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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大学生体质状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Ξ

张又新
(西北大学 体育教研部 ,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 高校体育教育的目的之一是增强学生体质 , 为了掌握我省学生体质状况及发展趋势 , 为了贯彻落实《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人才 , 笔者对陕西省 1995年学生体质健康调查中大学生体质状

况进行分析研究 , 并和 1995年全国学生体质状况进行比较 , 寻找差距 , 发现问题 , 为我省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和大学学

校体育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数据 , 从而能够按照学生的体质类型 , 科学地指导学生进行各项体育活动。

关键词 : 陕西省 ; 大学生 ; 体质状况 ;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 G804149 　　　　　文献标识码 : A

Study on Physical Condition and Its Affective Factor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Shaanxi Province

ZHANG You2xin
(P. E. Dept.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 Xi′an , 710069)

Abstract : One of the goals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to build up the students′health. In order to

know well the students’physique and its tendency , to carry out The National Program for Educational 2Reform and Development ,

and to train the constructional successors who combine ability , integrity and good health , the author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stu2
dents’physique and the results of health investigation in 1995 of Shaanxi province and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author discovered some problems from the result , author wish this study can provide the reliable scientific data for the colleges’

physical education , and guide the students to do various physical exercise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ype of phys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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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1 　研究对象

1991 年和 1995 年陕西省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中 19222

岁年龄的大学生 , 分为城市男生、城市女生、乡村男生、

乡村女生四组四个年龄段共 16 组 , 共 1600 人。

112 　研究方法

测试法 : 按照《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情况调查研究工作

手册》的规定进行。

样本构成 : 体检样本和体测样本 , 19222 岁年龄组每个

年龄组保证本省籍学生 100 人 , 共计 1 600 人。

调查项目 : 收缩压、舒张压、肺活量、身高、体重、

胸围、50m 跑 , 立定跳远、引体向上、仰卧起坐、1 000m

跑、立位体前屈。视力、皮褶厚度测试仪器按全国学生体

质健康调研要求统一配备。

数理统计法 ; 因子分析法。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1 　血压与肺活量指标分析

表 1 　收缩压、舒张压、肺活量统计表 (19222 岁)

收缩压

x
-
±S

舒张压 (kp)

x
-
±S

肺活量 (ml)

x
-
±S

城男
市生

陕西
全国

16104 ±1149
13159 ±2101

9 ±1138
9126 ±1151

4308164 ±625151
399518 ±656172

城女
市生

陕西
全国

14175 ±1138
1411 ±1185

8174 ±1114
8171 ±1142

2968193 ±400181
276119 ±470131

乡男
村生

陕西
全国

16115 ±115
15148 ±2106

9103 ±1136
9122 ±1180

4124117 ±57311
389216 ±639116

乡女
村性

陕西
全国

14176 ±1154
14118 ±1179

8158 ±115
8170 ±1144

2892145 ±384177
271010 ±470128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 陕西省四个组的收缩压平均值比

全国平均值大 , 经 t 检验可知城市男生 P < 0105 , 说明差异

有显著性 , 但收缩压在正常范围。舒张压平均值与全国相

比差异没有显著性。肺活量四个组的均值都大于全国平均

值 , 经 t 检验可知 , 城市男性、乡村男生 P < 0101 , 有非常

显著的差异 , 城女、乡女 P < 0105 , 有较显著的差异 , 由此

可以说明陕西省大学生呼吸机能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进一步对肺活量变化研究发现 , 见表 2 :

陕西省城市男生和乡村男生、乡村女生的肺活量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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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正常的发展趋势。19 岁到 20 岁、21 岁呈增长趋势 , 而

22 岁的肺活量反而下降 , 这是不符和人体生长发育规律的

现象。究其成因 , 笔者认为 , 在于陕西省大学生一、二年

级开设体育课 ,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 呼吸机能增加 , 肺活

量增大。而三、四年级不开设体育课或开设得不正规 , 学

生缺乏系统的体育锻炼 , 甚至不锻炼。特别是大四学生面

临毕业 , 学习、就业压力大 , 更谈不上锻炼了。因此 , 三

年级学生保持肺活量增加 , 也是暂时的 , 可以说是在一、

二年级的身体基础上 , 出现的暂时的增加 , 到四年级开始

下降 , 这种不正常发展趋势现象应该引起教育决策部门的

高度重视 , 应采取相应措施加强高年级大学生体育教育力

度。

表 2 　大学生肺活量统计表 V/ L

年龄/ 岁 19 20 21 22

城男

市生

全国

陕西

395217 ±657163

4298167 ±61619

399118 ±658158

431711 ±62013

403713 ±665151

441819 ±60411

400111 ±642132

419917 ±64917

城女

市生

全国

陕西

274916 ±46414

3012165 ±42011

275711 ±48218

296216 ±38815

277412 ±46918

292811 ±43119

276618 ±46313

297213 ±36011

乡男

村生

全国

陕西

383618 ±61411

409716 ±54316

389514 ±63913

415613 ±531

391313 ±64217

4122 ±626

392312 ±655189

4119 ±59317

乡女

村生

全国

陕西

267714 ±47015

284615 ±43015

269315 ±46212

287010 ±35514

273012 ±48116

295715 ±34319

273818 ±46318

289516 ±39916

表 3 　大学生身高、体重、胸围指标统计表 (W/ kg)

身高 (L/ cm)

x
-
±S

体重

x
-
±S

胸围

x
-
±S

城男

市生

陕西

全国

170167 ±5185

171183 ±5155

59150 ±6197

59177 ±6174

85111 ±4185

87122 ±4146

城女

市生

陕西

全国

159110 ±5141

16011 ±5106

50159 ±5191

52111 ±6115

79115 ±4185

81156 ±4164

乡男

村生

陕西

全国

168170 ±5170

168185 ±5123

58129 ±6127

57147 ±5138

84184 ±4129

86135 ±3134

乡女

村生

陕西

全国

157155 ±5127

156155 ±4182

50168 ±5174

50195 ±5144

79150 ±4157

81160 ±4108

212 　身高、体重、胸围的指标分析

从表 3 可以看出 , 陕西省大学生四个组在身高、体重

指标上和全国大学生相应指标的差异无显著性 , P > 0105 ;

而在胸围指标上 , 经 t 检验 , 四个组的均值都较全国大学

生均值有显著的差异 ( P < 0105) , 这与肺活量指标与全国

肺活量指标有明显差异的分析是相吻合的 , 形态与机能基

本相一致。

213 　身体素质指标的分析

身体素质由速度、力量、耐力、柔韧和灵敏五项素质

组成。学生体质和健康调研项目中素质类项目基本上代表

了学生的身体素质状况。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 立位体前屈

陕西省大学生和全国大学生各组别差值无显著性差异 ( P >

0105) , 说明陕西省大学生柔韧素质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 ;

陕西省大学速度素质 , 城市男生 50m 跑成绩与全国城市男

生 50m跑成绩差异显著 ( P < 0105) , 而城市女生和乡村男、

女生 50m跑成绩差异特别显著 ( P < 0101) , 这说明陕西省

大学生速度素质和全国平均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 今后的高

校体育教学应加强速度素质的练习 , 以缩小差距 ; 陕西省

大学生的爆发力、立定跳远成绩各组别与全国平均成绩没

有显著性差异 (P > 0105) ; 力量素质、引体向上和仰卧起

坐 (女) , 城男、女两组力量素质与全国水平差值有特别显

著差异 (P < 0101) , 乡村男、女两组与全国平均水平差值

有显著差异 ( P < 0105) , 说明陕西省大学生力量项目与全

国平均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 ; 耐力素质 ———1 000m 跑和

800m跑 , 乡村男生、女生两组与全国平均水平无显著性差

异 ( P > 0105) , 城男 1 000m成绩和全国平均水平有显著性

差异 , 而城女 800m跑成绩和全国平均水平有特别显著性差

异 ( P < 0101) 。

进一步研究发现 , 陕西省大学生肺活量水平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 , 但 1 000m、800m 跑成绩并没有高出全国水平 ,

而且城市男、女生耐力项目水平较全国平均水平有显著性

差异。究其原因 , 笔者认为 , 中长距离跑项目不仅需要一

定的肺活量基础 , 更需要有顽强的毅力和吃苦的精神 , 而

陕西省城市大部分男、女生相对缺乏顽强的毅力和吃苦精

神。建议高校的体育教学中应加强耐力项目练习的比重以

及体育教学的品质培养功能。

从 50m跑、立定跳远、1 000 (800) m 跑、引体向上

(仰卧起坐) 、立位体前屈随年龄增长的变化趋势来看 , 19

岁220 岁各项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 21 岁保持相对增

长 , 22 岁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 该趋势和肺活量变

化趋势相吻合。这一结果从身体素质的角度再一次论证了

一、二年级开设体育课 , 使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全面提高 ,

三、四年级不开设体育课 , 使三年级身体素质保持暂时性

增长 , 最终导致我省大学生身体素质到四年级时开始下降

的不正常发展趋势。这种现象应该引起教育决策部门的高

度重视 , 采取相应措施加强高年级大学生体育教育力度 ,

以保证高校体育教育目的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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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陕西大学生身体素质统计表

50m

( x
-
±S) S

立定跳远

( x
-
±S) cm

引体仰卧

( x
-
±S) 次

1000m

( x
-
±S) S

立位体前屈

( x
-
±S) cm

城男

市生

全国

陕西

7142 ±0147

7181 ±0144

235186 ±1718

23517 ±1619

9156 ±4158

6167 ±3145

236193 ±23193

23917 ±2115

12130 ±619

1116 ±6129

城女

市生

全国

陕西

9116 ±1111

9161 ±0165

175175 ±1618

177133 ±15138

3415 ±1018

30166 ±8188

237164 ±24158

24212 ±2119

1217 ±6126

11159 ±6118

乡男

村生

全国

陕西

7145 ±0147

7197 ±0137

235117 ±17121

232166 ±15175

10146 ±4167

719 ±3139

230135 ±13156

231154 ±17189

13156 ±6157

14102 ±5176

乡女

村生

全国

陕西

9115 ±0173

9179 ±0158

175156 ±1615

174148 ±13132

32197 ±10139

24195 ±9128

230167 ±2213

229179 ±16116

13167 ±614

13159 ±514

表 5 　陕西省大学生男子体质因子结构

主因子
　　贡献率 % 　　

(男) 　　　 (女)
高载荷指标 因子命名

1

2

3

4

5

6

19182

16168

10183

10128

8157

7128

20138

17124

11135

8129

8117

718

皮褶厚度 (肱三头肌、肩胛下角)

50m跑、立定跳远、引体向上、1 000m跑

左、右眼视力

肺活量、身高、体重、胸围

收缩压、舒张压

立位体前屈

体脂因子

身体素质因子

视力因子

形态因子

血压因子

柔韧因子

　　从表 5 中可以看出大学生男子和女子因子结构都包括

形态、身体素质、视力、体脂、血压、柔韧 6 个因子 , 但

高载荷指标有所不同 , 表 5 中女生的披褶厚度、体重、胸

围同属于脂因子 , 表明女大学生肥胖对体重、胸围发育影

响较大。而表 5 中皮褶厚度、体重、胸围、肺活量、身高

这些所属体质因子贡献率超过 30 % , 而各因子累计贡献率

约为 70 % , 说明大学生这些方面的发育状况对体质水平影

响较大。值得注意的是男女大学生体脂因子贡献率都列第

一位 , 分别为 19182 %和 20138 % , 这说明体脂对体质影响

较大。

3 　结论与建议

(1) 陕西省大学生肺活量指标各组别均高于全国同组

别平均水平 , 并且有显著性差别。

(2) 身高体重指标和全国平均值相当 , 但胸围指标和

全国平均水平有差异 ( P < 0105) 。

(3) 柔韧素质和爆发力水平与全国水平无显著性差异 ,

而速度素质和力量素质各组别与全国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

耐力素质城市男女生和全国平均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4) 各年级身体素质值均存在着从 21 —22 岁时下降的

趋势。

(5) 陕西省大学生应加强力量素质和速度素质的练习。

在大学高年级应增开体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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