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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族7。1 8岁儿童青少年分区域身高
标准的制定及与全国标准的比较

蔡赐河董彬马军

【摘要l 目的制定全国汉族7～18岁儿童青少年分区域身高标准，并采用此标准与全国标

准及WHO标准筛查的结果进行比较。方法使用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中汉族儿童

青少年的身高数据，采用LMS法进行身高标准曲线的拟合，并以此对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对象进行生长迟缓筛查。结果全国各分区域(I。Ⅳ)身高水平差异明显，第Ⅱ分区18岁

年龄组身高水平最高，第1分区身高水平最低。男生相差3．18 cm，女生相差2．92 cm；全国男生身

高标准与WHO标准差值为0．31～5．07 em，女生差值为0．98～4．22 era；在分区域标准、全国标准及

WHO标准下，中国7～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平均发生率分别为2．22％、2．29％、5．25％，分区域

标准下生长迟缓发生率与社会经济指标均呈显著负相关，相关性最强。结论全国统一的身高标

准不适于区分地理、遗传等不可变冈素与社会经济水平等可变因素造成的身高差异，因此应制定

分区域身高标准来客观评价中国儿童身高发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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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efive To develop the reference on height amo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d 7 to 1 8 years of Chinese Han ethnicity jn different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of China andto use this

height reference for screening stunting．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screening program were compared
with the WHO references．Methods Data from the Chinese National Survey on Students

Constitution and Health in 2005 was used to develop the height references through LMS method．

Results Differences among the references on height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different districts

(I．IV)were remarkable．The highest Was seen in the Second Districts While the 10west Was seen in

the First Districts among those at the age of l 8．with differences as 3．1 8 Clll for boys and 2．92 cm for

girls．The heights from the inland were shorter than that of the WHO references．with the differences

ranging from 0．31咖to 5．07 cm for boys．and from 0．98 cm to 4．22 etrl for girls．The prevalence rates

of stunting were 2．22％．2．29％．5．25％，respectirely according to logal references，national references

and the WHO references．Conclusion Universal height refefences from the whole nation could not

discriminate the variations caused by geographic conditions and hereditory factors related to

socio—economic situations．Height refereoces should be developed 10cally．to evaluate height levels of

th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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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身高标准是评价儿童生长发育状况的重

要依据，目前国内使用的6—18岁儿童身高标准主

要是历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中的全国身高

水平数据以及WHO于2007年制定的5～19岁儿童

青少年身高标准。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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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济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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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南北差异更加

明显“。】。因此虽然全国采用统一的身高标准(学生

体质调研标准或WHO标准)有利于不同地区或国

内外的比较，但却可能高估或者低估部分地区的儿

童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故根据我国气候环境的自

然区划，在各个气候分区分别制定身高标准，并采用

此标准对我国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进行筛查，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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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标准及WHO标准筛查结果进行比较，为制定

分地区身高标准提供思路和参考。

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使用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汉族儿童青少年的身高数据，包括全国30个

省、直辖市、自治区(除西藏、港澳台外)。原始数据

包括6—22岁的303 363名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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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用LMS法进行身高标准曲线拟合时要求身高随年

龄单调递增，故舍弃19—22岁年龄组的数据，最终

的数据包括246 180名学生。

2．研究方法：

(1)区域划分：基于我国气候环境的自然区划，

分为4个区域。J：第1分区包括秦岭一淮河以南，青藏

高原以东区域；第Ⅱ分区为秦岭一淮河以北，大兴安

岭、阴山、贺兰山以东的区域；第Ⅲ分区为大兴安岭、

阴山、贺兰山以西，青藏高原以北的区域；第Ⅳ分区

大致为青藏高原地区。用各分区内2005年全国学

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绘制身高标准曲线。其中第

Ⅲ、Ⅳ分区6岁年龄组样本量较小，故将其剔除以避

免影响曲线拟合精度；由于宁夏的固原市位于第Ⅱ、

Ⅲ分区的分界线上，其数据同时用于第Ⅱ、Ⅲ分区身

高曲线的绘制。

(2)身高标准曲线拟合采用LMS法¨]。参数L、

M和S分别代表将资料转换成正态所需要的度量偏

度的Box．Cox转换幂、中位数及标化标准差。其他

百分位数通过公式计算岿j：

百分数=M(1+LSZ)¨。

其中z代表与百分位数对应的z值。由于年龄别

身高服从正态分布，不需要对资料迸行正态性转

换“3。身高标准曲线拟合过程通过LMSChartMaker

Light软件实现。

(3)生长迟缓以身高中位数减2个标准差(一压)

作为筛选标准"1，筛选过程通过SPSS 13．0软件实现。

结 果

1．分区域身高标准的制定：将全国30个省市划

分成4个区域，其中第1分区总样本量为118 734人

(男生59 856人，女生58 878人)，第Ⅱ分区总样本

量为100 284人(男生50 124人，女生50 160人)，第

Ⅲ分区总样本量为21 084人(男生10 652人，女生

10 432人)，第Ⅳ分区总样本量为7390人(男生3698

人，女生3692人)，用LMS法分别拟合身高标准曲

线，按照每岁一组导出身高中位数及标准差。各分

区身高水平差异明显，以18岁年龄组为例，位于我

国华北、东北地区的第Ⅱ分区身高水平最高，而位于

我国华南、西南地区的第1分区身高水平最低，男生

相差3．18 cm，女生相差2．92 cm；位于西北地区的第

Ⅲ分区和位于青藏高原的第Ⅳ分区身高水平则分别

为第二、三位；但在15岁以前，第Ⅳ分区身高水平最

低(表1)。

2．全国统一身高标准的制定及WHO身高标准

的确定：将全围视为一个整体区域拟合身高标准曲

线。由于全国样本量超过LMSChartMakerLight软

件的最大样本容量(10万)，因此再分省市、年龄、性

别进行抽样，每组抽250人，如果该组样本不足250

人则入选全部样本，最终数据包括190 446人，其中

男生95 310人，女生95 136人。拟合结果同样按照

每岁一组导出身高中位数及标准差(表2)。WHO

表1我国7～18岁儿童青少年各分区身高(cm)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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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标准按照月龄分组，采用每岁年龄中的平均身

高及标准差作为该年龄组的身高标准(表2)。结果

WHO身高标准中男生平均身高与全国身高标准差

值为0．31。5．07 cm，女生平均身高差值为0．98—

4．22 cm，该差值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变大。

表2 7。18岁儿童青少年全国及WHO身高(cm)标准

3．不同身高标准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发生率的

筛选：根据不同标准，筛查我国7—18岁儿童青少年

生长迟缓的发生率。在分区域标准下。不同省市儿

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的发生率在0．13％．8．32％之间

波动，平均为2．22％，最高的是贵州省，最低的是安

徽和陕西省；在全国标准下，不同省市儿童青少年生

长迟缓的发生率在0．22％一10．55％之间波动，平均

为2．29％，最高的是贵州省，最低的是上海市；在

WHO标准下，我国不同省市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的

发生率在o．7l％一19．52％之间波动，平均为5．25％，

最高的是贵州省，最低的是上海市(表3)。分区域

标准下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发生率与社会经济指标

的相关性最高(表4)。

讨 论

身高不仅受社会经济水平及医疗状况等可变环

境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自然环境及遗传因素等不

可变因素的影响一]，因此要客观评价一个地区儿童

青少年在不可变因素条件下身高发育水平，作为评

价尺度的身高标准则尤为重要。WHO制定的5～

19岁学龄儿童的身高标准数据来自美国的HES

Cycle II、Ⅲ与HANES Cycle I的调查，而我国儿童

青少年身高与美国等国家有较大差异，尤其是男生

15岁、女生13岁之后【l引，本研究结果同样显示WHO

标准与国内身高标准的巨大差异，因此使用WHO

表3全国各省市7。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发生率(％)

衰4全国7—18岁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发生率与社会经济

指标相关性分析11

城市居盹巍认均第薛据E己；赡队均 ⋯．项目统垤耍百德搏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

的身高标准，只能反映不同国家或地区身高发育情

况的差异，但却无法反映身高发育的实际水平。大

量研究结果都证明，我国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间儿

童青少年的身高水平存在差异拉·“-Jjj，而这种差异主

要的影响因素是不同地区世代遗传与地理气候条件

等不可变因素。因此采用全国统一的身高标准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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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法客观评价身高发育水平的问题。从本研究的

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WHO标准还是全国标准，生

长迟缓的发生率均存在南方高于北方、地理位置相

近者生长迟缓发生率也相近的特点，这正是由于统

一标准不能区分地理、遗传因素造成的身高差异和

社会经济水平造成的身高差异所造成。本研究结果

表明，如果在不同气候环境的地区采用不同的身高

标准，儿童生长迟缓的发生率与社会经济指标的相

关性变强，更能反映因社会经济条件差造成的生长

发育不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述问题。

分区域标准严重依赖是否正确划分区域，而由

于身高差异中，究竟哪些是由于地理、遗传因素造

成，哪些是由于社会经济水平差异造成，难以区分，

继而给区域的划分带来了巨大困难。故本研究仅

为身高分区域标准方面提供一种思路和参考，今后

还需深入研究和探讨，制定一个客观的区域身高标

准，以利于对我国儿童青少年身高发育水平进行合

理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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