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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某高校 2016 级新生体质健康现状分析

王旭龙 张胜林 罗祬月 刘艳

摘 要: 目的 : 通过对新入学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数据统计分析，了解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为体育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安排

提供参考 ; 方法 运用了文献资料法，测试法，数理统计法和 比 较 分 析 法 ; 结 果 : 男 女 大 学 生 体 重 指 数 分 别 为 21． 502± 3． 461 和 20．
678±2．709; 肺活量分别为 3824．67±596．136( L) 和 2793．84±736．441( L) ; 男大学生 1000 米跑为 3: 59± 0．429 ( 分 ) ，女大学生 800
米跑结果为 3: 58±0．371( 分) ; 男女大学生坐位体前屈分别为 12．724± 7．438 和 13．465± 6．264 ( cm) ; 50m 跑分别为 7．406± 0．517
( s) 和 9．206±1．183( s) ; 男大学生引体向上为 7．10±4．386( 个) ，女大学生仰卧起坐为 30．79± 8．231 ( 个 ) ; 男女大学生立定跳远分

别为 2．071±0．192( cm) 和 1．650±0．235( cm) ;结论:男女大学生 6 项指标测试结果中，体重指数、肺活量、坐位提前屈、1000 米( 800 米) 4 项

指标结果与国家健康标准的优秀值和良好值均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 P＜0．001) ，测试结果处于基本及格范围，立定跳远和引体向上( 仰卧

起坐) 均低于国家规定的及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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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兰州理工大学 2016 级新入学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

1000 名大学生的测试数据进行分析。
1． 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了与大学生身体健康及体质健康测试等相关的文 献

资料。
1．2．2 测试法

采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仪器( 身高体重测试仪器、肺活量测

试仪、坐位体前屈仪)。按全国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调查研究工

作手册的要求与规定严格实施，测试前进行较准。
1．2．3 数理统计法

全部数据采用 Spss 17．0 软件处理，结果用平均数±标准差(X
±S)表示。所得数据采用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P＜0．05 表

示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 表示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
1．2．4 比较研究法

对男女大学生实测体质相关指标通过数理检验后进行分析

比较，了解新入学大学生体质现状和差异。
1．3 测试指标

身高、体重、肺活量、800m 跑(女) /1000m 跑(男)( s)、坐位体

前屈(cm)、50 米(s)、引体向上(男)、仰卧起坐(女)。
2． 结果与分析

2．1 身高、体重测试结果与分析

身高、体重是反映人体外在形态的重要指标。对年轻的大学

生来讲，外在健美的体形会给人以青春、健康健美的形象。身高

会受到遗传和后天锻炼因素影响，而体重在于后天因素影响。
1000 名男女大学生身高体重测试结果见表 1。

表 1 身高体重测试结果

性别 N 身高(X±s) 体重(X±s)

男 600 171．916±13．801 64．321±11．427

女 400 164．576±7．362 56．286±10．353

600 名男大学生的身高为 171．916±13．801cm，体重 64．321±
11．427kg;400 名女大学生身高 164．576±7．362cm，体重 56．286±

10．353kg。男女学生身高和体重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其中男大

学生身高集中趋势在 175cm，体重集中趋势在 65kg;女大学生身

高集中趋势在 165cm，体重集中趋势在 55kg，同时，从男女体重

测试结果发现:男女大学生的体重均相对偏瘦，应注意加强营养

膳食补充。
2．2 肺活量指标测试结果与分析

肺活量测试反映的是人体的肺通气功能［4］。男女大学生肺

活量指标测试结果以及根据《国家体质健康标准》给出的优秀值

和良好值与测试值进行了单样本 T 检验，结果见表 2。
表 2 肺活量测试结果及单样本 T 检验

性别 N X±s
与优秀值比较 与良好值比较

t Sig．(双侧) t Sig．(双侧)

男 600 3824．67±596．136 －22．493 ．000 －10．962 ．000

女 400 2793．84±736．441 －7．623 ．000 －3．105 ．000

表 3 耐力测试结果及单样本 T 检验

性别 N X±s
与优秀值比较 与良好值比较

t Sig．(双侧) t Sig．(双侧)

男 600 3:59±0．429 17．297 ．000 9．292 ．000

女 400 3:58±0．371 14．24 ．000 7．266 ．000

《国家体质健康标准》规定:大一、大二男大学生肺活量在

4800 以上为优 秀，4300 以 上 为 良 好，3000 以 上 为 及 格; 女 大

学生肺活量在 3300 以上为优秀，3000 以上为良好，2000 以上

为及格。表 5 数据显示:600 名男大学生肺活 量 均 值 为 3824．
67±596．136，与优秀值和良好值比较均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P
＜0．001);400 名女大学生肺活量均值为 2793．84±736．441，与优秀

值和良好值比较均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P＜0．001);说明学生肺

活量指标相对较差。
2．3 耐力指标测试结果与分析

1000m 跑(男) /800 m 跑( 女) 主要反映人体心血管机能状

况和持久工作的能力［5］。同时也反映出人体的心肺功能水平。
根据《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男大学生 1000 米跑成绩在 3:

27 以上为优秀，3:42 以上为良好，4:32 以上为及格，女大学生 800
米跑成绩在 3:30 以 上 为 优 秀，3:44 以 上 为 良 好，4:34 以 上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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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
表 6 数据显示:男大学生 1000 米跑测试结果均值为 3:59±0．

429 分，与规定的标准比较为 74 分;女大学生 800 米跑测试结果

均值 3:58±0．371，与规定的标准比较基本达到 74 分，男女大学生

1000(800)米跑均值与规定的优秀值和良好值比较均存在非常显

著性差异(P＜0．001)，但作为刚入学新生，与标准值比较，耐力素

质结果基本合格。
2．4 坐位体前屈指标测试结果与分析

坐位体前屈是躯干、腰、髋等关节可能达到的活动幅度，主要

反映这些部位的关节、韧带和肌肉的伸展性和弹性及身体柔韧素

质的发展水平。根据《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大学一、二年

级男大学生坐位体前屈成绩在 21．3cm 以上为优秀，17．7 以上为良

好，3．7 以上为及格，女大学生坐位体前屈成绩在 22．2cm 以上为优

秀，19 以上为良好，6．0 以上为及格。男女大学生坐位体前屈进行

统计见表 4。
表 4 坐位体前屈测试结果及单样本 T 检验

性别 N X±s
与优秀值比较 与良好值比较

t Sig．(双侧) t Sig．(双侧)

男 600 12．724±7．438 －15．849 ．000 －9．196 ．000

女 400 13．465±6．264 －15．462 ．000 －9．797 ．000

表 4 数据显示:男大学生坐位体前屈为 12．724±7．438cm，女大

学生坐位体前屈为 13．465±6．264 cm，男女大学生坐位体前屈均值

与规定的优秀值和良好值比较均存 在 非 常 显 著 性 差 异 ( P ＜ 0．
001)，说明学生的柔韧素质普遍较差，应在以后的教学和锻炼中

加强柔韧练习。
2．5 50 米指标测试成绩结果分析

50 米跑是衡量人体快速奔跑的能力，反映大学生的速度、灵

敏、协调素质及神经系统灵活性的发育水平［6］。根据《大学生体

质健康测试标准》，大学一级男大学生 50 米成绩在 6．9s 以上为优

秀，在 7．1s 以上为良好，9．1s 以上及格;女大学生 50 米成绩 7．7s
以上为优秀 8．3s 以上为良好，10．3s 以上为及格。男女大学生 50
米跑测试结果进行统计见表 5。

表 5 50 米跑测试结果及单样本 T 检验

性别 N X±s
与优秀值比较 与良好值比较

t Sig．(双侧) t Sig．(双侧)

男 600 7．406±．517 13．448 ．000 8．139 ．000

女 400 9．206±1．183 14．114 ．000 8．493 ．000

表 5 数据显示:男大学生 50 米跑测试结果均值为 7．406±．
517s，女大学生 50 米跑测试结果均值 9．206±1．183s，男女大学生

50 米跑均值与规定的优秀值和良好值比较均存在非常显著性差

异(P＜0．001)，说明大学生速度素质也有待提高。
2．6 引体向上(男)和仰卧起坐(女)测试结果与分析

引体向上主要测试上肢肌肉力量的发展水平，是自身力量克

服自身重力的悬垂力量练习。是衡量男性体质的重要参考标准

和项目之一。仰卧起坐主要测试腰部及腹部肌肉力量。根据《大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大学一级男大学生引体向上 17 个以上

为优秀，在 15 个以上为良好，10 个以上及格;女大学生仰卧起坐

52 个以上为优秀，46 个以上为良好，26 个以上为及格。男女大学

生引体向上(仰卧起坐)测试结果统计见表 6。
近年来，在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过程中，普遍发现男大学生

上肢力量差，表现在引体向上指标方面，部分同学甚至一个也做

不了，女大学生仰卧起坐成绩偏差也较为突出，从表 6 结果看出，

男大学生引体向上均值为 7．10±4．386，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及格标

准;女大学生仰卧起坐均值为 30．79±8．231，刚达到及格标准，男女

大学生引体向上和仰卧起坐均值与国家规定的及格标准之间存

在非常显著差异(P＜0．001)。在人体的基本素质中，人可以跑的

不够快，跳的不够高，但力量素质是人体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否

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人的生活能力。
表 6 引体向上 \仰卧起坐测试结果及单样本 T 检验

性别 N X±s
与及格值比较

t Sig．(双侧)

男 600 7．10±4．386 －9．105 ．000

女 400 30．79±8．231 5．520 ．000

2．7 立定跳远测试结果与分析

立定跳远是发展人体下肢爆发力与弹跳力的运动项目。《大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标准》，大学一级男大学生立定跳远 2．63m 以

上为优秀，2．48m 以上为良好，2．03m 以上及格;大学一级女大学

生立定跳远 1．95m 以上为优秀，1．81m 以上为良好，1．51m 以上及

格。男女大学生立定跳远测试结果统计见表 7。
表 7 男女立定跳远测试结果及单样本 T 检验

性别 N X±s
与及格值比较

t Sig．(双侧)

男 600 2．071±0．192 2．931 ．051

女 400 1．650±0．235 6．583 ．000

大学生下肢力量差在立定跳远测试中也表现突出，表 7 结果

显示:男大学生立定跳远均值为 2．071±0．192m，刚达到国家规定

的及格标准;女大学生立定跳远均值为 1．650±0．235m，也仅仅是

达到及格标准，男大学生立定跳远均值与国家规定的及格标准之

间不存在显著差异(P = 0．051＞0．05)。女大学生立定跳远均值与

国家规定的及格标准之间虽然存在显著差异(P＜0．001)，但仅仅

达到及格分 70(1．60m)。
3． 小结

近年来，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仍然处于下滑状态，一个主要

因素是缺乏锻炼有关，大学生长期静坐，怕吃苦，嫌累，不爱参与

体育锻炼，从而造成学生的体质普遍下降，本次测试的 1000 名男

女大学生 6 项指标结果中，体重指数、肺活量、坐位提前屈、1000
米(800 米)4 项指标结果与国家健康标准的优秀值和良好值均存

在非常显著性差异，测试结果处于基本及格范围，立定跳远和引

体向上(仰卧起坐)均低于国家规定的及格标准，建议在体育教学

课中加强耐力和力量素质练习，同时学生应充分认识到自身健康

问题，加强课内外体育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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