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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３６２例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 Ｚ评分
与身体素质现状及其相互关系

史祝梅　周君华　王爱华　汪爱丽

（鲁东大学体育学院，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２５）

　　［摘　要］　目的　探讨烟台市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Ｚ评分、身体素质状况以及Ｚ评分与身体素质间的关系，
为儿童保健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以２０１０年国民体质监测烟台地区幼儿组资料中３～４岁儿童３６２人为研究
对象，计算年龄别体重、年龄别身高、年龄别体重指数三项Ｚ评分，及Ｚ评分与身体素质间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
结果　Ｚ评分均值均为正值，低体重、生长迟缓的发生率极低，但肥胖发生率较高（４岁男童高达１６．５％）；儿童的
身体素质存在年龄和性别差异（Ｐ＜０．０５）；Ｚ评分与部分身体素质指标间存在一定相关关系（Ｐ＜０．０５），但密切程
度不高（ｒ值均未超过０．３０）。结论　烟台市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Ｚ评分保持在较高水平；儿童身体素质与年龄和
性别有关；Ｚ评分与部分身体素质间有低度相关关系。应采取积极措施调整儿童饮食习惯、加强体育锻炼，预防肥
胖、提高身体素质。 ［中国当代儿科杂志，２０１３，１５（２）：１２５－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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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是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潜在动力。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５岁以下儿童
的生长发育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不是遗传和种族，而

更多地受到营养、喂养方法、环境以及卫生保健的影

响［１］。身体素质是体质的重要组成部分，３～５岁是
身体素质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该时期良好的身体

素质会为一生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２］。了解此

时儿童身体素质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对儿童身体素

质发育的指导和体质的增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良好的身体素质必须有一定的形态和生理基础

作保障，近年来尽管一些学者对各地儿童的生长发

育水平、身体素质状况等进行了探讨［３５］，但对儿童

生长发育水平与身体素质间关系的研究尚不多见。

本研究依据世界卫生组织新的《儿童生长标准》［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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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２０１０年国民体质监测烟台地区幼儿组数据资
料计算 Ｚ评分，对儿童生长发育进行评价，并探讨
儿童的身体素质状况以及 Ｚ评分与身体素质间的
关系，为儿童保健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２０１０年国民体质监测烟台地区幼儿组资料

中３～４岁儿童３６２人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童１８１人
（５０％），女童１８１人（５０％）。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的抽样方法，抽取烟台市芝罘、福

山、莱山３个区８所幼儿园儿童进行测试。
监测器材、测试方法、数据录入等均依据国家国

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要求执行。使用 ＷＨＯＡｎｔｈｒｏ
３．２．２软件计算 Ｚ评分，包括年龄别体重 Ｚ评分
（ＷＡＺ）、年龄别身高 Ｚ评分（ＨＡＺ）、年龄别体重指
数Ｚ评分（ＢＡＺ）。

判定标准：ＷＡＺ≤ －２为低体重，ＨＡＺ≤ －２为
生长迟缓，ＢＡＺ≥２为肥胖。

人体在肌肉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力量、速度、耐

力、灵敏、柔韧等机能能力统称为身体素质。测试的

身体素质指标有立定跳远、网球掷远、１０ｍ折返跑、
双脚连续跳、坐位体前屈和走平衡木。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均数之间的比较用 ｔ检验；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法对 Ｚ
评分与身体素质各指标间进行线性相关分析，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生长发育Ｚ评分及评价
３～４岁儿童 ＷＡＺ、ＨＡＺ、ＢＡＺ三项评分均值均

为正值。ＷＡＺ均值以４岁男童最高，３岁女童最低，
３岁男童显著高于３岁女童，男女童４岁组均显著
高于３岁组；ＨＡＺ均值以４岁女童最高，３岁女童最
低，二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ＢＡＺ均值以４岁男童
最高，３岁女童最低，４岁男童显著高于４岁女童。
儿童低体重的发生率均为０；生长迟缓发生率也极
低；肥胖发生率以４岁男童最高（１６．５％），４岁女童
最低（９．１％），见表１～２。

表１　烟台市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Ｚ评分　（ｘ±ｓ）

年龄
ＷＡＺ

男 女
ｔ值 Ｐ值

ＨＡＺ

男 女
ｔ值 Ｐ值

ＢＡＺ

男 女
ｔ值 Ｐ值

３岁 １．０±１．１ ０．６±１．０ ２．１２ ０．０４ ０．４±０．９ ０．４±１．０ ０．２９ ０．７７ １．１±０．９ ０．８±１．１ １．６５　０．１０
４岁 １．３±１．１ １．０±１．１ １．９０ ０．０６ ０．７±１．２ ０．８±１．１ ０．７７ ０．４５ １．３±１．１ ０．８±０．８ ３．１０

"

０．０１
ｔ值 ２．０５ ２．３５ １．７７ 　２．８２ １．４２ ０．１４
Ｐ值 ０．０４ ０．０２ ０．０８

"

０．０１ ０．１６ ０．８９

　　注：３岁组男童９０例，女童９３例；４岁组男童９１例，女童８８例。

表２　烟台市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评价　［例（％）］

年龄

男

例数低体重
生长

迟缓
肥胖

女

例数低体重
生长

迟缓
肥胖

３岁 ９０ ０ ０ １２（１３．３） ９３ ０ ０ ９（９．７）
４岁 ９１ ０ ０ １５（１６．５） ８８ ０ １（１．１） ８（９．１）
合计 １８１ ０ ０ ２７（１４．９） １８１ ０ １（０．６） １７（９．４）

２．２　身体素质状况
儿童立定跳远、网球掷远、１０ｍ折返跑、走平衡

木、双脚连续跳成绩均随年龄增加而提高，男童成绩

优于女童。但男童４岁组坐位体前屈成绩显著低于
男童３岁组，女童坐位体前屈成绩显著高于同年龄
男童，见表３。

表３　烟台市学龄前儿童身体素质状况　（ｘ±ｓ）

年龄
立定跳远（ｃｍ）

男 女
ｔ值 Ｐ值

网球掷远（ｍ）

男 女
ｔ值 Ｐ值

坐位体前屈（ｃｍ）

男 女
ｔ值 Ｐ值

３岁 ６３±２１ ５６±２２ ２．２８ ０．０２ ３．１±０．９ ２．５±０．８ ４．４７
"

０．０１ １１±４ １３±４ ３．２２
"

０．０１
４岁 ９０±１１ ８１±１５ ４．９４

"

０．０１ ４．５±１．４ ３．７±１．０ ４．２１
"

０．０１ １０±５ １２±４ ４．０７
"

０．０１
ｔ值 １１．０１ ９．０２ ７．９１ ９．４３ ２．０４ ０．６８
Ｐ值

"

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１ ０．０４ 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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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年龄
１０ｍ折返跑（ｓ）

男 女
ｔ值 Ｐ值

走平衡木（ｓ）

男 女
ｔ值 Ｐ值

双脚连续跳（ｓ）

男 女
ｔ值 Ｐ值

３岁 ９．３±１．５ ９．７±１．９ １．５６ ０．１２ ２４±１８ ２６±２０ ０．７６ ０．４５ １４±１９ １８±２４ １．１６ ０．２５
４岁 ７．４±０．７ ７．８±０．８ ２．９５

"

０．０１ １１±１２ １１±７ ０．０９ ０．９２ ８±１０ １０±１４ ０．９５ ０．３４
ｔ值 １０．７４ ８．８０ ５．６９ ６．７９ ２．６８ ２．７３
Ｐ值

"

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１
"

０．０１

　　注：３岁组男童９０例，女童９３例；４岁组男童９１例，女童８８例。

２．３　生长发育Ｚ评分与身体素质各指标的相关分
析

儿童三项Ｚ评分与网球掷远均呈正相关、与１０ｍ
折返跑和双脚连续跳用时均呈负相关；ＷＡＺ、ＨＡＺ

与立定跳远成绩呈正相关；ＢＡＺ与坐位体前屈呈负
相关；ＷＡＺ和 ＢＡＺ与走平衡木用时呈正相关。但
各生长发育 Ｚ评分与相应身体素质指标间仅有低
度相关关系（ｒ值均未超过０．３０），见表４。

表４　生长发育Ｚ评分与身体素质各指标的相关分析

Ｚ评分
立定跳远

ｒ值 Ｐ值

网球掷远

ｒ值 Ｐ值

坐位体前屈

ｒ值 Ｐ值

１０ｍ折返跑

ｒ值 Ｐ值

走平衡木

ｒ值 Ｐ值

双脚连续跳

ｒ值 Ｐ值

ＷＡＺ ０．１３ ０．０２ ０．２６
"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６１ －０．２５
"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１６
"

０．０１
ＨＡＺ ０．２４

"

０．０１ ０．２８
"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２６ －０．３０
"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５８ －０．１７
"

０．０１
ＢＡＺ －０．０３ ０．５６ ０．２１

"

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０３ ０．１９
"

０．０１ －０．１３ ０．０２

３　讨论

烟台市３～４岁儿童三项Ｚ评分均值均为正值，
低体重和生长迟缓的发生率也极低，说明儿童生长

发育水平较高。儿童的体格发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密

切相关［７］。烟台为我国东部沿海开放城市，可能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物质丰富、食物充足，生

长发育得到了很大改善，使低体重、生长迟缓等营养

不良的发病率大幅度下降，各项生长发育 Ｚ评分保
持在较高水平。

不同年龄和性别间 ＷＡＺ、ＨＡＺ、ＢＡＺ存在一定
差异，说明３～４岁儿童体重、身高等形态指标随年
龄的增长较明显，与相关报道一致［８］；性别间出现

的明显差异可能与儿童家长的养育观念、喂养习惯

有一定的关系。访谈中发现有些儿童家长认为男孩

应该强壮一些，饮食上没有控制；而许多女孩家长则

会考虑到孩子的体形，从而限制一些高能量的食品，

这可能是导致男童出现较高肥胖发生率的原因之

一，本研究中４岁男童的肥胖发生率高达１６．５％。
近年来，许多研究探讨了导致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

蒋竞雄等［９］对北京市１１７３名儿童家长进行问卷调
查，问卷的内容涉及家庭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喂养

方式、家长特征等，认为家庭环境对儿童肥胖的发

生、发展影响较大。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Ｏｌｉｖｅｒｏｓ等［１０］认为父

母的养育观念是儿童体重的主要影响因素，培养儿

童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规律的体育活动是至关重要

的。杨少峰等［１１］亦发现儿童不良饮食习惯、缺乏运

动等是导致其肥胖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发现儿童的力量、速度、平衡、灵敏、协调

等能力随年龄增加而明显增长，男童成绩优于女童；

柔韧性随年龄增长有下降趋势，女童优于男童，与相

关报道一致［２］。但男童４岁组坐位体前屈成绩较男
童３岁组下降明显，可能与４岁男童肥胖发生率较
高有关，肥胖使腹部脂肪增多，限制了躯干前屈的幅

度；另外肥胖儿童通常体育锻炼较少，也会影响关

节、韧带、肌肉的伸展性和弹性。

本研究中儿童三项 Ｚ评分与网球掷远都呈正
相关，表明同年龄儿童的身高、体重及身体充实度较

大时对上肢、腰腹肌肉力量及协调用力能力均有一

定促进作用。三项Ｚ评分与１０ｍ折返跑和双脚连
续跳用时均呈负相关。１０ｍ折返跑是反映儿童速
度及灵敏素质的指标；双脚连续跳反映儿童下肢肌

肉力量和协调性。强壮、匀称的体型在跑跳中能够

体现其力量、协调和灵敏能力；较高的身材会使下肢

运动幅度增加，从而缩短运动时间。ＷＡＺ、ＨＡＺ与
立定跳远成绩呈正相关。立定跳远反映了儿童下肢

肌肉爆发力和弹跳能力。儿童体重增长到一定程度

时，肌肉重量增加、体积增大，才能产生足够大的力

量；身材较高时，下肢长度相对较长，跳跃时幅度较

大，从而取得较好的成绩。李一辰等［１２］分析了学龄

前儿童身体形态指标与身体素质之间的关系，结果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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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代表身体形态指标的典型变量为身高、胸围、腹

部皮褶厚度及体重，其中身高的作用最大；代表身体

素质指标的典型变量为立定跳远、网球掷远及１０ｍ
往返跑时间，其中立定跳远的作用最大。

ＢＡＺ与坐位体前屈呈负相关。坐位体前屈是
反映人体腰、髋、腿等部位柔韧性的指标，即这些部

位关节的活动幅度以及跨过关节的韧带、肌腱、肌肉

等组织的弹性和伸展能力。ＢＡＺ过大，可能由于脂
肪过多，限制了关节的活动范围，影响到坐位体前屈

的幅度。ＷＡＺ和 ＢＡＺ均与走平衡木用时呈正相
关，走平衡木主要反映儿童的平衡能力，体重较大或

肥胖时，过重的体重使下肢特别是踝关节负担加大，

影响儿童的平衡性；另外体重过大时也可能加大了

儿童走平衡木的心理负担，导致成绩下降。Ｚｈｕ
等［１３］将 ２０２９名儿童分成肥胖、超重和正常体重
３个组，发现男女性均出现肥胖组和超重组的运动
协调能力低于正常体重组的现象，认为肥胖可能与

协调能力尤其是平衡能力下降有一定的关系。

儿童的形态发育和体型特点与身体素质间存在

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密切程度不高，已有大量研究证

实通过适当的体育锻炼，儿童的身体素质可以有较

大的提高［１４］。因此应加强对儿童及相关人员的教

育，改变儿童的不良饮食和行为习惯，以减少肥胖的

发生率；重视体育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通过良好

的体育锻炼，增强儿童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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