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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城乡 ７~ １８ 岁汉族、蒙古族和日本学生身高、体重发育现状与差异ꎬ为民族体质人
类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ꎮ 方法　 内蒙古自治区汉族和蒙古族学生身高、体重数据来自«２０１４ 年内蒙古自治区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查研究»ꎬ日本学生数据来源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平成 ２６ 年度体育与运动调查统计情报”ꎬ计算身高和体重总增长
量、平均增长量及最大发育年龄ꎬ检验各项指标的民族差异ꎮ 结果　 身高方面ꎬ汉族城市男生身高平均高出蒙古族和日本
３.０２ 和４.０９ ｃｍꎬ汉族城市女生分别高出 ２.３４ 和 ３.９９ ｃｍꎻ汉族乡村男女生身高平均高出日本 １.２６ 和 １.６９ ｃｍꎬ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体重方面ꎬ城市汉族男生体重平均高出蒙古族和日本 ２.３６ 和 ５.９２ ｋｇꎬ蒙古族比日本高出 ３.５５ ｋｇꎬ
汉族和蒙古族城市女生平均高出日本 ４.１２ 和 ３.９９ ｋｇꎻ汉族和蒙古族乡村男生平均高出日本 ２.４８ 和 １.５５ ｋｇꎬ汉族和蒙古族
乡村女生分别比日本高出 １.５３ 和 ２.２４ ｋｇ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身高最大发育年龄为汉族城市男生 １０.５２
岁、日本城市女生 ９.６９ 岁、日本乡村男生 １１.５１ 岁和日本乡村女生 ９.７１ 岁ꎻ体重最大发育年龄为汉族城市男生 １０.３３ 岁、日
本城市女生 ９.６２ 岁、日本乡村男生 １１.４４ 岁ꎬ３ 个民族乡村女生体重最大发育年龄(１０.３１ ~ １０.８０ 岁)基本一致ꎮ 结论　 内
蒙古自治区 ７~ １８ 岁城乡汉族和蒙古族学生身高和体重生长发育水平明显高于日本学生ꎮ 城市汉族男生身高和体重最大
发育年龄分别比日本提前 １.０７ 和 １.１６ 年ꎬ乡村汉族男生则晚 ０.９０ 和 ０.９６ 年ꎻ城乡汉族女生身高和体重最大发育年龄比日
本晚 ０.４９~ ０.８０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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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不仅是确保他们正常

学习和生活的基本保障ꎬ而且对整个民族和国家健康

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１] ꎮ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

飞速发展ꎬ青少年学生生长发育水平得到明显改善ꎬ
但体质健康部分指标却呈现下滑趋势[２] ꎮ 虽然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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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体格指标均优于日本ꎬ但体能指标几乎全方面

落后于日本[３] ꎬ超重和肥胖的发展趋势较日本更为严

重[４] ꎮ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变化趋势与遗传和生

活环境密切相关[５] ꎮ 中日两国同属东亚地区ꎬ地理气

候、生活习惯、人种特征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ꎬ了
解和掌握中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特点和规律ꎬ对促进

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６] ꎮ
本文通过对 ２０１４ 年中国内蒙古自治区 ７ ~ １８ 岁汉族、
蒙古族和日本城乡学生身体形态调研数据的比较分

析ꎬ明确现阶段中日青少年学生生长发育现状与特

点ꎬ探索身体形态指标最大发育年龄的民族差异ꎬ为
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ꎮ

１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汉族和蒙古族数据来自«２０１４ 年内

蒙古自治区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研究» [７] ꎬ日本学生

数据来源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平成 ２６ 年度体育与运

动调查统计情报” [８] ꎮ 选取汉族、蒙古族和日本 ７ ~ １８
岁学生身高、体重 ２ 项身体形态指标进行分析ꎮ 研究

对象中ꎬ汉族学生 ７ ４９５ 名(男生 ３ ７４７ 名ꎬ女生 ３ ７４８
名ꎻ城市 ３ ７４０ 名ꎬ乡村 ３ ７５５ 名)ꎬ蒙古族学生 ７ ８７５
名(男生 ３ ９４６ 名ꎬ女生 ３ ９２９ 名ꎻ城市 ２ ５２７ 名ꎬ乡村

５ ３４８名)ꎬ日本学生 １５ ５０５ 名(男生 ７ ６１７ 名ꎬ女生

７ ８８８名ꎻ城市 ９ ５４４ 名ꎬ乡村 ５ ９６１ 名)ꎮ
１.２　 最大发育年龄的计算　 采用松本 ＭＩＡ(最大发育

年龄)比例分配法[９－１０] ꎮ

　 　 ＭＩＡ＝Ａｍａｘ ＋
Ｌｍａｘ －Ｌ－１

(Ｌｍａｘ －Ｌ－１ ) ＋(Ｌｍａｘ －Ｌ＋１ )
Ａｍａｘ:最大发育年龄区间的下限年龄ꎻＬｍａｘ:年最大

发育量ꎻＬ＋１:Ｌｍａｘ上一年的发育量ꎻＬ－１:Ｌｍａｘ下一年的发

育量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运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采
用双人录入数据ꎬ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 软件计算不同民族、
城乡、男女学生身高和体重发育总增长量、平均增长

量和最大发育年龄ꎻ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各项指

标的组间差异ꎬ检验水准为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学生身高和体重发育现状　 ７ꎬ１８ 岁城市汉族男

生身高均高于蒙古族和日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７ 岁城

市汉族女生身高分别比蒙古族和日本高出 ２. ８３ꎬ
６.２５ ｃｍꎬ１８ 岁高 １.７６ 和 ２.１４ ｃｍ(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７ 与

１８ 岁之间ꎬ日本城市女生身高总增长量为 ３６.４０ ｃｍꎬ
分别比汉族和蒙古族高 ４.１１ꎬ３.０４ ｃｍꎮ ７ 岁乡村汉族、
蒙古族和日本男生身高分别为 １２５. １９ꎬ １２３. ６９ 和

１２２.８４ ｃｍꎬ １８ 岁汉族和蒙古族身高分别高出日本

１.３８ꎬ０.９２ ｃｍ(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７ 与 １８ 岁之间ꎬ３ 个民

族乡村男生身高增长幅度基本保持一致ꎮ 乡村 ７ 岁汉

族和蒙古族女生身高分别比日本高 ３.４０ꎬ３.１７ ｃｍꎬ１８
岁汉族女生比日本高 １.８８ ｃｍ(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７ 岁城市汉族和蒙古族男生体重分别高出日本

３.９５ꎬ４.６２ ｋｇꎻ１８ 岁汉族男生分别比蒙古族和日本高

出 ２.９８ꎬ５. １２ ｋｇꎬ蒙古族比日本高 ２. １４ ｋｇ(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７ 与 １８ 岁之间ꎬ城市汉族和日本男生体重总

增长 量 分 别 为 ３９. ５８ꎬ ３８. ４１ ｋｇꎬ 高 于 蒙 古 族 的

３５.９３ ｋｇꎮ ７ 岁城市汉族和蒙古族女生体重分别比日

本高 ３. ２１ꎬ３. １１ ｋｇꎬ１８ 岁时体重差值上升为 ４. ６７ꎬ
４.１４ ｋｇ(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７ 岁与 １８ 岁之间ꎬ城市汉族、
蒙古族和日本女生体重总增长量分别为 ２８.９６ꎬ２８.５３
和 ２７.５０ ｋｇꎮ ７ 岁乡村汉族和蒙古族男生体重分别比

日本高 １.８８ꎬ１.６９ ｋｇꎬ１８ 岁时体重差值上升为 ４.４５ꎬ
３.４７ ｋｇ(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７ 与 １８ 岁之间ꎬ乡村汉族和

蒙古族男生体重总增长量分别为 ３９.０８ꎬ３８.２９ ｋｇꎬ明
显高于日本的 ３６.５０ ｋｇꎮ ７ 岁乡村汉族和蒙古族女生

体重分别比日本高 １.４２ꎬ１.４８ ｋｇꎬ１８ 岁时体重差距上

升为 ４.３０ꎬ４.９１ ｋｇ(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７ 与 １８ 岁之间ꎬ乡
村汉族 和 蒙 古 族 女 生 体 重 总 增 长 量 为 ２９. １９ꎬ
２９.７４ ｋｇꎬ明显高于日本的 ２６.３０ ｋｇꎮ 见表 １ ~ ２ꎮ
２.２　 身高、体重发育的民族差异

２.２.１　 身高　 ７ 与 １８ 岁之间ꎬ城市汉族男生身高平均

高出蒙古族 ３.０２ ｃｍ、高出日本 ４.０９ ｃｍꎬ蒙古族高出日

本 １.０７ ｃｍ(Ｐ 值均<０.０５)ꎮ 汉族城市女生身高平均高

出蒙古族 ２.３４ ｃｍ、高出日本 ３.９９ ｃｍꎬ蒙古族比日本高

１.６５ ｃｍ(Ｐ 值均<０.０５)ꎮ 乡村汉族男女生身高分别平

均高出日本 １.２６ꎬ１.６９ ｃｍꎬ蒙古族女生平均高出日本

１.３０ ｃｍꎬ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乡村

汉族和蒙古族男、女生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见表

３ ~ ４ꎮ
２.２.２　 体重　 ７ 与 １８ 岁之间ꎬ城市汉族男生体重平均

高出蒙古族和日本 ２. ３６ꎬ５. ９２ ｋｇꎬ蒙古族比日本高

３.５５ ｋｇꎻ汉族和蒙古族城市女生体重平均高出日本

４.１２ꎬ３.９９ ｋｇ(Ｐ 值均<０.０５)ꎮ 汉族和蒙古族乡村男生

体重平均高出日本 ２.４８ꎬ１.５５ ｋｇꎬ汉族和蒙古族乡村

女生体重分别比日本高 １.５３ꎬ２.２４ ｋｇ(Ｐ 值均<０.０５)ꎬ
见表 ３ ~ ４ꎮ
２.３　 身高、体重发育的城乡差异

２.３.１　 身高　 汉族男、女生身高的城乡平均差值分别

为 ３.０１ꎬ２.３６ ｃｍꎬ蒙古族为 ０.７２ꎬ０.４１ ｃｍꎬ日本为 ０.１８ꎬ
０.０６ ｃｍꎬ汉族城乡差距最明显ꎬ蒙古族和日本学生城

乡差距较小ꎮ 城市汉族和蒙古族身高总增长量低于

乡村ꎬ汉族男、女生分别为 １. １４ꎬ２. ４５ ｃｍꎬ蒙古族为

２.８５ꎬ１.３６ ｃｍꎻ日本城市高出乡村 ０.９６ꎬ０.１４ ｃｍꎮ
２.３.２　 体重 　 城市汉族男、女生体重平均高出乡村

３.３６ꎬ２.１１ ｋｇꎬ蒙古族高出 １.９０ꎬ１.２７ ｋｇꎬ日本为－０.０８ꎬ
－０.４８ ｋｇꎮ 城市蒙古族男、女生体重总增长量分别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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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乡村 ２. ３６ꎬ １. ２１ ｋｇꎬ 日本城市高出乡村 １. ９１ꎬ １.２０ ｋｇꎻ汉族男女生城乡差值为 ０.５０ꎬ－０.２３ ｋｇꎮ

　 表 １　 不同性别各民族城市学生身高体重及增长量比较(ｘ)

性别 民族
身高 / ｃｍ

７ 岁 １８ 岁 总增长量 平均增长量△

体重 / ｋｇ
７ 岁 １８ 岁 总增长量 平均增长量△

男 中国汉族 １２８.１１∗ １７３.５６∗＃ ４５.４５ ４.１３±２.５８∗ ２７.４７∗ ６７.０５∗＃ ３９.５８ ３.６０±２.０３∗＃

中国蒙古族 １２６.６８∗ １７１.４６ ４４.７８ ４.０７±２.５４∗ ２８.１４∗ ６４.０７∗ ３５.９３ ３.２７±１.８３∗

日本 １２２.５８ １７１.０９ ４８.５１ ４.４１±２.５５ ２３.５２ ６１.９３ ３８.４１ ３.４９±１.６５
女 中国汉族 １２７.８４∗＃ １６０.１３∗＃ ３２.２９ ２.９４±２.９３∗ ２６.４３∗ ５５.３９∗ ２８.９６ ２.６３±２.０８∗

中国蒙古族 １２５.０１∗ １５８.３７ ３３.３６ ３.０３±２.８８∗ ２６.３３∗ ５４.８６∗ ２８.５３ ２.５９±２.３８
日本 １２１.５９ １５７.９９ ３６.４０ ３.３１±２.７８ ２３.２２ ５０.７２ ２７.５０ ２.５０±１.９３

　 注:与日本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中国蒙古族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为 ｘ±ｓꎮ

　 表 ２　 不同性别各民族乡村学生身高体重及增长量比较(ｘ)

性别 民族
身高 / ｃｍ

７ 岁 １８ 岁 总增长量 平均增长量△

体重 / ｋｇ
７ 岁 １８ 岁 总增长量 平均增长量△

男 中国汉族 １２５.１９∗＃ １７１.７８∗ ４６.５９ ４.２４±２.４６ ２５.７７∗ ６４.８５∗ ３９.０８ ３.５５±１.８３∗

中国蒙古族 １２３.６９ １７１.３２∗ ４７.６３ ４.３３±２.５６ ２５.５８∗ ６３.８７∗ ３８.２９ ３.４８±１.７８∗

日本 １２２.８４ １７０.４０ ４７.５５ ４.３２±２.７５ ２３.８９ ６０.４０ ３６.５０ ３.３２±２.０５
女 中国汉族 １２４.８５∗ １５９.５９∗ ３４.７４ ３.１６±２.５９ ２４.７４∗ ５３.９３∗ ２９.１９ ２.６５±１.８９∗

中国蒙古族 １２４.６２∗ １５８.７４ ３４.７２ ３.１５±２.８４ ２４.８０∗ ５４.５４∗ ２９.７４ ２.７０±２.０１∗

日本 １２１.４５ １５７.７１ ３６.２６ ３.３０±２.９２ ２３.３２ ４９.６３ ２６.３０ ２.３９±２.６３

　 注:与日本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中国蒙古族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为 ｘ±ｓꎮ

表 ３　 不同性别各年龄城市学生身高体重差值比较

性别 年龄 / 岁
身高 / ｃｍ

汉族－蒙古族 汉族－日本 蒙古族－日本

体重 / ｋｇ
汉族－蒙古族 汉族－日本 蒙古族－日本

男 ７ １.４３∗ ５.５３∗ ４.１０∗ －０.６７ ３.９５∗ ４.６２∗

１８ ２.１０∗ ２.４７∗ ０.３７ ２.９８∗ ５.１２∗ ２.１４∗

均值 ３.０２∗ ４.０９∗ １.０７∗ ２.３６∗ ５.９２∗ ３.５５∗

女 ７ ２.８３∗ ６.２５∗ ３.４２∗ ０.１０ ３.２１∗ ３.１１∗

１８ １.７６∗ ２.１４∗ ０.３８ ０.５３ ４.６７∗ ４.１４∗

均值 ２.３４∗ ３.９９∗ １.６５∗ ０.１３ ４.１２∗ ３.９９∗

　 注:∗Ｐ<０.０５ꎮ

表 ４　 不同性别各年龄乡村学生身高体重差值比较

性别 年龄 / 岁
身高 / ｃｍ

汉族－蒙古族 汉族－日本 蒙古族－日本

体重 / ｋｇ
汉族－蒙古族 汉族－日本 蒙古族－日本

男 ７ １.５０∗ ２.３５∗ ０.８５ ０.１９ １.８８∗ １.６９∗

１８ ０.４６ １.３８∗ ０.９２ ０.９８ ４.４５∗ ３.４７∗

均值 ０.７３ １.２６∗ ０.５３ ０.９４ ２.４８∗ １.５５∗

女 ７ ０.８３ ３.４０∗ ３.１７∗ －０.０６ １.４２∗ １.４８∗

１８ ０.８５ １.８８∗ １.０３∗ －０.６１ ４.３０∗ ４.９１∗

均值 ０.３９ １.６９∗ １.３０∗ －０.７２ １.５３∗ ２.２４∗

　 注:∗Ｐ<０.０５ꎮ

２.４　 身高、体重最大发育年龄比较

２.４.１　 身高 　 城市男生汉族身高最大发育年龄出现

的最早 １０. ５２ 岁ꎬ其次为日本 １１. ５９ 岁ꎬ蒙古族最晚

１２.４１岁ꎬ身高最大发育量依次为日本 ７.９９ ｃｍ、蒙古族

７.９８ ｃｍ 和汉族 ７.６０ ｃｍꎮ 城市女生身高最大发育年龄

出现的次序为日本 ９.６９ 岁ꎬ蒙古族和汉族分别为 ９.７０
和 １０. ３５ 岁ꎬ 身高最大发育量分别为 ６. ８４ꎬ ７. ４２ꎬ
７.６４ ｃｍꎬ汉族和蒙古族高于日本(Ｐ 值均<０.０５)ꎮ 乡

村男生身高最大发育年龄日本最早 １１.５１ 岁ꎬ汉族和

蒙古族分别为 １２.４１ 和 １２.４０ 岁ꎻ日本身高最大发育量

为 ８.９４ ｃｍꎬ高于汉族和蒙古族(Ｐ 值均<０.０５)ꎮ 日本

乡村女生身高最大发育年龄为 ９.７１ 岁ꎬ比汉族和蒙古

族约早 ０.８０ 岁ꎬ最大发育量也高于汉族和蒙古族(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５ ~ ６ꎮ
２.４.２ 　 体重 　 汉族城市男生体重最大发育年龄为

１０.３３岁ꎬ蒙古族和日本分别为 １１.６３ 和 １１.４９ 岁ꎻ汉族

和蒙古族体重最大发育量高于日本(Ｐ 值均<０.０５)ꎮ
城市女生体重最大发育年龄日本最早 ９.６２ 岁ꎬ汉族和

蒙古族分别为 １０.４２ 和 １０.０４ 岁ꎬ但最大发育量汉族高

于日本(Ｐ<０.０５)ꎮ 日本乡村男生体重最大发育年龄

为 １１.４４ 岁ꎬ汉族和蒙古族分别比日本落后 ０. ９６ 和

１.１４岁ꎬ发育量蒙古族最大 ６.９５ ｋｇꎮ ３ 个民族乡村女

生体重最大发育年龄基本一致ꎬ集中在 １０.３１ ~ １０.８０
岁之间ꎬ最大发育量日本高于蒙古族和汉族(Ｐ 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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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ꎬ见表 ５ ~ ６ꎮ
城市汉族男生身高与体重最大发育年龄比乡村

提前 １.８９ 和 ２.０７ 岁ꎬ蒙古族女生身高最大发育年龄

约提前 ０.７７ 岁ꎬ蒙古族男生体重最大发育年龄提前

０.９５岁ꎬ日本女生体重最大发育年龄提前 ０.６９ 岁ꎮ

表 ５　 不同性别各民族城市学生身高体重最大发育年龄比较

性别 民族

身高

最大发育

年龄段 / 岁
最大发

育量 / ｃｍ
最大发育

年龄 / 岁

体重

最大发育

年龄段 / 岁
最大发

育量 / ｋｇ
最大发育

年龄 / 岁
男 中国汉族 １０ ~ １１ ７.６０ １０.５２ １０ ~ １１ ６.４０∗ １０.３３

中国蒙古族 １２ ~ １３ ７.９８ １２.４１ １１ ~ １２ ６.１５∗ １１.６３
日本 １１ ~ １２ ７.９９ １１.５９ １１ ~ １２ ５.８７ １１.４９

女 中国汉族 １０ ~ １１ ７.６４∗ １０.３５ １０ ~ １１ ６.５０∗＃ １０.４２
中国蒙古族 ９ ~ １０ ７.４２∗ ９.７０ １０ ~ １１ ５.４６ １０.０４
日本 ９ ~ １０ ６.８４ ９.６９ ９ ~ １０ ５.４４ ９.６２

　 注:与日本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中国蒙古族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表 ６　 不同性别各民族乡村学生身高体重最大发育年龄比较

性别 民族

身高

最大发育

年龄段 / 岁
最大发

育量 / ｃｍ
最大发育

年龄 / 岁

体重

最大发育

年龄段 / 岁
最大发

育量 / ｋｇ
最大发育

年龄 / 岁
男 中国汉族 １２ ~ １３ ７.６３∗ １２.４１ １２ ~ １３ ６.７０ １２.４０

中国蒙古族 １２ ~ １３ ７.３８∗ １２.４０ １２ ~ １３ ６.９５∗ １２.５８
日本 １１ ~ １２ ８.９４ １１.５１ １１ ~ １２ ６.４２ １１.４４

女 中国汉族 １０ ~ １１ ７.１４∗＃ １０.４８ １０ ~ １１ ５.７３∗ １０.８０
中国蒙古族 １０ ~ １１ ６.７５∗ １０.４７ １０ ~ １１ ５.５０∗ １０.４５
日本 ９ ~ １０ ７.９５ ９.７１ １０ ~ １１ ６.５６ １０.３１

　 注:与日本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中国蒙古族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中外学者一直关注中日两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

康比较研究[３ꎬ１１－１３] ꎬ１９８３ 年中日两国相关部门签署

«中日合作青少年体质研究»协议ꎬ１９８６ 年开展了中日

学生体质健康调查[１４] ꎮ ２００８ 年中日两国发布了«中

日国民体质联合调查报告» [１５] ꎬ“中日儿童青少年体

质健康比较研究结果公报”对两国儿童青少年身高体

重发育[４] 、体质量指数与体能指数关系[１６] 、体质量指

数与心肺耐力关系[１７]等相关研究进行了报道ꎬ极大丰

富了两国学生体质健康领域的研究成果ꎮ
相关研究报道显示ꎬ１９３１—１９７７ 年间ꎬ日本学生

身高和体重的生长发育速度明显高于同年代上海市

学生水平[１８] 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中末期ꎬ日本

青少年的体格发展出现了被誉为“人类生物史上的奇

迹”的加速期[１９] ꎬ 该增长趋势到 １９７５ 年后逐渐变

小[２０] ꎬ日本儿童青少年身高和体重的发育水平表现出

的“追赶性增长” 在一定时间内得到延续[２１] ꎮ １９９５
年ꎬ中国 ７ ~ １７ 岁男女生身高比日本同龄学生分别低

２.２ꎬ１.３ ｃｍꎬ体重分别轻 ５.２ꎬ４.３ ｋｇꎬ青春期生长突增

开始的时间比日本学生晚 １ ~ ２ 年ꎬ维持生长发育高峰

时间也较日本学生短[２２－２３] ꎮ ２００５ 年中日两国 ７ ~ １７
岁男女学生形态发育水平增龄的趋势基本相似[２４] ꎬ但
身体形态发育水平及运动能力表现为落后于日本学

生[４] ꎮ ２００８ 年上海四五年级男女生的身高体重优于

大阪学生[２５] ꎬ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ꎬ中国青少年学生身体形

态发育水平的提升幅度明显高出日本[２６] ꎬ１９８５—２００５

年间中国蒙古族 ７ ~ １８ 岁男女生与日本学生的平均身

高、体重差距逐渐缩小ꎬ蒙古族学生身高和体重的发

育速度类似日本学生 １９６５—１９８５ 年的生长发育水

平[２７] 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２０１４ 年内蒙古自治区城乡 ７ꎬ１８

岁汉族男、女生身高均高于蒙古族和日本学生ꎬ总体

表现为汉族男女生身高发育趋势优于蒙古族和日本

学生ꎬ蒙古族学生身高发育程度好于日本学生ꎮ 然

而ꎬ日本学生 ７ ~ １８ 岁之间的身高总增长量高出汉族

和蒙古族学生ꎬ说明汉族和蒙古族学生身高发育的主

要优势可能出现在 ７ 岁之前ꎬ随着年龄的增长ꎬ身高发

育的优势逐渐减小ꎮ 在体重发育方面ꎬ汉族学生优势

非常明显ꎬ７ ~ １８ 岁之间汉族城乡男生体重年平均增

长量分别为 ３.６０ 和 ３.５５ ｋｇꎬ高于蒙古族和日本学生ꎻ
汉族城乡女生体重平均增长量与蒙古族基本一致ꎬ但
均高于日本学生ꎮ 然而ꎬ汉族和蒙古族学生体重的持

续增长趋势也可能提示青少年学生肥胖发生率的增

加ꎬ是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城市汉族男、女生身高明显高

于乡村ꎬ蒙古族和日本学生城乡差距较小ꎻ而乡村汉

族男女生身高总增长量高于城市ꎮ 表明汉族城乡差

距虽然明显ꎬ但乡村学生身高生长发育速度明显加

快ꎬ城乡差距逐渐缩小ꎮ 城市汉族男女生体重明显高

于乡村ꎬ而且体重总增长量差异不明显ꎬ说明城市学

生的体重优势明显ꎮ
研究证实ꎬ社会环境、营养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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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条件的长期稳定对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产生积

极作用[２８] ꎬ社会经济、疾病控制和遗传等影响儿童青

少年的生长发育长期趋势ꎬ具体表现为儿童青少年生

长水平提高ꎬ青春期发育提前[２９－３０] ꎮ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中

国学生超重与肥胖检出率持续增长ꎬ乡村学生肥胖检

出率 超 过 城 市 学 生[３１] ꎬ 超 重 及 肥 胖 检 出 率 达

１９.４％[３２] ꎮ 然而ꎬ日本儿童青少年的体格发展在保持

平稳发展的基础上呈现出的下降趋势ꎬ可能与女生崇

尚苗条[３３] ꎬ甚至青少年学生实施减肥行动ꎬ且在各个

学龄段均有范围扩大的趋势有关[３４] 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城市汉族男生身高最大发育年龄

出现的最早 １０.５２ 岁ꎬ比日本和蒙古族提前 １ ~ ２ 年ꎮ
乡村汉族男生身高最大发育年龄为 １２.４１ 岁ꎬ与 ２０００
年相比[３５]虽然提前 ０. ５ 岁ꎬ但仍比日本学生约晚 １
年ꎮ 城市蒙古族和日本女生身高最大发育年龄基本

一致ꎬ比汉族约提前 ０.５ 年ꎮ 乡村蒙古族和汉族女生

身高最大发育年龄相同ꎬ比日本约晚 ０.５ 年ꎮ 城市汉

族男生体重最大发育年龄比蒙古族和日本提前约 １.２
年ꎬ但乡村落后 １ 年左右ꎮ 城乡女生体重最大发育年

龄日本最早ꎬ汉族最晚ꎬ约落后日本 ０.５ 年ꎮ
近年来ꎬ内蒙古经济高速发展ꎬ居民生活水平稳

步提升ꎮ ２００２ 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实行“撤点并校”
政策ꎬ使绝大多数农村牧区小学生离家进城ꎬ就读旗

县城的寄宿制学校ꎮ 特别是农村牧区蒙古族学生的

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ꎬ营养水平显著提高ꎬ规范的

体育课及课外活动ꎬ学生参加身体锻炼机会的增加ꎬ
促进青少年学生身体形态发育进程ꎬ使内蒙古自治区

汉族和蒙古族学生身高及体重的发育水平超过了日

本学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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