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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新疆 7~18岁维吾尔族中小学生身高的发育情况、变化趋势及城乡不平衡性。方法：选取 1985、2000、
2010年和2019年4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中的新疆7~18岁维吾尔族中小学生共18 112例，分为城男、乡男、城女、乡女4个群

体，计算各阶段身高的增幅、每10年增速、发育高峰年龄及变异系数，对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1985—2019年，新疆维

吾尔族 7~18岁中小学生身高总体呈增加趋势，城男、乡男、城女、乡女平均身高分别增长了 7.59、5.27、6.00、2.88 cm（P均 < 0.001）。各

年龄组增幅不一，男生和城市学生增幅较大。城市学生2010—2019年身高增速最快（城男4.65 cm/10 年、城女4.97 cm/10 年），乡

村学生1985—2000年身高增速最快（乡男4.04 cm/10 年、乡女3.22 cm/10年），2000—2010年各组身高均呈负增长。维吾尔族7~
18岁中小学生除城女身高突增高峰年龄提前外，城男、乡男和乡女突增高峰年龄较平稳，近年有下降趋势；维吾尔族城市18岁
男女平均身高差从1985的11.39 cm增大到2019年的14.20 cm，乡村地区从1985年的11.44 cm增大到2019年的13.26 cm，乡村

学生增长潜力较大。身高不平衡使用身高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height，CV⁃h）来衡量，结果表明，34 年间乡村学生

CV⁃h有减小趋势，城市学生CV⁃h则增大，2010年开始城市学生CV⁃h大于乡村学生，各年份男生CV⁃h均大于女生。结论：维吾

尔族7~18岁中小学生身高呈持续增长趋势，总体增速减缓，特别是乡村男女，但城市增速增高；维吾尔族学生存在明显的城乡

身高不平衡现象，城市内部不平衡性扩大，乡村减小。应更多地关注这些地区差异，并制定政策和战略，以减少身高不平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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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understand the height development，trend and urban ⁃ rural inequality of Uygu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ged 7-18 in Xinjiang. Methods：The height of 18 112 Uygu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ged 7-18 in
Xinjiang by national students fitness and health survey report in 1985，2000，2010，and 2019 were selected，which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urban boys，rural boys，urban girls，and rural girls. The growth increment at each stage，the growth rate every ten years，the
age at peak height velocity and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were calculated. The differences were analyzed by one ⁃ way ANOVA.
Results：From 1985 to 2019，the height of Uyghu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ged 7-18 years in Xinjiang showed an
overall increasing trend. The average height of urban boys，rural boys，urban girls，and rural girls increased by 7.59，5.27，6.00，and
2.88 cm（all P < 0.001）. The growth increment of each age group was different，and the growth rate of boys and urban students were
larger. From 2010 to 2019，the height growth of urban students were the fastest（boys 4.65 cm/10 years，girls 4.97 cm/10 years），and
that of rural students were the fastest（boys 4.04 cm/10 years，girls 3.22 cm/10 years）from 1985 to 2000. From 2000 to 2010，the
height of boys and girls increased negatively. The age at peak height velocity of urban boys，rural boys and rural girls are rel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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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身高一直被认为是健康和营养状况

的代表指标［1］，其增长的决定因素除遗传外，生活条

件的改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2］。尽管

大多数国家都报道了身高的正向长期趋势，某些西

方发达国家人群的身高在 20 世纪末达到了平稳甚

至下降趋势［3］。而对于亚洲国家，如日本，21 世纪

以来身高增长趋势也已经趋于平稳［4］，中国属于典

型“转型期”发展中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生的

生长发育状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变化，身

高、体重等基础指标快速上升［5］。先前研究表明，新

疆维吾尔族中小学生身体形态不断增长，处于“不

完全性生长长期趋势”［6-7］。最近研究显示，中国汉

族中小学生生长趋势已过高峰期，身高增速有下降

趋势，体重的增速却越来越快［5］，维吾尔族中小学生

的生长趋势较汉族学生存在一定差距，了解目前维

吾尔族中小学生的生长情况对促进全国各民族共同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

示，维吾尔族人口数排各民族第3位（汉族>壮族>维
吾尔族）［8］，而维吾尔族人民主要聚居于新疆，其人

口数占新疆总人口的 44.96％［9］，因此，对新疆维吾

尔族学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有研究表明，中山市

汉族城乡 7~18岁中小学生身高突增高峰年龄和速

度不同［10］，城市中小学生的生长优势并不存在于所

有年龄段［11］。全国汉族中小学生身高城乡差距持续

缩小［12］，但城市或乡村内部的不平衡性增大［13］。然

而，维吾尔族中小学生城乡以及城市或乡村内部的

差异程度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仍不清楚。因此，本研

究利用1985年、2000年、2010年及2019年共 4 次全

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了解新疆7~18岁维吾

尔族中小学生身高的发育情况及变化趋势，分析男

女生各年龄段34年间的增长幅度和增速、城乡及其

内部的不平衡性，为维吾尔族中小学生的健康及平

等发育促进策略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采集 1985、2000、2010和 2019年 4次全国学生

体质健康调研中维吾尔族 7～18岁中小学生身高

数据［14-17］。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法，抽样程序

在每个调查年都保持一致，除 1985 年为 3—6 月

外，其余年份测量时间为当年 9月初—11月底。根

据学生居住地点按城市和农村地区进行分层，除

2000年外，每个年龄组中至少有 50 名学生被纳入

调查，排除标准：①患有心、肺、肝、肾等重要脏器

疾病；②身体发育异常；③身体残疾、畸形者；④急

性病患者或在检测期最近1个月患有急性疾病而体

力未恢复者；⑤女生月经期。最终获得完整对象共

18 112例，1985年检测 4 780例，男女生各 2 400和

2 380 例，2000 年检测 2 402 例，男女各 1 200 和

1 202 例，2010 年检测 5 748 例，男女各 2 876 和

2 872例，2019年检测5 164例，男女各2 599和2 565例。

本研究经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

准（批准号：IRB00001052⁃19095）。
1.2 方法

严格按照历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检测细

则》［14-17］的具体要求测量身高。检测队伍依托现有

的学校体育、卫生专业机构，在历次全国学生体质

与健康调研检测队伍的基础上组建，所有参加检测

的专业人员都需接受专家组考核，考核合格者方可

参加正式测试。身高采用机械式身高坐高计测量，

stable except that of urban girls enhanced，and there were downward trend in recent years. The average height of gender difference of
18⁃year⁃old Uyghur urban students increased from 11.39 cm in 1985 to 14.20 cm in 2019，and that of rural students increased from
11.44 cm in 1985 to 13.26 cm in 2019.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rural students was large. The height inequality was measured by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height（CV⁃h）. The results show that rural CV⁃h had decreased，while urban CV⁃h had increased in the past
34 years. Since 2010，CV ⁃ h of urban students was larger than rural students，and boys was larger than girls in all survey years.
Conclusion：The height of Uyghu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ged 7- 18 years continues to increase，and the overall
growth rate has slowed down，especially in rural areas，but the urban growth rate has increased；Uyghurs students have obvious height
inequalit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expanding，and the inequality within urban
areas is expanding，while that in rural areas is decreasing.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se regional differences，and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reduce height inequality.
［Key words］ height；Uyghur；student；secular trend；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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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足跟、骶骨部、两肩胛间与立柱相接触，呈

“三点一线”站立姿势；读数时检测人员双眼与水平

压板平面等高，精确到 0.1 cm。

1.3 统计学方法

通过 Excel 2016 初步录入与计算数据，使用

SPSS 27.0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使用均数±标准差

（x ± s）表示。以年龄分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

行均值比较，应用 Bonferroni 法进行事后两两比

较。各年份18岁男女的身高及其身高差趋势使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的线性趋势检验，结果表示为 B 值。

将 1985—2019年身高指标分为 3 个阶段：1985—
2000年为第 1 阶段、2000—2010 年为第 2 阶段，

2010—2019年为第3阶段，计算（或折合）3个阶段各

性别、年龄组增幅和每10年增速。每指标每 10 年增

长值=（某年份均值-前次年份均值）/（某年份-前
次年份）×10。所有均值差的标准差的计算遵循

《Cochrane 系统评价干预手册》［18］，计算公式为：

SDchange=sqrt（SD2baseline + SD2final- 2 × r × SDbase⁃
line×SDfinal），其中 sqrt 为平方根计算，SDchange为
均值差的标准差，SDbaseline为基线样本的标准差，

SDfinal为干预后样本的标准差，r代表基线和最终

测量的相关性，本研究的样本为横断面研究。为比

较城市和乡村内部的身高不平衡性，计算各性别年龄

组身高的变异系数（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height，
CV⁃h）［13］，CV⁃h=身高的标准差/身高的平均值×100%。

城乡和男女合并的CV⁃h为各年龄组合并的CV⁃h，
便于排除各组别人数的差异影响和利于各年份间

的比较。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图形使用

GraphPad Prism 9.3.1软件绘制。

2 结 果

2.1 1985—2019年新疆维吾尔族7~18岁学生身高

变化趋势

1985—2019年新疆维吾尔族 7~18 岁中小学生

城男、乡男、城女、乡女平均身高增长了 7.59、5.27、
6.00、2.88 cm（P均 < 0.001，表 1、2），除 7岁乡男和

14~18 岁乡女外，其余年龄组均显著增长（P 均<
0.05），总体城市增幅大于乡村，男生大于女生。城

男、乡男、城女、乡女的最大增长年龄分别为 11岁

（9.24 cm）、14岁（8.50 cm）、10岁（7.12 cm）和 12岁

（5.61 cm）。第 1阶段（1985—2000年）增速较快，城

男、乡男、城女、乡女每 10年身高平均增长 4.02、
4.04、3.26、3.22 cm；第 2阶段（2000—2010年）身高

出现下降趋势，除乡女11岁、乡男9~11岁外，其余年

龄组均下降，每 10年身高平均增长-2.63、-2.07、
-3.37、-2.91 cm；第 3阶段（2010—2019 年）身高转

而上升，除乡男 9、11和 12岁、乡女 10~12和 17岁

外，其余年龄组均上升，每10年身高平均增长4.65、
1.43、4.97、1.06 cm。城男、城女近 9年身高增长最

快，乡男、乡女前15年身高增长最快（图1）。

表1 新疆维吾尔族7~18岁城乡男中小学生不同年份身高均值变化

Table 1 The growth of average height of Xinjiang Uygur mal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ged 7-18 in different years

7

8

9

10

11

12

13

Total
4.43 ± 4.31
（1.30）c

5.71 ± 4.84
（1.68）c

8.14 ± 4.84
（2.39）c

6.84 ± 5.83
（2.01）c

9.24 ± 6.44
（2.72）c

7.20 ± 7.81
（2.12）c

8.46 ± 8.54
（2.49）c

1985-2000
8.54 ± 5.61
（5.69）c

5.77 ± 6.54
（3.85）c

5.34 ± 7.93
（3.56）c

5.05 ± 7.79
（3.37）c

6.48 ± 8.53
（4.32）c

3.85 ± 9.65
（2.57）b

6.81 ± 11.12
（4.54）c

2000-2010
-8.15 ± 7.18
（-8.15）c

-2.87 ± 6.98
（-2.87）c

-0.42 ± 9.11
（-0.42）

-1.60 ± 8.68
（-1.60）

-1.32 ± 8.93
（-1.32）

-0.13 ± 9.20
（-0.13）

-3.81 ± 10.78
（-3.81）b

2010-2019
4.04 ± 7.83
（4.49）c

2.81 ± 7.14
（3.12）c

3.22 ± 7.97
（3.58）c

3.39 ± 8.46
（3.77）c

4.08 ± 9.44
（4.53）c

3.48 ± 10.55
（3.87）b

5.46 ± 11.05
（6.07）c

F

43.687c

31.159c

39.128c

25.336c

38.175c

17.568c

24.551c

Total
1.62 ± 5.76

（0.48）
4.34 ± 6.62
（1.28）c

5.32 ± 6.39
（1.56）c

6.32 ± 6.36
（1.86）c

5.47 ± 5.84
（1.61）c

7.42 ± 7.63
（2.18）c

7.15 ± 7.43
（2.10）c

1985-2000
93.67 ± 6.76

（2.45）c

94.16 ± 7.97
（2.77）b

94.08 ± 9.19
（2.72）b

94.67 ± 8.86
（3.11）c

96.55 ± 7.65
（4.37）c

10.53 ± 10.28
（7.02）c

96.10 ± 8.37
（4.07）b

2000-2010
-4.58 ± 6.27
（-4.58）c

-0.92 ± 7.31
（-0.92）

+1.79 ± 9.25
（1.79）

+0.48 ± 8.66
（0.48）

+0.00 ± 8.30
（0.00）

-3.11 ± 10.12
（-3.11）

-2.29 ± 9.59
（-2.29）

2010-2019
+2.53 ± 6.89

（2.81）c

+1.10 ± 7.11
（1.22）

-0.55 ± 8.05
（-0.61）

+1.17 ± 7.79
（1.30）

-1.08 ± 8.61
（-1.2）

+0.00 ± 10.09
（0.00）

+3.34 ± 11.95
（3.71）a

F

13.194c

11.937c

20.807c

23.252c

27.283c

30.057c

14.510c

Urban boysAge
（years）

Rural boys
（cm）

·· 82



表2 新疆维吾尔族7~18岁城乡女中小学生不同年份身高均值变化

Table 2 The growth of average height of Xinjiang Uygur femal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ged 7-18 in different years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Total

Total
5.36 ± 4.86
（1.58）c

7.06 ± 5.06
（2.08）c

5.91 ± 5.65
（1.74）c

7.12 ± 6.12
（2.09）c

4.64 ± 6.93
（1.36）c

6.69 ± 6.93
（1.97）c

6.11 ± 5.96
（1.80）c

7.01 ± 5.51
（2.06）c

6.88 ± 5.64
（2.02）c

5.25 ± 5.27
（1.54）c

4.40 ± 5.64
（1.29）c

5.53 ± 4.98
（1.63）c

6.00 ± 14.85
（1.76）c

2000-2010
-5.04 ± 6.85
（-5.04）c

-3.35 ± 7.11
（-3.35）c

-2.66 ± 8.73
（-2.66）a

-2.10 ± 9.16
（-2.14）

-4.66 ± 9.68
（-4.66）c

-4.79 ± 9.90
（-4.79）c

-2.22 ± 8.60
（-2.22）

-7.41 ± 8.89
（-7.41）c

-3.03 ± 6.27
（-3.03）c

-0.87 ± 6.96
（-0.87）

-3.19 ± 7.79
（-3.19）b

-1.03 ± 7.41
（-1.03）

-3.37 ± 21.47
（-3.37）c

1985-2000
4.81 ± 5.84

（3.21）c

4.25 ± 6.80
（2.83）c

3.99 ± 7.93
（2.66）c

4.21 ± 8.36
（2.81）c

3.24 ± 9.08
（2.16）a

5.29 ± 9.59
（3.53）c

2.46 ± 8.16
（1.64）a

7.85 ± 8.38
（5.23）c

5.05 ± 6.95
（3.37）c

5.10 ± 6.60
（3.40）c

5.96 ± 7.36
（3.97）c

6.44 ± 6.70
（4.29）c

4.89 ± 20.71
（3.26）c

2010-2019
5.59 ± 7.46
（6.21）c

6.16 ± 7.26
（6.84）c

4.58 ± 8.92
（5.09）c

5.05 ± 9.22
（5.61）c

6.06 ± 10.01
（6.73）c

6.19 ± 10.15
（6.88）c

5.87 ± 8.36
（6.52）c

6.57 ± 7.64
（7.30）c

4.86 ± 6.78
（5.40）c

1.02 ± 7.99
（1.13）

1.63 ± 8.06
（1.81）

0.12 ± 7.98
（0.13）

4.47 ± 21.13
（4.97）c

F

38.261c

45.430c

21.348c

24.872c

18.128c

25.167c

24.176c

54.501c

41.705c

21.525c

18.632c

25.314c

47.526c

Total
+4.64 ± 5.21

（1.36）c

+3.76 ± 5.65
（1.11）c

+4.76 ± 6.25
（1.40）c

+4.51 ± 6.01
（1.33）c

+5.19 ± 6.99
（1.53）c

+5.61 ± 6.93
（1.65）c

+4.78 ± 6.23
（1.41）c

+1.72 ± 6.20
（0.51）

-0.44 ± 5.59
（-0.13）

+1.11 ± 4.99
（0.33）

-1.66 ± 5.26
（-0.49）

+0.60 ± 6.15
（0.18）

+2.88 ± 15.84
（0.85）c

1985-2000
6.64 ± 6.78
（4.43）c

4.69 ± 6.98
（3.13）c

6.50 ± 8.13
（4.33）c

1.29 ± 7.97
（0.86）

4.35 ± 9.48
（2.90）b

8.95 ± 8.93
（5.97）c

6.52 ± 7.92
（4.35）c

5.38 ± 7.96
（3.59）c

4.36 ± 8.07
（2.91）b

2.76 ± 6.59
（1.84）a

2.95 ± 7.26
（1.97）a

3.62 ± 7.28
（2.41）a

4.83 ± 21.52
（3.22）c

2000-2010
-4.50 ± 6.85
（-4.50）c

-1.47 ± 7.01
（-1.47）

-3.35 ± 7.81
（-3.35）b

+3.45 ± 8.71
（3.45）a

+1.03 ± 9.56
（1.03）

-3.07 ± 9.68
（-3.07）c

-4.74 ± 8.27
（-4.74）b

-5.60 ± 8.07
（-5.60）c

-4.97 ± 7.94
（-4.97）c

-4.27 ± 7.10
（-4.27）c

-3.51 ± 7.24
（-3.51）b

-3.93 ± 6.50
（-3.93）b

-2.91 ± 20.60
（-2.91）

2010-2019
+2.50 ± 6.98

（2.78）c

+0.54 ± 7.67
（0.60）

+1.61 ± 7.23
（1.79）

-0.23 ± 9.40
（-0.26）

-0.19 ± 9.48
（-0.21）

-0.27 ± 10.08
（-0.30）

+3.00 ± 8.41
（3.33）b

+1.94 ± 8.09
（2.16）

+0.17 ± 7.23
（0.19）

+2.62 ± 7.69
（2.91）b

-1.10 ± 7.22
（-1.22）

+0.91 ± 7.26
（1.01）

0.96 ± 20.02
（1.07）

F

23.928c

12.468c

19.407c

13.693c

14.697c

21.059c

14.348c

10.491c

5.988c

8.492c

6.975c

3.971b

8.206c

Urban girlsAge
（years）

Rural girls

F values are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Bonferroni for post hoc comparisons between two years，aP < 0.05，bP < 0.01，cP < 0.001；height changes
per decade are showed in parentheses.

（cm）

F values are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Bonferroni for post hoc comparisons between two years，aP < 0.05，bP < 0.01，cP < 0.001；height changes
per decade are showed in parentheses.

14

15

16

17

18

Total

7.26 ± 8.11
（2.14）c

7.90 ± 6.66
（2.32）c

8.96 ± 5.79
（2.64）c

8.57 ± 5.77
（2.52）c

8.34 ± 5.14
（2.45）c

7.59 ± 18.64
（2.23）c

3.90 ± 10.83
（2.60）b

6.43 ± 8.83
（4.29）c

5.79 ± 7.99
（3.86）c

6.41 ± 7.57
（4.27）c

8.02 ± 8.70
（5.35）c

6.03 ± 25.55
（4.02）c

-4.92 ± 11.32
（-4.92）c

-4.33 ± 8.81
（-4.33）c

-2.04 ± 7.92
（-2.04）

-0.57 ± 8.38
（-0.57）

-1.35 ± 9.78
（-1.35）

-2.63 ± 26.08
（-2.63）c

8.28 ± 11.33
（9.20）c

5.80 ± 9.33
（6.44）c

5.21 ± 8.02
（5.79）c

2.73 ± 8.54
（3.03）b

1.67 ± 8.37
（1.86）

4.18 ± 26.78
（4.64）c

24.424c

33.993c

45.829c

41.326c

42.761c

43.019c

8.50 ± 10.23
（2.50）c

6.81 ± 7.36
（2.00）c

4.49 ± 6.14
（1.32）c

3.42 ± 5.95
（1.01）c

2.42 ± 5.96
（0.71）a

5.27 ± 18.20
（1.55）c

98.60 ± 13.44
（5.73）c

10.34 ± 9.47
（6.89）c

94.01 ± 8.05
（2.67）b

97.03 ± 7.71
（4.69）c

92.92 ± 9.65
（1.95）

96.06 ± 25.98
（4.04）c

-2.69 ± 12.10
（-2.69）

-6.03 ± 9.83
（-6.03）c

-1.90 ± 8.62
（-1.90）

-4.53 ± 7.95
（-4.53）c

-1.09 ± 9.74
（-1.09）

-2.07 ± 25.88
（-2.07）

+2.59 ± 11.32
（2.88）

+2.50 ± 9.97
（2.78）a

+2.38 ± 8.39
（2.64）a

+0.92 ± 7.75
（1.02）

+0.59 ± 8.41
（0.66）

+1.29 ± 25.13
（1.43）

19.689c

24.591c

10.727c

16.869c

3.528a

16.708c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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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5—2019年不同地域和性别新疆维吾尔族7~18岁中小学生身高增长折线图

Figure 1 The growth curve of height among Xinjiang Uygu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ged 7-18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in urban and raral from 1985 to 2019

2.2 新疆维吾尔族7~18岁学生快速增长期及增长

高峰年龄变化

1985、2000、2010和 2019年，城男身高增长高

峰年龄分别为 13~14、12~13、7~8、13~14 岁，乡男

各年份身高增长高峰年龄为 14~15、14~15、7~8、
14~15岁。除此高峰期外，男生还在低年龄段有一

次小高峰增长，虽然在大高峰时男生增长值呈下降

趋势，但低年龄的增长速度有所上升。城女各年份

身高增长高峰年龄为 10~11、13~14、9~10、9~10岁，

乡女各年份身高增长高峰年龄为 12~13、10~11、
9~10、12~13岁。与 1985年相比，2019年乡女的高

峰增长值下降。1985和 2019年相比总体男女生身

高突增高峰年龄变化不大，但期间存在波动（表 3）。
2.3 新疆维吾尔族学生成年男女平均身高差异变

化趋势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除乡女外，城男、城

女和乡男的18岁身高呈线性增加趋势（P均 < 0.01）。

通过比较各年份 18 岁男女身高均值差可以得出：

1985、2000、2010、2019年维吾尔族城市 18岁男女

的平均身高差分别为 11.39、12.97、12.65、14.20 cm，

18岁乡男、乡女的平均身高差分别为11.44、10. 74、
13.58、13.26 cm，均呈线性增加趋势（P均 < 0.01）。

另外，城乡身高差值比较，1985和2010年乡男、乡女

身高差大于城男、城女，2000 年和 2019 年则相反

（表4）。
2.4 新疆维吾尔族7~18岁学生平均CV⁃h

男女生的 CV⁃h 随着年龄的增加先增加后减小

（图 2、3）。1985—2019年，总体城市CV⁃h上升，乡

村下降；男生总体变化不大，但是城男CV⁃h上升，乡

男CV⁃h下降；女生略有上升，以城女上升幅度最大，

总体男生CV⁃h一直大于女生。说明维吾尔族中小

学生身高的乡村内不平衡性减小（主要是男生，女

生则呈略增大趋势），城市内不平衡性增加（表5）。
3 讨 论

生长长期趋势是近200年来发现的人类生长过

程中最重要的生物现象之一，是社会状况、遗传因

素、生活环境等多种效应作用的结果［1］，并反映了人

群健康随时间的变化［19］。其主要表现为各年龄组

中小学生身体形态不断增长、青春期发育提前、身

材比例逐步变化和成年身高持续增长。然而，生长

长期趋势因其复杂的成因，是一把“双刃剑”，在带

来大量积极效应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负面效应［20］。

本研究结果表明，1985—2019年维吾尔族7~18岁中

小学生身高总体呈增加趋势，城男、乡男、城女、乡

女平均身高增长了 7.59、5.27、6.00、2.88 cm，几乎所

有年龄组均为正增长，城市增幅大于乡村，男生大

于女生。第 1阶段增速最快，第 2阶段身高出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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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趋势，第 3阶段身高转而上升，与之前的研究相

似［6-7，21-23］。近年情况的好转与经费投入加大了学校

体育场地器材建设，学校、家长重视学生积极参加

体育锻炼与课外活动，坚持“每天锻炼1小时”，以及

新疆经济的发展与国家政策倾斜带来的维吾尔族

学生日常饮食与学校食堂饭菜营养的提高与全面

化等分不开。日本中小学生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

70年代中末期的身高增长速度达到 2.50 cm/10年，

被誉为“人类生物史上的奇迹”［4］。我国新疆维吾

尔族7~18岁中小学生2010—2019年城男、乡男、城

2010Age
（years）

2019

07-8
08-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7-18

Urban boys
6.68 ± 7.58
5.50 ± 7.92
4.68 ± 9.06
5.11 ± 9.22
5.52 ± 9.27
5.65 ± 10.08
5.48 ± 11.23
6.49 ± 10.29
4.29 ± 7.96
3.31 ± 8.17
0.83 ± 9.02

Urban girls
+4.65 ± 7.49
+6.29 ± 7.99
+6.50 ± 9.18
+4.61 ± 9.87
+5.64 ± 9.95
+5.32 ± 9.15
+2.11 ± 8.44
+3.69 ± 7.18
+2.48 ± 6.63
-0.69 ± 7.70
+1.45 ± 7.86

Rural boys
7.69 ± 7.13
5.96 ± 8.11
4.04 ± 8.26
5.18 ± 8.37
4.59 ± 9.28
3.13 ± 10.79
6.14 ± 11.44
6.80 ± 10.80
3.55 ± 9.81
2.39 ± 8.70
1.57 ± 8.06

Rural girls
+6.55 ± 7.05
+3.93 ± 7.47
+7.87 ± 8.41
+6.10 ± 9.24
+3.74 ± 9.94
+3.54 ± 9.70
+2.44 ± 8.58
+2.72 ± 7.66
-0.74 ± 7.07
+2.77 ± 6.93
-0.87 ± 6.59

Urban boys
+5.45 ± 7.4
+5.91 ± 7.19
+4.85 ± 7.27
+5.80 ± 8.69
+4.92 ± 10.70
+7.63 ± 11.48
+8.30 ± 11.15
+4.01 ± 10.47
+3.70 ± 9.39
+0.83 ± 8.40
-0.23 ± 7.85

Rural boys
6.26 ± 6.87
4.31 ± 7.04
5.76 ± 7.56
2.93 ± 8.04
5.67 ± 9.48
6.47 ± 11.32
5.39 ± 11.83
6.71 ± 10.53
3.43 ± 8.58
0.93 ± 7.40
1.24 ± 8.11

Urban girls
+5.22 ± 7.22
+4.71 ± 8.28
+6.97 ± 8.97
+5.62 ± 9.36
+5.77 ± 10.21
+5.00 ± 9.44
+2.81 ± 7.54
+1.98 ± 7.26
-1.36 ± 8.12
-0.08 ± 8.34
-0.06 ± 8.18

Rural girls
+4.59 ± 7.60
+5.00 ± 7.43
+6.03 ± 8.37
+6.14 ± 9.64
+3.66 ± 9.63
+6.81 ± 8.86
+1.38 ± 7.91
+0.95 ± 7.69
+1.71 ± 7.84
-0.95 ± 7.96
+1.14 ± 7.83

表3 不同地域与性别7~18岁新疆维吾尔族中小学生身高年增长值

Table 3 Annual growth of height of Xinjiang Uygu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ged 7-18 according to regions
and sexes

07-8
08-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7-18

Urban boys
4.17 ± 5.62
3.48 ± 6.06
6.15 ± 6.87
3.40 ± 7.96
6.96 ± 9.35
6.37 ± 10.85
9.50 ± 11.08
3.37 ± 9.76
2.64 ± 8.04
1.22 ± 7.41
0.00 ± 6.97

Urban girls
3.52 ± 6.25
5.86 ± 6.78
5.76 ± 7.53
8.10 ± 8.50
3.72 ± 9.04
5.58 ± 8.39
1.91 ± 7.44
2.11 ± 7.21
0.27 ± 6.94
0.77 ± 6.92

-1.19 ± 6.71

Rural boys
3.54 ± 8.20
3.33 ± 8.64
4.76 ± 8.40
3.78 ± 7.95
3.72 ± 8.88
6.74 ± 9.87
4.04 ± 11.96
8.40 ± 12.00
5.75 ± 8.94
2.00 ± 7.91
2.24 ± 7.71

Rural girls
5.47 ± 6.96
4.00 ± 7.78
6.28 ± 7.97
5.46 ± 8.45
3.24 ± 9.13
7.64 ± 8.63
4.44 ± 8.12
3.11 ± 7.66
0.16 ± 6.72
1.82 ± 6.43

-1.12 ± 7.38

Urban boys
1.40 ± 6.54
3.05 ± 8.30
5.86 ± 8.73
4.83 ± 8.37
4.33 ± 8.85
9.33 ± 9.95
6.59 ± 10.87
5.90 ± 10.00
2.00 ± 8.79
1.84 ± 8.14
1.61 ± 9.20

Rural boys
+4.03 ± 6.48
+3.25 ± 8.56
+5.35 ± 9.61
+5.66 ± 8.60
+7.70 ± 9.23
+2.31 ± 8.84
+6.54 ± 10.36
10.14 ± 11.24
-0.58 ± 8.65
+5.02 ± 7.86
-1.87 ± 9.66

Urban girls
2.96 ± 6.43
5.60 ± 7.94
5.98 ± 8.72
7.13 ± 8.95
5.77 ± 9.63
2.75 ± 9.39
7.30 ± 9.03

-0.69 ± 8.16
0.32 ± 6.62
1.63 ± 7.06

-0.71 ± 7.34

Rural girls
3.52 ± 6.80
5.81 ± 7.37
1.07 ± 8.13
8.52 ± 9.05
7.84 ± 9.29
5.21 ± 8.25
3.30 ± 7.74
2.09 ± 8.35

-1.44 ± 7.97
2.01 ± 7.40

-0.45 ± 7.15

1985Age
（years）

2000
（cm）

表4 不同年份新疆维吾尔族城乡18岁男女平均身高差异

Table 4 The average height of gender difference of Xinjiang Uygur students aged 18 year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different years

1985
2000
2010
2019
B

P

Boys
164.33 ± 4.58
172.35 ± 7.40
171.00 ± 6.40
172.67 ± 5.40

2.46
< 0.001

Girls
152.94 ± 4.35
159.38 ± 5.09
158.35 ± 5.39
158.47 ± 5.88

1.47
< 0.001

Differences
11.39 ± 6.32
12.97 ± 8.98
12.65 ± 8.37
14.20 ± 7.98

0.82
< 0.01

Boys
167.42 ± 5.40
170.34 ± 8.00
169.25 ± 5.56
169.84 ± 6.31

0.75
< 0.01

Girls
155.98 ± 5.68
159.60 ± 4.55
155.67 ± 4.64
156.58 ± 5.58

0.04
0.880

Differences
11.44 ± 7.84
10.74 ± 9.20
13.58 ± 7.24
13.26 ± 8.42

0.74
< 0.01

Urban RuralYear

B values are the results of the linear trend test of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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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85—2019年不同年龄城乡女中小学生身高变异系数

Figure 3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n height among femal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f different ag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1985 to 2019

▲
▲

▲ ▲

▲
7.0
6.5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13 years 14 years 15 years 16 years 17 years 18 years

1985 2000 2010 2019 1985 2000 2010 2019 1985 2000 2010 2019 1985 2000 2010 2019 1985 2000 2010 2019 1985 2000 2010 2019

▲

▲ ▲

▲

▲
▲ ▲

▲ ▲
▲

▲ ▲
▲

▲
▲▲

▲

▲

▲

▲

▲

▲

7.0
6.5
6.0
5.5
5.0
4.5
4.0
3.5
3.0
2.5

7 years 8 years 9 years 10 years 11 years 12 years

1985 2000 2010 2019 1985 2000 2010 2019 1985 2000 2010 2019 1985 2000 2010 2019 1985 2000 2010 2019 1985 2000 2010 2019

▲
▲ ▲

▲

▲

▲
▲

▲
▲

▲
▲

▲
▲

▲ ▲▲
▲▲

▲ ▲
▲

Year

CV
⁃h

▲ Urban
Rural

CV
⁃h

Year

图2 1985—2019年不同年龄城乡男中小学生身高变异系数

Figure 2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n height among mal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of different ag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198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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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乡女每 10 年身高平均增长 4.65、1.43、4.97、
1.06 cm，总体增速超过日本高峰期。乡村增速较

低，低于 1985—2000年时的增速，而城市学生则是

此阶段增速最快，与之前的研究不同［23］。表明我国

新疆维吾尔族 7~18岁城市男女生已经步入快速增

长期，但是乡村学生近年增速降低。

1985—2019 年的 4 次调研结果显示，在前15年
新疆维吾尔族 7~18 岁学生中城市学生身高增速和

乡村学生差别不大，然而至 2019年，虽然城乡男女

身高均有上升，但城市增速明显高于乡村。有研究

显示，近年来乡村学生身高增速已经超过城市学

生，城乡差距缩小［12，24］，与本研究不一致。本研究还

发现，新疆维吾尔族 18 岁男女身高差总体上呈增

加趋势，2019年城市地区差值为14.20 cm，乡村地区

为13.26 cm。虽然34年间成年身高增幅较大，但其

主要发生在前期，2010—2019年除城男外，其他群

体成年身高增幅均不足1 cm，表明成年身高增长潜

力明显不足，属于“不完全性生长长期趋势”［7］。成

年男女身高差反映基因决定的群体生长潜力，男性

体格，成长对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所以长期趋势

经历时间越长，增幅越大，性别差异也越大。

1985—2014 年，中国汉族 18 岁男女的身高差从

1985 年的 11.1 cm增加到 2014年的 12.6 cm［25］，此

阶段与维吾尔族男女身高差值相差不大，然而，

2019年维吾尔族城市地区男女身高差从 12.65 cm
突增到 14.20 cm。以上现象出现的可能原因为：新

疆维吾尔族城市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学生身

体形态的飞速改变，尤其是男生，而由于乡村地理

位置及生活环境较城市恶劣，发展水平跟不上城市

地区，造成乡村学生发育受限，差异扩大。另一方

面，受民族文化及审美观念的影响，维吾尔族女生

越来越关注自身的体型，期望通过不健康的饮食来

获得满意的身材，这很容易造成营养不良，影响了

身体形态发育，从女生高年龄组较低的增幅甚至是

负增长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2019年维吾尔族 7~18岁男生青春期的身高突

增高峰年龄在 34 年间几乎无变化，略微波动，城男

稳定在 13~14岁，乡男稳定在 14~15岁。城女身高

突增高峰年龄从 1985年的 12岁提升到 2019年的

9~10岁，乡女稳定在12~13岁。除城女外，其余群体

均晚于2014年的我国蒙古族和汉族［20］，也晚于近年

发达地区，如上海市男生12.72岁，女生10.98岁［10］，

北京市男女生为 12和 10岁［26］，反映出维吾尔族学

生青春期发育提前趋势不明显。1985—2019年，随

着年龄的增加，城市和农村的身高变异系数先增大

后减小。1985—2019年，新疆维吾尔族中小学生除

乡男外，城男、城女和乡女大多数年龄组的身高不

平衡性增加，城乡比较发现，乡村不平衡性减小，特

别是在乡男中，而城市不平衡性增加。有研究指

出，经济的不平衡性增加是身高不平衡性增加的因

素之一［27-28］。虽然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乡村增

幅大于城市，且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下降，

但城乡差距的绝对值缩小不明显，甚至增大［29］，造

成城乡不平衡性增大。同理，乡村的营养、医疗平

等性提高与均衡，城市内部收入不平衡和急速增加

的营养过剩，使乡村不平衡性减小，城市不平衡性

增加。部分女生则由于对自身体型的不合理追求，

营养摄入受阻，甚至阻碍了身高的发展，不能如乡

男一般身高不平衡性减小，反而略增大。不平衡性

的年龄趋势则与学生的青春期发育有关，青春期的

发育受环境影响更大，随着生长高峰的结束，其身

高差异也会减小［13］。

综上所述，1985—2019年新疆维吾尔族7~18岁
中小学生身高呈持续增长趋势，总体增速减缓，特

别是乡村学生；城乡身高不平衡现象明显，城乡差

异扩大，且城市内部不平衡性扩大，乡村减小。应

进一步深化乡村体育教育改革，提高学生参加体育

锻炼的积极性，保障学生的营养饮食，缩小城乡差

距。同时，对于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地区，政府、学

校和家庭更要关注学生的体育锻炼和营养情况，预

防营养过剩，着力解决“城中村”现象，减少相对贫

困，缩小城市内部的经济差距，保障中小学生的发

表5 1985—2019年新疆维吾尔族不同性别和地区7~18岁学生身高变异系数

Table 5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height of Xinjiang Uygur students aged 7-18 from 1985 to 2019 according to sexes and
regions

Year
1985
2000
2010
2019

Urban boys
3.92 ± 0.83
4.16 ± 0.59
4.37 ± 0.66
4.20 ± 0.70

Rural boys
4.47 ± 0.89
4.21 ± 0.86
4.33 ± 0.62
4.16 ± 0.75

Urban girls
3.69 ± 0.52
3.88 ± 0.68
4.15 ± 0.77
4.05 ± 0.59

Rural girls
3.91 ± 0.61
3.83 ± 0.55
3.95 ± 0.68
4.05 ± 0.55

Urban
3.81 ± 0.70
4.02 ± 0.65
4.26 ± 0.73
4.13 ± 0.65

Rural
4.19 ± 0.82
4.02 ± 0.75
4.14 ± 0.67
4.10 ± 0.66

Boys
4.20 ± 0.91
4.19 ± 0.74
4.35 ± 0.64
4.18 ± 0.73

Girls
3.80 ± 0.58
3.85 ± 0.62
4.05 ± 0.73
4.05 ± 0.57

（%，x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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