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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 1985～ 2000 年学生身体形态生长规律及动态研究 

于可红,母顺碧 

【摘 要】通过对浙江省 1985、1991、1995、2000 年 7～ 22 岁学生身高、体重,分城男、乡男、城女、乡女 4

组进行快速增长期、减速增长期、第 1 次长停年龄、“平均值”的最大值、达到最大值的年龄、4次测试的最高值、

升降年龄段所占百分比及 7～ 22岁学生的“岁平均增长值”几项内容的比较分析,找出了浙江省学生城男、乡男、

城女和乡女 4组学生 15年来身体形态的动态变化规律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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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以提高,然而,就在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存条件不断改

善的同时,学生学习、生活的压力也不断加大,“肥胖儿童”等键康问题已日趋明显。经过国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多年的实践和

研究表明,通过“提高体质水平来预防健康问题”是有效的,尤其是提高青少年儿童体质水平对预防成年期的很多疾病有良好作

用,而青少年儿童形态发育是反映其体质水平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对浙江省 1985、1991、1995、2000 年 4 次大规模体质测试

的数据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以期找出青少年儿童身体形态发育的变化规律和特点,为改善青少年体质服务。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浙江省 7～ 22岁学生的身高、体重项目,对 1985～2000年 4次测试中城男、城女、乡男、乡女 4组学生的“岁增长值”

和“平均值”的最大值、最高值、达到最大值的年龄及第 1次长停年龄、减速增长期、下降年龄段所占百分比和 7～ 22岁学生

的“岁平均增长值”等几项进行了分析。 

对指标称谓的解释: 

岁增长值:指某项指标相邻两个年龄组间的差值。 

最大值:某项指标 7～ 22岁学生平均值的最大数据。 

最大值的最高值: 4次测试最大值中的最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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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期:“岁增长值”达“最大值”的年龄段。 

减速增长期: 7～ 22岁学生“岁增长值”出现负值时的年龄下限与最大“岁增长值”的年龄下限差值。 

第 1次长停年龄: 7～ 22岁“岁增长值”开始出现负值的前 1岁。 

城男、城女、乡男、乡女:分别代表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乡村女生。 

2.2 研究方法 

本文 1985、1991、1995、2000 年数据是由教育部(原国家教委)牵头,会同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共同领导、统一组

织实施的《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的研究》浙江片区的统计数据,数据采用 Excel 5.0 和 Spss 10.0进行处理。 

3 讨论 

3.1 身高 

3.1.1 身高“快速增长期” 

由图 1～图 4城乡男、女 4组 7～ 22岁学生 4次测试的身高岁增长值图(图中曲线的最高点为“快速增长期” )可见,城男、

乡男“快速增长期” 15年间基本稳定在 12～ 13岁,而城女、乡女则均提前。 

  

3.1.2 身高“减速增长期”和“第 1次长停年龄”  

表 1显示,各组学生身高“减速增长期” 4次测试的变化经情况,除城男稳步缩短外,其它 3组均在 4次测试间有“延长”或

“缩短”的变化。  

由表 1显示的各组学生各年身高“第 1次长停年龄”来看,4组学生“第 1次长停年龄”均有“提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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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身高“最大值”比较  

 

由表 2 可见,各组学生身高“最高值”与其它 3 个“最大值”之间仅在 1 cm 间波动,可见,身高最大值没有大幅度的变化。

城市男、女达“最大值”的年龄有所提前,而乡村男、女达“最大值”的年龄则基本稳定在 20 岁。 

3.1.4  1985～ 1991、1991～ 1995、1995～ 2000年 3段各组学生的身高差值比较 

3.1.4.1  7岁学生身高差值比较 

从图 5城乡男、女 4组学生在 1985～ 1991、1991～ 1995、1995～ 2000年 3段 7岁学生身高差值来看,各组学生 3段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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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正值,证明 7 岁学生身高均在增长,但从曲线的最高点来看,乡男的最高点出现在 1995～ 2000 段,而其它 3 组的最高点出现

在 1991～ 1995段,可见,除乡男为 1995～ 2000段增长最快外,其它 3组均为 1991～ 1995段增长最快。 

 

3.1.4.2  7～ 22岁学生身高差值比较 

从图 7～图 10 城乡男、女 4 组 3 段差值的年龄组学生所占比例来看,大多数的年龄组学生为正值,表明其身高总体上呈增长

趋势。分段来看,1985～ 1991 段,乡女身高上升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为 87.5% ,城女上升年龄段所占比例最低,为 75% ;1991～ 

1995段,城男有 75%的年龄段上升,所占比例最高,乡女仅 43.8%的年龄段上升,为增长年龄段最少的组;1995～ 2000段,乡村男、

女均有 93.8%的年龄段上升,为所占比例最高的 2组,城男则仅有 75%的年龄段上升,为身高上升年龄段所占比例最低的组。综合 3

段变化,男生身高上升年龄段所占比例高于女生,乡村学生身高上升年龄段所占比例高于城市。 

  

3.1.5 身高“岁平均增长值” 

由图 6 的“岁平均增长值”来看,均为正值,且 1985 年后的“岁平均增长值”均小于 1985 年的“岁平均增长值” ,这证明

1985 年以后 3 次测试 7～ 22 岁学生身高的增长总值已经不如 1985 年多,说明其增长速度已经放慢,且乡男、乡女的“岁平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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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值”高于城男、城女。 

  

 

3.2 体重 

3.2.1 体重“快速增长期”  

由图 11～图 14 的“快速增长期” (“曲线最高点”所在年龄段)可知,城男、乡女“快速增长期”基本稳定在 12～ 13 岁,

而乡男则在 13～ 14岁,城女在 11～ 12岁,且 2000年城男、乡男在 1985年基础上均未提前,而城女、乡女均提前。 

3.2.2 体重“减速增长期”和“第 1次长停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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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见,城男、乡男、城女 3 组学生体重“减速增长期”均有缩短趋势,仅乡女有延长现象,但 4 组学生在 15 年间均有

“缩短”或“延长”的变化。城男、乡男、城女“第 1次长停年龄”均有提前趋势,分别提前 4 岁、2岁、3岁,而乡女则向后推

迟 1岁。 

3.2.3 体重“最大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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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最大值”栏可见,4 组学生均是 2000 年体重最大,且 4 组学生前 10 年体重最大值变化不大,仅在 1 kg 间波动,但从

1995～ 2000年均增长 2 kg左右。可见,近 5年体重增长明显。  

 

由表 4 的 4 组学生体重“最高值”来看,男生>女生,城市>乡村,且城男>乡男>城女>乡女。从 4 次测试达“最大值”的年龄

来看,城男、乡男、城女 3组均有“提前”趋势,乡女则出现“推迟”现象,但乡男和城女有稳定提前趋势,城男和乡女则在 15年

间呈现波动变化。 

3.2.4  1985～ 1991、1991～ 1995、1995～ 2000年 3段各组学生体重差值比较 

3.2.4.1  7岁学生体重差值比较 

由图 15、图 16可见,4 组 3 段 7岁学生体重均呈增大,但增长趋势各有特点,男生均是 1995～ 2000段增长最快,女生则均是

1991～ 1995 段增长最快;从曲线呈现的形状来看,男生呈“ V 型”增长,而女生呈“倒 V 型”增长;4 组学生比较,仅乡男 1 组体

重还“持续增长” ,其它 3组则均未呈现出该特征。 

3.2.4.2  7～ 22岁学生体重差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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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7～图 20城乡男、女 4组 1985～ 1991、1991～1995、1995～ 2000 3 段 7～ 22岁学生体重变化的特征来看,15年来

体重呈增长趋势。分段来看,1985～ 1991段,1组学生 17岁以前,1991年体重均大于 1985年体重,但 17岁以后,4组学生均有年

龄段下降,但从下降年龄段所占比例来看,乡男最低,为 6.2% ,城女和乡女最高,均为 18.8% ,城男居中:1991～ 1995段,城男上升

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为 93.8% ,乡女则最低为 50% ;1995～ 2000段,除了乡女 16岁时呈下降,其它年龄段呈增长外,城男、乡男、

城女 3组学生 7～ 22岁均在增长。综合 3段变化,男生体重上升年龄段所占比例高于女生,城市学生体重上升年龄段所占比例高

于乡村。 

 

3.2.5 体重“岁平均增长值”  

由图 16可知,男生体重“岁平均增长值”大于女生,且逐年趋于平稳。 

4 结论 

1.浙江省学生身体形态的生长发育规律为:身高、体重的“快速增长期” ,男生基本未变,女生提前;身高、体重的“减速增

长期” ,仅乡女均有延长现象,而其它 3组均有缩短趋势;身高、体重的“第 1次长停年龄” ,仅乡女体重出现推迟现象,其它各

组各项均有所提前;身高体重达最大值的年龄,仅乡女体重达“最大值”年龄推迟,乡男、乡女身高达“最大值”年龄未变,其它

各组各项达“最大值”年龄均提前;身高体重达最高值的年龄,乡男、乡女无论身高还是体重最大值均在 2000年达“最高值” ,

城男、城女仅体重最大值在 2000年达“最高值” ,身高则分别在 1985、1990年达“最高值” ,从城乡男女 4组来看,身高、体

重最高值均是城男>乡男>城女>乡女,呈现出男>女、城>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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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省学生身体形态项目无论是身高还是体重,均在增长,但身高已呈现“减速增长”趋势,而体重的增长有向不利于青少

年身心健康发展的趋势,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3.浙江省学生身高、体重从“快速增长期”年龄到“最大值”年龄之间的时间在变短,这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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