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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部分少数民族17岁女学生生长
长期变化分析

宋逸胡佩瑾张冰马军

【摘要】 目的分析中国部分少数民族17岁女学生20年(1985—2005年)生长长期变化特

点、规律和趋势。方法利用1985、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资料，分析蒙古族、回族、壮

族、朝鲜族、藏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纳西族、土

族、羌族、撒拉族19个少数民族女生月经初潮年龄(AAM)和17岁女生身高、体重的变化。结果

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女生的成年身高和体重有很大幅度提高。2005年各民族17岁女生的平均身高

均超过150 cm，其中身高每10年增速超过1 cm的民族有6个：朝鲜族(1．47 cm)、土家族(1．38

cm)、羌族(1．32 cm)、白族(1．25 cm)、回族(1．13 cm)和布依族(1．07 cm)。体重每10年增速超过1

埏的民族有6个：蒙古族(1．79埏)、朝鲜族(1．69埏)、藏族(1．66 kg)、纳西族(1．39 kg)、羌族(1．28

埏)和回族(1．10蚝)。19个少数民族女生的AAM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前，提前最多的前3位分别是

土家族、瑶族和纳西族，分别提前2．15、1．76和1．38岁。结论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女生出现较为

明显的生长长期趋势，但各民族女生青春期发育和成年身高增长幅度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要给予

生长长期趋势增长缓慢的少数民族更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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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n secular growth among minority girls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05 SONG M．日U

Pei-jin，ZHANG Bing，MA Jun．Institute of C而ifd and Adolescent Health，Peking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Beijing 100191，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MA Jun，Email：majunt@b{mu．edu．cn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trend of secular growth among the minority girls in

China from 1 985 to 2005 in order to develop national and local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ir physical fitness and health．Methods A total of 1 9 Chinese minoritt girls。ineluding

Mongolian，Hui，Zhuang，Korean，Tibetan，Miao，Buyi，Dong，Yao，Bai，Tujia，Hani，Dai，Lisu，wa，

Nakhi．Tu．Qiang and Salar were sampled from the 1 985 and 2005 Chinese national surveys to study

the students’physical fitness and health．Probit analyses were used to calculate age at menarche

(AAM)，and the heights and weights of 17一years—old girls in various minority groups．Results

From 1985 to 2005．the increments of adult heights and weight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many

minority groups．The average height of girls aged 1 7 years old in each minority group had an increase

of 1 50 cm in 2005．Ethnic groups with height growth rates of more than 1 cm per decade in girls

aged 17 years old were Korean(1．47 cm／decade)，Tujia(1．38 crn／decade)，Qiang(1．32 cm／decade)，

Bai(1．25 cnddecade)，HUi(1．1 3 cm／decade)and Buyi(1．07 cm／decade)．And the mionority ethnics

with weight growth rates of more than 1 kg per decade in girls aged 17 years old were Mongolian

(1．79kg／decade)，Korean(1．69 kg／decade)，Tibetan(1．66 kg／decade)，Nakhi(1．39kg／decade)，Qiang
(1．28 kg／decade J and HUi(1．10 kg／decade)．The overall AAM showed a downward rate in all the 1 9

minority groups，but with different degrees．Tujia，Yao and Nakhi showed the largest reductions，with

AAMs as 2．15，1．76 and 1．38 years earlier in 2005 than in 1985，respectively．Conclusion Our data

suggested that the downward secular trend in AAMs and the increments of adult hei曲ts might reflect the

secular growth change in the major minority groups during the past 20 years，but there was an obvious

disequilibrium ofpuberty development and increments ofheights in adults between the minority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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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长期变化是人类生物学领域最重要的现象

之一，表现为各年龄组儿童生长水平提高，青春期发

育不断提前，成年身高持续增长n'“。其中成年身高

的变化是生长长期变化中最清晰可见的表现，且有

重要的研究价值口’41。我国既往利用1985年以来建

立的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体系，研究汉族青少年的生

长长期趋势，证实汉族青少年身高、体重均出现全面

增长，呈明显的生长长期趋势n，5，“。但对少数民族

学生生长长期趋势的研究还较少见，尤其是针对少数

民族女生形态发育和月经初潮年龄(AAM)的综合分

析研究，为此本研究通过1985和2005年“全国学生

体质健康调研”中少数民族女生的资料，重点分析17

岁女生生长发育水平(因为该年龄女生的生长发育水

平接近成年，且数据较为完整，便于比较)和AAM变

化，分析各民族女生青春期发育和成年身高间的差

异，以及生长长期变化幅度间的差异，为促进少数民

族女生生长潜力制定干预措施，并为提高整体少数民

族女生的生长发育水平提供科学依据。

资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选择1985和2005年“全国学生体

质健康调研”资料中2次调研均参加的少数民族女

生n，⋯，去除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此3个

民族缺少2005年AAM资料)和黎族(17岁女生样本

量不足)。有19个少数民族(蒙古族、回族、壮族、朝

鲜族、藏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白族、土家族、

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纳西族、土族、羌族、撒

拉族)女生为研究对象，分别分布在内蒙古(蒙古

族)、宁夏(回族)、广西(壮族、瑶族)、吉林(朝鲜族)、

西藏(藏族)、贵州(苗族、布依族、侗族)、云南(白族、

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纳西族)、湖南(土家

族)、青海(土族、撒拉族)和四川(羌族)10个省、自

治区。

2．样本构成：调查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首

先确定调查点学校，再以年级分层，以教学班为单位

随机整群抽样构成调查样本。随机整群抽样时，所

抽取的班级数以能满足最低样本量为限。7—18岁

的蒙古族、回族、壮族、朝鲜族学生按城乡和性别分

为4类，每岁1组，共48个年龄组。其他少数民族学

生样本，7～18岁每岁1组，按性别分2类，共24个年

龄组。各民族每类每个年龄组样本量大致为100人。

3．检测指标及方法：形态指标为2个年度17岁

女生的身高和体重，由专业测量人员用同样方法和

仪器测定，检测方法依据“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

实施细则”"’⋯。月经初潮以9～18岁女生为询问对

象，通过询问“已／未”来月经，获得各年龄组月经来

潮现状资料。

4．统计学分析：利用SPSS 13．0和Excel软件完

成统计学分析，采用概率单位回归法计算各样本月

经初潮平均年龄，采用t检验进行年度比较。

结 果

1．身高的长期变化：1985—2005年我国少数民

族女生的成年身高有很大幅度提高，17岁女生的平

均身高均超过150 cm。在本研究的19个少数民族

女生中，有17个少数民族女生的成年身高出现不

同程度的增长，虽然傈僳族和撒拉族17岁女生身

高略有下降，但年度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傈僳

族f=一1．143，撒拉族￡=一0．247，P>0．05)。身高每

10年增速超过1 cm的有朝鲜族(1．47 cm)、土家族

(1．38 cm)、羌族(1．32 cm)、白族(1．25 cm)、回族

(1．13 cm)和布依族(1．07 cm)6个少数民族。在20

年间，身高增长幅度在3 cm以上的民族分别是朝鲜

族农村女生(3．36 cm)和回族农村女生(3．10 cm)；身

高增长幅度在1 cm以下的民族为土族(0．27 cm)、瑶

族(0．54 cm)、藏族(0．64 cm)和侗族女生(0．97 cm)；

傈僳族和撒拉族女生身高略有下降；其他少数民族

17岁女生身高增长幅度在1～3 ClXl之间。2005年少

数民族17岁女生中，身高最高为回族城市女生

(159．59 cm)，身高最低的为侗族女生(151．64 cm)，

见表1。

2．体重的长期变化：有12个少数民族女生的成

年体重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每lo年体重增速超过
1 kg的民族有蒙古族(1．79埏)、朝鲜族(1．69埏)、藏

族(1．66 kg)、纳西族(1．39 kg)、羌族(1．28 kg)和回族

(1．10埏)6个。在20年间，体重增长幅度超过3埏

的民族分别是蒙古族(3．58埏)、朝鲜族(3．38蚝)和

藏族(3．31埏)女生；体重增长幅度不足1埏的民族

为撒拉族(0．85埏)、白族(0．42 kg)和壮族女生
(0．23 kg)；苗族、土族、哈尼族、回族、羌族、纳西族
和朝鲜族农村女生的体重增长幅度在1～3 kg之

间。20年间，17岁女生体重出现下降的少数、民族有

布依族、佤族、傣族、傈僳族、瑶族、土家族和侗族，

其中只有布依族17岁女生体重在年度之间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一2．780，P<0．05)。2005年19个

少数民族17岁女生中，体重最高为蒙古族农村女生

(55．32 kg)，最低的为布依族女生(44．28 kg)，见表1。

3．AAM的长期变化：1985--2005年我国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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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85--2005年我国19个少数民族17岁女生身高、体重增幅和每10年增速变化

注：与1985年比较4P<0．05，中<0．01

族女生的AAM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前。提前最多的

前3位分别是土家族、瑶族和纳西族，分别提前

2．15、1．76和1．38岁；提前最少的为撒拉族，仅0．17

岁。2005年A．AM居前3位的少数民族分别是土家

族(11．90岁)、纳西族(11．97岁)和朝鲜族(12．35岁)

女生，A_AM最迟的分别是撒拉族(14．30岁)、土族

(13．6l岁)和傈僳族(13．60岁)女生(表2)。

讨 论

虽然本研究对少数民族生长长期趋势的分析使

用的是横断面监测资料，但我国自1985年就建立了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体系，全国各地每5年

一度统一参加调研，使用同型号器械和测量方法并

在同年同一时间进行测试，现场质量控制严格，数据

可比性较好。如朝鲜族女生AAM从1985年的

13．36岁，提前到2005年的12．35岁，每10年提前了

约6．06岁；17岁女生身高从154．79 cm增长到

157．73 cm，每10年增长约1．47 cm，与韩国一项针对

出生于1920—1986年女性队列研究结果的趋势基

本一致，幅度略有降低，该研究显示女性AAM在67

年间从16．8岁下降到12．7岁，每10年提前约o．64

岁，成年身高从149．23 cm增长到161．75 cm，每10年

增长约1．89 cm[9]。

1985年汉族女生AAM为13．46岁(城、乡分别

为13．17岁和13．83岁)n1，2005年为12．76岁(城、乡

分别为12．60岁和12．92岁)，提前0．70岁(城、乡分别

提前0．57岁和0．91岁)口们；1985--2005年，汉族17岁

女生身高增长幅度城乡分别为1．72 cm和2．27 cm，

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生长长期趋势n，5，“。与此同时，

我国少数民族女生的AAM也出现提前趋势，大部分

少数民族女生成年身高增长幅度明显，提示大部分

少数民族女生同步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生长长期趋

势，但各民族女生青春期发育和成年身高增长幅度

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在发展速度和幅度上存在明显

的不平衡，根据不同少数民族女生生长长期变化的

情况，以及与汉族女生生长长期趋势的比较，可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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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985--2005年我国19个少数民族9—18岁女生AAM变化

注：。“一”表示提前

为3种类型，①快速增长型：以朝鲜族和土家族为代

表，包括白族，这一类型的特点是女生AAM提前明

显，成年身高增幅显著，超过同时期汉族女生AAM

的提前幅度和17岁身高的增长幅度。②稳步增长

型：以蒙古族、回族、羌族为代表，包括纳西族、壮族、

哈尼族、布依族、傣族、侗族、苗族、佤族等，这一类型

的特点是女生AAM提前幅度和成年身高增幅2项

指标与汉族女生的变化趋势相仿，但幅度在各民族

间略有不同。③缓慢增长型：以傈僳族为代表，包括

土族、瑶族、藏族和撒拉族，这一类型的特点是女生

成年身高增长缓慢或未出现增长，个别民族AAM提

前幅度小。

研究发现，尽管有些少数民族处于同一类型，

但由于各民族间的遗传特征和地理位置、气候条件

的不同，使成年期女生体型出现差异n1’1 21，如同处于

稳步增长型的羌族和布依族，前者身高、体重和胸

围都出现增长，而布依族女生体重和胸围增长均不

明显n3|，甚至略有下降，身体充实度不如羌族女生，

说明即使同在快速增长类型中，但布依族女生更倾

向于营养改善情况后，在神经一内分泌调控下身高优

先增长，且增幅超过体重，身材趋向细长化的“豆芽

菜”体型n 3，而羌族女生更倾向于均衡型身材。此

外，此类型中哈尼族、布依族、傣族、侗族、苗族、佤族

女生本身成年身高的基线值就大大落后于蒙古族、

回族、羌族，所以这些民族的生长长期趋势就更值得

监测，并相应给予一定的营养干预。处在缓慢增长

型的瑶族和傈僳族虽然成年身高增幅不明显，但

AAM提前幅度非常明显，尤其是两少数民族都集

中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提示

在营养条件充分的情况下，可能还有相当的生长潜

力[14t1“。本研究提示应对缓慢增长型，以及基线水

平比较低的少数民族给予更高的关注，提高和改善

少数民族学生的生长发育水平。同时，对快速增长

型和稳定增长型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对成年身高较

高，体重增长较为迅速的少数民族亦要注意其生长

长期趋势所带来的负面效应n6，”1，调整预防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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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防控其过早出现成年期疾病的风险。

目前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生长长期趋势的增幅

和增速还未达到大城市汉族女生1979—2005年的

增幅和增速⋯，表明该人群仍处于生长长期趋势的

初级阶段，长期趋势潜力较大。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生长发育的历史资料收集不完

整，且观察时间跨度较短，个别民族的某些年龄组样

本量较小，今后还应进行长期、大样本的监测，尤其

是将监测样本的年龄段扩大到成年期，以充分估计

其生长发育规律，从而制定更适宜的营养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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