生的体型变化动态做一探讨
。

图 可见
,

体型随年龄的变化趋势
,

且男女有别
。

男性
,

随着年龄增长
,

体型沿外胚型轴的反方向移动
,

即线性度降低
,

体型的第一
、

第

二成分相对增加
,

一 岁这一规律表现尤为明显
,

检验
,

七个年龄组的体型存在显著

性差异
。

女性体型变化有别于男性
,

检验
,

差异不显著
。

一 岁
,

体型的第一成分值呈明

显的增长趋势
,

同时第三成分值有所下降
,

第二成分相对 比较稳定
。

一 岁
,

体型变化

不明显
,

一 岁
,

体型的第一成分有所下降
,

比较 一 岁与 一 岁平均体型
,

二

者存在显著性差异
。

一 岁男女均处于青春发育后期
,

体格在横向上正处于充分发育时期
,

内分泌功

能起着主导作用
。

由于性别不同
,

男女内分泌功能的差异
,

使男女第二性征在体型上充分

体现出来
。

男性体型的第二成分值明显上升
,

第一成分也有所增加 而女性则表现为第一

成分值明显增加
,

第二成分则 比较稳定 男女体型的第三成分值则都有所下降
。

由图 可

见
,

男女体型在 一 岁均处于一个峰值
,

即男性第二成分优势
,

肌肉骨骼系统相对发

达
,

体型健壮 女性第一成分优势
,

皮下脂肪含量相对较高
,

体型丰满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心理也逐渐成熟
,

另外大学生进入高年级的学习生活
,

课程加重
,

有规律的体育活动减少

等等综合因素可能对体型有一定的影响
,

在女性
, 、

岁 大学三
、

四年级 相对 一

岁
,

体脂含量有所下降
,

身体线性度增加
。

男性体型变化不大
,

一方面男性体脂含量尤其

是皮下脂肪含量一般很少
,

远远低于女性
,

另一方面男性比较喜欢体育活动
,

因此体型三

成分相对 比较稳定
。

和
,

跟踪研究了 个捷克斯洛伐克男性体型
,

其

一 岁的体型变化趋势与笔者的横向研究结果一致 图
,

体型均由偏外胚型的中胚

型向中间体型或偏内胚型的中胚型移动
。

不同点在于捷克斯洛伐克男性各年龄组的中胚

型成分值显著高于中国山西学生
,

在体型图上
,

前者 一 岁的体型变化 曲线平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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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于中国之上
。

三 大学体育系学生与普通系学生体型比较

叫 匕

在进行比较之前
,

说明两点 体育系学生每天坚持训练
,

具有一定的体育特长
,

但

其它的学习生活同普系学生完全一样
。

这里的普系学生和体育系学生年龄在 一

岁
,

且每个年龄组的个体数基本相等
。

故比较他们的体型均值
,

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体育

锻炼对体型的影响
。

结果见表
、 ,

图

表 体育系与普通系体型比较
了 吕

样样 本本 年 龄龄 体型均值值

体体育系男性 人
。

一 一
。 。

了了
· ·

一
·

一
· ·

普普通系男性 人
。

一 一
。 。

少少
· ·

一 一
·

体体育系女性 人
。

一 一
。

,,
。 。

罕罕
· ·

一
·

一
· ·

普普通系女性 , 人
。

一 一
。

, 罕罕
· ·

一 一
·

侧

、、

、
、、

段
图

。 —体育系 。

体育系学生与普通系学生体型比较

—普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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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体型分布比较

体型类型

偏外胚型的内胚型
·

均衡的内胚型

偏中胚型的内胚型
·

内胚一中胚均衡型
·

一 “ 。
·

偏内胚型的中胚型
·

“

均衡的中胚型

偏外胚型的中胚型
·

中胚一外胚均衡型 。
·

一 “ ”
·

偏中胚型的外胚型
·

均衡的外胚型

偏内胚型的外胚型
·

外胚一内胚均衡型 。
·

一 。
·

三胚中间型

男男了了 女 罕罕 男少少 女 罕罕

。 。

。

。 。 。

。 。

。 。

,,
。 。

,,,

互互 眨 度

一一下万下一一
一一一

共共共 一一二兰一一一一共于一一一
一

—二竺一一一一
艺艺

。 。

,,
。

匕匕
一
乙乙

月 , 目 户一 , 洲 , , ,
, 目 目目叫 川 , , 叫 白 白 目

。 。 。

由图
、

表 可见体育系学生与普系学生体型存在显著性差异 。 , 。

体育系学生的体型沿内胚型轴反方向移动
,

第一成分值下降 见图
,

身体脂肪百分

含量低于后者
,

女性表现尤为明显
。

显然体育运动消耗能量
,

从而减少皮下过多脂肪贮积
。

体育系学生的体型沿中胚型轴方向向上偏移
,

体型第二成分值相对升高
,

在男性表现

尤为明显
。

运动生理学研究表明 周石
,

运动可改变激素分泌量
,

促进肌肉蛋 白质

合成
,

肌原纤维增生
,

肌纤维增粗
,

在男性表现比较明显
,

肌肉体积明显增加
,

而女性则不

显著
,

主要原因在于男性体内翠丸酮的大量增加
,

女性的卵巢
、

肾上腺也分泌少量的聚丸

酮
,

但量极少
,

只相当于男性的 并一 多 另外肌肉周围结缔组织中的胶原纤维起着肌纤

维附着骨架的作用
,

肌纤维收缩所产生的力经结缔组织和肌健传递到骨
,

肌肉肥大的同时

伴有胶原纤维的增生
,

亦促使整块肌肉横断面的增加 同时高强度跑或超负荷会使骨的围

度和密度增加
。

总之
,

体育运动对体型有一定的影响
,

使体型的第二成分增强
,

第一成分

下降
。

男性前者表现明显
,

女性后者表现明显
。

比较体育系学生和普系学生体型分布
,

二者存在一定差异 见表
。

体育系男性的中胚

型类体型比例较普系学生略高
,

其中偏外胚型的中胚型比例明显增高
,

偏内胚型的中胚型

优势体型比例下降 体育系女性内胚型类体型比例明显下降
,

而中胚型类体型显著升高
。

体育运动可改变体型
,

但另一方面
,

体型对于运动竞技水平来说是一个选择性因素 。

。 研究了 个优秀运动员 包括 个项 目
,

样本选自美国
、

英国
、

前苏联

的优秀职业体育队
,

与大学体育系学生
、

普系学生的体型进行比较
,

发现 特定项目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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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运动 员身材大小
、

体型具有相似的模式
,

而且随着竞技水平提高
,

这种模式的范围越小

不同的竞赛项 目
,

其优秀选手的体型存在一定的差异 某些非运动 员的体型在优秀运动 员

中未发现过
。

因此
,

可认为体型对于体育竞技水平来说是一个选择性因素
,

在运动员选材

过程中可以参考
。

四 与国外大学生体型比较

图 可见
,

中国山西大学生男性体型属偏外胚型的中胚型
,

其体型的第三成分值相对

较高
,

向外胚型轴方向偏移
,

而其它国家的体型大都分布在中胚型轴上或近旁两侧
,

属均

衡的中胚型
。

中国男性的第二成分值很明显低于美国
、

加拿大及夏威夷的 日裔大 学 生
,

第一成分值低于表中所有国家
。

以上表明中国山西大学生男性体型的线性度较高
,

骨骼

肌肉系统不够发达
,

身体脂肪含量相对较少
。

比较各个国家的女大学生体型
,

它们均属偏中胚型的内胚型
,

其差别不象男性那样明

显
,

中国学生第 一成分值略显优势
,

第
一

二成分基本相当
、

造成体型差异的原因有遗传和环境两方面因素
。

首先体型在很大程度上受遗传作用

影响‘ 通过研究同卵
、

异卵双胞胎的体型
, 。 ,

对生长在夏威夷的 日裔大学生和 白人大学生体型比较
,

结果均表明体型具有遗传性
,

且男

性较女性强烈 遗传作用对体型的三种成分影响程度不 同
,

在男性首先是第二成分
,

其次

第一第三成分
,

在女性首先是第三第一成分
,

其次第二成分
。

本文结果与此相符
。

其次
,

环境条件营养结构对体型有一定作用
。

同西 方国家比较
,

中国学生饮食中的碳

水化合物比例较高
,

蛋 白质脂肪含量较低
,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体型的发育
,

男性表现较

明显
。

大量资料表明
,

在生长发育过程中
,

女孩对于营养不 良或疾病影响的缓冲作用较男

砚口

表 中国学生 山西 与国外大学生 体型比较
荟

男 了 女 早

样 齐
川

男 了 女 早

人数 体型均值 人数 体型均值

中国 山西
七 仁。 少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

夏威夷 日裔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

一
。

一 一
。

英国 一
。

一
。

。

一
。

一
。

一 一
。

一
。

一
。

捷克斯洛伐克
。

一
。

一
。

一
。

一
。

。

一
。

一
。

, 一
。

一
。

女卜卜
片卜

卜

加拿大 一 一
·

一
·

一
·

。

一 一
·

一 一
·

。

一 一
。

一
。

一
。

卜﹂队瓜卜

美国 一 一
一

。

一
。

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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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 山西 与国外大学生体型比较

① —中国 山西 —夏威夷 日裔
。 , 。 , ⑤

—英国 ,

—捷克斯洛伐
克 ⑥ —加拿大

④ —美国

孩强
,

等人 认为
,

可能是因为女性拥有两个 染色体
,

男性只有一个 染

色体和一个小的 染色体
,

前者更具调控效力
,

使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
。

另外
,

将中国山西大学生的男女体型差距 值与国外大学生资料比较 见表
,

发现中国大学生的 值明显大于欧美国家白人男女学生的 值
,

而与夏威夷 日

裔男女大学生的 比较接近
。

大量的资料表明 一般非 白种人的男女体型差距

值大于白种人的 值
,

前者 值在 一
,

后者在 一 范围内
,

。

本结果与此一致
。

四
、

结 语

通过以上的初步工作
,

笔者认为体型是反映体格特征的一个很有效的综合性变量
,

它

同身高
、

体重一样重要
,

可以作为 一个基本指标
,

用于多方面的研究工作
。

如研究体型与

某些疾病的相关性
,

有助于识别线索
,

分析病因 研究体型与饮食结构以便采纳更合理的

营养方式 研究体型与运动员竞技水平
,

有助于科学地选材 甚至一些心理行为学家认为
,

体型与人的性格有关
, 绪厂

从而可根据体型特点选择合适的职业等等 , 当然体型只是一个参

数
,

它需要同其它科学方法一起回答和解决以上所有的问题
。

年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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