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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1985—2019年我国18个少数民族17岁学生身高生长长期变化趋势。方法：提取7次中国学生体质与健

康调研报告（除1991年）中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壮族、朝鲜族、藏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白族、土家族、哈尼族、傣族、傈僳

族、佤族、纳西族、土族、羌族等18个少数民族学生身高均值进行研究。结果：34年间各少数民族男生17岁身高均值显著增长

（P < 0.05）。2019年18个少数民族17岁男学生中，回族男生身高均值最高（173.09 cm），苗族男生身高均值最低（162.66 cm），
每10年身高增长>1 cm的民族有侗族（1.96 cm/10年）、白族（1.96 cm/10年）、土家族（1.95 cm/10年）、羌族（1.80 cm/10年）、回族

（1.80 cm/10年）、蒙古族（1.79 cm/10年）、土族（1.72 cm/10年）、维吾尔族（1.63 cm/10年）、藏族（1.61 cm/10年）、布依族（1.55 cm/
10年）、纳西族（1.52 cm/10年）、傣族（1.35 cm/10年）、傈僳族（1.29 cm/10年）、哈尼族（1.25 cm/10年）、壮族（1.16 cm/10年）、佤族

（1.06 cm/10年）；每10年身高增长<1 cm的民族是苗族（0.95 cm/10年）。2019年，18个少数民族17岁女学生中，回族女生身高

均值最高（161.71 cm），布依族女生身高均值最低（151.63 cm），每10年身高增长>1 cm的民族分别是土家族（1.80 cm/10年）、回族

（1.52 cm/10年）、土族（1.25 cm/10年）、白族（1.23 cm/10年）、侗族（1.18 cm/10年）、朝鲜族（1.12 cm/10年）、羌族（1.04 cm/10年）；

34年间除维吾尔族、苗族女生外，其余少数民族女生身高增长显著（P < 0.05）。结论：我国少数民族男生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

生长长期趋势，大部分少数民族女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生长长期趋势，各民族男女生身高增长不平衡，证明我国不同地区、不

同少数民族学生生长潜力得以发挥，对于身高增长较慢的民族需要给予更高的关注，而对于那些身高增长较快的民族也要预

防其带来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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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long⁃term trend of height growth at the age of 17 among 18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China
from 1985 to 2019. Methods：Seven reports on the physical fitness and health of Chinese students（except for 1991）were extracted to
study the average height of 18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China，including Mongolian，Hui，Uyghur，Zhuang，Korean，Tibetan，Miao，
Buyi，Dong，Bai，Tujia，Hani，Dai，Lisu，Wa，Naxi，Tu，and Qiang. Results：The average height of 17⁃year⁃old boys from eaeh ethnic
minoriti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over the past 34 years（P < 0.05）. In 2019，among the 18 ethnic minority boys aged 17，the Hui boys
had the highest average height（173.09 cm），while the Miao boys had the lowest average height（162.66 cm）. The Ethnic groups with a
height increase of over 1 cm every 10 years included Dong（1.96 cm/10 years），Bai（1.96 cm/10 years），Tujia（1.95 cm/10 years），Qiang
（1.80 cm/10 years），Hui（1.80 cm/10 years），Mongolian（1.79 cm/10 years），Tu（1.72 cm/10 years），Uyghur（1.63 cm/10 years），
Tibetan（1.61 cm/10 years），Buyi（1.55 cm/10 years），Naxi（1.52 cm/10 years），Dai（1.35 cm/10 years），Lisu（1.29 cm/10 years），Hani
（1.25 cm/10 years），Zhuang（1.16 cm/10 years），and Wa（1.06 cm/10 years）. The ethnic group with a height increase of less than 1 cm
every 10 years is Miao（0.95 cm/10 years）. In 2019，among 18 ethnic minority girls aged 17，the average height of Hui girls was the
highest（161.71 cm），while Buyi girls had the lowest average height（151.63 cm）. The ethnic groups with a height increase of over 1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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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幅员辽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2020年展

开的第 7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各少数民族人口为

125 467 390人，占总人口的 8.89%。与 2010年第

6 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

11 675 179人，增长 10.26%［1］。生长长期趋势是一

种复杂的生物-社会现象，是多种遗传、环境因素综

合影响的结果，环境因素中又包括：地理生态环境、

社会与家庭环境、疾病、污染等。不同少数民族有着

不同遗传因素，居住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有着不同的

风俗习惯等，其生长发育情况也不尽相同［2］。身高是

评估儿童与青少年营养水平与生活环境健康影响

的关键人体测量参数，对个体的终身健康与发育成

果具有极高的预测意义［3］。所以本研究以7次中国

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除1991年）中的17岁少

数民族学生为调查对象，对其身高的变化趋势进行

分析，为进一步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学生体质健康水

平，促进少数民族学生生长发育水平，制定合理化

的方案提供参考。

1 资料和方法

1.1 资料

数据来自 1985—2019年 7次中国学生体质与

健康调研报告（除 1991年）中蒙古族、回族、维吾尔

族、壮族、朝鲜族、藏族、苗族、布依族、侗族、白族、

土家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纳西族、土族、

羌族18个少数民族17岁学生身高均值。其中1995
年未对蒙古族、白族、土族、傣族进行测试，2000年
未对哈尼族、傈僳族、佤族、纳西族进行测试。采用

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以班级为抽样单位，在调查

年度内保持一致的抽样和评估方法。自 1985年以

来，除藏族外，各省份的儿童和青少年根据其社会

经济地位（上、中、低）分为 3个等级，然后依次根据

居住地按城市和农村地区进行分层，每个年龄组至

少有50名汉族学生参与调查。受试者的排除标准为：

①患有心、肺、肝、肾等重要器官疾病；②身体发育异

常（如侏儒症、巨人症）；③身体残疾、畸形者；④患有

急性疾病者，或检测期间最后1个月患有急性疾病且

体力尚未恢复者。由于部分18岁少数民族学生数据

存在样本量不足或缺失的情况，而17岁学生身高既

接近成年，且1985、1995、2000、2005、2014和2019年
样本比较均衡，因而本研究选取各少数民族17岁年

龄组学生的身高数据，总人数为32 703名（表1）。
1.2 方法

依照各调查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实施

方案和细则》［4-8］中要求测量学生身高，测试工作由

学校卫生服务工作站的专业工作人员、研究生以及

受过专业培训的体育教师使用规定型号的测试器

具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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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统计学方法

通过Excel 2016进行初步数据录入和计算，随

后运用SPSS 27.0进行统计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

差（x ± s）表示。对1985—2019年的身高指标划分为

3个阶段，分别是第1阶段（1985—2000年）、第2阶段

（2000—2010年）、第 3阶段（2010—2019年）。对于

各性别和不同民族，在这3个阶段中计算每10年的

增速。每个指标的每10年增长值计算公式为：（某

年份均值-前一年份均值）/（某年份-前一年份）×
10。数据分析采用 t检验进行比较，P < 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少数民族17岁男生身高长期变化

2019年所调查的 17岁少数民族男生平均身高

为168.46 cm，其中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朝鲜族、

every 10 years were Tujia（1.80 cm/10 years），Hui（1.52 cm/10 years），Tu（1.25 cm/10 years），Bai（1.23 cm/10 years），Dong（1.18 cm/
10 years），Chinese Korea（1.12 cm/10 years），and Qiang（1.04 cm/10 years）. Over the 34 years，except for Oyghur and Miao，the height
of girls from 16 other ethic minoriti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P < 0.05）. Conclusion：All male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China have
shown a significant long⁃term growth trend，while most female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have shown a significant long⁃term growth trend.
The uneven height growth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proves that the growth potential of minority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and ethnic groups in China can be fully realized，and higher attention needs to be paid to ethnic groups with
slower height growth，and for those ethnic groups with rapid height growth，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negative effects it bring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height；long⁃term growth trend

［J Nanjing Med Univ，2024，44（04）：51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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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白族、纳西族、土族 、土家族、羌族 17岁男生

平均身高均超过 168.46 cm，回族男生最高，达到了

173.09 cm，苗族男生最低，为 162.66 cm。1985—
2019年，各少数民族男生的身高均出现显著增长

（P < 0.01）。蒙古族、壮族、朝鲜族、白族、土家族、土

族、羌族在 2010—2019年的身高增长超过 1985—
2000年和2000—2010年，而维吾尔族、藏族、侗族在

1985—2000 年 身 高 增 长 高 于 2000—2010 年 和

2010—2019 年，回族、苗族、布依族、傣族 2000—
2010年身高增长最高。每 10年身高增长>2 cm的

民族是朝鲜族（2.04 cm/10年）；16个少数民族身高

每 10 年增速>1 cm，有侗族（1.96 cm/10 年）、白族

（1.96 cm/10 年）、土家族（1.95 cm/10 年）、羌族

（1.89 cm/10 年）、回族（1.84 cm/10 年）、蒙古族

（1.79 cm/10 年）、土族（1.72 cm/10年）、维吾尔族

（1.63 cm/10 年）、藏族（1.61 cm/10 年）、布依族

（1.55 cm/10 年）、纳西族（1.52 cm/10 年）、傣 族

（1.35 cm/10 年）、傈僳族（1.29 cm/10 年）、哈尼族

（1.25 cm/10 年）、壮 族（1.16 cm/10 年）、佤 族

（1.06 cm/10年）；每 10年身高增长<1 cm的民族是

苗族（0.95 cm/10年）（表2）。
2.2 各少数民族17岁女生身高长期变化

2019年所调查 17岁少数民族女生平均身高为

156.82 cm，其中蒙古族、回族、维吾尔族、朝鲜族、藏

族、白族、土家族、纳西族、土族、羌族女生均高于

156.82 cm，回族女生最高，达到 161.71 cm，布依族

女生身高最低，为 151.63 cm。1985—2019年，各少

数民族女生中，几乎所有的成年身高均出现不同程

度的增长，除维吾尔族 17岁女生身高略有下降，但

年度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维吾尔族和

苗族在 1985—2000年身高增长高于 2000—2010年
和 2010—2019年，而蒙古族、壮族、藏族、布依族、侗

族、白族、土家族、傣族、土族和羌族在2010—2019年
间的身高增长超过1985—2000年和2000—2010年，

回族、朝鲜族在 2000—2010年身高增长最高。7个
民族女生每 10年身高增长>1 cm，分别是土家族

（1.80 cm/10年）、回族（1.52 cm/10年）、土族（1.25 cm/
10年）、白族（1.23 cm/10年）、侗族（1.18 cm/10年）、朝

鲜族（1.12 cm/10年）、羌族（1.04 cm/10年）（表3）。
在34年间，身高增长具有显著性的民族有土家

族（6.13 cm）、回族（5.17 cm）、土族（4.25 cm）、白族

（4.19 cm）、侗族（4.00 cm）、朝鲜族（3.80 cm）、羌族

（3.55 cm）、蒙古族（3.34 cm）和壮族（2.50 cm）、佤族

（2.49 cm）、纳西族（2.36 cm）、苗族（2.13 cm）、傈僳

表1 1985-2019年18个少数民族17岁学生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17⁃year⁃old students from 18 ethnic minorities from 1985 to 2019

Ethnic
Mongolian
Hui
Uyghur
Zhuang
Chinese Korean
Tibetan
Miao
Buyi
Dong
Bai
Tujia
Hani
Dai
Lisu
Wa
Naxi
Tu
Qiang
Total

Province
Inner Mongolia

Ningxia
Xinjiang
Guangxi
Jilin
Tibet

Guizhou
Guizhou
Guizhou
Yunnan
Hunan
Yunnan
Yunnan
Yunnan
Yunnan
Qinghai
Sichuan

Inner Mongolia

Male
200
200
200
200
204
83

100
99

100
100
100
100
57

100
88

100
102
96

2 229

Female
0 200
0 200
0 200
0 200
0 204
0 082
0 096
0 100
0 069
0 100
0 092
0 068
0 034
0 052
0 032
0 100
0 096
0 062
1 987

Male
-
200
200
200
200
98

100
100
100
-
-
100
-
100
79

100
50

101
1 728

Female
-

0 200
0 200
0 200
0 200
0 099
0 084
0 098
0 098
-
-

0 094
-

0 093
0 059
0 100
0 050
0 105
1 680

Male
240
200
100
200
195
118
100
100
100
100
100
-
100
-
-
-
100
101

1 854

Female
0 239
0 200
0 100
0 200
0 198
0 114
0 060
0 092
0 061
0 100
0 100
-

0 100
-
-
-

1 011
0 049
2 624

Male
191
207
239
202
240
100
100
100
100
110
102
110
104
109
110
110
107
112

2 453

Female
0 186
0 227
0 240
0 201
0 239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10
0 101
0 109
0 110
0 109
0 110
0 110
0 110
0 111
2 473

Male
163
280
240
201
244
102
100
100
100
107
106
108
106
110
110
110
106
119

2 512

Female
0 163
0 280
0 240
0 199
0 240
0 105
0 100
0 098
0 100
0 111
0 105
0 108
0 110
0 109
0 110
0 110
0 105
0 115
2 508

Male
214
217
240
213
200
100
100
100
100
110
110
110
110
110
105
110
109
168

2 526

Female
0 219
0 225
0 240
0 217
0 198
0 100
0 100
0 099
0 099
0 110
0 114
0 110
0 109
0 110
0 107
0 110
0 109
0 158
2 534

Male
260
196
213
140
168
434
102
100
98

111
134
109
111
118
114
109
125
117

2 759

Female
0 280
0 301
0 182
0 134
0 159
0 441
0 100
0 096
0 101
0 112
0 102
0 110
0 116
0 112
0 129
0 112
0 134
0 115
2 836

1985 1995 2000 2005 2010 2014 2019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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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2.12 cm）、哈尼族（2.02 cm）、傣族（1.99 cm）、藏
族（1.84 cm）。此外，布依族女生与维吾尔族女生身

高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3）。
3 讨 论

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少数民族男生均出现了较

The ethnic groups of Mongolian，Bai，Tujia，and Dai were not surveyed in 1995，while the ethnic groups of Hani，Lisu，Wa，and Naxi were not sur⁃
veyed in 2000.“Ⅰ”represents the average difference every ten years from 1985 to 2019.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survey year，*P < 0.05，**P < 0.01.

表2 各少数民族17岁男生身高均值及变化

Table 2 Average height and changes of 17⁃year⁃old boys from various ethnic minorities

Ethnic
Mongolian
Hui
Uyghur
Zhuang
Chinese Korean
Tibetan
Miao
Buyi
Dong
Bai
Tujia
Hani
Dai
Lisu
Wa
Naxi
Tu
Qiang

1985
166.83 ± 6.26
166.82 ± 5.58
165.35 ± 5.46
163.52 ± 5.25
165.84 ± 5.73
164.59 ± 5.11
159.44 ± 5.90
158.09 ± 5.30
158.99 ± 6.39
165.06 ± 5.67
162.04 ± 4.54
160.25 ± 5.49
161.92 ± 4.78
162.10 ± 4.53
159.43 ± 5.12
166.48 ± 4.59
165.32 ± 5.64
163.17 ± 5.87

1995
-

168.80 ± 5.85
166.34 ± 6.36
163.64 ± 5.84
167.15 ± 7.38
168.04 ± 6.00
161.55 ± 5.58
160.89 ± 4.92
162.44 ± 5.27

-
-

163.60 ± 4.98
-

163.22 ± 4.83
160.51 ± 5.30
168.02 ± 6.00
164.91 ± 5.51
165.80 ± 5.77

2000
169.04 ± 5.69
168.49 ± 5.66
171.32 ± 5.46
164.48 ± 5.73
169.03 ± 5.42
167.58 ± 5.88
161.52 ± 4.79
160.28 ± 4.71
162.26 ± 5.96
168.13 ± 6.21
161.41 ± 4.91

-
163.68 ± 5.23

-
-
-

165.29 ± 5.78
165.60 ± 4.85

2005
169.51 ± 5.42
169.23 ± 6.00
169.52 ± 6.21
165.58 ± 5.19
170.98 ± 5.52
168.70 ± 5.10
162.21 ± 4.92
162.27 ± 5.79
162.57 ± 5.58
168.59 ± 5.99
164.98 ± 5.59
163.92 ± 5.06
164.83 ± 5.63
161.39 ± 5.83
163.33 ± 7.23
168.82 ± 5.21
168.27 ± 6.28
168.47 ± 5.74

2010
170.88 ± 5.81
173.42 ± 6.42
168.93 ± 6.21
165.29 ± 5.47
170.81 ± 6.96
169.35 ± 5.60
163.08 ± 4.79
162.05 ± 5.17
164.11 ± 5.63
168.49 ± 5.69
163.57 ± 5.60
164.75 ± 5.31
165.62 ± 5.01
163.33 ± 5.89
163.22 ± 5.95
169.80 ± 5.74
163.57 ± 5.60
167.45 ± 5.51

2014
171.38 ± 5.45
173.73 ± 5.67
169.05 ± 6.66
165.97 ± 5.59
171.42 ± 6.17
170.13 ± 5.67
162.08 ± 5.33
161.64 ± 5.62
165.50 ± 6.18
171.08 ± 5.88
166.94 ± 5.29
164.18 ± 4.99
166.85 ± 5.66
165.35 ± 6.44
162.78 ± 6.56
169.74 ± 5.77
169.19 ± 5.23
168.05 ± 5.77

2019
172.90 ± 6.17
173.09 ± 6.46
170.88 ± 5.82
167.46 ± 5.87
172.77 ± 9.81
170.08 ± 5.89
162.66 ± 4.94
163.37 ± 5.05
165.64 ± 5.45
171.72 ± 5.52
168.66 ± 5.38
164.51 ± 5.61
166.52 ± 5.38
166.48 ± 6.41
163.05 ± 5.31
171.65 ± 5.64
171.16 ± 5.57
169.59 ± 5.93

Average height（cm，x ± s）

Ethnic
Mongolian
Hui
Uyghur
Zhuang
Chinese Korean
Tibetan
Miao
Buyi
Dong
Bai
Tujia
Hani
Dai
Lisu
Wa
Naxi
Tu
Qiang

1985⁃2000
-1.47**

-1.11**

-3.98**

-0.64**

-2.13**

-1.99**

-1.39**

-1.46**

-2.18**

-2.05**

-0.42**

-
-1.17**

-
-
-

-0.02**

-1.62**

2000⁃2010
-1.84**

-4.93**

-2.39**

-0.81**

-1.78**

-1.77**

-1.56**

-1.77**

-1.85**

-0.36**

-2.16**

-
-1.94**

-
-
-

-1.72**

-1.85**

2010⁃2019
-2.24**

-0.37**

-2.17**

-2.41**

-2.18**

-0.81**

-0.47**

-1.47**

-1.70**

-3.59**

-5.66**

-0.27**

-1.00**

-3.50**

-0.19**

-2.06**

-8.43**

-2.38**

1985⁃2019
6.07**

6.27**

5.53**

3.94**

6.93**

5.49**

3.22**

5.28**

6.65**

6.66**

6.62**

4.26**

4.60**

4.38**

3.62**

5.17**

5.84**

6.42**

1.79
1.84
1.63
1.16
2.04
1.61
0.95
1.55
1.96
1.96
1.95
1.25
1.35
1.29
1.06
1.52
1.72
1.89

Difference everyten years（cm） Ⅰ（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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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生长长期趋势，大部分少数民族女生出现了

较明显的生长长期趋势，各民族男女生身高增长不

平衡。近年来，对少数民族学生生长长期趋势的研

究增多，现有研究对其长期趋势的阶段有着不同的

看法，但都认为部分少数民族已经出现了生长长期

趋势［9-12］。

表3 各少数民族17岁女生身高均值及变化

Table 3 Average height and changes of 17⁃year⁃old girls from various ethnic minorities

Ethnic
Mongolian
Hui
Uyghur
Zhuang
Chinese Korean
Tibetan
Miao
Buyi
Dong
Bai
Tujia
Hani
Dai
Lisu
Wa
Naxi
Tu
Qiang

1985
156.85 ± 5.16
156.54 ± 5.07
157.08 ± 5.09
153.13 ± 4.99
154.79 ± 4.53
156.88 ± 5.54
149.77 ± 4.53
150.59 ± 5.27
150.67 ± 5.62
154.87 ± 5.16
151.23 ± 4.87
152.29 ± 4.35
153.54 ± 4.34
154.03 ± 4.45
150.18 ± 4.56
156.50 ± 4.83
156.26 ± 4.62
154.68 ± 5.20

1995
-

158.30 ± 5.06
156.90 ± 5.14
153.54 ± 4.84
156.04 ± 5.50
156.93 ± 5.25
151.05 ± 5.34
150.56 ± 4.70
151.54 ± 5.51

-
-

153.43 ± 4.12
-

153.91 ± 4.88
149.19 ± 4.30
156.81 ± 4.68
155.92 ± 4.89
155.18 ± 5.46

2000
157.99 ± 5.58
157.85 ± 4.75
160.08 ± 5.34
153.48 ± 4.80
155.98 ± 5.05
157.59 ± 5.23
152.78 ± 4.74
151.67 ± 4.25
152.60 ± 4.94
157.01 ± 4.87
153.28 ± 6.28

-
154.63 ± 4.98

-
-
-

156.43 ± 5.51
155.41 ± 4.62

2005
158.20 ± 5.13
158.79 ± 5.07
157.07 ± 5.07
154.45 ± 5.29
157.73 ± 5.40
157.50 ± 4.76
151.70 ± 4.66
152.73 ± 4.81
151.64 ± 4.67
157.36 ± 4.80
153.99 ± 4.79
153.81 ± 4.69
154.74 ± 4.25
153.18 ± 4.32
152.02 ± 4.82
158.19 ± 5.17
156.53 ± 5.88
157.32 ± 5.21

2010
158.96 ± 5.18
160.43 ± 5.59
156.72 ± 5.22
154.21 ± 5.39
158.02 ± 5.80
157.60 ± 5.36
150.59 ± 5.24
150.72 ± 4.92
153.02 ± 4.91
156.26 ± 4.51
153.40 ± 4.95
153.26 ± 4.05
154.30 ± 5.05
153.20 ± 5.13
152.31 ± 5.84
158.22 ± 5.42
153.40 ± 4.95
155.87 ± 4.77

2014
158.57 ± 5.26
161.73 ± 5.53
156.69 ± 5.07
154.38 ± 4.81
158.26 ± 5.99
158.85 ± 4.66
150.51 ± 5.29
150.96 ± 4.59
153.03 ± 4.26
159.51 ± 5.50
154.33 ± 4.85
153.39 ± 4.40
155.07 ± 4.89
154.68 ± 5.36
151.63 ± 4.88
157.99 ± 5.50
159.20 ± 4.99
157.95 ± 5.37

2019
160.19 ± 5.32
161.71 ± 5.20
157.05 ± 5.79
155.63 ± 5.45
158.59 ± 6.65
158.72 ± 5.53
151.90 ± 5.05
151.63 ± 5.01
154.67 ± 4.88
159.06 ± 6.21
157.36 ± 6.08
154.31 ± 5.09
155.53 ± 4.42
156.15 ± 4.95
152.67 ± 4.69
158.86 ± 4.86
160.51 ± 5.02
158.23 ± 5.32

Average height（cm，x ± s）

Ethnic
Mongolian
Hui
Uyghur
Zhuang
Chinese Korean
Tibetan
Miao
Buyi
Dong
Bai
Tujia
Hani
Dai
Lisu
Wa
Naxi
Tu
Qiang

1985⁃2000
0.76**

0.87**

2.00**

0.23**

0.79**

0.47**

2.01**

0.72**

1.29**

1.43**

1.37**

-
0.73**

-
-
-

0.11**

0.49**

2000⁃2010
-0.97**

-2.58**

-3.36**

-0.73**

-2.04**

-0.01**

-2.19**

-0.95**

-0.42**

-0.75**

-0.12**

-
-0.33**

-
-
-

-3.03**

-0.46**

2010⁃2019
1.37**

1.42**

0.37**

1.58**

0.63**

1.24**

1.46**

1.01**

1.83**

3.11**

4.40**

1.17**

1.37**

3.28**

0.40**

0.71**

7.90**

2.62**

1985⁃2019
-3.34**

-5.17**

-0.03**

-2.50**

-3.80**

-1.84**

-2.13**

-1.04**

-4.00**

-4.19**

-6.13**

-2.02**

-1.99**

-2.12**

-2.49**

-2.36**

-4.25**

-3.55**

-0.98
-1.52
-0.01
-0.74
-1.12
-0.54
-0.63
-0.31
-1.18
-1.23
-1.80
-0.59
-0.59
-0.62
-0.73
-0.69
-1.25
-1.04

Difference every ten years（cm）

The ethnic groups of Mongolian，Bai，Tujia，and Dai were not surveyed in 1995，while the ethnic groups of Hani，Lisu，Wa，and Naxi were not sur⁃
veyed in 2000.“I”represents the average difference every ten years from 1985 to 2019.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survey year，*P < 0.05；**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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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则针对不同少数民族身高变化趋势的不

同，对身高变化趋势进行划分，分别为：①稳定增长

型，该类型的特点是增长速度相对恒定，没有明显

的快速增长或减缓阶段。每年的身高增长量相对

一致，波动较小，分别为蒙古族、壮族、朝鲜族、侗

族、藏族、布依族男生、傣族男生。②增长加速型，

该类型的特点是男女生的身高增长早期较为平缓，

随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达到一个或多个高峰期，

这些民族分别为白族、土家族、土族、羌族。③增长

减慢型，该类型的特点是男女生的身高增长在早期

呈现出较快的线性或非线性增长趋势，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增长速率逐渐减慢，最终可能趋于稳定或达到

一个平台期，分别为回族、维吾尔族、苗族。④无明显

增长型，该类型的特点是男女生的身高在整个观察

期内几乎没有明显的增长趋势，增长速度接近于零

或呈负增长。这意味着他们的身高在一定时期内

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甚至可能出现下降，这些民族

有布依族女生、傣族女生。其中哈尼族、傈僳族、佤

族、纳西族由于数据不全，未进行分类，但总体34年
来，其男女生身高均显著增长。

在最佳环境中，个体的最大生长潜力由基因决

定［13］，身高变化是遗传、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影响

的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14］。研究证明收入不均正

在影响人们的健康［15］，这些少数民族大都分布在中

国的一些欠发达地区，清洁能源相比城市地区尚未

普及，已有研究表明固体燃料燃烧造成的室内空气

污染也会造成儿童的生长发育迟缓［13，16］。中国疆域

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均

衡。不同身高变化类型反映了该民族青少年所处

地区环境因素的变化，身高稳定增长型的少数民族

青少年包括蒙古族、壮族、朝鲜族、侗族、藏族、布依

族男生、傣族男生。其中蒙古族青少年的身高逐年

增长，差异显著，这可能与其饮食有关，研究证明该

地区蒙古族儿童青少年的主食禽肉类以及蒙古族

膳食模式对其生长发育有着正面影响［17］，儿童青少

年生长发育阶段营养的摄入对其身高有着重要的影

响，可以侧面了解到蒙古族青少年所处环境的改善，

逐渐上升的趋势提示蒙古族青少年的生长潜力仍未

完全发挥，仍然有提高的空间。增长加速型的少数民

族青少年包括白族、土家族、土族、羌族，其中最为典

型的为地处青海的土族青少年，其身高在其他少数民

族青少年身高迅速发展的第2阶段（2000—2010年）

显著下降，转而在第 3阶段（2010—2019年）显著提

高，男女生分别达到了惊人的 8.43 cm和 7.90 cm。

一项对青海土族青少年 1985—2006年生长发育的

研究中证明青海土族儿童青少年身高正在逐步增

长［18］，与本研究相符，但第 2阶段的显著下降而第

3阶段又惊人上升的原因可能是土族作为有着悠久

历史的民族，如盘绣、安召舞等，近年通过政策以及

多方面的帮助，这些文化产业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

展，极大地改善了当地民生的根本问题，同时国家对

该地区还有着专门的扶贫政策，改善了教育、医疗、生

活等条件［19］，这对该地区该民族儿童青少年的生长

发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增长减慢型的少数

民族青少年包括回族、维吾尔族、苗族，其中维吾尔

族青少年的身高在第 2阶段出现显著下降，第 3阶
段有小幅度提升，身高增长潜力不足，与相关研究

相符［20］，新疆维吾尔族居住的南疆地区环境因素

（经济、教育、医疗水平）较差，需要针对该现状进行

改善。无明显增长型的少数民族青少年包括布依

族女生以及傣族女生，其中傣族女生身高在第1、2、
3阶段均无明显增长，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学生饮食不

均衡，早餐次数低，营养不足可能是其生长发育迟缓

的重要因素［10］，虽然不同民族青少年身高发展趋势有

所不同，但整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

从目前结果来看，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身高的

增速与增长已追赶全国中小学生身高的增速与增

长［21-22］。证明我国不同地区、民族的少数民族学生

生长潜力得以发挥，环境因素的差距正在逐渐缩

小。对于身高增长较慢的民族需要给予更高的关

注，而对于那些身高增长较快的民族也要预防其带

来的负面效应。

研究发现，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身高都出现了

较明显的生长长期趋势，其身高的增速与增长已基

本追赶上全国平均水平。这表明随着国家的发展，

收入分配以及教育、城市化、医疗和公共资源的改

善，我国少数民族学生生长潜力得以发挥。为了实

现各少数民族学生的健康成长，进一步提升我国少

数民族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应为不同的地区，特别

是身高发展缓慢、无明显增长的少数民族学生以及

其所处地区，安排更多平等的经济发展机会以及营

养和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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