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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学龄期儿童及青少年的青春发育峰期特征, 绘制适用于正畸临床的体重标准生长曲线及增

长量曲线。方法: 从 1995 年五部委进行的体质调查资料中获取的 32524 名四川省城乡汉族 7～ 19 岁中小学生体重

资料。结果: 绘制适合中国人的正畸临床用体重标准生长曲线及年增长量曲线。分析了生长发育期男女学生体重的

增龄变化, 城乡及性别差异, 高峰期出现的时间、特征等。结论: 标准生长曲线可用以判断患者生长发育状态, 为正

畸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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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世纪法国贵族 de M ontbeillard 所测其子从

出生到 18 岁时的身高曲线, 为最早公开发表的纵

向生长发育资料之一 1 。1877 年H P Bow dith 做出

第一个美国儿童平均身高、体重曲线图 2 。此后许

多学者经过大量的研究工作, 制订了颅、颌、面、手

骨、性征等各方面的生长发育标准曲线图。如 F ish2
m an 3, 4 用手骨评价骨骼发育及相应曲线图, Bam b2
ha 等 5 、K rieg 6 及Buschang 等 7 建立颅面颌骨生

长发育正常标准。1987 年 Kosh i8 建立了日本青少

年生长发育期的下颌骨、手骨、颈椎标准生长曲线,

1996 年 Keiko 等 9 绘制了上下颌骨标准生长曲线。

而在国内正畸临床、科研应用中, 尚无中国人的身

高、体重及颌骨、手骨等标准生长曲线, 仅能参考国

外 (美国及日本) 资料来判断青少年生长发育是否

正常, 青春高峰期开始、结束的时间, 致使正畸矫治

中不易把握最佳治疗时机。这不但增加了正畸临床

医生的工作量, 也对患者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本研究拟以四川省城乡汉族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

首次绘制出适于中国人正畸临床用体重及年增长

量的平均生长标准曲线, 并为进一步绘制中国人

颅、颌、面各项生长发育标准曲线打下基础。

1　材料和方法

测试对象、时间、资料来源及测量方法均见参考文献

10 。采用杠杆秤 (精确度 0. 1 kg) , 测试前调零, 并检查其

准确度和灵敏度。测得的体重资料按参考文献 10 的方法

处理, 并绘制出体重生长标准曲线及年增长量曲线。

2　结　　果

四川省城、乡、男、女各组别体重的均值、标准

差、年增长量 (A I) 及各组段人数见表 1、2。以此为

基础, 绘制平均体重生长标准曲线和年增长量曲线

(图 1～ 8)。

表 1　四川省城市汉族中小学生各年龄组体重测量

年龄
(岁)

男 (8246 人)

xθ±s (kg)　A I(kg)　n (人)

女 (8160 人)

xθ±s (kg)　A I(kg)　n (人)

7 21. 8±3. 0 660 21. 0±3. 0 647

8 24. 4±4. 0 2. 6 664 23. 4±3. 3 2. 4 665

9 26. 9±4. 9 2. 5 658 25. 9±4. 3 2. 5 659

10 29. 5±5. 6 2. 6 657 29. 3±5. 2 3. 4 657

11 33. 2±6. 4 3. 7 669 33. 7±6. 3 4. 4 660

12 36. 6±6. 9 3. 4 653 38. 4±6. 6 4. 7 650

13 42. 7±8. 0 6. 1 687 41. 8±6. 2 3. 4 684

14 47. 1±8. 0 4. 4 709 44. 6±6. 4 2. 8 599

15 51. 3±8. 0 4. 2 682 46. 9±6. 1 2. 3 656

16 53. 7±7. 4 2. 4 662 48. 8±6. 4 1. 9 659

17 54. 6±7. 4 0. 9 664 48. 9±6. 1 0. 1 662

18 55. 9±7. 3 1. 3 670 48. 9±6. 9 0. 0 653

19 56. 5±5. 8 0. 6 211 50. 4±5. 6 1. 5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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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四川省乡村汉族中小学生各年龄组体重测量

年龄
(岁)

男 (8027 人)

xθ±s (kg) A I(kg)　n (人)

女 (8091 人)

xθ±s (kg) A I(kg)　n (人)

7 20. 3±2. 5 660 19. 9±2. 3 645

8 22. 5±3. 5 2. 2 660 21. 8±2. 6 1. 9 681

9 24. 7±7. 9 2. 2 653 23. 9±3. 3 2. 1 650

10 26. 9±3. 9 2. 2 653 27. 0±4. 2 3. 1 675

11 29. 9±4. 7 3. 0 644 30. 6±5. 4 3. 6 655

12 33. 2±5. 4 3. 3 648 34. 3±5. 8 3. 7 669

13 38. 8±6. 6 5. 6 646 40. 0±5. 9 5. 7 659

14 42. 9±7. 0 4. 1 645 42. 6±6. 5 2. 6 650

15 47. 7±6. 9 4. 8 658 46. 3±5. 5 3. 7 672

16 51. 6±5. 3 3. 9 644 48. 1±5. 3 1. 8 660

17 53. 1±5. 6 1. 5 654 49. 1±5. 2 1. 0 646

18 55. 1±5. 3 2. 0 646 49. 6±5. 1 0. 5 615

19 56. 2±5. 1 1. 1 216 49. 9±5. 3 0. 3 214

图 1　四川省城市汉族男生体重标准生长曲线

及年平均增长量曲线

图 2　四川省农村汉族男生体重标准生长曲线

及年平均增长量曲线

图 3　四川省城市汉族女生体重标准生长曲线
及年平均增长量曲线

图 4　四川省农村汉族女生体重标准生长曲线

及年平均增长量曲线

图 5　四川省城市汉族中小学生男女体重标准生长曲线比较

图 6　四川省农村汉族中小学生男女体重标准生长曲线比较

图 7　四川省城乡汉族中小学女生体重标准生长曲线比较

图 8　四川省城乡汉族中小学男生体重标准生长曲线比较

3　讨　　论

本文根据最新的 (1995 年) 调查资料首次绘制

出适于中国人的正畸临床用体重标准生长曲线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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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量曲线。根据不同的患者 (城、乡、男、女) 的

生长发育资料, 结合曲线, 就可判断患者的生长发

育正常与否, 青春高峰期是否到来, 为正畸临床治

疗, 特别是功能矫形治疗提供了方便。

体重标准生长曲线及年平均增长量曲线的横

轴代表年龄, 左侧纵轴代表体重, 上部的粗黑曲线

为均值, 由其走势可知体重年平均值的增龄变化。

均值上下的细线为一个标准差范围, 以此估计正常

变异范围; 图下部右侧纵轴表示体重的年增长量,

其粗黑曲线为年平均增长量的变化曲线, 由此可估

计每年的增长量变化, 并判断生长高峰期出现的时

间。

比较城乡及男女各组体重平均生长标准曲线,

从男女性别来看 (图 5, 6) , 无论城市或农村, 男女

学生的平均体重增龄变化在 10 岁前基本一致, 男

生平均体重大于女生; 10～ 14 岁之间曲线走势一

致, 但女生平均体重大于男生; 14 岁之后, 女性体

重增长减慢, 而男性则继续增长, 这导致男女生体

重差距拉大, 至 19 岁时相差 6 kg。总的趋势是男生

体重大于女生, 但在 10～ 14 岁之间女生超过男生,

这与统计结果相一致。可能的原因是: 女生青春高

峰期出现较早, 而此时男生高峰期还未开始, 因此

女生的体重在此阶段增长较快, 赶上并可能超过男

生。随着男生高峰期的到来, 体重的性别差异才显

现出来。从城乡比较可见, 无论男生或女生, 18 岁

前城乡间的平均体重增龄变化走势基本一致, 各年

龄段城市学生体重均大于乡村学生; 而 18 岁之后

这种差异则不明显, 甚至出现乡村女生体重大于城

市女生。可能的原因有: ①抽样误差引起。②前期的

差异主要由于经济水平的高低引起, 但后期城市学

生功课负担日趋沉重, 体育锻炼减少, 而农村学生

相对都要从事较多的体力劳动, 这导致了体重差异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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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first new annual increase and grow th curve charts on the body w eigh t of Ch inese ch ildren. M eth2

ods: D ata w ere surveyed in 1995, w h ich w ere obtained from subjects consisting of 32524 studen ts aged from 7 to 19 years in

Sichuan p rovince. Results: M ean values of the annual increm en t of body w eigh t, sex and area difference w ere analyzed. Conclu2
sion: T he new standard grow th curve chart on the body w eigh t is very useful fo r o rthodon tic diagnosis, treatm en t and p rognosis.

Key words: 　orthodon tics　　body w eigh t　　standard grow th curve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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