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13年6月第34卷第6期chin J Epidemi01，Jllne 2013，V01．34，No．6

成都市2010年国民体质状况与全国水平的
比较分析

沈丽琴 张娜 韩海军 袁国婷 陈希宁 王鑫

【摘要】 目的了解成都市民体质现状，分析其在全国国民体质水平中所处的位置，为健身

计划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按照《2010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手册》的要求和测试方法，采

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抽取目标人群共5603人，测量身体形态、机能和素质指标，并与2010年

全国国民体质公报中的数据比较。结果成都男性市民身高、体重、胸围、腰围、臀围和皮褶厚度

(肩胛皮褶厚度除外)均低于全国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全国数据比较显示，身

高相差较大，其中45．64岁组均低4．0 cm以上；体重差值为3．5～6．4蝇，其中男性50～59岁组低

6埏以上；胸围差值为2．4。3．9 cm；腰围差值为2．5～10．4 cm，其中30～59岁组低于7．6 cm以上；

臀围差值为0．1～3．2 cm；上臂和腹部皮褶厚度的差值分别为0．1～2．1 mm和0．2～3．9 mm，肩胛皮

褶厚度差值为1．3～8．8 mm(均大于全国水平，其中30～59岁组大于7．1 mm以上)。成都女性市民

各年龄组身高、体重均低于全国水平。与全国数据比较显示，身高差值为1．6～3．4 cm，体重差值

为1．7～3．2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胸围、腰围、臀围与全国水平相差不大；上臂、肩

胛、腹部皮褶厚度均高于全国水平(P<0．01)，其中老年组上臂、肩胛和腹部皮褶厚度均大于全国

水平5．o mm以上。成都市民生理机能测试，各年龄组安静脉搏、血压、肺活量与全国水平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素质测试指标中，除老年人外成年人握力、坐位体前屈、闭眼单脚站立和选择反应

时等弱于全国水平；各年龄段人群的体质综合评价合格率较高(约90％)。结论成都市民形态、

成年人运动素质低于全国水平，而机能素质与全国水平相当。在健身计划的实施中，应注重成年

人体质水平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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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llIlderstand t11e statLls of physique and variational tendency of

population in Chengdu，and comp撕ng to the national leVel，fbr the purpose of proViding eVidence in

improving the body mass among citizens in Chengdu．Methods Di髓rent groups were selected by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with a total of 5603 samples selected．Body shape，physiological and

phvsical skills were measllred according to the 2010 Workbook of Public Physique Monitomg
Progmm and compared to the results仃om 20 1 0．T test was used．Results For body shape，height and

weight of me people in Chengdu werc 10wer than me national average levels．AmongⅡlem，males

aged仃om 45 to 64 Vears 01d were 4．O cm lower，females above 40 years old were 2．0 cm 10wer in

height，when comparing to the national average 1evels with di髓rences on weight as 3．5—6．4 kg for

men and 1．7—3．2 kg for women．The chest，waist and hip circumfbrences of males were less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s，but showing at matching 1evels in women．Upper am and abdominal skinfold

in men were less thall the national avera2e，but the scapular skinf01d was 1argeL Scapular sbnfold was

1arger than the nationallevels，more than 7．1 mm in the 30 to 59 year．olds．Skin folds of t11e u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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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丌n，shoulder and sc印ular in fbmales were la唱er than the nationalleVels．Citizens in Chengdu and the

nation showed matching physiolo酉c“levels．Physical skiU of the adults was weaker than the nation“

average leVel but the quality regarding power of gripping and time of reaction were superior in the

elderly．ConcIusion LeVels of physique mass in Chengdu citizens were，in geneml，lower than the

national average leVel．Elderly appeared having better physical quali哆，but not in the mid—aged adults．

Our data suggested that a伊eat effbrt should be made to impmve the health of the mid-aged adults．

【Key words】 Physical deVelopment；Body shape；Physiological mnction；Physical qualit)，

国民体质既是社会生产力的组成要素，又是综

合国力的重要基础。掌握一个国家或地区民众的体

质水平，对有针对性采取措施促进国民体质健康具

有重大意义。为此本研究在成都市体育局、成都市

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和四川大学公众健康与社会发展

研究所的支持下，将2010年成都市第三次国民体质

监测资料与全国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为增强成都市

民体质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调查

成都市10个区(县)成年人(20～59岁)和老年人

(60。69岁)。其中成年人分为农民、城镇体力劳动

者和非体力劳动者三种，老年人分为城乡两种，共五

种人群。成年人又将上述三种人群按不同性别分为

6类样本，以每5岁为一个年龄组，共计48个性别年

龄组，每个性别年龄组抽样100人，共计应为4800

人，实际样本量为4803人，有效样本4716人，样本有

效率为98．2％；老年人又将上述两种人群按不同性

别分为4类样本，以每5岁为一个年龄组，4类样本

共8个性别年龄组，每个性别年龄组抽样100人，共

计应为800人，实际样本量为800人，有效样本772

人，样本有效率为96．5％。

2．研究内容和方法：测试指标和方法见《2010

年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手册》Ⅲ和《2010年四川省国民

体质监测工作方案》陋1。检测和分析指标主要包括

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形态指标包括身高、体重、皮

褶厚度、胸围、腰围、臀围；机能指标包括安静脉搏、

血压和肺活量；素质指标包括握力、背力、坐位体前

屈、纵跳、俯卧撑“印卧起坐、闭眼单脚站立和反应

时。各项指标根据不同性别年龄组稍有调整。身体

形态、机能和素质状况的单项指标评分和综合评价

根据《国民体质测定标准》D1，评价标准分为优秀、良

好、合格和不合格4个等级，其中合格及以上的人群

(包括优秀和良好)所占的比例称为“合格率”。

3．统计学分析：利用EpiData 3．1、Excel和sPSS

16．O软件录入、整理和统计分析数据。同年龄性别

组数据比较采用f检验，假设检验水准均为Cc=0．05。

结 果

1．身体形态：成都男性市民各年龄组平均身高

均低于全国水平，差值为2．2—4．7 cm，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其中45—64岁组身高均低于全

国水平4．0 cm以上，且与全国水平相差最大(差值为

4．2～4．7 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平均体

重均低于全国水平，差值为3．5～6．4蚝，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1)，其中50～59岁组低于全国水平
6 kg以上；各年龄组胸围均低于全国，差值为2．4～

3．9 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平均腰围均低

于全国水平，差值为2．5。10．4 cm，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其中30～59岁组低于全国水平7．6 cm

以上；各年龄组臀围略小于全国水平，差值为0．1～

3．2 cm，其中除老年组外，其他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各年龄组上臂和腹部皮褶厚度均小于

全国水平，差值分别为o．1～2．1 mm和O．2～3．9 mm，

其中成年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P<0．01)，老年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年龄组肩胛皮褶厚度

均大于全国水平，差值为1．3～8．8 mm，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成都女性市民各年龄组身高均低于全国水平，

差值为1．6～3．4 c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其中≥40岁年龄组平均身高低于全国水平2．o cm

以上；除20～24岁和35。39岁年龄组，其他年龄组

体重均低于全国水平，差值为1．7～3．2 kg，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o．01)，其中≥40岁年龄组体重低于

全国水平2．o埏以上，差值为2．3。3．2埏；各年龄组

胸围、腰围、臀围与全国水平相差不大；上臂、肩胛、

腹部皮褶厚度均高于全国水平(P<o．01)，其中老年

组和全国水平的差值较大，均大于全国水平5．0 mm

以上(表1)。

2．身体机能：成都男女市民各年龄组的安静脉

搏、血压(SBP、DBP)与全国水平接近，个别性别年龄

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5—59岁年龄段男性各年

龄组肺活量均低于全国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差

值为98～174 m1(允许差值为<200 m1⋯)。65～69

岁组男性肺活量大于全国水平，差值为226 ml，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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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叭O年成都市民形态指标与全国均值比较

注：成都市与全国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叭，6P<0．05；负值表示成都市数据大于全国水平

有统计学意义(P<0．01)。女性各年龄组肺活量均

低于全国水平，差值为68～114 m1，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表2)。

3．身体素质：成都市成年男性各年龄组握力、坐

位体前屈、闭眼单脚站立均低于全国水平，握力差值

为3．5～4．7埏，坐位体前屈差值为0．2～2．7 cm，闭眼

单脚站立差值为4．9～10．7 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选择反应时长于全国水平，差值为

0．0l。0．02 s，除25～29岁和45～49岁年龄组外，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老年男性的握力、坐

位体前屈均高于全国水平。其中60～64岁组握力

大于全国2．1垤、65～69岁组大于2．3埏；60～64岁

组坐位体前屈高于全国水平1．8 cm，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65～69岁组的反应时短于全国水平

0．09 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男性20～39

岁组接受背力、纵跳和俯卧撑的测试，表明结果均低

于全国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分别

与全国水平相差8．6～10．1蝇、1．6～2．5 cm和2．2—

3．5个份钟。
成都市成年女性各年龄组握力、闭眼单脚站立

时问均低于全国水平，握力差值为2．3～2．8 kg，闭眼

单脚站立时间差值为3．0～9．6 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o．01)；20～39岁年龄组坐位体前屈低于全国

水平，差值为1．7～2．4 cm。老年组坐位体前屈大于

全国水平，60～64岁和65～69岁组分别比全国大

3．9 cm和2．8 c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反

应时短于全国水平，60～64岁和65～69岁组分别小

于全国水平的O．11 s和0．13 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JP<0．01)。女性20～24岁和30～34岁组背力测试

分别小于全国水平4．9埏和3．8蚝，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纵跳测试除25～29岁组外，其他组均

小于全国水平，差值为1．2。1．7 cm，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25～29岁组仰卧起坐测试大于全国

水平，而30～34岁组低于全国水平，两者均相差1．3

次／分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4．合格率：2010年成都市民达到《国民体质测

定标准》“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男性为89．3％，女

性为92．1％；20～39岁组为91．4％，40～59岁组为

92．1％，60一69岁组为93．9％。

讨 论

身体形态指标是反映发育和营养状况的主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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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0年成都市民机能指标与全国均值比较

专爹尹—{塞竽垫警差值—{耋}昔差值—{耋}等差值—j墨芋等差值一二芒1H一 士1甘 一．jE^甘～ EI自
(岁) 全国 成都

。8
全国 成都

5“
全国 成都

2阻
全国 成都

左咀

男性

20～45．8 41．4 4．44 8．7 7．2 1．5。128．0 119．4 8．6。37．8 36．2 1．64 26．6 23．1 3．5“ 37．1 28．9 82。0．44 0．45—0．叭。

25～ 46．2 42．7 3．5。 7．3 5．8 1．54 131．0 121．6 9．44 36．3 34．4 1．9。 24．2 22．0 2．2。 35．O 26．8 8．2。 O．45 0．46—0．01

30～46．5 42．4 4．14 6．9 4．2 2．74 132．2 122．2 10．04 34．2 31．7 2．5。 22．0 18．6 3．4。 31．6 20．9 10．7。O．46 0．48—0．024

35～ 46．3 41．6 4．74 6．6 5．2 1．4。132．9 122．8 10．1“32．5 30．6 1．9。 20．3 17．1 3．2。 26．9 19．5 7．4“0．48 O．50—0．02“

40～ 45．6 41．7 3．94 5．4 4．4 1．O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21，9 15．3 6．64 0．51 0．53—0．026

45～44．5 40．5 4．04 4．0 3．7 0．3 一 一

50～ 42．6 38．8 3．88 3．5 2．8 0．7 —

55～ 40．7 36．8 3．94 2．6 2．4 0．2 —

60～ 37．4 39．5 —2．1 1．8 3．6 一1．8。 一

65～34．6 36．9—2．3。 O．5 1．4 —0．9 一

女性

一 19．2 12．3 6．9。 0．55 0．56—0．Ol

16．5 10．9 5．6。 0．55 0．57—0．02“

14．4 9．5 4．9。 0．58 0．60—0．026

lO．1 9．5 O．6 0．70 0．65 0．05

8．2 8-3 一O．1 0．70 0．61 0．09“

20～ 26．6 23．8 2．84 10．9 9．1 1．84 67．5 62．6 4．94 23．9 22．4 1．54 21．O 22．2 一1．2 36．8 31．2 5．6。 0．48 O．49一O．01
6

25～ 26．9 24．6 2．3。 9．9 8．2 1．7。 69．9 68．8 1．1 23．3 22．8 0．5 19．8 21．1 一1．36 34．2 29．2 5．04 O．49 0．49 0．00

30～ 27．6 25_3 2．3。 9．2 7．2 2．04 72．7 68．9 3．8“ 22．3 20．6 1．7。 17．7 16．4 1．36 31．6 22．O 9．6。 0．50 O．53—0．03n

35～ 27．7 25．3 2．48 8．9 6．5 2．4。 73．9 73．4 O．5 21．3 20．1 1．24 16．1 15．2 0．9 27．7 22．9 4．84 0．52 0．53—0．01

40～27．4 24．6 2．84 8．6 8．O O．6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21．8 18．8 3．0。 0．55 O．57—0．02“

45～ 26．9 24．3 2．6。 8．1 7．6 O．5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8．3 13．8 4．5。 O．57 0．57 0．00

50～ 25．4 23．1 2．3。 8．1 8．1 0．0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5．0 9．6 5．4。 O．60 0．60 0．00

55～ 24．5 23．0 1．5。 8．0 7．6 0．4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12．3 8．7 3．68 0．6l 0．60 0．0l

60～23．3 23．0 O．3 7．9 11．8 —3．9。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9．O 8．2 0．8 0．70 O．59 0．11

65～21．8 22．1一O．3 6．7 9．5 —2．84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7．4 7．7—0．3 0．80 0．67 0．13n

注：“6同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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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成都男性市民除肩胛皮褶厚度外，其他形态指

标均低于全国水平；女性身高、体重均低于全国水

平，胸围、腰围和臀围的发育水平与全国水平相当，

皮褶厚度大于全国水平。身高与遗传、营养、地理环

境、日照时长等因素有关A，成都市地处盆地，日照

时间短，加上遗传因素使得成都市民身高低于全

国。成都市民各形态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值较

大的年龄段集中在45～59岁，说明随着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成都市民的形态发育水平已有提高，年轻人

形态发育与全国的差距在逐渐减小。而女性的身高

等形态指标与全国的差值较男性小，说明成都女性

的形态发育水平相对于男性要好。男性肩胛皮褶厚

度、女性三项皮褶厚度高于全国水平，尤其是老年女

性的皮褶厚度与全国的差值最大。研究表明，人体

随年龄的增长，身体肌肉质量下降，脂肪增加，尤其

是腰腹的堆积最为明显【6]。

安静脉搏、血压、肺活量等是反映人体机能的主

要指标。成都市成年男性人体机能各项指标与全国

水平的差异无实际意义，65—69岁老年人肺活量优

于全国水平；女性各项机能指标也与全国水平相当。

素质是指人体在运动中所表现出的速度、力量、

耐力、灵敏及柔韧等方面的机能能力，各项素质都是

通过具体的运动形式表现。7。。成都市男性在反映爆

发力、肌肉力量的握力、背力、纵跳、俯卧撑／仰卧起

坐，以及反应时、坐位体前屈等身体素质水平均低于

全国。柔韧素质对于保证速度及力量素质的充分发

挥、保证动作的协调性、扩大动作幅度及防止伤害事

故均有重要意义随3。成都市20～39岁组闭眼单脚站

立、坐位体前屈与全国的差值大于40～59岁组，说

明成都市年轻男性人群的柔韧性、平衡能力等素质

水平有所下降，而老年组的素质水平要好于全国水

平。老年人的握力、坐位体前屈、反应时、闭眼单脚

站立等身体素质水平高于全国水平。闭眼单脚站立

反映人体的平衡能力，随年龄的增长，平衡能力下

降，平衡时间也会缩短。91。有研究显示，平衡能力的

强弱和中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相关”⋯，这也说明成都

市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较好。反应时是反映神经系统

和肌肉灵活性的重要指标¨。。成都市老年人反应时

比全国水平更短，说明其机体对刺激的反应快。

综上所述，成都市成年人的形态水平低于全国，

身体机能与全国处于同一水平，身体素质不及全国

成年人水平。与全国相比，成都市20～44岁组成年

人的形态水平差异小于其他年龄组，但素质水平的

差异却大于其他年龄组。监测结果说明随着社会经

·577·

济的发展及生活水平和营养的提高，身体形态发育

水平也出现增长，与全国的差距逐渐缩小。但同时，

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工作压力的增加，减少了

体育锻炼的时间和强度，出现体质下降。其中年轻

人体质下降的趋势应引起重视，而老年人体质合格

率较高，素质水平也好于全国，说明成都市全民健身

活动对老年人体质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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