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1 - 747 Ⅹ(2002) 02 - 0060 - 03

青海省土族、撒拉族学生 1991 —2000 年

身体形态状况的比较分析
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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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笔者利用青海省 1991 年和 2000 年学生体质调研所获得的数据 , 对土、撒学生的身体形态、两民族间的

横向、纵向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 , 土族学生的身高、体重平均增长幅度明显大于撒拉族学生 ; 土、撒两族学生

的生长发育高峰有提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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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hysique of Tu and Sala peoples in Qinghai Province between 1991 and 2000

GAO Jian - hai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 Xining , Qinghai 810008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physiques of the students in Qinghai province between 1991and 2000 , the author has made a

nine - year dynamic alsnysis of Tu and Sala ethnic students. By the cross and vertical contrast and comparison , the author has got

a thorough knowledg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 nature , trend and disparity of Tu and Sala ethnic students′physiques. The study pro2
vides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 ethnic eugenigm , well - feeding , good educ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schoot Physical educa2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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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995 - 6 - 20 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的纲要中 ,

明确的提出了 :“努力实现体育与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协

调发展 , 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体质与健康水平 , 使人民体

质明显增强”。可见增强人民体质已成为一项全民关注的事

业 , 全民素质的提高关系到民族兴旺和国家强盛 , 其中全

民身体形态发育水平的好坏至关重要。土族、撒拉族是青

海省特有的少数民族。青海省土族有 199 470 人 , 占省内总

人口 3185 % ; 撒拉族有 9 581 人 , 占省内总人口的 1185 %。

笔者利用 1991 年 2000 年体质调研所获得的土族、撒拉族

(以下简称土、撒) 学生身体形态状况的基本数据 , 对两个

少数民族学生 (7 —18 岁) 1991 —2000 年身体形态状况的动

态观察、横向、纵向对比 , 分析土、撒青少年学生身体形

态状况变化的特点、规律、趋势及相互之间内在的联系 ,

为进一步研究青海省各民族学生的体质状况 , 实行民族优

生、优育、优教 , 为进一步改善学体体育、卫生工作提供

科学依据。为西部开发 , 青海经济的振兴 , 提供合格的人

才储备。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2000 年按照“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实施方案和检测

细则”的规定 , 在原 1985 年调研观测的点校随机整群抽取

7 —18 岁土、撒中小学生男女各 12 个年龄组共计 4 800 人

(男生 2 400 人 , 女生 2 400 人) 作为研究对象。

112 　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体质测试法。

2 　结果与分析

土、撒学生的身高、体重平均增长值有所提高 , 胸围

(除撒拉族男生外) 均出现负增长。肺活量发育水平土、撒

学生均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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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91 —2000 年土族、撒拉族学生身体形态状况比较 (身高/ cm)

年龄组
土族 91

平均值

土族 91

标准误

土族 2000

平均值

土族 2000

标准误

T检

验值
显著否

撒拉族 91

平均值

撒拉族 91

标准误

撒拉族 2000

平均值

撒拉族 2000

标准误

T检

验值
显著否

7
男 114101 0185 118152 0154 4151 3 3 11810 0188 11317 1126 2179 3 3
女 113153 0172 117197 0154 4193 3 3 11418 0176 11413 0156 0153

8
男 119158 0188 122127 0153 2161 3 3 12014 0177 12117 0160 1133

女 115113 1121 120196 0165 4124 3 3 12017 0179 12019 0177 0118

9
男 123142 1100 129151 0165 5111 3 3 12412 0172 12712 0159 3122 3
女 120110 0161 127179 0166 8155 3 3 12314 0174 12411 0149 0179

10
男 127149 0179 134161 0174 6158 3 3 13014 0178 13311 0166 2164

女 124164 0169 134138 0165 10127 3 3 12911 0199 12817 0161 0134

11
男 130123 0187 13816 0178 7121 3 3 13710 1108 13718 0173 0161

女 129157 1103 140100 0173 8126 3 3 13713 1120 13710 0184 0120

12
男 134151 1101 142147 0173 6138 3 3 13811 1110 14319 0198 3194 3 3
女 132188 1105 143185 0160 9107 3 3 13817 1118 14212 0160 2115 3

13
男 143182 1120 146192 0187 2109 3 14312 1108 15111 0198 5142 3 3
女 144116 1117 148192 0160 3162 3 3 14612 1126 14912 0160 2115 3

14
男 153138 1106 151102 0191 1168 15219 1142 15819 0171 3178 3 3
女 151199 0173 151117 0169 0181 15115 0195 15313 0152 1166

15
男 19111 0181 159119 0190 0106 15814 1117 16317 0175 3181 3 3
女 154133 0185 154143 0158 0109 5512 0162 15512 0160 0

16
男 162115 0178 163157 0170 1135 16319 0176 16513 0160 1145

女 155138 0172 155169 0144 0136 15514 0159 15319 0150 1194

17
男 165133 0152 165129 0158 0105 16717 0171 16712 0171 0149

女 154142 0172 156141 0155 2119 3 15616 0187 15516 0151 0198

18
男 165169 0170 166174 0158 1115 16812 0175 16010 2190 2174 3 3
女 154174 0165 157152 0148 3144 3 3 15712 0167 15616 0153 0170

表 2 　1991 —2000 年土族、撒拉族学生身体形态状况比较 (体重)

年龄组
土族 91

平均值

土族 91

标准误

土族 2000

平均值

土族 2000

标准误

T检

验值
显著否

撒拉族 91

平均值

撒拉族 91

标准误

撒拉族 2000

平均值

撒拉族 2000

标准误

T检

验值
显著否

7
男 17125 0136 20132 0124 7109 3 3 2013 0143 2014 0198 0109
女 17163 0133 20116 0144 4160 3 3 1817 0129 2010 1106 1118

8
男 19134 0152 22100 0128 4150 3 3 2110 0131 2313 1106 2108 3
女 17110 0143 20190 0128 7140 3 3 2018 0133 2112 0129 0191

9
男 21116 0166 24186 0135 4195 3 3 2214 0132 2711 0138 9146 3 3
女 19148 0140 24111 0143 7188 3 3 2115 0133 2216 0122 2177 3 3

10
男 24134 0138 27186 0142 6121 3 3 2515 0141 2818 0146 5136 3 3
女 21122 0148 27152 0144 9167 3 3 2416 0150 2814 0149 5143 3 3

11
男 25157 0145 29196 0150 6154 3 3 2817 0157 3015 0151 2135 3
女 23137 0169 31100 0157 7172 3 3 2818 0183 2915 0157 0170

12
男 27152 0159 32140 0152 6120 3 3 2916 0158 3415 0173 5126 3 3
女 25160 0160 33151 0153 9180 3 3 3011 0178 3215 0153 2154 3

13
男 32138 0191 36101 0167 3121 3 3 3215 0168 3812 0175 5163 3 3
女 33174 1117 38111 0156 3136 3 3 3419 0197 3716 0159 2138 3

14
男 42158 0189 39138 0172 2179 3 3 3819 1101 4419 0165 4199 3 3
女 41113 0188 42117 0167 0194 4017 0186 4214 0163 1159

15
男 47179 0175 44184 0177 2176 3 3 4411 0191 4810 0176 3129 3 3
女 44123 0193 46101 0161 1160 4513 0167 4318 0161 1165

16
男 51143 0182 49121 0179 1194 4815 0171 5011 0164 1167
女 46163 0190 47142 0157 0174 4516 0182 4610 0164 0138

17
男 55132 0161 52122 0157 3173 3 3 5317 0163 5315 0159 0123
女 49104 0176 49103 0152 0101 4716 0167 4713 0144 0137

18
男 54150 0175 55148 0156 1104 5316 0169 5214 1134 0179
女 50135 0175 51194 0156 1169 4719 0173 4811 0147 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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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1 —2000 年土族、撒拉族学生身体形态状况比较 (胸围/ cm)

年龄组
土族 91

平均值

土族 91

标准误

土族 2000

平均值

土族 2000

标准误

T检

验值
显著否

撒拉族 91

平均值

撒拉族 91

标准误

撒拉族 2000

平均值

撒拉族 2000

标准误

T检

验值
显著否

7
男 57178 0133 54170 0122 7176 3 3 5818 0143 6213 0150 5128 3 3
女 55164 0130 53114 0157 3188 3 3 5613 0133 5518 0126 0146

8
男 60134 0141 56144 0125 8112 3 3 5914 0137 6012 0134 1159

女 56167 0140 53196 0147 4139 3 3 5716 0132 5718 0127 0124

9
男 60133 0141 58105 0127 4164 3 3 6017 0134 6210 0132 3138 3 3
女 58125 0129 56188 0133 3111 3 3 5816 0132 5910 0124 1100

10
男 62193 0134 60160 0147 4101 3 3 6314 0185 6415 0138 1118

女 60117 0136 59150 0137 1129 6019 0143 6112 1152 0119

11
男 63168 0143 61184 0137 3124 3 3 6512 0142 6519 0138 1124

女 62194 0145 61184 0149 1165 6317 0162 6416 0163 0170

12
男 65149 0141 64160 0138 1159 6615 0144 6814 0153 2176 3 3
女 64150 0152 64196 0141 0169 6512 0159 6416 0163 0170

13
男 70105 0161 66153 0148 4153 3 3 6813 0151 7011 0155 214 3
女 70187 0177 68155 0145 2160 3 6819 0173 6814 0145 0158

14
男 75169 0160 68193 0149 8170 3 3 7215 0169 7511 0154 2197 3 3
女 75171 0151 71130 0154 5193 3 3 7218 0161 7111 0144 2126 3

15
男 79156 0158 73165 0152 7158 3 3 7519 0170 7617 0152 0192

女 77129 0155 73198 0141 4182 3 3 7611 0157 7112 0170 5143 3 3

16
男 82130 0164 76164 0150 6196 3 3 8012 0154 8014 0145 0128

女 78187 0149 75119 0145 5153 3 3 7519 0146 7319 1119 1157

17
男 85106 0144 79147 0142 9118 3 3 8412 0146 8014 0172 4145 3 3
女 79140 0150 77188 0140 2137 3 7618 0149 7419 0154 2160 3

18
男 84179 0153 82136 0139 3169 3 3 8411 0151 9613 0161 15134 3 3
女 76167 0153 80129 0142 0191 7618 0156 7514 0142 2100 3

表 4 　1991 —2000 年土族、撒拉族学生身体形态状况比较 (肺活量/ ml)

年龄组
土族 91

平均值

土族 91

标准误

土族 2000

平均值

土族 2000

标准误

T检

验值
显著否

撒拉族 91

平均值

撒拉族 91

标准误

撒拉族 2000

平均值

撒拉族 2000

标准误

T检

验值
显著否

7
男 1 25410 30177 1 043160 24196 5131 3 3 1 24610 31109 1 001100 27132 5129 3 3
女 1 17013 32153 942190 21137 5184 3 3 1 09917 34124 91219 22157 4156 3 3

8
男 1 32410 42151 1 182160 20166 2199 3 3 1 29217 33121 1 215150 27159 1179
女 1 18013 30176 981150 21190 5126 3 3 1 18210 24114 96117 28186 8186 3 3

9
男 1 45215 38152 1 375180 29118 1158 1 45213 36174 1 276170 32138 0136
女 1 29613 34165 1 147100 26161 3141 3 3 1 25013 32163 1 00210 24112 6112 3 3

10
男 1 65210 35128 1 737140 32179 0141 1 88213 63165 1 740100 42192 21102 3 3
女 1 46311 39134 1 394120 31195 1136 1 36613 37104 125410 27128 2144 3

11
男 1 75813 38183 1 737140 32179 0141 1 88213 63165 1 740100 42192 21102 3 3
女 1 62712 37184 1 502180 32127 2150 3 1 59710 37114 1 41411 33162 3166 3 3

12
男 1 86210 45110 1 830100 33127 0157 1 94317 51147 2 068100 47120 1178
女 1 72917 38150 1 662160 25182 1145 1 69413 48164 1 67216 35164 0136

13
男 2 22110 67105 2 267130 47133 7124 3 3 2 68517 79103 2 756110 57107 0172
女 2 15910 55159 1 912140 30127 3189 3 3 1 86813 45135 1 98918 41171 1197

14
男 2 86210 67105 2 267130 47133 7124 3 3 2 68517 79103 2 756110 57107 0172
女 2 54613 49163 2 015180 33154 8185 3 3 2 11117 58102 1 96913 35138 2110 3

15
男 3 38817 82197 2 696180 54127 6198 3 3 3 01310 82185 3 076160 65193 0160
女 2 53817 52148 2 207100 33113 5134 3 3 2 26317 56112 2 05810 46113 2183 3 3

16
男 3 51513 84143 2 991170 48164 5137 3 3 3 36210 68113 3 405110 66124 0173
女 2 68917 64180 2 219160 31195 6150 3 3 2 29317 56124 2 43811 59135 1177

17
男 4 02213 59136 3 253180 50142 9186 3 3 3 98510 75126 3 839160 67186 1143
女 2 65610 63176 2 333150 26182 4166 3 3 2 40013 53161 2 42010 58108 0125

18
男 4 02914 60163 3 543140 47101 5120 3 3 3 96110 72170 3 279140 29159 10105 3 3
女 2 60417 56112 2 389160 37114 3110 3 3 2 53313 54170 2 71910 50145 2150 3

(下转第 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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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中外三级跳远运动员各跳起跳

水平速度对照表 (m/ s)

比赛名称
人数

(n)

单足跳

(X)

跨步跳

(X)

跳跃

(X)

第六届世锦赛

1999 年田径

大奖赛 (西安站)

差值

8

12

　

　

814

7182

　

0158

7158

7101

　

0157

6146

6105

　

0141

根据表 3 的对比 , 我国运动员三跳与外国选手的差值

说明运动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研究表明 : “我国优秀女

子三级跳远运动员的助跑速度利用系数的平均值比国外优

秀运动员低 0109 , 且存着非常显著的差异 ( P < 0101)”[2 ] 。

进一步分析发现 , 国外女运动员完成三跳的速度损失率不

到 20 % , 而根据田径大奖赛西安站的统计分析 , 我国运动

员速度损失率达到了 23123 % , 这就是整体上的差距。我国

女子三级跳远目前的状况仍不乐观 , 1999 年我国少数尖子

选手备战悉尼奥运会 , 优秀选手和一般高水平选手平均成

绩不十分好 , 还算正常。历来国内运动员最重视全运会 ,

最佳成绩和平均成绩都会出现高峰期。2001 年在成都举行

的全国田径锦标赛暨全运会预赛女子三级跳远比赛中 , 最

好成绩 14110m , 前 8 名平均成绩 13184m。第九届全运会田

径比赛 , 广西运动员黄秋燕跳出了 14172m 的好成绩。但应

该看到 , 这个成绩与世界水平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 而且第

一名至第八名 (13180m) 有近 1m的递减梯度差 , 反映出整

体水平的差距 , 近年整体实力的滑坡及仍无明显改进提高 ,

应更加引起我们对这一曾是优势项目的足够重视。

4 　结 　论

(1) 我国高水平女子三级跳远运动员与世界优秀运动

员相比 , 助跑的绝对速度慢。尤其助跑后程有速度降低现

象 , 从而直接影响第一跳乃至后续的跳跃。

(2) 三跳水平速度损失之和可作为衡量三级跳远技术

水平的主要指标 ; 三级跳远的成绩与各跳的水平速度相关。

在这两方面 , 我国运动员与世界优秀运动员相比有一定差

距 , 说明在利用发挥水平速度的技术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

足 , 亟待改进和完善。

(3) 近年我国女子三级跳远与世界水平的差距逐渐加

大且无明显改观 , 平均水平停滞 , 后备力量不足 , 已无优

势可言 , 从战略角度考虑 , 应对目前的这种状况引起高度

关注 , 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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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果表明 ,9 年来 ,青海土、撒学生生长发育加快 ,发

育水平有所提高。其中土族学生的身高、体重平均增长幅度

明显大于撒拉族学生 ,土族学生胸围又明显低于撒拉族学

生 ,肺活量土、撒学生均有所下降。说明土族学生已经步入

快速增长阶段 ,而撒拉族学生增长速度有所减慢。可能由于

近几年土族学生的饮食结构和营养状况得到了改善所致。9

年来 ,土、撒学生 (除撒拉族男生) 外 ,胸围平均增长值均出现

负增长。说明土、撒学生 (特别是土族学生) 单细、瘦弱的体

型特点没有得到明显改善。这一方面反映了土、撒生活水平

有待进一步提高 ,同时两个少数民族学生缺乏有效体育锻炼

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此 9 年间 ,处在生长发育

过程中的土、撒学生 ,生长发育高峰有提前趋势。(见表 1、2、

3、4)

3 　结 　论

(1) 9 年间 ,青海土、撒学生的生长发育水平有一定幅度

的提高 ,土族学生已经步入快速增长的阶段 ,撒拉族学生增

长速度有所减慢。土族学生发育过程有提前的趋势 ,且发育

时间延长。胸围平均增长值 (除撒拉族男生外) 均出现负增

长。

(2)从反映生理机能发育水平的肺活量看 ,9 年间 ,土、撒

学生平均增长值均为负 ,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趋势 ,其中 ,

土族学生平均下降幅度明显大于撒拉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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