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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体质健康是国家极为关心与关注的问题，他们的身体

健康状况在很大程度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为了解

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与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为高等学校教

育中体育与卫生工作决策及宏观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笔者对

2010 年甘肃省大学生的体质调研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选取国家体育监测调研甘肃省体质健康 2010 年调研资

料，选择甘肃省会城市兰州 4 所高校( 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

大学、甘肃农业大学和兰州交通大学) 。每个学校男、女生每个

年龄段整群随机抽样 50 名。共抽取学生 1 599 名，其中男生

799 名，女生 800 名; 城市学生 799 名，农村学生 800 名。调研

方法、检测人员、检测器材均按《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测试细

则》［1］的要求进行。采用 SPSS 11． 5 软件进行统计，监测数据

采用 t 检验进行分析。

2 结果

2． 1 身体形态 城市男、女生身高均值高于农村男、女生，差

值分别为 0． 90 cm 和 1． 62 cm，经 t 检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或 P ＜ 0． 01) 。城市男、女生体重均值也高于农村男、
女生，其中男生差值为 1． 62 k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女生差值为 0． 46 kg，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城市男、女生胸围均

值高于农村男、女生，其中男生差值为 0． 89 cm，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 ＜ 0． 05) ; 女生差值为 0． 37 c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

表 1。

表 1 甘肃省 2010 年 19 ～ 22 岁大学生体质指标城乡比较( x ± s)

组别 人数 身高 / cm 体重 /kg 胸围 / cm 肺活量 /mL
引体向上( 男) /个
仰卧起坐( 女) /次

城男 399 172． 57 ± 5． 62 63． 21 ± 8． 29 86． 60 ± 6． 19 3 944． 16 ± 703． 42 5． 11 ± 4． 21
乡男 400 171． 67 ± 5． 62* 61． 59 ± 6． 92＊＊ 85． 71 ± 5． 51* 3 871． 26 ± 736． 72 6． 13 ± 3． 58＊＊
d 值 0． 90 1． 62 0． 89 72． 90 － 1． 02
城女 400 160． 09 ± 5． 40 51． 63 ± 6． 39 81． 44 ± 5． 15 2 623． 86 ± 523． 10 27． 02 ± 9． 00
乡女 400 158． 47 ± 5． 13＊＊ 51． 17 ± 5． 55 81． 07 ± 4． 73 2 481． 28 ± 546． 36＊＊ 26． 02 ± 10． 36
d 值 1． 62 0． 46 0． 37 142． 58 1． 00
组别 人数 50 m 跑 / s 立定跳远 / cm 握力 /kg 耐力跑 / s 坐位体前屈 / cm
城男 399 7． 79 ± 0． 70 223． 07 ± 19． 38 43． 32 ± 13． 22 265． 82 ± 30． 64 9． 95 ± 7． 34
乡男 400 7． 78 ± 0． 79 222． 02 ± 20． 22 44． 95 ± 12． 64 258． 39 ± 27． 24＊＊ 11． 17 ± 7． 22＊＊
d 值 0． 01 1． 05 － 1． 63 7． 43 － 1． 22
城女 400 10． 01 ± 1． 02 160． 64 ± 18． 75 24． 41 ± 7． 48 266． 22 ± 28． 59 12． 18 ± 6． 67
乡女 400 10． 00 ± 0． 86 161． 99 ± 16． 84 26． 62 ± 7． 68＊＊ 259． 99 ± 26． 27＊＊ 12． 68 ± 6． 26*

d 值 0． 01 － 1． 35 － 2． 21 6． 42 －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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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P ＜ 0． 05，＊＊P ＜ 0． 01。

2． 2 身体生理功能 生理功能指标( 肺活量) 城市男、女生均

值高于农村男、女生，男生差值为 72． 90 mL，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女生差值为 142． 58 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2． 3 身体素质 男生引体向上、女生仰卧起坐均值乡村男、女
生好于城市男、女生，差值分别为 1． 02 次和 1． 00 个，男生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 反映速度素质的 50 m 跑均值城市

男、女生好于农村男、女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反映下肢爆发

力的立定跳远均值城市男生好于农村男生，城市女生低于乡村

女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反映上肢力量的握力城市男、女生

均差于乡村男、女生，差距分别为 1． 63 kg 和 2． 21 kg，其中女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 耐力跑( 男: 1 000 m，女: 800 m)

和坐位体前屈城市男、女生均差于乡村男、女生，差值分别为 7．

43 s，6． 42 s 和 1． 22 cm，0． 50 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或 P ＜ 0． 05) 。

3 讨论

本次调查显示，甘肃省 19 ～ 22 岁大学生城市学生身体形

态发育水平和身体机能指标总体优于乡村学生，与徐叶彤等［2］

的研究结果一致; 但城市男、女生身体素质指标普遍差于乡村

男、女生。从指标比较结果来看，城、乡女生体质差异较小，城、
乡男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甘肃省 19 ～ 22 岁大学生身体形态

和身体机能指标均值好于 2005 年全国大学生体质［3］ 平均水

平; 身体素质( 除男生握力外) 各项指标均值低于全国大学生体

质的平均水平，可能与甘肃地区地域、气候、经济［4］和饮食等有

关; 此外，自然地理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对导致儿童少年发育

水平地区差别都起着重要作用［5］。
体质的强弱与遗传、环境、营养、生活方式和体育锻炼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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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密切相关［6］。身高、体重和胸围是身体形态发育过程中最有

代表性的指标。本次调查发现，甘肃省大学生身体形态发育虽

然不错，但城乡差距仍然不小，尤其男生差距更为突出。身体

素质指标总体看乡村学生好于城市学生。决定身体素质的强

弱有先天因素，但关键取决于后天的环境与体育锻炼。因此，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水平任重道远，应引起有关部门和学校的高

度重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证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

增强大学生体育与健康意识，最大限度的开放运动场地，舒适

化体育运动场馆，营造良好的锻炼氛围，养成体育生活化，只有

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并逐渐缩小与全国大学生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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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眼镜学名为软性角膜接触镜( soft contact lens，SCL) ，

由于光学优势以及轻便、美观等特点，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屈

光不正矫正手段，尤其在文艺、体育活动时更具有特殊的优越

性，大学生是 SCL 配戴比例较高的人群［1］。由于隐形眼镜直接

接触角膜，如果配戴者使用不当，会导致眼部不适甚至并发症

的发生［2 － 4］。大学生人群 SCL 相关眼表损害呈逐年上升趋势，

其中与相当部分戴镜者长时间配戴，以及不严格遵照戴镜处方

要求配戴有关［5］。因此，关注大学生 SCL 配戴者的认知情况以

及戴镜行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整群随机抽取广西艺术学院 2010 级学生 271 名，

其中男生 74 名，女生 197 名，平均( 19． 00 ± 0． 68 ) 岁。共有使

用隐形眼镜者 86 名，使用率为 31． 73%。86 名隐形眼镜配戴者

中男生 4 名，鉴于男女生在戴镜操作上有一定差异，且男生人

数过少，为增加可比性，未将男生纳入下一步调查，最终将研究

对象所在的 6 个班级按照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确定研究人

数为 82 名，干预组 43 名，对照组 39 名。平均年龄( 18． 96 ±
0． 64) 岁。
1． 2 方法

1． 2． 1 研究工具 使用自行设计，经专家审核及预实验修正

后的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基本资料、隐形眼镜配戴的认知、配
戴方法及使用习惯等问题。问卷重测信度为 0． 84，内部一致性

信度为 0． 75，表内内容效度为 0． 80。测试前对调查员进行培

训，采用统一指导语。采取团体测试方式填写问卷并统一收

回，整个问卷完成时间约 10 min。第一阶段以班级为单位进行

全体学生测试，共发出问卷 301 份，回收有效问卷 271 份，有效

回收率为90． 0%。第二阶段对研究对象进行干预前后 2 次测

试，问卷有效回收率均为 100%。
1． 2． 2 干预方法 对干预组实施干预措施。( 1) 干预内容: 介

绍 SCL 一般知识、正确配戴方法、使用常识、并发症预防、用眼

保健和饮食指导，以及培养责任心、耐心、细心，提高自制力的

素质教育。( 2) 干预形式: 包括发放宣传资料、集中讲座、个别

面对面交谈、饮食指导和用眼保健指导等。( 3) 时间安排: 每 1
～ 2 月活动 1 次，对 SCL 配戴的相关知识通过不同形式进行展

示，周期为 6 个月。对照组未实施任何干预，6 个月后与干预组

一同进行干预后的问卷测试。
1． 3 统计分析 运用 SPSS 13． 0 录入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分

析，百分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

2 结果

2． 1 干预前后两组对 SCL 认知正确率比较 由表 1 可见，对

照组干预前后的认知正确率，除定期检查一项外，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P 值均 ＞ 0． 05) ; 干预组干预后的认知正确率较干预

前有明显提高，除购买地点的选择外，其他 8 项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P 值均 ＜ 0． 05) ; 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前的各项认知率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值均 ＞ 0． 05) ; 干预组与对照组干预后

两组之间各项认知率的差异除购买地点之外，均有统计学意义

( P 值均 ＜ 0．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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