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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

蒙古族与汉族男生身体形态发育的
差异分析

付连国 孙丽丽 阳益德 李晓卉 王烁 孟祥坤 王政和 马军

【摘要】 目的 分析蒙古族与汉族男生身体形态发育指标的差异。方法 从2010年全国学

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中选取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和汉族男生身体测量数据，整理身高、体重、胸

围、坐高、上臂部皮褶厚度（TST）、肩胛部皮褶厚度（SST）、腹部皮褶厚度（AST）、城乡及“是否遗

精”指标，按“是否遗精”分层且调整城乡因素分析蒙古族与汉族男生身体形态发育指标的差异。

结果 11、12、14岁蒙古族男生“已遗精”比例低于汉族男生（0 vs. 8.1%，3.2% vs. 15.3%，62.5% vs.
76.0%，均P＜0.05）；“未遗精”（11～14岁）汉族男生身高高于蒙古族（1.4 cm，P＜0.01）、坐高、胸

围、体重、TST、SST、AST、BMI 与蒙古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已遗精”（12～17岁）

汉族男生身高、坐高、胸围、体重、SST、BMI 高于蒙古族（1.8 cm、0.6 cm、3.1 cm、3.1 kg、1.7 mm、

0.7 kg/m2，均P＜0.05），TST、AST与蒙古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汉族男生身高

指标可能优于蒙古族男生，汉族“已遗精”男生坐高、胸围、体重、SST、BMI指标优于蒙古族，遗精

前后两民族男生身体形态发育指标差异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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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in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between
Mongolia boys and Han boys in China and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physical
development in two ethnic groups. Methods The data on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of Mongolia
boys and Han boys in Inner Mongolia were obtained from the National Survey on Student’s
Constitution and Health（CNSSCH）conducted in 2010，the data included body height，sitting height，
chest circumference，body weight，triceps skinfold thickness （TST），scapular skinfold thickness
（SST），abdominal skinfold thickness（AST），living area（urban area or rural area），and having
spermatorrhea or not. The boys in two ethnic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ata about spermatorrhea，the living area specific difference in the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between the boys in two ethnic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proportions of Han boys having
spermatorrhea at 11，12，14 years old（0，3.2%，62.5%）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Mongolia boys
（8.1%，15.3%，76.0%，all P＜0.05）. In the boys who had had no spermatorrhea（11-14 years old），the
body height of Han boys was 1.4 cm higher than that of Mongolia boys（P＜0.01），however，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itting height，chest circumference，body weight，TST，SST，AST
and BMI between Han boys and Mongolia boys（all P＞0.05）. In the boys who had had spermatorrhea
（12-17 years old），the body height，sitting height，chest circumference，body weight，SST，BMI of
Han boys were 1.8 cm，0.6 cm，3.1 cm，3.1 kg，1.7 mm and 0.7 kg/m2 higher than those of Mongo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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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身体形态发育在遗传、地理及社会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具有一定的民族特异性［1-3］。

蒙古族是我国主要少数民族之一［4］。有研究显示，

7～18 岁蒙古族男生与汉族男生身体形态发育相

近［3］，已遗精者身体形态发育指标高于未遗精者［5］，

蒙古族男生首次遗精年龄晚于汉族男生［6］。本研究

利用 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按“是

否遗精”分层分析蒙古族与汉族男生身体形态发育

的差异。

资料与方法

1. 调查对象：资料来自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研数据，按性别、城乡进行分类（城男、乡男、

城女、乡女），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学生（先确定

调研学校，再以年级分层，以班级为整群）［7-8］。本研

究从中选取内蒙古自治区 11～17 岁蒙古族和汉族

男生调研数据，整理身高、体重、胸围、坐高、上臂部

皮褶厚度（triceps skinfold thickness，TST）、肩胛部皮

褶厚度（scapular skinfold thickness，SST）、腹部皮褶

厚度（abdominal skinfold thickness，AST）、城乡及

“是否遗精”指标，计算BMI；剔除不能回答“是否遗

精”的研究对象，最终纳入 2 671 人，其中蒙古族为

818人，汉族为1 853人。

2. 调查方法：根据《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细

则》［9］，对被调查学生进行身高、体重、胸围、坐高、

TST、SST、AST 指标测量，调查员均经过规范化培

训，考核合格方可参与现场测量。身高、胸围、坐高

均精确到0.1 cm，体重精确到0.1 kg，TST、SST、AST

均精确到0.1 mm。“是否遗精”信息由内科医生面对

面调查获得。

3. 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构成比（%）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是否遗精”

为因变量，城乡（城市＝2，乡村＝1）、民族（汉族＝2，

蒙古族＝1）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分析城乡、民族因素对“是否遗精”的影响。以各

个身体形态发育指标为因变量，城乡（城市＝2，乡

村＝1）、民族（汉族＝2，蒙古族＝1）为自变量，分别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多水平模型分析（个体为

第1水平，年龄为第2水平），分析汉族与蒙古族学生

身体形态发育指标的差异。

结 果

1. 基本情况：共调查男生 2 671名，其中蒙古族

818 人（城市 319 人、农村 499 人），汉族 1 853 人（城

市897人、农村956人）。11、12、16、17岁汉族城市学

生比例分别为 55.2%、48.9%、53.2%、49.0%，高于蒙

古族男生的 32.1%、35.8%、40.3%、39.1%（均 P＜
0.05），见表 1。11、12、14岁蒙古族男生“已遗精”比

例分别为0、3.2%、62.5%，汉族男生“已遗精”比例分

别为 8.1%、15.3%、7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17岁蒙古族男生“已遗精”比例（99.4%）

高于汉族男生（92.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9.69，P＝0.002），见表2。

2.“是否遗精”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是否遗精”

（已遗精＝1，未遗精＝0）为因变量，城乡（城市＝2，

乡村＝1）、民族（汉族＝2，蒙古族＝1）为自变量，进

行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2、14岁汉

族男生发生“已遗精”的风险高于蒙古族男生，OR 值

boys，respectively（all P＜0.05），however，the differences in TST and AST between Han boys and
Mongolia boys were not statistical significant（all P＞0.05）. Conclusion The body height of Han
boys might be higher than that of Mongolia boys，and in those who had had spermatorrhea，the sitting
height，chest circumference，body weight，SST and BMI of Han boys might be higher than those of
Mongolia boys，the differences in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s between Mongolia boys and Han
boys who had had spermatorrhea or not might be different.

【Key words】 Anthropometric measurement；Mongolia nationality；Han nationality；Boy

表1 11～17岁蒙古族与汉族城市男生比例（%）比较

年龄(岁)

11

12

13

14

15

16

17

注：括号外数据为城市学生比例（%），括号内数据为城市人数/

总人数

蒙古族

32.1(43/134)

35.8(34/95)

40.4(38/94)

46.9(30/64)

42.2(49/116)

40.3(62/154)

39.1(63/161)

汉族

55.2(149/270)

48.9(131/268)

43.8(114/260)

45.3(121/267)

43.1(112/260)

53.2(141/265)

49.0(129/263)

χ2值

19.16

4.85

0.33

0.05

0.02

6.54

3.97

P 值

＜0.001

0.028

0.566

0.822

0.880

0.011

0.046

表2 11～17岁蒙古族与汉族男生已遗精比例（%）比较

年龄(岁)

11

12

13

14

15

16

17

注：同表1

蒙古族

0.0(0/134)

3.2(3/95)

36.2(34/94)

62.5(40/64)

96.6(112/116)

98.1(151/154)

99.4(160/161)

汉族

8.1(22/270)

15.3(41/268)

44.6(116/260)

76.0(203/267)

93.1(242/260)

97.4(258/265)

92.8(244/263)

χ2值

11.55

9.71

2.02

4.84

1.76

0.01

9.69

P 值

0.001

0.002

0.156

0.028

0.185

0.654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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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 5.55、1.90（均 P＜0.05），17 岁汉族男生发生

“已遗精”的风险低于蒙古族男生，OR＝0.08（均P＜
0.05），见表3。

3. 不同年龄蒙古族与汉族男生身体形态发育指

标比较：按性别、年龄分层，各个身体形态发育指标

作为因变量，城乡（城市＝2，农村＝1）、民族（汉族＝

2，蒙古族＝1）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11～17岁男生的身高、胸围、体重、TST、

SST，11～13、15 岁男生的坐高，11～14、16、17 岁男

生的 AST，11～14、17 岁男生的 BMI 等指标为城市

男生高于乡村男生（均P＜0.05）。11、12、14～16岁

男生的身高、12、15岁男生的坐高、14、15、16岁男生

的胸围、体重、14 岁男生的 SST 等指标均为汉族高

于蒙古族（均P＜0.05）；16、17岁男生的TST、AST等

指标为蒙古族高于汉族（均P＜0.05）；其他年龄组各

指标在汉族男生与蒙古族男生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均P＞0.05），见表4。

4. 蒙古族与汉族青春期男生身体形态发育指标

分层比较：蒙古族和汉族男生在 11～15岁组“已遗

精”较为集中，对这个年龄段按“是否遗精”分层，各

个身体形态发育指标为因变量，城乡（城市＝2，农

村＝1）、民族（汉族＝2，蒙古族＝1）为自变量进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未遗精”（11～14

岁）男生中，除14岁男生坐高外，其他年龄各身体形

态发育指标均为城市男生高于乡村男生（均 P＜
0.05）；11、12、14 岁男生的身高为汉族高于蒙古族

（均 P＜0.05），13 岁男生的坐高、体重、BMI 为蒙古

族高于汉族（P＜0.05）。在“已遗精”（12～15岁）男

表4 不同年龄蒙古族与汉族男生身体形态发育指标比较

年龄（岁）

11

12

13

14

15

16

17

注：括号外数据为多元线性回归系数，括号内数据为回归系数 sx；城乡（城市＝2，乡村＝1），民族（汉族＝2，蒙古族＝1）；a P＜0.01，b P＜
0.05

因素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身高（cm）

138.7(1.4)

2.9(0.7)a

1.6(0.7)b

140.0(1.9)

4.5(0.8)a

3.3(0.9)a

154.4(2.1)

4.3(0.9)a

-0.7(1.0)

156.3(2.2)

3.1(0.8)a

2.7(1.0)a

161.5(1.6)

2.2(0.7)a

2.3(0.8)a

166.0(1.3)

1.4(0.6)b

1.5(0.6)b

167.8(1.2)

1.6(0.6)a

1.0(0.6)

坐高(cm)

74.7(0.7)

1.2(0.4)a

0.4(0.4)

76.3(1.0)

1.4(0.4)a

1.0(0.5)b

82.8(1.2)

1.9(0.5)a

-1.0(0.5)

84.2(1.3)

0.9(0.5)

1.1(0.6)

86.3(0.9)

0.9(0.4)b

1.0(0.4)b

89.4(0.7)

0.2(0.3)

0.5(0.4)

91.4(0.6)

-0.01(0.3)

0.2(0.3)

胸围(cm)

64.0(1.8)

3.8(0.9)a

0.5(0.9)

66.2(2.0)

3.9(0.9)a

0.7(1.0)

68.8(2.0)

4.0(0.8)a

0.8(0.9)

68.0(2.2)

4.2(0.8)a

2.9(1.0)a

72.9(1.7)

2.2(0.7)a

3.1(0.8)a

76.3(1.4)

1.6(0.7)b

2.2(0.7)a

79.0(1.3)

2.3(0.6)a

0.8(0.6)

体重(kg)

33.4(2.2)

4.7(1.1)a

-0.2(1.1)

32.8(2.6)

6.1(1.1)a

1.7(1.3)

42.1(2.9)

6.1(1.2)a

-0.6(1.4)

39.4(3.2)

6.3(1.1)a

3.6(1.4)b

49.2(2.7)

2.8(1.2)b

3.2(1.2)b

52.7(2.1)

2.2(1.0)b

2.4 (1.0)b

55.1(2.0)

3.8(0.9)a

0.9(0.9)

TST(mm)

10.0(1.6)

3.7(0.8)a

-0.3(0.8)

9.4(1.9)

4.5(0.8)a

-0.5(0.9)

10.8(1.6)

2.4(0.6)a

-1.0(0.7)

7.3(1.8)

3.2(0.6)a

-0.01(0.8)

9.7(1.6)

2.0(0.7)a

-0.1(0.7)

12.5(1.1)

1.0(0.5)b

-1.8(0.5)a

11.5(1.1)

1.5(0.5)a

-1.5(0.5)a

SST(mm)

6.2(1.9)

3.2(0.9)a

1.1(0.9)

4.5(2.2)

5.2(0.9)a

0.5(1.1)

4.2(1.9)

3.3(0.8)a

1.6(0.9)

3.1(2.1)

3.7(0.8)a

1.9(0.9)b

8.0(1.7)

1.7(0.7)b

1.3(0.8)

10.4(1.3)

1.7(0.6)a

-0.7(0.6)

10.2(1.2)

1.6(0.6)a

0.02(0.6)

AST(mm)

10.9(2.3)

4.8(1.1)a

-1.5(1.2)

9.7(2.8)

4.9(1.2)a

-0.3(1.3)

7.6(2.3)

3.7(1.0)a

0.6(1.1)

6.7(2.6)

3.8(0.9)a

1.1(1.2)

14.3(2.3)

1.9(1.0)

-1.0(1.0)

16.7(1.8)

2.3(0.8)a

-3.6(0.9)a

17.1(1.7)

2.6(0.8)a

-3.8(0.8)a

BMI(kg/m2)

17.3(0.8)

1.4(0.4)a

-0.4(0.4)

17.3(0.9)

1.4(0.4)a

-0.2(0.4)

17.8(0.9)

1.3(0.4)a

-0.1(0.4)

16.5(0.9)

1.6(0.3)a

0.7(0.4)

19.0(0.8)

0.4(0.3)

0.6(0.4)

19.3(0.6)

0.4(0.3)

0.4(0.3)

19.7(0.6)

0.9(0.3)a

0.04(0.3)

表3 城乡、民族对儿童青少年是否遗精影响的
logistic回归分析

年龄
(岁)

12

13

14

15

16

17

变量

常数项

城乡

民族

常数项

城乡

民族

常数项

城乡

民族

常数项

城乡

民族

常数项

城乡

民族

常数项

城乡

民族

β值

-5.12

-0.01

1.71

-1.34

0.30

0.34

0.22

-0.24

0.64

2.77

0.99

-0.75

2.61

1.41

-0.47

7.97

-0.28

-2.50

sx

1.25

0.33

0.61

0.54

0.22

0.25

0.65

0.25

0.30

1.22

0.52

0.57

1.50

0.80

0.70

2.12

0.47

1.03

Wald χ2值

16.74

0.00

7.83

6.11

1.94

1.90

0.11

0.89

4.71

5.12

3.64

1.74

3.05

3.08

0.44

14.14

0.36

5.85

P值

＜0.001

0.970

0.005

0.013

0.164

0.168

0.738

0.346

0.030

0.024

0.056

0.187

0.081

0.079

0.506

＜0.001

0.551

0.016

OR值(95%CI)

0.99(0.52～1.88)

5.55(1.67～18.42)

1.35(0.88～2.08)

1.41(0.87～2.30)

0.79(0.48～1.29)

1.90(1.06～3.39)

2.70(0.97～7.50)

0.47(0.16～1.44)

4.08(0.85～19.58)

0.63(0.16～2.49)

0.76(0.30～1.89)

0.08(0.0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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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除 12 岁男生的 TST、BMI 及 13、15 岁男生的

AST、14岁男生的坐高、15岁男生的BMI等指标外，

其他各年龄身体形态发育指标均为城市男生高于农

村男生（P＜0.05）；12、15岁男生的身高、坐高及 13、

14、15岁男生的胸围，14、15岁男生的体重，14岁男生

的SST等指标为汉族高于蒙古族（P＜0.05），见表5。

5. 蒙古族与汉族男生身体形态发育指标的平

均差异：按“未遗精”（11～14 岁）和“已遗精”（12～

17 岁）分层，各身体形态发育指标为因变量，城乡

（城市＝2，乡村＝1）、民族（汉族＝2，蒙古族＝1）为

自变量，进行多水平模型分析（个体为第 1水平，年

龄为第 2水平）。结果显示，“未遗精”男生（11～14

岁）身高、坐高、胸围、体重、TST、SST、AST、BMI等

指标为城市男生分别高于乡村男生 3.5 cm、1.4 cm、

3.8 cm、5.4 kg、3.8 mm、4.1 mm、4.5 mm、1.4 kg/m2

（均P＜0.01），身高指标为汉族男生高于蒙古族男生

1.4 cm（P＜0.01），坐高、胸围、体重、TST、SST、AST、

BMI等指标在两民族男生中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已遗精”男生（12～17 岁），身高、坐

高、胸围、体重、TST、SST、AST、BMI等指标为城市

男生高于乡村男生（3.1 cm、1.0 cm、3.4 cm、4.7 kg、

2.4 mm、2.6 mm、3.0 mm、1.0 kg/m2，均 P＜0.01），身

高、坐高、胸围、体重、SST、BMI指标为汉族男生高于

蒙古族男生（1.8 cm、0.6 cm、3.1 cm、3.1 kg、1.7 mm、

0.7 kg/m2，均 P＜0.05），TST、AST 等指标在蒙古族

男生与汉族男生中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见表 6。

讨 论

本研究显示，11、12、14岁蒙古族男生报告“已遗

精”比例分别为 0、3.2%、62.5%，低于汉族男生的

8.1%、15.3%、76.0%，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

12、14 岁汉族男生发生遗精的风险高于蒙古族男

生，OR值分别为 5.55和 1.90，提示汉族男生首次遗

精年龄可能早于蒙古族，与宋逸等［6］研究结果相一

致，可能与遗传因素及蒙古族儿童群居地区的经济

水平普遍落后于当地汉族水平有关［8，10-11］。11、12、

16、17 岁汉族城市男生比例分别为 55.2%、48.9%、

53.2%、49.0%，均高于蒙古族男生，而且整体上两民

族城市男生身体形态发育指标高于乡村男生，与已

表5 蒙古族与汉族青春期（11～15岁）男生身体形态发育指标比较

年龄（岁）

未遗精

11

12

13

14

已遗精

12

13

14

15

注：同表4

因素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常数

城乡

民族

身高（cm）

139.0(1.4)

2.7(0.7)a

1.5(0.7)b

141.5(2.0)

4.0(0.9)a

2.7(0.9)a

154.5(2.8)

4.1(1.2)a

-1.8(1.3)

149.1(4.2)

4.1(1.6)a

4.3(1.8)b

123.8(9.0)

8.6(2.2)a

9.6(4.4)b

156.5(2.9)

3.7(1.1)a

0.002(1.3)

160.3(2.5)

3.0(0.9)a

1.1(1.2)

161.4(1.7)

2.1(0.7)a

2.4(0.8)a

坐高(cm)

74.8(0.7)

1.2(0.4)a

0.2(0.4)

76.8(1.0)

1.3(0.5)a

0.7(0.5)

82.5(1.5)

1.9(0.7)a

-1.4(0.7)b

80.6(2.7)

1.5(1.0)

1.7(1.2)

68.7(4.3)

2.5(1.1)b

4.7(2.1)b

84.7(1.7)

1.4(0.7)b

-0.9(0.8)

86.1(1.4)

0.8(0.5)

0.4(0.7)

86.3(0.9)

0.8(0.4)b

1.0(0.4)b

胸围(cm)

64.0(1.8)

3.9(0.9)a

0.4(0.9)

66.8(2.1)

3.7(0.9)a

0.4(1.0)

73.5(2.4)

2.9(1.0)a

-1.7(1.1)

64.1(4.4)

6.0(1.7)a

2.8(1.9)

60.5(9.5)

5.1(2.4)b

3.4(4.7)

62.9(3.4)

4.9(1.3)a

4.2(1.6)a

69.6(2.5)

3.7(0.9)a

2.7(1.2)a

72.9(1.7)

2.2(0.7)a

3.0(0.8)a

体重(kg)

33.6(2.2)

4.7(1.1)a

-0.3(1.1)

34.0(2.7)

5.8(1.2)a

1.1(1.3)

46.9(3.3)

4.6(1.4)a

-3.4(1.5)b

32.7(6.3)

9.2(2.4)a

3.7(2.7)

15.6(12.8)

8.2(3.2)b

9.9(6.3)

37.5(5.1)

7.2(2.0)a

2.9(2.3)

42.3(3.7)

5.5(1.3)a

3.2(1.7)b

49.4(2.8)

2.8(1.2)b

3.1(1.3)b

TST(mm)

10.0(1.6)

3.8(0.8)a

-0.3(0.8)

9.5(2.0)

4.6(0.9)a

-0.6(1.0)

11.0(2.0)

2.3(0.8)a

-1.2(0.9)

3.4(3.3)

4.3(1.3)a

1.1(1.4)

1.1(7.9)

3.5(2.0)

4.3(3.9)

10.6(2.6)

2.5(1.0)b

-0.9(1.2)

9.1(2.1)

2.9(0.8)a

-0.6(1.0)

10.0(1.6)

1.8(0.7)a

-0.2(0.7)

SST(mm)

6.1(1.8)

3.3(0.9)a

1.1(0.9)

5.2(2.2)

5.0(1.0)a

0.3(1.1)

4.4(2.3)

3.3(1.0)a

1.0(1.1)

0.8(3.9)

5.9(1.5)a

1.1(1.7)

-6.1(11.5)

6.8(2.9)b

4.9(5.7)

4.5(3.4)

3.0(1.3)b

2.2(1.6)

3.6(2.5)

2.9(0.9)a

2.4(1.2)b

8.1(1.8)

1.6(0.8)b

1.2(0.8)

AST(mm)

10.7(2.3)

5.1(1.1)a

-1.6(1.2)

11.0(2.9)

4.4(1.3)a

-0.6(1.4)

5.9(2.6)

3.8(1.1)a

0.9(1.2)

3.8(4.5)

5.3(1.7)a

0.7(1.9)

-10.1(13.2)

8.8(3.3)b

7.3(6.5)

11.6(4.2)

3.1(1.6)

-0.3(1.9)

7.8(3.1)

3.3(1.1)a

1.1(1.5)

14.7(2.3)

1.9(1.0)

-1.3(1.1)

BMI(kg/m2)

17.3(0.8)

1.5(0.4)a

-0.5(0.4)

17.5(0.9)

1.4(0.4)a

-0.3(0.4)

19.5(1.0)

0.8(0.4)b

-1.0(0.5)b

15.3(1.9)

2.5(0.7)a

0.5(0.8)

13.7(4.3)

1.3(1.1)

1.9(2.1)

15.7(1.6)

1.8(0.6)a

1.0(0.7)

16.8(1.1)

1.2(0.4)a

0.9(0.5)

19.1(0.8)

0.4(0.3)

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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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结果一致［9，12］。提示在分析蒙古族与汉族学

生身体形态发育指标的差异过程中“是否遗精”和

“城乡”因素可能具有一定影响。

按“是否遗精”分层分析蒙古族男生与汉族男生

身体形态发育指标的差异，结果显示，在13岁组，不

按“是否遗精”进行分层分析，蒙古族男生与汉族男

生身体形态发育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按“是否

遗精”进行分层分析，“未遗精”（11～14岁）男生的坐

高、体重、BMI均为蒙古族高于汉族，“已遗精”男生

的胸围为汉族高于蒙古族；在14岁组，不按“是否遗

精”分层，汉族男生的身高、胸围、体重、SST均高于

蒙古族，而分层后发现在“未遗精”男生仅身高这一

项汉族高于蒙古族，“已遗精”汉族男生胸围、体重、

SST高于蒙古族。可见遗精前后，蒙古族男生与汉

族男生的身体形态发育指标差异可能不同。

多水平模型分析显示，“未遗精”男生身高指标

汉族男生高于蒙古族男生 1.4 cm（P＜0.01），提示

在遗精前汉族男生相对蒙古族男生的体形略高。

在“已遗精”男生，汉族男生的身高、坐高、胸围、体

重、TST、BMI 分别高于蒙古族男生 1.8 cm、0.6 cm、

3.1 cm、3.1 kg、1.7 mm、0.7 kg/m2（均P＜0.05），提示

在遗精后汉族男生高于蒙古族男生，可能与遗传因

素有关。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结果不同，如已有

研究显示，7～18 岁蒙古族男生与汉族男生的身体

形态发育差异不明显［3］，可能由于已有研究并未考

虑“是否遗精”的影响。本研究可能存在“是否遗精”

的信息回忆性偏倚。
（感谢所有参加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的现场及数据

整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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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蒙古族与汉族男生身体形态发育指标的平均差异比较

变量

身高(cm)

坐高(cm)

胸围(cm)

体重(kg)

TST(mm)

SST(mm)

AST(mm)

BMI(kg/m2)

注：β0为常数项，β1为城乡变量回归系数（城市＝2，乡村＝1），β2为民族变量回
归系数（汉族＝2，蒙古族＝1）；其余同表4

未遗精（11～14岁）

β0（se0）

146.8(3.8)a

79.0(2.0)a

68.0(1.9)a

38.6(3.0)a

8.8(1.4)a

4.9(1.2)a

8.9(1.7)a

17.7(0.5)a

β1（se1）

3.5(0.5)a

1.4(0.3)a

3.8(0.5)a

5.4(0.7)a

3.8(0.5)a

4.1(0.5)a

4.5(0.6)a

1.4(0.2)a

β2（se2）

1.4(0.5)a

0.1(0.3)

0.2(0.6)

-0.3(0.7)

-0.4(0.5)

0.7(0.6)

-0.6(0.7)

-0.4(0.2)

已遗精（12～17岁）

β0（se0）

155.4(3.3)a

83.4(1.9)a

67.9(2.0)a

41.2(3.3)a

9.4(1.1)a

5.8(1.3)a

11.5(1.7)a

17.6(0.6)a

β1（se1）

3.1(0.5)a

1.0(0.3)a

3.4(0.5)a

4.7(0.8)a

2.4(0.4)a

2.6(0.5)a

3.0(0.7)a

1.0(0.2)a

β2（se2）

1.8(0.6)a

0.6(0.3)b

3.1(0.6)a

3.1(0.9)a

-0.3(0.5)

1.7(0.6)a

-0.4(0.8)

0.7(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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