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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与２０１０年兰州市７～１８岁学生
身体形态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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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兰州市中小学生身体形 态 发 展 变 化 状 况，抽 取２０１０年 与２０１４年 两 次 学 生 体 质 监 测 资 料 进 行 比

较，发现城乡男、女平均身高、平均体重、平 均 胸 围、ＢＭＩ值 均 有 增 加，其 中 城 市 男 女 的 平 均 身 高 增 长 值 差 异 显

著（Ｐ＜０．０５）；平均体重除城男外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１）；而 乡 男、城 女 的 平 均 胸 围 为 增 长，城 男、乡 女 却

为负增长，无统计学意义；ＢＭＩ值除城男外，均具非常显著性（Ｐ＜０．０１）．但是，兰 州 市 接 近 成 人 的１８岁 城 男 和

１７岁乡女的身高、胸围指标均呈负增长．可见兰州市学生身体形态的城乡差异有拉大的趋势，需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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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儿童与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青 少 年

体质健康是国民体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身体形

态是衡量人体生长发育水平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标

志［１］，全国１３～１８岁学生体质健康随年龄增加整

体呈下降 趋 势［２］．２０１０年 调 查 显 示，学 生 肥 胖 和

超重检出率 继 续 大 幅 度 增 加［３］．为 了 解 青 少 年 学

生的体质与健 康 状 况，我 国 自１９８５年 开 始，每５
年进行一次全国范围内的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第

７次采样工作由原定的２０１５年调整至２０１４年进

行［４］．本研 究 通 过 对 比２０１０年 与２０１４年 的 两 次

调研数据，对兰州市７～１８岁学生体质与健康现

况进行比较，旨在掌握学生身体形态变化情况，为
教育、学校、体育卫生相关部门的工作提供理论依

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抽取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两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报告中兰州市学生的体质资料［５－６］，两次监测

７～１８岁学生人数均为２　４００人，其中男生１　２００
人，女生１　２００人．按年龄分为１２组，按学生户籍

分为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简

称城男、城女、乡男、乡女．
1.2　方法

按《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检测细则》［５］统一

器材，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１４年两次测试相同点校．选取

身体形态指标：身高、体重、胸围和派生指标ＢＭＩ．
派生指标ＢＭＩ（身 体 质 量 指 数）是 国 际 卫 生 组 织

衡量人体肥胖程度的常用指标，反映脂肪蓄积情

况．ＢＭＩ＝体重（ｋｇ）／身高的平方（ｍ２）．
1.3　统计分析

用ｗｏｒｄ　２００７和ＳＰＳＳ　２０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处

理，显著性采用ｔ检验，检验水准"＝０．０５．

2　结果

2.1　身高

２０１４、２０１０年兰 州 市７～１８岁 汉 族 城、乡 学

生身高均值比较见表１．２０１４年兰州市７～１８岁

城 乡 男、女 平 均 身 高 分 别 为 １５５．８７、１５３．９７、

１５１．９４、１４７．９８ｃｍ，与２０１０年 相 比，城 市 男 女 分

别增 加 了１．４２、１．７９ｃｍ，差 异 有 显 著 性（Ｐ＜
０．０５）；乡村男、女分别增加了０．９３、０．２９ｃｍ，差异

无显著性．城市男生的１２、１６岁年龄组出 现 了 两

次快速增长，分别增长了４．３４和３．６３ｃｍ，城市女

生有一个周期较长的持续快速增长，在８～１３岁

年龄段，增长值为２６．３０ｃｍ；乡村男生只有１５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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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增长值为３．８１ｃｍ的 快 速 增 长，乡 村 女 生

则有一个稳定的缓慢持续增长．但是，城市男女生

分别在１８岁、１３岁年龄组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
增长值为－１．９３、－１．８６ｃｍ．城乡对比，２０１４年城

市男女的平均身高明显高于乡村男女，分别为３．
３２ｃｍ（ｔ＝３．３５，Ｐ＜０．０１）、３．９６ｃｍ（ｔ＝５．２１，Ｐ＜
０．０１）．城乡最大差距男、女生均出现在１２岁的组

别，分别为６．８１ｃｍ和６．２３ｃｍ．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０年兰州市７～１８岁汉族城、乡学生身高均值比较（ｃｍ）

组别

（年龄／岁）

城男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乡男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城女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乡女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７　 １２９．６８　 １２７．０５　 ２．６３＊＊ １２７．４６　 １２６．５２　 ０．９４　 １２７．４６　 １２６．２９　 １．１７　 １２４．０７　 １２３．５９　 ０．４８

８　 １３３．５６　 １３３．６２ －０．０６　 １３１．９４　 １３０．７８　 １．１６　 １３３．６９　 １３１．２７　２．４２＊＊ １３０．７８　 １２９．３７　 １．４１

９　 １３９．６９　 １３８．３９　 １．３０　 １３７．２４　 １３６．５８　 ０．６６　 １３９．６２　 １３５．６３　３．９９＊＊ １３４．３　 １３３．１９　 １．１１

１０　 １４５．５２　 １４４．２２　 １．３０　 １４２．０３　 １４０．７５　 １．２８　 １４５．６　 １４２．５２　３．０８＊＊ １４２．３　 １４２．１９　 ０．１１

１１　 １５１．３９　 １４９．３６　 ２．０３　 １４７．０２　 １４４．７７　 ２．２５＊ １５２．７８　 １５１．６　 １．１８　 １４６．５９　 １４６．７７ －０．１８

１２　 １５８．９７　 １５４．６３　 ４．３４＊＊ １５２．１６　 １５２．１３　 ０．０３　 １５６．７８　 １５４．００　２．７８＊＊ １５０．５５　 １５０．１４　 ０．４１

１３　 １６４．８６　 １６２．５６　 ２．３０＊ １５９．１７　 １５９．２５ －０．０８　 １５９．９９　 １５７．４　 ２．５９＊＊ １５３．９　 １５５．７６ －１．８６＊

１４　 １６９．７４　 １６９．１３　 ０．６１　 １６５．１１　 １６３．３４　 １．７７　 １６１．８２　 １６０．１８　 １．６４　 １５８．１２　 １５７．２６　 ０．８６

１５　 １７２．２１　 １７０．３９　 １．８２＊ １７０．９１　 １６７．１　 ３．８１＊＊ １６２．３９　 １６０．６８　 １．７１＊ １５９．２　 １５８．３　 ０．９

１６　 １７４．８２　 １７１．１９　 ３．６３＊＊ １６９．７５　 １７０．９９ －１．２４　 １６０．７　 １６１．５１ －０．８１　 １５９．１３　 １５８．９３　 ０．２

１７　 １７４．１１　 １７５．１１ －１．００　 １７２．２１　 １７２．２４ －０．０３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２１　 ０．０９　 １５８．５７　 １５９．２ －０．６３

１８　 １７２．９２　 １７４．８５ －１．９３＊＊ １７２．６２　 １７２．０６　 ０．５６　 １６１．１４　 １５９．５７　 １．５７　 １５８．２７　 １５７．５４　 ０．７３

合计 １５７．２９　 １５５．８７　 １．４２＊ １５３．９７　 １５３．０４　 ０．９３　 １５１．９４　 １５０．１６　１．７８＊＊ １４７．９８　 １４７．６９　 ０．２９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2.2　体重

２０１４、２０１０年兰 州 市７～１８岁 汉 族 城、乡 学

生体重均值比较见表２．２０１４年男、女生体重分别

为４６．３１ｋｇ和４１．７２ｋｇ，学生平均体 重 为４４．０１
ｋｇ．与２０１０年相比，男、女 生 分 别 增 加 了２．０３ｋｇ
和１．７２ｋｇ，学生平均体重增加了１．８８ｋｇ，差异均

具有非常显著性（男：ｔ＝３．１１，Ｐ＜０．０１；女：ｔ＝３．
３８，Ｐ＜０．０１）．从年龄段体重变化 发 现，男 生 各 年

龄段均有所增长，增长幅度 为０．６３～３．４７ｋｇ，其

中１６岁增长幅度最大，为３．４７ｋｇ（ｔ＝２．１４，Ｐ＜
０．０５）；女生除１１岁城女和１３岁乡女有较大下降

外，其 他 各 年 龄 段 均 有 程 度 不 等 的 增 长．与２０１０
年比较，城男、乡男、城女、乡女的平均体重分别增

长了０．８２、３．２３、１．９７、１．４８ｋｇ，除城男外，增长均

有显著性差异（Ｐ均＜０．０１），体重增长值排序为乡

男＞城女＞乡女＞城男．通过城乡对比，城市男生

平均体重明显高于乡村男生３．６０ｋｇ（ｔ＝３．８８，Ｐ
＜０．０１）；城市女生（４３．５４ｋｇ）更明显高于乡村女

生，达３．６５ｋｇ（ｔ＝４．９９，Ｐ＜０．０１）．男生在１７岁、
女生１３岁时城乡差值最大，最大值为６．８８ｋｇ和

８．３５ｋｇ．

2.3　胸围

２０１４、２０１０年兰 州 市７～１８岁 汉 族 城、乡 学

生胸围均值比较见表３．２０１４年兰州市７～１８岁

学生平均胸围 为７２．７７ｃｍ，其 中 男７４．０５ｃｍ，女

７１．４８ｃｍ．与２０１０年相比，男、女生平均胸围分别

增加了０．１０ｃｍ和０．０５ｃｍ，均无统计学意 义．乡
男、城女体重增长，而城男、乡女为负增长，但均无

统计学意义．从年龄段看胸围变化，男、女 胸 围 增

减各半（６个年龄段增长，６个年龄段减小），其中

城男１０岁组、城女１１岁组、乡女１７岁组下降突

出，分别是３．３７、３．３８、３．２７ｃｍ，且 下 降 均 有 统 计

学意义（Ｐ均＜０．０１）．城市男生平均胸围明显高于

乡村男生，差距１．９６ｃｍ（ｔ＝３．０９，Ｐ＜０．０１）；城市

女生也 明 显 高 于 乡 村 女 生，差 距１．７１ｃｍ（ｔ＝３．
０１，Ｐ＜０．０１）．城 乡 男 女 生 胸 围 最 大 差 距 分 别 在

１７岁、１３岁，差距分别为３．９６ｃｍ和３．８１ｃｍ．
2.4　BMI

２０１４、２０１０年兰州市７～１８岁汉族城乡学生

ＢＭＩ均值比较见表４，ＢＭＩ分布情况如图１、图２
所示．２０１４年兰州市７～１８岁学生ＢＭＩ随年龄增

长呈增长趋势，ＢＭＩ值在１４．６１～２１．４６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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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０年兰州市７～１８岁汉族城乡学生体重均值比较（ｃｍ）

组别

（年龄／岁）

城男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乡男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城女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乡女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７　 ２６．７３　 ２５．２９　 １．４４　 ２５．３８　 ２３．６８　 １．７０　 ２４．８８　 ２４．２１　 ０．６７　 ２２．６３　 ２１．３６　 １．２７＊

８　 ２９．９７　 ２９．３８　 ０．５９　 ２７．３２　 ２５．９１　 １．４１　 ２７．６５　 ２６．３３　 １．３２　 ２６．５５　 ２３．６９　 ２．８６＊＊

９　 ３２．９３　 ３２．４２　 ０．５１　 ３０．０３　 ２９．１３　 ０．９０　 ３１．９９　 ２８．０４　 ３．９５＊＊ ２７．０７　 ２６．８０　 ０．２７

１０　 ３７．６３　 ３８．５１ －０．８８　 ３５．９９　 ３１．７５　 ４．２４＊＊ ３５．９０　 ３３．３５　 ２．５５＊ ３３．７７　 ３１．５６　 ２．２１＊

１１　 ４１．９９　 ４０．０５　 １．９４　 ３８．８７　 ３４．９５　 ３．９２＊ ３９．２４　 ４１．８１ －２．５７＊ ３６．９０　 ３５．１４　 １．７６

１２　 ４７．７８　 ４４．９２　 ２．８６＊ ４２．００　 ３８．６８　 ３．３２＊ ４４．６１　 ４１．７７　 ２．８４　 ４０．９１　 ３９．３６　 １．５５

１３　 ５２．６８　 ５１．７４　 ０．９４　 ４８．５８　 ４４．２４　 ４．３４＊ ５０．１５　 ４７．３３　 ２．８２＊ ４１．８０　 ４３．５７ －１．７７

１４　 ５５．２４　 ５６．１４ －０．９０　 ５１．５５　 ４９．４１　 ２．１４　 ５２．２６　 ５２．３５ －０．０９　 ４７．７３　 ４５．９９　 １．７４

１５　 ６０．１２　 ５９．１９　 ０．９３　 ５７．５３　 ５１．７６　 ５．７７＊＊ ５３．１１　 ５１．１０　 ２．０１　 ５０．６７　 ４６．５６　 ４．１１＊＊

１６　 ６４．９５　 ６１．２４　 ３．７１＊＊ ５８．４４　 ５５．２１　 ３．２３＊ ５３．１２　 ５０．７５　 ２．３７　 ５０．７６　 ４８．２８　 ２．４８＊＊

１７　 ６５．１４　 ６５．１６ －０．０２　 ５８．２６　 ５５．０５　 ３．２１＊＊ ５４．９０　 ５１．２４　 ３．６６＊＊ ４９．４３　 ４９．８２ －０．３９

１８　 ６２．１４　 ６３．４４ －１．３０　 ６０．１８　 ５５．５６　 ４．６２＊＊ ５４．６７　 ５０．５８　 ４．０９＊＊ ５０．４９　 ４８．８０　 １．６９

合计 ４８．１１　 ４７．２９　 ０．８２　 ４４．５１　 ４１．２８　 ３．２３＊＊ ４３．５４　 ４１．５７　 １．９７＊＊ ３９．８９　 ３８．４１　 １．４８＊＊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表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０年兰州市７～１８岁汉族城乡学生胸围均值比较（ｃｍ）

组别

（年龄／岁）

城男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乡男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城女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乡女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７　 ６０．６４　 ５９．７６　 ０．８８　 ６０．０７　 ５９．５６　 ０．５１　 ５８．１４　 ５７．６７　 ０．４７　 ５７．３　 ５６．４６　 ０．８４

８　 ６３．６５　 ６３．６５　 ０　 ６０．８２　 ６１．７８ －０．９６　 ６０．３２　 ５９．９８　 ０．３４　 ６０．２９　 ５８．０９　 ２．２０＊＊

９　 ６５．２１　 ６５．５５ －０．３４　 ６３．０３　 ６３．９９ －０．９６　 ６３．８３　 ６１．５３　 ２．３０＊＊ ６０．４６　 ６０．６８ －０．２２

１０　 ６７．９６　 ７１．６６ －３．７０＊＊ ６８．２４　 ６５．３０　 ２．９４＊ ６５．８７　 ６５．３７　 ０．５０　 ６５．２５　 ６４．１４　 １．１１

１１　 ７０．７６　 ７０．４０　 ０．３６　 ６９．２４　 ６７．９５　 １．２９　 ６８．７９　 ７２．１７ －３．３８＊＊ ６８．５５　 ６７．４６　 １．０９

１２　 ７４．９７　 ７３．９５　 １．０２　 ７１．６９　 ７０．０４　 １．６５　 ７３．４１　 ７１．９８　 １．４３　 ７１．１９　 ７１．３６ －０．１７

１３　 ７７．８９　 ７８．４７ －０．５８　 ７５．４　 ７３．７４　 １．６６　 ７６．９　 ７６．７７　 ０．１３　 ７３．０９　 ７３．８５ －０．７６

１４　 ７９．６１　 ８０．６９ －１．０８　 ７７．３２　 ７７．５５ －０．２３　 ８０．１３　 ８０．４４ －０．３１　 ７７．０３　 ７７．３８ －０．３５

１５　 ８３．１５　 ８３．２６ －０．１１　 ８１．６５　 ７９．８３　 １．８２　 ７９．０７　 ８０．１２ －１．０５　 ７８．２８　 ７７．９５　 ０．３３

１６　 ８５．８９　 ８５．４４　 ０．４５　 ８２．３　 ８２．１９　 ０．１１　 ７９．８８　 ７９．１９　 ０．６９　 ７９．２９　 ７９．４５ －０．１６

１７　 ８６．４５　 ８８．４１ －１．９６　 ８２．７６　 ８２．４７　 ０．２９　 ８１．１３　 ８０．４８　 ０．６５　 ７７．７４　 ８１．０１ －３．２７＊＊

１８　 ８４．２５　 ８６．９３ －２．６８＊ ８４．３５　 ８２．２３　 ２．１２＊＊ ８０．５８　 ８０．２１　 ０．３７　 ７９．０６　 ８０．７５ －１．６９＊

合计 ７５．０３　 ７５．６８ －０．６５　 ７３．０７　 ７２．２２　 ０．８５　 ７２．３４　 ７２．１６　 ０．１８　 ７０．６３　 ７０．７２ －０．０９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人均１８．２８ｋｇ／ｍ２，男、女 生 分 别 为１８．５０、１８．０７
ｋｇ／ｍ２．ＢＭＩ均 值 从 大 到 小 顺 序 为 城 男、城 女、乡

男、乡 女．与２０１０年 相 比，ＢＭＩ平 均 增 加 了０．５４
ｋｇ／ｍ２，其中 城 男、乡 男、城 女、乡 女ＢＭＩ值 分 别

增加了０．０２、１．１１、０．４３、０．６１ｋｇ／ｍ２，除 城 男 外，
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１）．两次体质监测城

乡男生均有幅度不等的增长．１１、１４岁城 女 和９、

１３岁乡女年龄 组 有 负 增 长，其 余１０个 年 龄 组 也

均为 增 长．通 过 城 乡 对 比 分 可 知，２０１４年 城 市 男

女生平均ＢＭＩ明 显 高 于 乡 村 男 女，分 别 为０．６５
ｋｇ／ｍ２（ｔ＝３．１６，Ｐ＜０．０１）和０．６６ｋｇ／ｍ２（ｔ＝３．
５０，Ｐ＜０．０１）．城乡男女生差值最大分别在１７岁、

１３岁，差值为１．８３和２．０３ｋｇ／ｍ２．

3　讨论

总体 来 看，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兰 州 市７～１８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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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０年兰州市７～１８岁汉族城乡学生ＢＭＩ均值比较（ｋｇ／ｍ２）

组别

（年龄／岁）

城男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乡男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城女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乡女珚ｘ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ｄ值

７　 １５．８０　 １５．５９　 ０．２１　 １５．５７　 １４．７３　 ０．８４　 １５．２４　 １５．１０　 ０．１４　 １４．６３　 １３．９２　 ０．７１＊＊

８　 １６．５７　 １６．３４　 ０．２３　 １５．６２　 １５．０６　 ０．５６　 １５．３７　 １５．１９　 ０．１８　 １５．４６　 １４．１４　 １．３２＊＊

９　 １６．７５　 １６．７８ －０．０３　 １５．８２　 １５．５３　 ０．２９　 １６．３１　 １５．１５　 １．１６＊＊ １４．９４　 １５．０１ －０．０７

１０　 １７．６１　 １８．３８ －０．７７　 １７．６３　 １５．９１　 １．７２＊＊ １６．８０　 １６．３２　 ０．４８　 １６．４９　 １５．５４　 ０．９５＊

１１　 １８．２０　 １７．８４　 ０．３６　 １７．７８　 １６．５３　 １．２５＊ １６．７０　 １８．０６ －１．３６＊＊ １７．００　 １６．１８　 ０．８２＊

１２　 １８．８７　 １８．６２　 ０．２５　 １７．９１　 １６．５７　 １．３４＊＊ １７．９９　 １７．４９　 ０．５０　 １７．９２　 １７．３４　 ０．５８

１３　 １９．３４　 １９．４６ －０．１２　 １９．１０　 １７．３６　 １．７４＊＊ １９．６１　 １９．１０　 ０．５１　 １７．５８　 １７．９０ －０．３２

１４　 １９．０６　 １９．５７ －０．５１　 １８．８４　 １８．４０　 ０．４４　 ２０．００　 ２０．４６ －０．４６　 １９．０６　 １８．５８　 ０．４８

１５　 ２０．２６　 ２０．３３ －０．０７　 １９．６４　 １８．４９　 １．１５＊ ２０．１４　 １９．７７　 ０．３７　 １９．９７　 １８．５７　 １．４０＊＊

１６　 ２１．１８　 ２０．８５　 ０．３３　 ２０．２６　 １８．８４　 １．４２＊＊ ２０．５２　 １９．４２　 １．１０＊ ２０．０３　 １９．１０　 ０．９３＊＊

１７　 ２１．４６　 ２１．１９　 ０．２７　 １９．６３　 １８．５５　 １．０８＊＊ ２１．０９　 １９．７２　 １．３７＊＊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　 ０．００

１８　 ２０．８０　 ２０．７０　 ０．１０　 ２０．１９　 １８．７４　 １．４５＊＊ ２１．０２　 １９．８４　 １．１８＊ ２０．１１　 １９．６６　 ０．４５

合计 １８．８２　 １８．８０　 ０．０２　 １８．１７　 １７．０６　 １．１１＊＊ １８．４０　 １７．９７　 ０．４３＊＊ １７．７４　 １７．１３　 ０．６１＊＊

　　注：＊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０１

图１　兰州市７～１８岁女生ＢＭＩ分布情况

　

图２　兰州市７～１８岁男生ＢＭＩ分布情况

学生的身高、体重和胸围３项身体形态指标均呈

持续增长趋势，与相关报道一致［７－８］，男、女生的身

高平均 增 加 了１．１７ｃｍ和１．０４ｃｍ，城 市 大 于 乡

村，城乡差距 仍 然 较 大．根 据 相 关 研 究 成 果［９］，若

用１８岁男生、１７岁 女 生 的 身 高 作 为“成 年 身 高”
近似值，２０１４年兰州市１８岁时城男、１７岁乡女的

平均身 高 为１７２．９２、１５８．５７ｃｍ，２０１０年１７４．８５、

１５９．２０ｃｍ，相比还低了１．９３、０．６３ｃｍ，需 引 起 关

注．城市学生形态指标值均大于乡村学生，且城乡

差距在青春中期最 大．ＢＭＩ值 小 于 同 期 沈 阳 市［７］

学生，体型较偏瘦．
按照儿童青少年生长发 育 的 基 本 规 律［１０－１１］，

导致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一方面是自然环境

的地域因素．兰州地处西北，日照强，气候干旱，对

身体形态发育具有牵制作用［１２］．另一方面是社会

经济因素，社会经济状况对儿童青少年发育水平

起重要作用［１３］．随着兰州地区经济水平的不断提

高，给儿童少年身体发育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激发了身高、体重和胸围值快速增长的潜能．又由

于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同步，导致学生体质

的城乡 差 异．学 生ＢＭＩ值 增 长，城 市 学 生 尤 为 突

出，说明体重的增长幅度大于身高的增长，导致粗

壮、超重、肥胖体型的人数比例增大．还有城男、乡

女的胸围指标有所下降，可见其有氧耐力锻炼不

足，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９７第４期 郑慧芳等：２０１４年与２０１０年兰州市７～１８岁学生身体形态比较分析



4　结束语

中小学阶段是青少年儿童身体形态发育的关

键时期，也是体格能否变得强壮的决定性阶段．随
着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与体

育运动量的减少，体脂含量高成为影响身体形态

和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社会、学校 和 家 庭

在关心学生营养改善的同时，要积极开展健康知

识的 宣 传 与 普 及，对 肥 胖、超 重 群 体 进 行 积 极 干

预．提高健康意识，养成体育锻炼习惯，尤 其 要 增

加有氧运动，减少皮下脂肪，增大肺活量，促进身

体形态、生理功能和运动素质均衡、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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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调研报告［Ｍ］．北 京：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１２：２６－
４８．

［６］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２０１４年中国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研报告［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６．
［７］虞燕，许志勇．沈阳市２０１４年城乡学生 身 体 形 态 与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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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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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体 质 与 健 康 状 况 动 态 分 析［Ｊ］．中 国 学 校 卫 生，

２０１７，３８（３）：４４９－４５１．
［９］赵平花．山西 省７～２２岁 汉 族 学 生１９８５－２０１４年 身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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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身体素质变化趋 势［Ｊ］．中 国 学 校 卫 生，２０１７，３８
（４）：５６２－５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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