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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 209 名中年人身体成分及身体健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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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对兰州市中年人身体成分的测试分析，了解中年人的健康状况；方法：文献资料法、测量法和数理统计法。
结果 男性体脂百分比（22.57±5.44）低于肥胖值（大于 25%时为肥胖），但高于 13.0- 16.9%的正常值，与正常值比较存在统计

学差异（P＜0.01），女性（30.34±5.27）的体脂百分比达到了肥胖水平（大于 30%为肥胖）；男性去脂体重（56.99±8.26 kg）低

于正常值，女性去脂体重（43.83±4.66 kg）高于正常值，两者与正常值比较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反映超重和肥胖指标

的体质指数，男（5.15±2.92），女（24.37±2.80）与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 BMI 值[1]比较，也存在差异。结论 从测试群体的数据结

果发现，兰州市中年人的身体成分结构比例存在不合理问题，身体成分比例的不合理是影响健康的潜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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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成分是反映人体内部结构比例特征的指标，

只有各成分之间以合理的比例存在，才能维持机体的

正常结构和功能，才能保持健康的体魄。近年来，人们

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伴随着人们的心血管疾病、
骨质疏松、肥胖等现代文明病的发生率也在增加，亚健

康状况也困扰着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为了宣传国民体

质健康的有关知识，并完成“甘肃省体育科研科技基础

条件建设规划”课题任务，课题组成员在兰州市东方红

广场进行了两次公益性身体成分测试活动，第一次于

2008 年 4 月 6 日，共测试 323 人，第二次于 2008 年 4
月 11 日，共测试 309 人，期间分别给省体育局、省科技

厅的机关干部 196 人进行了测试，合计测试 838 人，本

文以测试中 45～59 岁之间的 209 名中年人 （按世界卫

生组织新的年龄划分标准，45~59 岁为中年）[2] 为研究

对象。通过身体成分来了解中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随机测试法，测试人数 838 人，其中 45～59
岁 209 人，男 78 人，平均年龄（51.95±4.209）岁，平均身

高（171.09±7.166）cm，平 均 体 重（73.84±11.113）kg；女

131 人，平均年龄（50.93±4.226）岁，平均身高（161.07±
5.478）cm，平均体重（60.302±8.434）kg。
1.2 方法

1.2.1 现场测量法

采用韩国产 DX-200 身体成分分析仪，让测试者

站在仪器上，并将仪器的数据线连接到测试者的身体

上，即可得到的身体成分数据，包括脂肪百分比、瘦体

重、水分含量、基础代谢率等。
1.2.2 相关标准

体脂百分比是身体成分测量的一个指标，可以说

明身体脂肪的含量，也可以间接说明瘦体重和肌肉的

含量，男性的体脂百分比在 13.0%～16.9%，女性在

20.0%～23.9%的范围内时属于正常体脂，当男性体脂百

分比大于 25%，女性大于 30%时被界定为是肥胖[1]；瘦

体重是身体非脂肪成分的总称。瘦体重＝体重（W）-脂

肪重量（f）[3]；人体内的水分大约占到体重的 65%时为

正常值，即体水分=标准体重×65%[3]；超重、肥胖使用的

指标为体质指数（BMI）。使用由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

肥胖工作组（WGOC）于 2003 年制定的中国人超重、肥
胖 BMI 筛查分类标准（超体重百分率（%）=（实际体重－
标准体重）÷标准体重×100%）[4] [5]，基础代谢率是人体在

清醒而极端安静情况下，不受精神紧张、肌肉活动、食
物和环境温度等因素影响时的能量代谢率称为基础代

谢率，单位为 KJ/m2/h（千焦/平方米/小时），已测定的正

常值为 43.85J/m2/S[6]。
1.2.3 数理统计法

全部数据采用 Spss 12.0 软件处理，结果用平均数

标准差（X±S）表示。对于男性和女性中年人的数据结果

采用了独立样本的 T 检验。

2 结 果

2.1 基本情况

在测试的 838 名群体中，45～59 岁的中年人共计

209 人，根据人体生理特点及现实工作、生活状况，此阶

段的人群如果不重视体育锻炼、合理营养，则容易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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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方面出现问题，所以选定该阶段的人群作为研

究对象。该年龄段人群体成分测试结果见表 1。
表 1 45-59 岁中年人体成分测试结果

2.2 体脂百分比

男性体脂百分比在 13.0%～16.9%，女性在 20.0%-
23.9%的范围内时，属于正常体脂，当男性体脂百分比

大于 25%，女性大于 30%时被界定为肥胖。从表 1 的结

果看出，兰州市 45～59 岁中年人中男性（22.57±5.44%）

的体脂百分比虽然低于肥胖水平，但明显高于正常值

（13.0～16.9%），男性体脂百分比与正常值比较存在显

著性差异（P＜0.01）；女性（30.34±5.27%）的体脂百分比

达到了肥胖程度。男女体脂百分比组间比较也存在统

计学差异（F=95.420，P＜0.01）。
2.3 去脂体重（瘦体重）

瘦体重＝体重(W)-脂肪重量(f)，按照上述公式，通

过计算，兰州市男性中年人的正常瘦体重应该在 61.91
±5.80kg 间，女性正常瘦体重应该在 40.86±3.19 kg 间。
但从表 1 的结果看出，男性去脂体重低于正常值，女性

去脂体重高于正常值，男女去脂体重与正常值比较均

存在差异（P=0.022，P=0.033），但不是非常显著，而男女

组间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F=203.187，P＜0.01）。
2.4 体水分重量

依据人体水分计算方法，兰州市 45～49 岁男性中

年人的体水分应该在 43.34±5.50kg 间，女性体水分在

34.84±0.41kg。从表 1 测试结果看出，体水分男（42.03
5.95kg）基本在正常值范围内，与正常值比较无统计学

差异（P＞0.05），女（32.56±3.35kg）略低于标准值。与标准

值比较，P 值接近 0.05，所以不能说存在明显差异，但

男女组间比较（F=203.55，P＜0.01），存在显著性差异，造

成的原因可能是性别差异及兰州市的气候因素影响。
2.5 体质指数

从表 1 看出，男性中年人体质指数（25.15±2.92）大

于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肥胖水平（在 10%～20%之间为

超重；20%～30%之间为肥胖；30%～40%之间为轻度肥

胖；40%～50%之间为中度肥胖；超过 50%为重度肥胖），

女性体质指数（24.37±2.80）介于超重和肥胖之间。
2.6 基础代谢率

人体已测定的基础代谢率正常值为 43.85J/m2/S，

一般在此基础上上下波动±15%以内都算作正常。超过

这一界限就被认为基础代谢异常。从表 1 看出，男

（39.55±13.81 J/m2/S）与正常值比较 P＜0.05，说明存在

异常，女（31.19±9.50J/m2/S）与正常值比较 P＜0.01，也存

在异常现象，男女基础代谢率组间比较（F=302.458，P＜
0.01），存在显著性差异。

3 讨论

体脂百分比是身体成分测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中

年人体脂百分比与青年人要高一些。中年以后发胖的

人数也较其它年龄段的多。特别是女性更容易发胖。但

体脂增大引起的肥胖是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病、糖
尿病等的温床，所以应该充分重视，瘦体重对促进能量

转换和氧耗、调节水盐代谢等具有重要意义。体水分是

机体最重要的营养素之一，也是机体各种营养素功能

得以实现的环境基础，如果体水分超过正常值，会引起

水中毒，如果过度缺少水，食物中的养料不能被吸收，

废物不能排出体外，后果是很严重的。因此对体内水分

的含量应该有足够的认识。基础代谢率对了解人体能

量平衡、能量消耗和代谢过程有着重要意义，

测试结果表明，男（22.57±5.44%）女（30.34±5.27%）

的体脂百分比均高于正常值；男（56.99±8.26）kg 的去脂

体重低于正常值，女（43.83±4.66 kg）的去脂体重高于正

常值；体水分男（42.03±5.95kg）基本在正常值范围内，

女（32.56±3.35kg）略低于标准值；男性中年人体质指数

（25.15±2.92） 达到肥胖水平，女性体质指数 （24.37±
2.80）介于超重和肥胖之间。对于上述存在的问题，应该

引起中年人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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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分指标 性别
平均数±标准

差

与参照值比较 组间比较

参照值 P F P

体脂百分比
（%）

男 22.746 5.63 13.0- 16.9 .000
95.420 .000

女 30.34 5.27 20.0- 23.9 .000

去脂体重
（kg）

男 56.99 8.26 56.11- 67.71 .022
203.187 .000

女 43.83 4.66 37.67- 44.05 .033

水分重量
（kg）

男 42.03 5.95 37.84- 48.84 .228
203.55 .000

女 32.56 3.35 34.43- 35.25 .047

体质指数
kg/m2

男 25.15 2.92 23 25 .035
3.811 .052

女 .035 23 25 .026

基础代谢率
（KJ/m2/h）

男 39.55 13.81 43.85 .017
302.458 .000

女 31.19 9.50 43.85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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