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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族7～1 8岁青少年身高水平的地域
差异及区域划分

蔡赐河董彬马军

【摘要】 目的分析中国汉族7～18岁青少年身高水平的地域差异．评价不同区域身高发育

水平。方法使用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中汉族学生身高数据，采用标准离差法进行

身高相对水平的比较和Ⅸ域划分，并用地理信息系统将结果以地图形式展示。结果将30个省

市划分为高身材、中等身材及矮身材3个区域，其中高身材区主要分布在华北地区，中等身材区。弘

要分布在华中和西北地区，矮身材Ⅸ主要分布在两南地区。不同区域各年龄组的身高差值较大，

相邻组差值约1—3 cm，而高身材区域与矮身材区域的差值则约4～5 cm。结论中国汉族7～18

岁青少年身离整体卫现北方地区高大、南方地区矮小的特点，同时局部地Ix-也表现H{}{}海地区高

于内陆地区的特点。、各地区身高水平呈逐渐过渡，不同区域问无明显的绝对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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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strict differences of height among Chinese Han

population aged 7 to 1 8 years，and to divide the levels of heights into several regions accordingly，to

provide basis for evalu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height in the above said population．Methods
Standard Deviation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relative lavels of height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to

divide them into several regions．The results were then showed in map through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Results A1l the 30 provinces in China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regions：

high．medium and short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stature．Region with high stature was mainly located

in northern．while medium stature was in central and northwest parts and short stature was in

southwest parts of China．The diffefences of height appeared to be significant among regions in every

age group．The differences of height were 1—3 cm between adjacent regions．and were even lager

between the regions with high or short stature which appeared to be 4—5 cm．Conclusion 0verall．

heights among the Chinese Ha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ere taller in the northern and shorter in the

southern areas．The highest and lowest 1evels of heights were in the Northem and the Southwest areas

respectively．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levels of height in the coastal areas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inland．There were no absolute boundaries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because of the gradual transition

in the levels of heights in various districts．

【Key words】Height；Children and adolescents；Districts difference；Regional division

人类的身高水平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双重

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环境因素又包括地理环境、

气候条件等不可改变的物理因素及家庭经济收入、

营养、医疗保健等可改变的社会经济因素。数据显

示，北京地区的儿童青少年身高要高于香港，但后

者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却高于前者，因此遗传因素

以及地理、气候等物理因素对儿童青少年的身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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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影响⋯。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社会经济、

地理环境以及饮食习惯等方面差异很大，使得不同

地区身高差异较大，特别是南北两地差异更明显。

在评价我国儿童青少年身高水平时，如不考虑遗传

因素以及地理、气候等物理因素，而采取同一个标

准，必然导致评价的偏差‘“。为此，本研究利用

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的数据，采用标准

离差法，比较我国各地区7～18岁青少年身高相对

水平，并以此将全国划分成数个身高等级区域，以

评价不同地区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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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采用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

调研”中303 363名6～22岁汉族儿童青少年[包括

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除西藏、港澳台外)]的身

高数据。由于部分地区缺乏6岁组的数据，为方便对

比，舍弃该年龄组数据；另外由于18岁以后身高水平

变化微小，基本能代表成年人身高水平，为均衡各发

育水平的权重，故舍弃19～22岁年龄组的数据。最

后使用7～18岁年龄组数据，共计234 421名学生，其

中城市学生117 997名，乡村学生116 424名。

2．研究方法：

(1)标准离差法：由于本研究使用多个年龄组数

据，故采用标准离差法综合评价身高水平b1。即按

照城乡性别和年龄别计算各省市的身高均值(x样本)

及其标准差(s样本)，然后用各组的全国身高均值

(弘)、标准差(盯)进行标化(表1)，转化为无单位、不

受年龄和性别影响的标化计量值z和Js。

Z—X样本一卢 S
—S样本

一垒壁查二笆 一一进
口 盯

再对各年龄组的z和5。取平均值，分别得到城乡男

女4个组综合7～18岁年龄段的标化值z和＆。比

较的方法采用酣检验(即z检验)。

表1我国7～18岁青少年身高平均水平及标准差

(2)身高相对水平分布图：得到各地区身高综合

指标z值后，利用ArcGIS 10．0软件，在我国1：400

万地理基础底图上绘制身高相对水平分布图以及区

域划分示意图。区域划分标准：高于全国平均身高

水平的为高身材区，与全国平均身高水平相当的为

中等身材区，低于全国身高水平的为矮身材区；即城

乡男女各组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高身材地

区，至少有一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或其差异方向性

不一致者为中等身材地区，各组均显著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者为矮身材地区。

(3)计算身高增长率：为研究不同身高区域青少

年生长发育特点，计算3个身高区域7～18岁期间身

高增长率¨1。

身高增长率(％)一坚羔芏型等参荨主荔嘉产
再利用SPSS 13．0软件进行方差分析，比较不同区

域及不同人群的差异，设7岁平均身高为常数，计算

其与身高水平综合指标z值的相关性。

结 果

1．身高区域划分及其身高均值比较：根据标准

离差法的计算结果，使用城乡男女4组的Z值之和

进行综合排序(表2、图1)，再将该4组青少年身高与

全国平均水平(肛=0，盯=1)进行均数M检验(G【=

0．01)。据此划分为3个身高水平区域：高身材地区

有山东、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黑龙江、河北、

浙江、福建10个省(市)；中等身材地区有河南、内蒙

古、吉林、山西、新疆、甘肃、湖北、陕西8个省(区)；

矮身材地区有宁夏、安徽、湖南、广东、海南、江西、云

南、广西、四川、青海、重庆、贵州12个省(区、市)。

身高总体有北高南低的趋势，最高的是华北地区，其

次是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再次是西北地区，华南和

西南地区的身高水平则较低。而在局部地区，沿海

省份身高水平往往高于内陆省份，如华东地区的江

苏、浙江、福建省高于毗邻的安徽和江西省，东北地

区临海的辽宁省高于吉林和黑龙江省，沿海的山东

省较山西、河南、河北省高。

2．各区域身高水平差值的对比：将3个身高区

域各组样本合并，计算各年龄组身高均值，并将各区

域不同年龄组的身高做差值进行对比。从表3可

见，不同区域各年龄组的身高差值较大，相邻组差值

约l一3 cm，而高身材地区与矮身材地区的差值约

4～5 cm，其中各区域乡村男女的差值比城市更明显。

3．各区域青少年7～18岁期间身高增长率比

较：身高增长率可反映身高增长水平。由于18岁时

身高基本接近成年，因此该指标也表示7岁前的身

高发育水平，即身高增长率越高，7岁前的身高发育

水平越低。分析结果显示(表4)，城市男女生7岁前

的身高发育水平较乡村男女生高，此与季成叶b1分

析的结果一致。该现象可能是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

济发展落后于城市，在7岁前身高水平较低，而7岁

后才出现“赶上现象”哺3，因此7—18岁时身高增长率

较高。尽管如此最终身高仍受影响，城市男女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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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我国7～18岁青少年身高相对水平分布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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沣：Ⅱ-----0．01．。高身材地区；6中等身材地区；‘矮身材地区

图1我国汉族7—18岁青少年身高相对水平分布

终身高还是高于乡村男女

生。将7。18岁身高增长率与

身高综合指标z值进行

Spearman相关性分析，表明城
市男女生身高水平与7～18岁

时身高增长率无显著相关性，

分别r=一0．005(P=0．979)和

r一---0．014(P=0．943)，而乡村男

女生则均具有显著相关性，分

别r=一0．601(P<O．001)和r=

一0．581(P=0．001)。这也正是

由于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差

异所致。

讨 论

孙关龙n1分析发现我国居

民身高存在南低北高、沿海高

于内地的特点，即以秦岭、淮

河为界，北方8省市7—25岁

尝淼

m

0

O毛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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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我国3个青少年身高划分区域城乡男女生身高平均差值(cm)

注：。u=0．001，各年龄组间身高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a=0．01，6各年龄组间身高水平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部分年龄组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4我国3个青少年身高划分区域城乡男女生

7～18岁期间身高增长率(％)

注：。P<0．00l

各年龄组男女身高均高于南方(男性青少年平均差

值为1．6 cm，女性为1．2 cm)，在老年人中也发现

类似规律；而纬度近似的上海(北纬31010’)、武汉

(北纬30。30’)和成都(北纬30040’)地区，身高水平

却依次降低。张振标随’引分析发现，我国少数民族与

汉族人群身高与地理位置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均

显示身高由北往南逐渐减低。林琬生和胡承康陋】分

析地理环境因素对18岁青年生长发育指标的影响，

结果显示日照、气温等气象因素对该人群的生长发

育有较大影响。季成叶等H'53分析认为地理自然环

境指标和社会经济指标对7～18岁城乡青少年生长

发育有着重要影响，两组指标综合的决定系数在城

乡两组人群中分别达到0．847和0．725，而对乡村青

少年的影响则更显著。唐锡麟等”们根据1985年“全

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资料绘制了28个省(区)18岁

乡村青年身高的分布图，将我国划分为高身材和矮身

材2个区域，显示出“北高南矮”的现象，也发现了沿

海高于内地的局部区域身高差异。张迎修¨“与许良

和王丰效n21分别利用2000年、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

健康调研”数据分析的结果也与本研究基本一致。

本研究将我国30个省(市)划分为3个身高区域，

其中高身材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及东部沿海地

区，中等身材区主要分布在华中和西北地区，矮身材

区主要分布在华南、西南地区。3个区域的身高水平

差别较大，因此在评价各区域儿童青少年身高发育水

平时，有必要采用不同的标准。有研究显示bJ，我国

农村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受地理环境因素和社会经

济因素的影响要大于城市，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城市

居民迁移频繁、籍贯记录不清等情况。因此如使用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中城市儿童青少年身高数

据，并不能完全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况，而使用农村儿

童青少年的数据，则可能受社

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

究使用城乡综合数据来对比各

省市的儿童青少年身高水平，

能客观地反映不同地区儿童青

少年的身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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