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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体型方法研究人体体格特征，井与遗传、生理、运动、健康状况、营养方式等相结合， 

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运甩 He-Eh—ctnet人体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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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O名体育系男女学生的 JO个人体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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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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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锻炼对体型妁甏响有性别之 ； 罩学毒 生比较 体骑 在荤是 男仕裹厦比较明显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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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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 ，同位素法，皮褶厚度测量法 

等等可研究八体结构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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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少量的铡量特征 ，将人体体型定性地分为二至四类，如希腊医生 

Hippocrates的二分法，意大利医生 Viola的三分法，德国精神病医生 Kretschmer的四 

分法 (Harrison f ．，1977)o这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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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恰当地归入某一类体型。美国学者 Sheldon (19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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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l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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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h和 

Carter(Heath，1963；Heath and Carter，1966，l967；Carter， 1975；C~rter et a1．、 

本文是在昊设康 昊薪智教授指导下完成的碰 士论文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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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983)进一步改进了 Shel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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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观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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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型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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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定的凡体测量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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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th-Car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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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型方法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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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体型研究工怍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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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th—Car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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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th—Csrter人体测量体型方法以研究国人数体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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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_取样 

1990年 5—7月笔者对山西太原市的 485名普通大 中专学生及山西大学体 育 系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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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22岁。按照普通学生与体育系学生、男女性别及年龄进行分组。 

z．测量内容 

测量项 目：身高 ，体重，上臂最大收缩围，小腿围，肱骨、股骨端内外髁最大径 ，三头肌 

位 、肩甲下位、髂前上棘位、腓位四处的皮褶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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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4)的人体测量方法进行，皮褶厚 

度、骨端 内外髁最大径则根据 Heath—Carter测量方法 ，各项测量要点如下： 

三头肌位皮褶 (Triceps skinC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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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scapular skinfold)： 紧接肩甲下角正下端，皮褶方向向下偏外 

4 度。 

髂前上棘位皮褶 (Suprailiac skinfold)：髂前上棘内上方 1—2匾米处，皮褶方向向 

下偏内 45度。 

小腿腓位皮褶 (Calf skinfold)：小腿最大水平围的内侧处，平行于小腿 长轴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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肱骨内外髁径 (Biepicondylar breadth of the humerus)：上臂弯曲与前臂成直角， 

用直脚规测量肱骨内外髁闻最大距离。 

股骨内外髁径 (Biepicondylar breadth of the femur)：膝部成直角 ，测量股骨内外 

髁间最大距离。 

注意：在测量最后两项时，适当用力，尽可能接近骨组织以减小皮下组织产生的误 

差。 

3．体型计算方法与体型圉 

(1)体型三成分值的计算公式： 

第一成分 (Endomorphy)：主要反映个体的相对肥胖度，由三头肌位、肩甲下位、髂 

前上棘位三处皮褶厚度 (ram)之和T经身高H (cm)校正计算而得。 

Endomorphy一 ～ 0．7128+ 0．i451x一 0．00068x + 0．00000I4x 

x—T ×I70．I S／H 

第二成分 (Mesomorphy)：主要反映个体的肌肉骨髂发达程度 ，涉及以下几个变量 

(cm)： 上臂最大收缩围 (减去三头肌位皮稽)A，小腿围 (减来小腿腓位皮褶)B，肱 

骨、股骨内外髁径 c、D，以及身高 H： 

Mesomorphy一 0．1 88A + 0．16IB+ 0．858C + 0．60ID 一 0．1 31H + 4．50 

第三成分 (Ectomorphy)：通过身高 (cm)体重 ( )比率以反映个体体格的苗条 

程度 ，亦即线性度： 

Ectomorphy— HW R × O．732— 28．58 

HWR一 身高／ 体重 

如果 HWR< 38．25。Ectomorphy一 0．1 

38．28< HW R< 40．75． Ectomorphy — HW R × 0．463一 i 7．63 

根据目前所得的经验资料，各成分的取值域分别为： 

Endomorphy： 0．5一 l6 

M esomorphy： 0．5一 l2 

Ectomorphy： 0．5-- 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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阃距离 SAD(Somatotype Attitudinal Dista． 

nce)来表示，用 SAM (Somatotype Attitudinal Me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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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atochart)，它更加 

形象直观地反映了体型特点和分布规律 (图 i)。 

(A)体型在体型图上的位置由平面直角坐标 (x，Y)决定： 

X — Ectomorphy— Endomorphy 

Y一 2×Mesomorphy一 (Endomorphy+ Ectomorphy) 

且x与Y的单位长度比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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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1 体型图 (Som~tochs rt)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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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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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种类型
， 可 直 

接反映在体型图上 (图 1)。 

偏外胚型的内胚型 (Ectomorphic End。morph) 

均衡的内胚型 (Balanced Endomofph) 

偏中胚型的内胚型 (Mesomorphic Endomorph) 

内胚一巾胚均衡型 (Mesomorph—Endom0fph) 

偏内胚型的中胚型 (Endomorphic MeBomorph、 

均衡的中胚型 (Balanced Mesomorph 

偏外胚型的中胚型 (Ectomorphic Mesomorph) 

中胚一外胚均衡型 (Mesomorph—Ect。morph、 

偏中胚型的外胚型 (Mesomorphic Ect。morph、 

均衡的外胚型 (Balanced Ectomorph、 

偏内胚型的外胚型 (Endomorphic Ectom。fph) 

外胚一内胚均衡型 (Endomorph—Ect。morph、 

三胚中间型 (Cent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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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结 果 与 讨 论 

(一)性 别 与 体 型 

表 1和图 2可见，各年龄组的男女体型均存在明显区别，t检验，差异显著 (p<0．o5)o 

(tk验公式为：t一 (s 一 SAD
．{+32,S AD~f上+上1，S 一S 为男女平均体 

nI十 n2一  ＼111 Il】／ 

型间的 S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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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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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三头肌位与肩甲下位之和)性测身体密度 D的公式： 

男 D— 1．0913— 0，00116× T 

女 D 一 1．089 7— 0．00133× T 

及 J．Brozek的由身体密度计算体脂含量的改良公式(邵象情 ，19 85)： 

体脂 ％ 一 (4．570／D一 4．1 42)×100 

计算男女体脂百分含量，女性的体脂含 量 (2l 0％--25．0％)明 显 高 于 男 性 (11．1瞄一 

13．2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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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隧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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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隧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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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度一3．1 4×皮褶厚度(这里假定小隧、上臂的横截面为圆 

形，皮下脂肪以 1／2皮褶厚度均匀分布)，计算上臂和小隧的肌肉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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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的增厚是四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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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低，体型的第三成分相对较高。 

体型分布：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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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主要是偏中胚型的内胚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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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青春期后，男性体内大量睾丸酮的分泌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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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性别、年蕾与停型 

SomRtotype ehunlr~ due to age-for m．1e Rnd fem-It 

0ge ^ 数 体型均值 ^ 数 体型均值 
，r· n m蚰 n sO∞ atotyP Ⅱ mcan 0O∞atO【y口e 

I6 30 2．2— 3．7— 3．7 3， 4．5— 3．8— 2．， 

(0．5—0-6一D 7) (1．0—0．B一0．9) 

l， 3l 2．1— 3．7— 3．， 35 4．8— 3．8— 2．4 

● 

(0-5—0-8一D-9) (0·9—0·9—1·1) 

IB 38 2．4— 4．3— 3．2 34 ，．I一 3．8— 2．3 

(t．0一I．0一1．0) (I·0—0·8—0-9) 

I9 33 2．4— 4．2— 3．I 37 、 4．9— 3．7— 2．3 

(D．7一D．8—0．9) (I·2—1·I一1-1) 

20 3’ 2．5— 4．0— 3．2 4．9— 3．7— 2．， 

(D·7—0·8—0-8) (1．I一1．0—1-0) 

21 33 2．3— 3．9— 3．3 33 4．，一 3．，一 2．7 

～ (0．8—0．7—0．8) (1-1—1-0一1．0) 

儿  2．6— 4．2— 3．0 3， I．5— 3．4— 2．8 

(0·9—0-9一l-1) (0-9—0-5一D．7) 

圉 2 性别、年龄与体型 

$omatotype ~haBges due t0 age fo r m~．1e and fem~xte 

(· l一7依次代表中国学生 l6—22各年龄组，0 l--4依次代表捷克斯洛技 

克 16、”、18、24菩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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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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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肌肉发达。而女性体内则有大量雌漱豢的分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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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置的青少年生长发育研究表明， 

青春期发育早期的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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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速 ，即出现生长突增期，它主要是线性增长，男孩在 l3一l6 

岁，女孩在 1 2—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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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青春发育后 

朝 身高瞳长接近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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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th—Carter体型方法 (Som~ttot~ping)，对青春发育后期走向成人的这一年龄段 

16—22岁的男女学生的体型变化动态做一探讨。 

图 2可见，体型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且男女有 lj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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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l8岁这一规律表现尤为明显，F检验，七个年龄组的体型存在显著 

性差异 (p< 0．05)。 

女性体型变化有别于男 性，p检验 ，差异不显著。1 6-- 1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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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2O岁，体型变化 

不明显，21—22岁，体型的第一成分有所下降，比较 1 7—20岁与21—2 2岁平均体型，二 

者存在显著性差异 (p< 0．o5)。 

1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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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分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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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可 

见，男女体型在 l 8一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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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下脂肪台量相对较高 ，体型丰满。随着年龄的增长 ， 

心理也逐渐成熟，另外大学生进人高年级的学习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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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岁(大学三、四年级)相对 lB一20 

岁，体脂台量有所下降，身体线性度增加。男性体型变化不大，一方面男性体脂台量尤其 

是皮下脂肪台量一般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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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ter和 Parizkava (1 976，197s)跟踪研究了 l4个捷克斯洛伐克男性体型，其 

l6—24岁的体型变化趋势与笔者的横向研究结果一致(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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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6—24岁的体型变化曲线平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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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之上。 

(三)大学体育系学生与普通系学生体型比较 

在进行比较之前，说明两点：(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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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里的普系学生和体育系学生年龄在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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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图 3。 

表 2 体育系与普通系体型比较 

Som atotype eom pari．oa．of phy．1e~ traiaing students and norra il studen~ 

样 本 年龄 体型均值 SAM SAD 
0ample age me4n {O丑at0tYpe 

盎慧嚣 20．e 2．1一●．1—3．2 1·r (1．2) (0·5—0·9—0·8) (0．6) 
0．3 

兰慧 ‘” ̂) 20．7 2．4一●．1—3．2 t．2 (1．0) (0．7—0·8—0·9) (0．7) 

愁 20．5 4．1—3． 一2．9 t．3 (1．D (1．O—O·7一O·7) (O．6) 
0．6 

普通系女性 (145人) 20．8 4．7—3．6—2．7 t·5 
ilof皿0l宝 (1．0) (1．1—1．0—1·0) (0．9) 

图 3 体育系学生与普通系学生体型比较 

Somatotype ~omparisoa s of physical traini g students aⅡd flormal st~zdent s 

0 ——体育系 Phy slcal traiaiag student s · ——普通系 NormM =tude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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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3 俸翌分布比较 (瞄) 

DJatribution of~ m&totypes 

佑 f幕 普 通系 
体 型类 型 phys．t In1口g no mal 

soⅢ atotyP㈨ ￡eg0 r 

男 女 辛 男 女 

偏外胚型的内旺型 Ecto·E~dom0 rph 20．0 l1．2 

均衡的内胚堑 Balsaced Endomo~ph 0．4 

伯中胚型的内胚型Me so．Endomo rph 30．0 0．4 61．4 

内胚一中胚均衡型 Endo．一Mm ． 0．4 1．6 

值内胚堑的中胚型 Eado．Mesomo~rph l7．5 10．O 0．‘ 

均衡的中胚堑 Balanced Mesomo rPh 1．7 

偏外胚型的中胚型 Ecto．Me somo rph 55．1 5．0 2．1 

中胚一外胚均衡型 Me so．一Ecto． 1．1 4．3 

偏中胚型的外胚型 Meso·Ectomo rph 27．O 7．5 21．B 1．2 

均衡的外胚堑 Balanced Ectomorph 

值内胚型的外胚型 EBd0 Ectomo rph 5．O O．9 7．6 

外胚一内胚均衡型 Ecto —Endo． 

三庄巾伺型 Centr~ 2．2 l，．O 2．1 8．0 

由图 3、表 2可见体育系学生与普系学生体型存在显著性差异 (p<0．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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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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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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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纤维增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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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酮的大量增加，女性的卵巢、肾上腺也分泌少量的睾丸 

酮，但量极少，只相当于男性的 1％一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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腱传递到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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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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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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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明显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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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ter(1970)研究了 1039个优秀运动员 (包括 l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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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未发现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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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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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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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vanova f 0，．(1982)通过研究同卵、异卵双胞胎的体型，Heath ct 4，．(1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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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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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寰 ‘ 中圈学生(山西)与圈卦大学生 体型比较 

Somatotype ∞ l口p-ri·o_●of Cb；n啪 students and foreign 8tud~utJ 

男 女 辛 
样 本 SAD 

Sample, ^数 体型均值 ^数 体型均擅 
n m e0n s0 0type n 胁 n ㈣0 totvPe 

j 136 2．4--4．1—3．2 1 4．7—3．6—2．7 2．4 (0．7一D．8—0．9) (1．1—1·0—1．0) 
1 D4 2．8— 5．1— 3．3 1̈  4．4— 3．7— 3．I 2．1 

f13w蛐 n【Ja口ancsc) [0·B一0·9—1-2) (0．7—0．7—1．1) 

英国 27 2．9—4．2—3．2 116 ．2—3． —2，B 1， 
E0gli 0h (0．9一O．8—0．B) [0．8—0 7一1．2) 

捷克斯谘伐克 302 3．4—4．3—3．0 。 286 4．B—j．7—2．2 “．7 
Czech05l0vak (1．2—0．9一I．1) (1· -0·5--1·D) 

加拿大 153 2．8一 ．9—2．8 94 4．0—3．，一2．9 1．8 
C4nadian (I．2—1．I一1．1) (1·2—1·0—1．0) 

美国 32B 3．1—5．1—2．' ¨3 4．2—3．'一2．6 1． 
Ame Ⅲ  (1．2—1．1—1．1) (1·3—1．0一1．1) 

参考 Cnrtcr j a1．，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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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中国(山西)与国外大学生体型比较 

Somatotype ecmparl sons oE Chine se Student s sad foreign student s 

①——中国 <山西)Chine se(Shan~i) @——夏威夷(日裔)Hawaiisn 

J8panc̈ (Honolulu) @——英国 g1i (Lond。n) @——捷克斯洛伐 

克 Czecho sloval,(P~ague) @——加拿大 Canadian(British Columbia) 

@——美国 Amel：ioa~(s。n D~ego) 

孩强，Harrison等人(1977)认为，可能是园为女性拥有两个 x染色体，男性只有一个 x染 

色体和一个小的Y染色体 ，前者更具调控效力 ，使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 

另外，将中国山西大学生前男女体型差距 SAD 值与国外大学生资料比较 (见表 4)， 

发现中国大学生的 SAD值明显大于欧美国家白人男女学生的 SAD 值，而与夏威夷日 

裔男女大学生的 SAD比较接近。大量的资料表明：一般非白种人的男女体型差距 SAD 

值大于自种八的 SAD 值 ，前者 SAD 值在 1．8—3．7，后者在 1_3—1．8范围内 (Carter。 

1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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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病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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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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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92年 3月5日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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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HYSIQUE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SHANXI)BY S0MAT0TYPING 

METH0D 

Zhao Lingxia 

{Inslitute oi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coamhropology．Aeademla Sfniea．Bdfi~g 100044) 

Key words Somatotype； Heath-Carter method；College students；Shanxi 

Abstract 、 

The author used the Heath—Carter somatotyping method to study the physique of Chinesg 

college students counting 485 normal and 130 physioal training ones in Shanxi province．Result* 

as following were obtained．Comparisons of male and female som~totype means clearly skow se— 

xual dimorphism．SomatStype is changing differently from aged 16 so 22 years for male and fe．— 

male．M ales tend to become more mesomorphic，and the females more endomorphic as first．and 

then less endomorphie．Physical training produces effects nit somatotypes in dLffemnt ways for 

the males and females．Comparing Chinese students’somatotype iil~ n with that of foreign stu— 

dents，there are SOlVe differences,especially for male．Soreatotype attitudinal diaances(SAD)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for Chinese an4 Hawaiian Japanese,which are n0Ⅱ一White samples，a[n 
larger than the W hite ones．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