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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株洲市体育局为执行单位对株洲市４９８５余名居民按照国民体质监测要求进行抽样测评。研究结果表明：１．株洲
市居民身高均值低于国家均值、体重均值高于国家均值；２．株洲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腰围值、安静时脉搏值均高于国家
整体水平；３．株洲居民的台阶指数要高于国家整体水平；４．体育锻练现状不容乐观。影响株洲市成人组体质的相关因素如
下：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因素；２．工作的性质因素；３．体育锻炼情况因素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进体
育设施建设和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等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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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前言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和《全
民健身计划纲要》和的有关规定，按照《国民体质监

测工作规定》的要求，国家体育总局联合教育部、卫

生部等１０个部委在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
行了第四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也是世界最大规模

的国民体质监测工作。［１］作为国家级监测网点，株洲

市体育局在湖南省体育局统一的部署下，与教委、卫

生、民族、市总工会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株洲市的成人

体质监测工作，体质数据和图表具有高度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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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和权威性。为株洲市成人体质监测的规范

化、系统化建设奠了科学的基础。通过实施成人体

质监测，了解和掌握成人体质的现状及其变化规律，

制定科学的成人体质健康方针政策。因此，成人体

质的强弱不仅关系到个人的身体健康的问题，而且

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决策性问题。［２］

　　二　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株洲市成人体质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了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问卷调

查法、体质测定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以４９８５名
具有株洲市户籍的人群为调查对象，其中男性有

２３９５人，女性有２５９０人。体质测定法是株洲市居
民的体质数据是株洲市体育局具体执行，具有高度

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在株洲市体育局授权给予下

提供的数据。依托株洲市体育局进行测量，成绩评

定按《２０１０年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执行，对每个监
测对象按监测方案的测试指标进行测试。

　　三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成人组体质现状结果分析

１．身高和体重
株洲市成年组的统计结果印证了株洲市幼儿

生长发育带来的后果，数据显示，在成人中，株洲市

无论男女，身高均低于国家整体水平（见图 １、图
２）。而徐云霞的研究表明：湘潭市成年男子、女子
的身高分别在２０～２４岁年龄段达到最高１６８７６ｃｍ
和１５８．６２ｃｍ。［２］株洲市据图１、图２可知，株洲市成
年组男女身高低于国家整体水平。株洲市的经济

水平在中部地区非省城中名列第一。另外，株洲有

“火车拖来的城市之说”，这表明株洲是一个典型的

移民城市，来自全国各地，尤其北方人的融入，大大

地提高了株洲身高整体水平，而湘潭却属于本土特

点较为典型的城市，因此，与株洲有一定的差距可

以理解为其是湖南整体水平的体现，即低于全国水

平。所以株洲市成年组男女身高高于湘潭，但低于

国家整体水平，与事实相符。

２．腰围和安静心率
腰围是预测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指标，腰围

过大表明患心血管疾病风险性更大。安静时脉搏

是预测一个人心脏功能好坏的简易指标，安静时心

率在正常范围内心率值越高，表明心脏的功能越低

下。株洲市成年男性和女性安静心率在２５～２９岁
年龄段有突增现象，这可能是由于在这一年龄段属

于毕业就业和事业发展期，各方面的压力较大导致

的，但在３０～３５岁年龄段却出现下降的现象。株
洲市国民体质测试中腰围、安静时脉搏指标的结果

为：株洲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腰围值、安静时脉

搏值均高于国家整体水平（见图３－６）。

图１　株洲成年男性身高与国家均值比较结果

图２　株洲成年女性身高与国家均值比较结果

３．台阶指数
台阶指数是反映人体心肺功能的重要指标，人

体心肺功能是体适能中最主要的指标之一。心肺

功能是指人的吸氧能力以及转化氧气成为能量的

能力。而株洲台阶指数要高于国家整体水平（见图

７、图 ８），男性在 ４５～４９岁年龄段达到最高值为
６１．５。女性在 ５０～５５岁年龄段达到最高值为
６６３。而赵小林的研究表明：湘潭市成年男子台阶
指数均值数据在 ５５～５９岁年龄段出现最高值为
５９０４，女性在 ５０～５９岁年龄段为最高为 ６４．８３。
株洲市成年组人体心肺功能好于湘潭，说明株洲市

在湖南省处于中上位置。［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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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株洲男性腰围与国家腰围均值比较结果 图４　株洲女性腰围与国家腰围均值比较结果

图５　株洲男性安静时脉搏与国家均值比较 图６　株洲女性安静时脉搏与国家均值比较结果

图７　株洲男性台阶指数与国家均值比较结果 图８　株洲女性台阶指数与国家均值比较结果

　　ＢＭＩ指数（身体质量指数，简称 ＢＭＩ），是用体
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平方得出的数字，是目前国

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

个标准。当我们需要比较及分析一个人的体重对

于不同高度的人所带来的健康影响时，ＢＭＩ值是一
个中立而可靠的指标。

按照ＢＭＩ各等级的划分标准进行统计显示，
２０１０年，全国成年组超重率、肥胖率分别为
３２１％、９．９％。由表１可知：株洲市成年人体重过
轻的有 ２０３（３．４％）人，体重正常的有 ３８０８（６３．

６％）人，体重超重的有１４９６（２４．９％）人，肥胖的
有４７９（８．１％）人，株洲作为两型城市的试点单位，
其经济水平又在中部地区非省城中名列第一，株洲

市成年组体重超重率和肥胖率明显低于国家值。

这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经济发展了，人们有更多的精

力、资金、时间投入到健身中。

表１　株洲市成人组ＢＭＩ人数（百分比）

ＢＭＩ 肥胖 超重 正常 体重过轻总数

人数 ４７９ １４９６ ３８０８ ２０３５９８６

比例 ８．１ ２４．９ ６３．６ ３．４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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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成年组体质因素分析

１．受教育程度
居民受不同教育程度的状况一直是体质监测

的内容之一，为研究受不同教育程度居民带来的相

应的身体活动差异对体质的影响提供了条件。［４］由

表２可以看出：在株洲市成年组中男女大学或大专
学历所占的比例分别是４８．１％和４５．９％，在受教

育的程度中所占的比例较高。根据江崇民等的研

究可知：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成为影响居民体质

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同教育程度的人群体育锻炼活

动、健康观、价值观不同，从而造成人们的经济条

件、生活方式、自我保健、医疗行为意识等方面存在

差异，而后者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体质状况。［５］

表２　株洲市成年组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百分比）

选项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总数

男 人数 ２３ １２１５ ５２９ ５５５ １４９ １ ２９ ２５０１

百分比 ０．９ ４８．１ ２１．１ ２２．３ ５．９ ０．３ １．４ １００

女 人数 ３２ １１１９ ６０８ ４５７ １７２ ２ ５０ ２４４０

百分比 １．３２ ４５．９ ２４．９ １８．７ ７．１ ０．０８ ２ １００

　　注：１未上过学２上过扫盲班３小学４初中５高中或中专６大学或大专７研究生及以上

　　２．工作性质
表３中：株洲市成年组的工作状态中以静坐伏

案为主（用电脑、书写等）占比例为４８％，工作中静
坐伴有上肢活动或者以站为主的工作状态占得比

例是２０．６％。可以反映出：以静坐伏案为主的工作
状态和工作中静坐伴有上肢活动或者以站为主的

工作状态对居民体质影响显著，反而是以走为主，

搬运或者举重物、挖掘等工作状态对体质的影响不

显著。这也是株洲市国民体质测试中腰围、安静时

脉搏、台阶指数 ３个关键指标无论是男性还是女
性，腰围值、安静时脉搏值均高于国家整体水平的

原因之一。

表３　株洲市成年组的工作性质一周调查结果

活动内容 １天 ２天 ３天 ４天 ５天 ６天 ７天 总数

以静坐伏案为主（用电脑、书写等） ０ ２ ５ ６ １７９８ ２９８ １８７ ２２９６

工作中静坐伴有上肢活动，或者以站为主

（如司机、售票员、流水线组装工等）
１ ２ ３ ４ ３７７ ３４０ ２１４ ９４１

人工搬运、举重物或挖掘 ３ ２ ０ ２ １８７ ２０９ ２２４ ６２７

以走为主（如护士、卖场销售等） ２ ７ ５ ４６ ３０９ １０８ １８７ ６６４

其他 １ ５ ２０ ８８ ７ ６５ ６３ ２４９

　　３．体育锻炼情况
表４中：株洲市中成年组锻炼人群体育锻炼的

频率在平均每周３次占参加体育锻炼人的２７％，４
次以上的占锻炼人数的２６．７％。在运动处方以及
体适能等理论中明确指出，每３次是一个科学锻炼
的临界值，而令人欣慰的是株洲情况较为理想，也

正因为如此，这也是株洲市成年组体重超重率和肥

胖率明显低于国家值，株洲台阶指数要高于国家整

体水平的原因之一。表５中：株洲市成人组参加体
育锻炼的时间人数占总人数的４２．６％，每次锻炼最
多的人数是在３０～６０分钟，占总人数的２２．７％，而
没有参加锻炼的人数占总人数的５７．４％。实践证
明随着体育锻炼时间的增大，体质也有相关性提

高。但由上表可知，株洲市成年组的体育锻练现状

不容乐观，体质状况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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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株洲市成年组体育锻炼的频度（人数和百分比）

选项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总数

人数 ３５５ ３９８ ７７２ ６０６ ２４５ ３８２ ８４ ２８４２
百分比 １２．５ １４．２ ２７．１ ２１．３ ８．６ １３．４ ２．９ １００

　　注：１平均每月不足１次　　２平均每月１次以上，但每周不足１次　　　３平均每周１次

４平均每周２次　　　　５平均每周３次　　６平均每周４次　　　７平均每周５次及以上

表５　株洲市成年组体育锻炼的时间

不足３０分钟 ３０－６０分钟 ６０分钟及以上 没有锻炼 总数

人数 ８４ １１３６ ９０３ ２８６２ ４９８５
百分比 １．８ ２２．７ １８．１ ５７．４ １００

　　四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１．株洲市无论男女，身高均低于国家整体水
平．株洲市成年组的身高和体重统计结果证明了与
株洲市幼儿生长发育的迟缓带来的后果。（在幼儿

组ＢＭＩ的指数中：肥胖指数占０．２％，超重指数占
０．２％，正常指数占９．３％和过瘦指数占９０．３％。

２．在预测患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腰围、安静时心
率两个指标，其值均高于国家均值。反映力量的握

力、背力等指标的平均数，株洲市均值低于国家均

值。台阶指数要高于国家整体水平，表明株洲市成

年组人的摄氧和转化氧气成为能量的能力高于国

家国家整体水平。

３．以静坐伏案为主的工作状态和工作中静坐
伴有上肢活动或者以站为主的工作状态对居民体

质影响显著，反而是以走为主，搬运或者举重物、挖

掘等工作状态对体质的影响不显著。

４．株洲市成年组的体育锻练现状不容乐观，体
质状况令人担忧。株洲市成人组参加体育锻炼的

时间人数占总人数的４２．６％，每次锻炼最多的人数
是在３０～６０分钟，占总人数的２２．７％，而没有参加
锻炼的人数占总人数的５７．４％。
５．株洲市居民体质的状况受居民的受教育程

度、工作性质和体育锻炼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二）建议

１．促进健康的生活习惯和方式
研究发现，睡眠在７－９小时的居民，体质水平

良好优秀有较高的比例，所以，合理睡眠时间是健

康体质的保证。按时作息，保证有充足睡眠。根据

体质测量结果，开具健身运动处方，科学的、积极的

引导株洲市居民进行健身运动，并提供相应的健康

丛书，传播科学的营养知识和饮食结构，倡导积极

健康的生活习惯，提高株洲市居民体质状况。

２．努力推进体育基础设施建设
株洲市健身场馆及体育中心组成的群众体育

设施群，充分利用各类场地和活动场的健身设施．
对投入使用年久未修和较严重的自然损坏体育设

施进行及时的维修和更换，对株洲市机关、企事业

单位体育场馆和社区公共体育场所加大利用力度，

对日常管理的体育设施责任给予明确划分，以确保

体育设施的安全有效的利用。

３．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健康习惯
体质健康和体育锻炼的程度成正相关，并且相

关的程度较大，体质健康程度和静态活动是成负相

关，坚持动态的体育锻炼对于体质健康是非常重

要，所以，应该要养成良好体育运动锻炼的习惯，以

增强自身的体质。

４．加大政策支撑力度
株洲市政府和社区加大对体育基础设施和场

所建设的投入，出台体育锻炼相应的补贴政策，以

提高居民积极体育锻炼热情，加强对体育政策执行

力度，确保政策落到实处。积极进行体育活动和赛

事的宣传，扩大体育锻炼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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