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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年对北京
、

重庆两地市区和农村汉族 对父子和 对母女的身高和坐高进行了

测量
。

结果表明
,

两地市区与农村的子女比其父母分别高 至 丹 。厘米
。

在

年中
,

一代人平均增高 厘米
。

市区男女两代人都比农村的要高
,

而且市区年青人身

高增加比农村的多
。

女青年身高增加比男青年的更多
。

北京人比重庆人高 , 而且北京年青一

代身高增加比重庆人更多
。

重庆年青人上身增长比下肢多
,

而北京年青人则下肢增长多
。

结

果还表明
,

身高相关系数为 。
·

一。 ,

遗传力 尸 值在 ,一。 之间 。

身高是衡量个体发育和人群体质的重要指标
,

它受遗传和环境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

环

境因素包括营养
、

劳动与体育运动
、

地理气候
、

卫生医疗条件及社会经济水平等
。

在这些

因素中
,

营养起着重要的作用
。

目前
,

世界上青年一代普遍比父母长得高
,

这种身高增

长趋势已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
。

解放以来我国学者对儿童及青少年的身高进行了许多研究 叶恭绍
,

九市儿童

和少年体格发育调查协作组等
,

国家体委等
,

此 李效基
, ,

发现在我国也同

样出现身高长期增加的趋势
。

但我国对成年人身高研究较少
,

而对青少年的研究也仅在

一代人中进行
,

因此在比较两代人身高变化时
,

所调查人群基因型的差异可能造成的误差

较大
。

为了在比较不同年代人群身高时尽可能地减少遗传因子的影响
,

更确切了解由于

环境因素改变而引起的成年人身高的变化
,

并比较南
、

北两地市区与农村中遗传因子与环

境因子对身高的影响
,

我们对北京和重庆的父子
、

母女身高与坐高进行了成对调查
。

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于 夕 年 月至 月在北京市东四和福绥境两个街道办事处所辖居委 会 及 市

郊朝阳区十八里店公社
、

重庆市千厮门街道办事处所辖居委会及江北县木耳公社进行
。

调

查对象全部系汉族
。

对父子
、

母女成对地进行身高与坐高测量
。

被调查的子
、

女均系其父
、

惑谢北京市东城
、

西城
、

朝阳区人民政府和重庆市科委
、
江北县科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

感谢段章雄
、
池天河和

吴军等同志在工作中给予的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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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
,

而且父
、

母
、

子
、

女均在该地区出生并长大
。

所测量的父母年龄均在 岁以下
,

儿

子年龄在 岁以上
,

女儿年龄在 岁以上
。

被调查者平均年龄见表
。

父与子各组平均

年龄相差 岁至 岁
,

母与女各组平均年龄相差 岁至 岁
。

所有调查对象

外观无明显畸形
。

北京十八里店公社及四川江北县木耳公社两地农村调查对象全部是农

民
,

在市区调查的本人系工人的占 多
,

余为干部
、

家庭妇女及待业人员
。

身高
、

坐高测量用二米长并带有毫米刻度的人体测高仪按经典方法进行 北京医学院

卫生系学校卫生教研组
, , 。

全部测量工作由同一人进行

并读数
,

由记录员复诵后记录
。

全部数据用 一 微型计算机进行处理
。

统计分析时对父子
、

母女的比较采用成

对比较法
,

其 检验公式为

一一、、一
‘一一
、

口一
一一甲自一一一

一

一
一一

式中 为每对父子或母女身高的差数
,

为所有差数的平均数
,

为差数 的 标 准误

差
, 。 为调查父子 母女 对的数目

。
父子

、

母女相关系数 和回归系数 计算公式为

刃 , 艺 、

万 石 一
一

一一万一一一

了协
一

粤立 巨
一

粤黔

万 一 万 咬艺 , 仁召

艺 一 工 万 , ,

而遗传力 矛 为
,

即 护 式中 与 , 是两组成对的观察值
, , 是观察对数

。

结 果

父子
、

母女比较

成对比较结果表明 表
,

北京与重庆两地市区与农村中子 或女 平均身高超过他

们的父 或母 至 厘米
, , 检验结果表明差异均显著

。

根据不同地

区城乡男
、

女全部数据平均计算
,

在最近 年中 , 一代人身高增加了 厘米
,

即每十

年平均增加 厘米
。

, , ,

、‘ ’坐高
、 , ,

、 二
。 、 。、 。 、 , 。 。 , 、 。 从

, , ,

化‘ 认
, ,

, 二
乃人日巳 旬 丁日 女凡 、

一二二艺 八 万刁屯侧 、不义 ‘ , 纵 刁口力丈 仍 座 刁戮 夕
声

长 、 卫不口习二生三】司 丁日女又 刊 「乙刁一 、了天

牙局

的大
,

说明子
、

女腿长增加得更快
。

但重庆地区的情况在多数对比组中相反
。

城乡比较

市区男
、

女两代人都比农村的要高
,

而且年青一代人中市区比农村的差异比过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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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巡 恶京
、

, 庆人身离

地地区区 性别别 调查查 平均年龄 岁
‘‘ ’

平均身高 “
,, 卜

两代人身高差 一一

对对对对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父父父父父成母母 子或女女 二代人人 父或母母 于成女 父与子子 母与女女

年年年年年年年龄差差 戈士 巴巴 士 乙乙 厘米 厘米

北北京市区区 男男
。

士 士
。

,,

女女女女
。 。

斗斗 巧斗 士 巧 士

扰扰京郊区区
,

男男
。

弓弓
。 。

防 仓 士 嘴 士
,

, 、 ,,

女女女女 ,
。

巧 价士 吞夕士 ,

重重庆市区区 男男 士
,

土 ‘ , 。 。

女女女女
。

土 嘴 巧 土

重重庆郊区区 男男
。 。 。

巧 士 士 咚
。

石

女女女女
。 。

, 士 呼 士 呼

表 北京
、

盆庆人坐离与口长

地地区区 性别别 坐 高高 腿
一

长长 坐高指数数

父父父父或母母 子或女女 两代人差数数 父或母母 子或女女 两代人差数数 父成母母 子或女女

戈戈戈戈土 叉士 戈士 士厘厘厘厘厘厘米 座来
‘

务务务务

北北京市区区 男男 士 幼 士
。

士
,

士 萝

女女女女
。

士 ,
。

士 子 士 , 士 的的 呼
。 。

北北京郊区区 男男 土 土
,

土
·

,止
· , ,

。

多
一

气
。

名

女女女女
‘

土 ,
。

土 呼呼
。 。

士 土
。 , 。

呼 呼呼

重重庆市区区 男男 士 士 土 士
。

礴

女女女女 土 士 呼呼
。

士 石 土
。 。

重重庆郊区区 男男 卫呼 土 土 叉夕 士 月 上
, 。 。

女女女女 士 红
。

土 交 士 土
。

心 斗斗 呼
。

了
。

其中北京地区父亲组平均身高市区比农村高 科 厘米 , 子组高 念 厘米
,

母亲组

高 厘米 ,

女儿组高 厘米蚕重庆地区父亲组平均身高市区比农村高 , 厘米
,

儿

子组高 ”厘米
,

女儿组高 厘米
,

只有母亲组农村的反而比市区的高 厘米
,

不过

以上所有列举的这些差异在统计学并不显著
。

「

从年青一代身高增加的速率来看
,

北京和重庆两地市区的儿子和女儿都显然要比农

村的增加速率大 表
。

两地区合计
,

市区男子一代人平均增高 厘米
,

女儿平均增

高 厘米
,

而农村的相应数字则仅为 厘米和 厘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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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重庆地区的母女中表现最为突出
,

市区女儿比母亲增高 厘米
,

而农村

女儿只比母系增高泛沐厘来
,

芷是由子这一原因
,

便年青一代人中
,

市区青年的身高与农

村青年的差别比他们的又母的差别更大了
。

、

从坐高指数来看
,

郑京地区市区父
、

母
、子

、

女的坐高指数比农村的都略小
,

而重庆地

区城市父
、

母
、

子
、

女的坐高指数比农村的都略大
。

女比较

男子平均普遍比女子要高
。 北京市区和农村的父

、

母间乎均身高差分别为 和

厘米
,

子
、

女间则分别为 和 卜 厘米 重庆市区和农村父母间平均身高相差

住“ 厘米和 乐的 厘米
,

而子
、

女间则分别相差 认 和 厘米
。

可见
,

北京地区男子身

高的绝对值差比重庆地区的略大
,

老一代的比年青一代的略大 , 而市区的比农村的略大
。

年青一代比老一代身高增加的幅度
,

女性的身高增加比男性的更多 表 。 北京
、

重

庆两地区城乡女儿平均身高增加 一东 厘米
,

平均 厘来
,

相对增加率为 一

朴 多
,

平均 关 而儿子平均身高比父亲增加 一 厘米
,

平均 寻
·

厘米
,

相对

增长率为 一 月 界
,

平均为 关。

从坐高指数来看 表
,

则男的平均坐高指数都比相应各组女的坐高指数要小

至
。

‘

在北京地区市区和农村
、

女青年坐高指数的减少要比男青年的明显
。

担在重庆

地区男
、

女青年与上一代比较
,

其坐高指数变化并无明显的规律
。

非京
、

盆庆地区间比较

北京市区与农村的父
、

母
、

子
、

女的平均身高均显著高于重庆地区的各相应数字 其中

父亲与儿子平均身高市区的分别差
‘

和 厘米
,

农村的分别差 与 厘米 而

两地区母亲与女儿的平均身高市区的分别差 与 厘米
,

农村的则分 别 只差

与 厘米
。

可见两个地区年青一代人的平均身高差别比老一代的更大了
。

两个地区的

男性间平均身高的差别
,
农村的大于市区的

,

而女性间平均身高的差别却相反
,

城市的大

于农村的
。

年青一代平均身高比老一代增加的幅度
,

北京地区男
、

女青年均超过了重庆地区的相

应数字 。 在市区中
、

北京的儿子比父亲增高的厘米数要比重庆相应的数字多 几厘米
,

身

高增加的百分率为 外
,

北京女儿比母亲增高的厘米数比重庆的多
,

厘米
,

百分率

则也高 沁。

在农村中
,

北京子
、

女身高的增长幅度和百分率同样也分别超过重庆的数

值 子 厘米
,

’

另 女 厘米
,

”多
。

北京和重庆两代人的坐高指数在
,

至 东 ”之间 表
。

上面已提及
,

无论市区

还是农村
,

北京子、女的坐高指数均比父母的坐高指数减小 减小 。, 至
,

而重庆人

则相反
,

子
、

女的坐高指数在多数情况下比父母的增加了 市区男子增加
, ,

女子增加

农村男子增加
,

女子减少
。

这说明青年一代身高增加时
,

重庆人躯千部

增长比下肢多
,

而北京人则主要是下肢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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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

身离增长的速率

同一人群的身高在不同时期增长的速率是不同的
。 例如荷兰从十九世纪中叶到

年
,

成年男子身高只增加了 一 厘米 约 厘米八。年
,

成年女子 社会经济地位较低

身高则增加了 厘米 约 厘米八 年
,

而 自 年至 夕 年的十年内
,

成人身高就
增加了

、

, 厘米
,

又如 日本
,

从 。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前药 ,

年期间
,

岁的男女青年身高分别增加了 沂 厘米
、

厘米八 年 和 厘米 厘米

年
,

而战后 年间 岁的男女青年身高就分别增加 厘 米 厘米 年 和

, 厘米 厘米 年
。 日本 年 一 岁父亲平均身高

,

厘米
,

而 岁

的儿子身高达 “ 厘米
,

两代人身高差达 厘米
,

每十年约增加 厘米 比。,

。
可见

, 日本人身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增加得快
。

在挪威
,

身高增长的趋势可以

追溯到 杜 年
,

但从
‘

饰 年到 年七十年间
,

身高增加是很少的
,

从 年至 ,

年的四十五年间
,

每十年平均增高 厘米 , 而从 年至 年的九十年间
,

平均每

十年增加 厘米 等
,

本研究得出 年中
,

北京
、

重庆两地‘代人身高平均增加 厘米
,

每十年增高

厘米 。 而据 场 报道
,

北京 名成年男子平均身高
、

厘米
。

我们调

查的北京市区父亲组平均身高 、 厘术
,

只比 年成年男子增加 厘米
。

解放

后
,

北京人的身高增加比解放前快得多
。

但什么时期是北京男子身高增加速率最快的时

期
,

还有舟今后继续研究比较
。

在本研究中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女子年青一代身高增加速率比男子更快
。

这可能

说明解放以前女孩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待遇一般比男孩要差
,

而解放以后
,

这种差别已大大

缩小了
,

因而女孩营养物质条件的改善相对来说比男孩还显著
。

今后如果女孩的环境条

件的相对改善继续比男孩更显著
,

则新的一代的男女身高的差将更进一步缩小
。

但女子

身高增加比男子更快的情况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
,

它只可能出现于人群发展的一定时期
。

本研究还表明
,

在近三十年中
,

身高增加北京比重庆快
,

城市比农村快
。

这也是影响身
高的环境因子 主要是营养 改善的相对程度不同所造成的

。

我国建国以来
,

功匕京的副食

供应与解放前相比
,

其改善可能更为明显
。

这一时期中城市物质生活的改善也比农村更

为显著
。

目前
,

农村人身高迅速增加还刚刚开始
,

今后随着农村物质生活的迅速改善
,

身

高的增加速率还会提高
,

以致农村人的身高逐渐接近城市人的身高
。

身高增加和月经初潮提前这两种趋势几乎是平行发生的
。

北京市 一 年出

生的人和 一 年出生的人比较
,

其初潮年龄提前很不明显
, 一 ‘

十年间只提前 ,

月
,

而 一 年出生的人比 功 一 年出生的人初潮提前 月
。

即解放后
,

我国初潮年龄提前加快了 而且城市中初潮年龄提前明显
,

而农村中并不明显 崔梅影

等
, 。

这些情况和本研究中身高增加的情况是一致的
。

身高增加的趋势在有的发达国家中 目前已基本停止
。

例如关国 年以后出生的人

身高已不再增加 抓
, 。

但我国人身高的增加 目前还看不到有停止的迹象
。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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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

四川两地在城市长大的男大学生平均身高分别为 和 厘米 国家体委等
,

。

比本研究得出的北京
、

重庆两地工人家庭中男青年还平均高 厘米和 厘米
。

可见我国城市中的人身高今后仍将继续增加
,

男青年平均身高可达到 厘米以上
。

但由

于从城市初潮年龄提前的趋势目前已接近尾声
,

大约还能继续提前 一 , 个月 崔梅影等
,

外
,

因此
,

我国城市人的身高增加的趋势也不可能维持太久
。

而我国广大农村人的身高

增加必将加快
,

随着农村物质生活的提高和城乡差别的缩小
,

而最终赶上城市人的身高
。

不同人群身离的挂异

身高既然受遗传和环境两方面的影响
,

则对不同人群身高的差异也应从遗传与环境

两方面的差异去分析
。 一

·

在本研究中
,

市区和农村间平均身高的差异 , 可以认为基本上是环境因子造成的
。

男

女之间身高的差异则主要是性染色体不同造成的 汪松延
,

邹羹宾等
, ,

但也

有一小部分是由于女孩在社会及家底中在物质条件 主要是营养 方面还不如男孩所造成

的
。

至于北京与重庆两个地区间身高的差异
,

可能包括遗传和环境两方面的差异
。

北京

人和重庆人在影响身高的遗传素质方面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 至于两个地区的环境因

子
,

解放以来首都北京的副食供应的改善一般比重庆更明显。
此外李继硕等人指出

,

身高

与 日照有关
,

日照率高
,

身高也高 李继硕
, 。

北京年平均 日照 小时
,

日照率

达 外
,

而四川成都年平均 日照仅 小时
,

·

日照率为 关 。

重庆是全国有名的雾

表 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成年人身禽的比较
‘

国国家 地区 调查对象象 男男 女女

身身身身高 匣米 调查者 , 年份份 身高 厘米 调查者 , 年份
、、

欧欧欧 娜威威 学生生
, 。 ,

洲洲洲 德国国 学生生 氏
, 夕

。 ,

意意意大利利 那不勒斯人人 斗
。

呼呼 , 。

,, 访 ,

法法法国国 巴黎人人
。

让让 川吸
,

流
,

苏苏苏联联 其斯科人人
。 , ,

亚亚亚 缅甸甸 学生生
。

加
, 。

孤
,

洲洲洲 香港地区区 中国学生生
。 ” , 。 ,

日日日本本 学生生
。 幻玉, 七

蒙蒙蒙古古 柯尔克孜人人
。 , 。 ,

城
, 之 ,

卜卜 刚果果 伸格米人人 峪
。 。山

, 斗
。

就
,

洲洲洲 刚果果 卡萨人人
, 呼呼呼呼

苏苏苏丹丹 丁卡人人
。

妞 ,

澳澳澳 澳大利亚亚 土著人人
。 , 。 ,

洲洲洲 新几内亚亚 人人 巧
。 ,

月
。 , 一 。。

美美美 美国国 白人人
一 。 ,

洲洲洲 古巴巴 哈瓦那人人
。 , 、 ,

阿阿阿根廷廷 印第安人人 呼
。 , 巧

。

创
,

引自 , 等 “
山 二 场 “ 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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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

年平均 日照只有 小时
,

日照率 外
,

显然 日照条件比北京差 中国自然地理编写

组
, 。

世界上不同人群间身高的差异是很大的
。

世界上最高的人群在非洲
,

苏丹的丁卡人
,

男性身高平均达 厘米
, ,

而最矮的 人群也

在非洲
,

是刚果的傅格米人
,

男性平均身高 厘米 等
, ,

女性 厘米

等
, 。

黑种人大多数人群 伸格米人等除外 由于营养及其他物质条件差
,

身高比不上白种人
。

如果他们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

则平均身高可能和欧洲人差不多
,

甚

至超过 白种人
。

非洲人在美国的移民的后代
、

在所有的年龄组都高于白种人
。

肯尼亚约

鲁巴人 上层社会人群在身高
、

体重上都与白种人相似 等
,

‘

。

在

欧洲人中以西北部的挪威
、

端典
、

荷兰等地人最高
,

挪威男大学生平均身高 厘米
,

而

苏联人和法国人在欧洲人中算是身材比较矮的
。

蒙古人种的身材比白种人矮
,

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与 白种人身高的差距将缩小
,

不过蒙古人种平均身高超过白种人的可能性不

大
,

其原因之一是蒙古人种比白种人早熟 等
,

崔梅影等
, ,

而这是

由遗传因子决定的
。

身高的相关系数与遗传力

表 北京
、

里庆父子
、

母女身高相关系数与遗传力

父父 子子

母母 女女

父父 子子

相关系数
五

。 。

。

食
。

。

父子
、

母女均为第一级亲属
,

相关系数 犷 理论值是 。 。

我们得出的相关系数值在

一 之间
,

遗传力 植在 一 。 之间
。

据文献报道男性身高遗传力是
,

女性是 方宗熙
, 。

上海 名中学生与其双亲身高相关系数为 一
,

遗传力为 朱冠坍
, 。

日本古庄敏行得出亲 一 子 代 遗 传 力 为 ”一
, 。

木村资生报道为 一 木村资生
, 。

而 等得出白

人身高遗传力仅为
,

黑人为 等
, ,

显然比本文及朱冠坍
,

古庄敏

行等报道的为低
。

坐高指数

本研究得出北京与重庆两代人的坐高指数在 至 之间
,

符合蒙古人种的特

点
。

欧洲成年人坐高指数平均为 一 ”左右
,

黑种人则坐高指数更小
,

平均在 一 左

右 等
, ,

而刚果的卡萨人 和加丹加 人的坐高指数只

有
, 。

北京地区父母的坐高指数与重庆地区相应各组相比并无明显规律
。

但北京市 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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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茱古人种成人坐高指数

国国家 地区 年龄 岁 男男 女女 作者
、

年份份

身身身身高高 坐高高 坐高指数数 身高高 坐高高 坐高指数数数

中中 国国 一
。

斗
。 。

国家体委 ,

日日 本本 一
。

巧
。 。

等
,

蒙蒙 古古
。 。

巧
。 。

还 ,

香香港地区区
。 。 ,

美美国爱斯基摩人人人人人人
。 ,

父
、

母
、

子
,

女各组的坐高指数比农村的都略小
,

而且青年一代的坐高指数比父母减小了
,

市区青年一代的坐高指数减少得更多
。

这是由于青年一代身高增加时腿长长得更多所造

成的
,

市区青年在身高增长的同时
,

腿长增加得更多
。

可是重庆人的情况却和北京人很不

相同
,

首先是重庆人子
、

女的坐亮指数在大多数情况下反而比父
、

母增大了
,

其次市区父
、

母
、

子
、

女各组的坐高指数都比农村的略大
。

可见北京人和重庆人相比 , 不仅在身高方面
,

而且在坐高指数方面
,

可能存在着遗传差异
。

斗年 月 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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