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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云南大理白族与汉族青少年身体素质的现状、发展变化趋势及其差异，采用文献法、数理

统计法和对比分析法等对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的白族与汉族青少年身体素质指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
１）白族、汉族低年龄段青少年的速度素质下降趋势已逐步得到遏制，且个别年龄段有所提高，但高年龄
段仍呈下降趋势．２）白族青少年耐力素质有所提高，而汉族青少年耐力素质却下降．３）白族、汉族青
少年的下肢肌肉力量、爆发力素质呈增长趋势，且白族青少年的提高幅度大于汉族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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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素质是指人体在活动中所展示出来的速
度、耐力、力量等能力，是一个人体质强弱的外在

表现［１］．青少年的身体素质状况关乎我国未来发
展．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而白族是云南
众多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其主要分布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因此，本文拟通过对
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０年云南大理白族与汉族青少年的身
体素质指标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分析，以更好地掌

握其身体素质的现状、变化趋势及其差异，为云南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参考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以云南白族主要聚居地大理白族自治州７～１８

岁的白族和汉族青少年为研究对象，其中：２００５
年白族青少年为１３５９人，汉族青少年为１７４５人，
共３１０４人；２０１０年白族青少年为１６８４人，汉族
青少年为１８２７人，共３５１１人．



１２　方法
根据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对云南大理

７～１８岁白族和汉族青少年身体素质指标进行测试
（指标见表１），使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和 ＳＰＳＳ１８０对测
试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将该数据与教育部颁

布的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中的青少

年各年龄段身体素质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表１　青少年各年龄段身体素质指标

对象
指标

速度 力量、爆发力 耐力

７～１２

岁

男 ５０ｍ跑 立定跳远 ５０ｍ×８折返跑

女 ５０ｍ跑 立定跳远 ５０ｍ×８折返跑

１３～１８

岁

男 ５０ｍ跑 立定跳远 １０００ｍ跑

女 ５０ｍ跑 立定跳远 ８００ｍ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速度素质比较分析
速度素质是指人体的快速运动能力，根据表现

形式的不同，速度素质包括对外界信号刺激快速反

应的能力 （反应速度）、快速完成动作的能力 （动

作速度）和快速位移的能力 （位移速度）［２］．对于
运动素质来说，速度素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能够很好地反映人体的快速运动能力，同时也

体现出人体肌肉和神经系统的成长状况．由表２可
知，男生速度素质方面：２００５年，白族青少年除９
岁和１１岁的略优于汉族外，其他年龄段均低于汉
族；２０１０年，除７～１０岁白族青少年优于汉族外，
其他年龄段均低于汉族，经ｔ检验，Ｐ＜００５，Ｐ＜
００１，有统计学意义．由表３可知，女生速度素质
方面：白族青少年除２００５年１５岁、２０１０年７岁略
优于汉族外，其他年龄段汉族青少年均优于白族，

经ｔ检验，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有统计学意义．此
外，由横向对比可知，白族青少年 （男生）低年

龄段速度素质优于汉族，而高年龄段则汉族青少年

优于白族．从纵向对来看，２００５年到 ２０１０年白
族、汉族低年龄段青少年 （男女生）的速度素质

下降趋势已逐步得到遏制，且个别年龄段有所提

高，但高年龄段仍呈持续下滑趋势．这与教育部
２０１０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一致．随着
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政府对边疆民族地

区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加大，目前大理地区

的学校体育教学场地、器材设施以及体育教师师资

水平与汉族地区的差距已逐步缩小［３］，同时白族

地区的体育教学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学生自主锻炼

的能力得到加强，从而促进了白族地区青少年速度

素质的提高．

表２　白族男生与汉族男生５０ｍ跑成绩比较 ｓ

年龄／岁
　　　　　　　　　白族　　　　　　　　　 　　　　　　　　　汉族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７ １１０９±１２３ １１１４±０９３ １０８１±０９０ １１４１±１０６

８ １０５０±１００ １０４７±０７６ １０３０±０９３ １０６９±０９０

９ ９７９±０８１ ９９２±０７１ ９９１±０８３ １０１２±０８２

１０ ９６１±０７５ ９６６±０８３ ９５２±０６６ ９７７±０８５

１１ ９１１±０７０ ９５４±０９２ ９３７±０７５ ９４１±０７８

１２ ９０６±０８７ ９３５±０８２ ８９８±０７１ ９１５±１０４

１３ ８７３±０８１ ９０１±０７１ ８５５±０９８ ８５３±０８９

１４ ８２２±０６７ ８６０±０６６ ７９２±０６１ ８２６±０８０

１５ ８２０±１４３ ８１０±０６２ ７７８±０６１ ７８６±０６９

１６ ７６８±０７０ ８０４±０７２ ７６２±０５１ ７７０±０５５

１７ ７５４±０４７ ７６８±０４１ ７４６±０５８ ７６６±０５８

１８ ７５１±１２９ ７５７±０４７ ７３３±０４７ ７５５±０５８

　　注：１）表中数据为 （ｘ±ｓ）；２）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以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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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白族女生与汉族女生５０ｍ跑成绩比较 ｓ

年龄／岁
　　　　　　　　　白族　　　　　　　　　 　　　　　　　　　汉族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７ １１２７±１１１ １１６４±０７９ １１２５±０９９ １１７９±１０７

８ １１０２±１１６ １１１９±０９２ １０５９±０７９ １１０８±０９３

９ １０４７±１０２ １０６６±０８９ １０３８±０８９ １０３０±０７６

１０ １０１３±０８６ １０１６±０４８ １００８±０７１ １０１３±０７３

１１ １００８±１２８ １０１２±０６９ ９８１±０７７ ９８９±０９１

１２ ９８９±０９４ １００８±０８７ ９４８±０７５ ９６８±０８３

１３ ９７２±０９８ １００２±０７７ ９４７±１１４ ９５７±０７９

１４ ９３３±０８６ ９７９±０５４ ９３２±１０７ ９４８±１１１

１５ ９２４±１１８ ９６６±０６８ ９２７±１１９ ９４３±０７７

１６ ９２１±０７４ ９６２±０８０ ９１２±０７０ ９４２±０９５

１７ ９１１±０８５ ９５６±０６５ ９０７±０８３ ９４１±０８７

１８ ９０２±０７３ ９５０±０６０ ９００±０７３ ９３９±１０４

２２　耐力素质比较分析
耐力素质是有机体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特定负荷

或动作质量的能力．耐力素质的高低对于呼吸器官
和循环系统的功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它是反映人

体健康水平和体质强弱的重要标志［４］．男生耐力
素质方面 （表４）：２００５年，白族青少年除９岁略
高于汉族外，其他年龄阶段均低于汉族青少年；

２０１０年，白族青少年各年龄段均优于汉族，经ｔ检

验，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具有统计学意义．女生
耐力素质方面 （表５）：２００５年，白族青少年只有
８～９岁年龄段优于汉族；２０１０年，白族青少年除
１２岁略低于汉族外，其他年龄段均优于汉族青少
年，经ｔ检验，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具有统计学意
义．从纵向对比来看，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０年，白族青
少年 （男女生）的耐力素质有所提高，而汉族青

少年 （男女生）的耐力素质却出现下降．

表４　白族男生与汉族男生耐力素质变化情况比较 ｓ

年龄／岁
　　　　　　　　　白族　　　　　　　　　 　　　　　　　　　汉族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７ １３１６６±１６７４ １２８７８±９９５ １２８８１±１１５０ １３７１１±１３３８

８ １３１１４±２４０３ １２７１１±１０４２ １２７４４±１３５８ １３６４８±１４５９

９ １２２２８±１５４９ １１７８９±９４６ １２３３６±１３１１ １２７８６±１５２８

１０ １２２２４±１６３２ １１７２４±１０３６ １１８２４±１３０６ １２７５２±１５７８

１１ １２１９３±１５３２ １１３４８±１００４ １１４５１±９８６ １１７９５±１３３２

１２ １２１４７±１４４３ １１０７３±１０２２ １１２３４±１１３６ １１５０３±１３７１

１３ ２８５２２±３４３８ ２９９２９±２９３５ ２８４５３±２４６０ ２９９７９±４１２６

１４ ２７６９１±３５４３ ２７０２５±２７９０ ２７６２３±２９０３ ２７０３７±３９３６

１５ ２６１７４±３０２１ ２６２２９±３０９２ ２６０８２±２０５２ ２６２９８±２７０７

１６ ２６００９±３０３４ ２５０３６±１９８１ ２５２１５±１７７２ ２５２４５±３１１０

１７ ２４３８２±２１４２ ２４４８６±１７３２ ２４２７６±２１７９ ２４６０５±３１４６

１８ ２３３８３±２４２９ ２４０８７±２２７０ ２２６６０±２５８４ ２４２１５±３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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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白族女生与汉族女生耐力素质变化情况比较 ｓ

年龄／岁
　　　　　　　　　白族　　　　　　　　　 　　　　　　　　　汉族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７ １３１７５±１１５３ １３１９４±７９２ １２９７９±１２９０ １３９８１±１２５６

８ １２５９５±１０３１ １２８００±８７８ １２９４８±１０２３ １３９１６±１６５７

９ １２４１９±１１７１ １２４９７±９７０ １２７２４±９８５ １３１６８±１４１４

１０ １２３６６±１１５６ １２０６５±１０２８ １２３５０±１２４５ １３０２０±１５３０

１１ １２１６９±１１０２ １１８９３±８４６ １１９２７±１０２３ １２４９４±１４６５

１２ １２１１９±１１３５ １１８８４±９２４ １１７０３±１１４５ １１８３６±１１１８

１３ ２５９５５±２６９１ ２５２７８±２１８５ ２５８５３±２４６０ ２６２９９±３２４６

１４ ２５４２２±２７５８ ２４４０６±１６４３ ２４６９６±２２９６ ２４５３４±２９６２

１５ ２４２１２±２３８６ ２４１９１±１７７１ ２４６６５±２３４３ ２４５１３±３４９１

１６ ２４１５３±１８９６ ２４０３８±１７６５ ２４５９９±１９４０ ２４４４６±２７２７

１７ ２３５６２±１６２９ ２３００４±２０５４ ２２３７２±２０８０ ２４３９１±３６７９

１８ ２３４３７±２６２９ ２２９４８±１８１９ ２２２７１±１７７５ ２４０６０±３１６０

２３　力量、爆发力素质比较分析
立定跳远是反映人体下肢肌肉力量、爆发力以

及身体协调能力水平的指标．男生方面 （表 ６）：
２００５年，白族青少年各年龄段立定跳远成绩均低
于汉族；２０１０年，白族青少年除１３～１５岁年龄段
立定跳远成绩低于汉族外，其他各年龄段的成绩均

优于汉族青少年．女生方面 （表７）：２００５年，除
白族青少年１５～１７岁高年龄段立定跳远成绩优于

汉族外，其他年龄段的成绩均低于汉族青少年；

２０１０年，白族青少年除１３～１５岁年龄段立定跳远
成绩低于汉族外，其他年龄段的成绩均优于汉族青

少年，经ｔ检验，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具有统计学
意义．从纵向对比来看，２００５年到 ２０１０年，白
族、汉族青少年 （男女生）的下肢肌肉力量、爆

发力素质均呈增长趋势，且白族青少年 （男女生）

的提高幅度大于汉族青少年．

表６　白族男生与汉族男生立定跳远成绩比较 ｃｍ

年龄／岁
　　　　　　　　　白族　　　　　　　　　 　　　　　　　　　汉族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７ １２１５９±２１８７ １３６１７±１６６７ １２７８７±１７７９ １１７５７±１６５３

８ １３１０６±１８８４ １４００２±１８６０ １３７３２±１８７６ １３２２５±１８７６

９ １４３２９±１８００ １５７５１±１５２１ １４８５５±１６５４ １４４３３±２０６４

１０ １４４５４±２１１１ １６８３９±２００３ １５３８５±１５０６ １５１１５±１９３８

１１ １６０４９±１８６２ １７９５６±１７７１ １６１７４±１８５９ １６２２８±１８３６

１２ １６８８３±１９４４ １８４８８±１８５８ １７３０６±１９３３ １７７８３±２４２５

１３ １８７５９±２０７６ １８９２６±１８８３ １８８６１±２２７２ １９６２４±２５９９

１４ ２０２１３±１９６６ １９９１９±２１４２ ２０５９１±２１３８ ２０９６２±２６１３

１５ ２１０４４±１７６３ ２１１０１±２０７９ ２１５７１±１８２０ ２１９５０±２２７３

１６ ２２６３１±１６１７ ２３５２１±１５１９ ２３１６６±１６０４ ２３０８７±２４６５

１７ ２２６７１±１６９８ ２４４２０±１７６６ ２３４７１±１８０８ ２３６０７±２０２６

１８ ２２７７５±１４４２ ２４４４１±１５６１ ２３５６８±１３７５ ２３６７９±２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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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白族女生与汉族女生立定跳远成绩比较 ｃｍ

年龄／岁
　　　　　　　　　白族　　　　　　　　　 　　　　　　　　　汉族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７ １１４７９±２０４７ １２２９６±１７５３ １１６４８±１４５２ １１１２３±１４６７

８ １３００５±２０１３ １２６７８±１７５８ １３２４８±１６８９ １２０６４±１５０８

９ １３８７７±１４１６ １４６５４±２０３５ １４０６３±１４６４ １３５０７±１７６４

１０ １４１９８±１６９２ １５６６５±１６５４ １４７８８±１５１７ １４１９７±１６４７

１１ １５３７１±２５２９ １６２８５±１８００ １５４６８±１５４３ １４８２７±２２００

１２ １５４３５±１５９０ １６４７０±１７６３ １５８１３±１６１７ １６１３１±２１７０

１３ １５６４１±１４９５ １６４９６±１６８０ １６１５２±１６８４ １７０２９±１８３０

１４ １６３６９±１３４７ １６５６５±１６６９ １６４５２±１７５６ １７０３５±２１７０

１５ １７１９５±１７６４ １６８６２±１７６６ １６７１８±２１３０ １７１２６±２０４１

１６ １７６２８±１４１２ １７６２８±１６６４ １７４９９±１６１５ １７１８６±１９０５

１７ １７７７６±１７８１ １８０９０±１５８４ １７５１７±１４０４ １７６０２±１８８３

１８ １７８４０±１５１９ １８３２１±１５６１ １７８８４±１５４８ １７９８５±１７１１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１）速度素质方面，２０１０年，白族青少年

（男生）低年龄段速度素质优于汉族青少年，而

高年龄段则汉族青少年优于白族青少年．２００５年
到２０１０年，白族、汉族低年龄段青少年 （男女

生）的速度素质下降趋势逐步得到遏制，且个别

年龄段有所提高，但是高年龄段仍呈持续下滑的

趋势．
２）耐力素质方面，２００５年，汉族青少年 （男

女生）耐力素质优于白族青少年．２０１０年，白族
青少年 （男女生）耐力素质优于汉族青少年．
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０年，白族青少年的耐力素质有所提
高，而汉族青少年的耐力素质却出现下降．
３）力量、爆发力素质方面，２００５年，汉族青

少年 （男女生），尤其是低年龄段青少年的力量、

爆发力素质优于白族青少年．２０１０年，白族青少
年 （男女生）力量、爆发力素质优于汉族青少年．
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０年，白族、汉族青少年 （男女生）

的下肢肌肉力量、爆发力素质呈现增长趋势，且白

族青少年的提高幅度大于汉族青少年．
３２　讨论

我国青少年身体素质下降的原因是社会、学

校、家庭以及青少年自身等多重因素造成的．其主
要原因是：１）在片面追求学习成绩的思想影响
下，学校和社会普遍存在重智育、轻体育的倾向，

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休息和锻炼时间严重不

足，以至于忽视了 “青少年的身体素质”［５－６］．而
身体锻炼是体育运动的主要形式，是增强体质健康

水平的重要途径．２）由于青少年过度迷恋手机游
戏和电子产品，导致其锻炼时间和强度不足，这种

情况现已成为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之

一，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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