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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寒区中小学生皮脂量百分位数肥瘦临界值探讨

张　莉，马忆南△（新疆伊犁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新疆伊宁　８３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亚寒带地区农村中小学生皮脂量的百分位数对应国内外肥瘦度临界值标准，为今后对各

地域、各民族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营养现状判断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用伊犁亚寒带区中小学生不同年龄段皮脂厚

度和体脂（％）指标百分位数的Ｐ９５、Ｐ９７与国内外肥胖指标的临界值标准进行对应比较，用Ｐ５和Ｐ３ 研究瘦型学生的

临界值参数。结果　中国伊犁亚寒带区中小学各年龄段男学生和９～１１岁女学生脂肪厚度和体脂（％）的Ｐ９５、Ｐ９７

百分位数指标比日本和国内肥胖指标的临界值标准明显低。１２～１８岁女学生脂肪厚度和体脂（％）的Ｐ９５、Ｐ９７百分

位数指标与日本肥胖指标的临界值标准值较接近。结论　亚寒带地区中小学生肥胖评价指标临界值低于国内外同

年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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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下脂肪厚度和脂肪（％）量是国际上评估人体营养状况

和胖瘦度的必测项目，也是评价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状态的一项

常用指标。我国对各年龄段中小学生这方面的评价尚未建立

统一标准［１］。通过对伊犁河流域区的汉族农村中小学生皮下

脂肪厚度的检测数据，推算身体体脂（％）量。分年龄段排列出

两项指标的百分位数表，按百分位数Ｐｘ 高端的Ｐ９５和Ｐ９７定为

临界值与国内外公认的肥胖评价标准进行对应比较，按百分位

数Ｐｘ 低端的Ｐ３和Ｐ５ 为评价瘦型学生的临界值参数，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出生地在新疆亚寒带伊犁河流域地区发

育正常的９～１８岁汉族在校农村中学生为研究对象，按计算人

体体密度Ｄ值公式分９～１１、１２～１４、１５～１８岁３个年龄段，每

个年龄段分男女生组，９～１１岁男女分别检测９０例，计１８０

例；１２～１４岁男女分别检测９０例，计１８０例；１５～１８岁男女分

别检测１２０例，计２４０例；６个组共６００例。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检测推算的皮下脂肪厚度和身体体脂％指标列百分位

数表　（１）用仿日本“荣研”式改良皮下脂肪厚度检测人体肱三

头肌肌腹、右肩胛下方两部位的皮褶厚度（ｍｍ）。（２）计算出每

位受试者的（肩＋臂）皮下脂肪厚度测量值之和。（３）按日本计

算中小 学 生 体 密 度 值 计 算 公 式［１］，９～１１ 岁，男 生 Ｄ＝

１．０８７９－０．００１５１Ｘ，女生 Ｄ＝１．０７９４－０．００１４２Ｘ；１２～１４

岁，男生Ｄ＝１．０８６８－０．００１３３Ｘ，女生Ｄ＝１．０８８８－０．００１

５３Ｘ；１５～１８岁，男生 Ｄ＝１．０９７７－０．００１４６Ｘ，女生 Ｄ＝

１．０９３１－０．００１６０Ｘ，式中 Ｘ为上臂＋肩胛皮下脂肪厚度。

（４）按ＢＲＯＺＥＫ测试计算各年龄段男女学生身体成分指标。

体脂（％）＝（４．５７／Ｄ－４．１４２）×１００％。（５）按百分位数排列

公式Ｐｘ＝Ｌ＋ｉ／ｆｘ（ｎ．ｘ％－∑ｆＬ）计算百分位数，排列身体成

分的皮下脂肪厚度与体脂（％）指标的百分位数表。Ｌ、ｉ、ｆｘ分

别为Ｐｘ所在组段的下限、组距和频数；∑ｆＬ为小于Ｌ的各级

段的累计频数。

１．２．２　不同年龄段学生皮下脂肪厚度与体脂　按排列百分位

表的Ｐ９５、Ｐ９７［肩＋臂皮下脂肪厚度和体脂（％）指标］与日本和

国内视为肥胖指标临界值进行对应比较，讨论不同年龄段学生

皮下脂肪厚度与体脂（％）指标的临界值标准。

１．２．３　瘦型学生肩＋臂皮下脂肪厚度与体脂　按百分位数

Ｐｘ低端的Ｐ５ 和Ｐ３ 百分位讨论评价瘦型学生肩＋臂皮下脂肪

厚度和体脂（％）指标的临界值参数。

２　结　　果

２．１　亚寒带区中学生皮下脂肪厚度与体脂（％）检测数据百分

位数排列结果　见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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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伊犁亚寒带区中学生与国内外同年龄学生肥胖评价标准

的对应比较

２．２．１　与日本同年龄中小学生肥胖评价指标对应比较　用伊

犁亚寒带区中小学生不同年龄段第百分位数Ｐ９５、Ｐ９７肩＋臂皮

下脂肪厚度和体脂（％）指标与日本人分别视为轻度肥胖、中度

肥胖指标的临界值标准进行对应比较（表３），中国伊犁亚寒带

区中小学各年龄段男学生和９～１１岁女学生脂肪厚度和体脂

（％）的Ｐ９５、Ｐ９７百分位数指标离日本肥胖指标的临界值标准有

较大差距。１２～１４、１５～１８岁女学生脂肪厚度和体脂（％）的

Ｐ９５、Ｐ９７百分位数指标与日本肥胖指标的临界值标准值较接近

（表３）。

２．２．２　与国内肥胖指标值　伊犁中学生脂肪厚度和脂肪％

Ｐ９５、Ｐ９７与国内外同年龄学生肥胖评价临界值对应比较看出，

中小学男生和９～１１岁女学生Ｐ９５、Ｐ９７百分位数比国内同年龄

学生肥胖评价指标的临界值明显低。１２～１４、１５～１８岁女学

生Ｐ９５、Ｐ９７百分位数与国内同年龄学生肥胖评价肥胖指标的临

界值接近（表３）。

２．３　亚寒带区中学生皮下脂肪厚度与体脂（％）瘦型学生的百

分位参数　９～１８岁各年龄段中学生体皮脂厚度和体脂（％）

量按百分位数Ｐｘ 低端的Ｐ５和Ｐ３ 为瘦型评价临界值的参数

（表４）。

表１　中国伊犁亚寒带区中学生肩＋臂皮下脂肪厚度（ｍｍ）百分位数

性别 年龄（岁） Ｐ３ Ｐ５ Ｐ１０ Ｐ２５ Ｐ５０ Ｐ７５ Ｐ９０ Ｐ９５ Ｐ９７

男 ９～１１ ８．０ ８．３ ８．７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３．３ １５．３ １７．３ １７．７

１２～１４ ８．０ ８．０ ９．３ １０．７ １２．０ １４．０ １６．７ １８．０ ２０．１

１５～１８ １２．３ １２．０ １２．８ １３．８ １６．３ １９．５ ２２．５ ２３．２ ２４．８

女 ９～１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１．１ １３．３ １５．３ １８．０ １８．８ ２０．０

１２～１４ １１．６ １２．７ １４．７ １６．０ ２２．０ ２６．０ ３２．０ ３５．０ ３８．０

１５～１８ １９．９ ２４．３ ２５．８ ２９．０ ３４．５ ３８．８ ４３．０ ４４．８ ４７．０

表２　中国伊犁亚寒带区中学生体脂（％）百分位数

性别 年龄（岁） Ｐ３ Ｐ５ Ｐ１０ Ｐ２５ Ｐ５０ Ｐ７５ Ｐ９０ Ｐ９５ Ｐ９７

男 ９～１１ １０．５９ １０．７７ １１．０１ １１．７９ １２．７５ １３．７８ １４．１０ １６．２１ １６．４１

１２～１４ １０．４６ １０．４６ １１．１４ １１．８８ １２．５７ １３．６３ １５．０７ １５．７７ １７．２３

１５～１８ ７．８８ ８．８８ ９．３１ ９．８８ １１．３２ １３．２１ １４．９７ １５．４１ １６．２９

女 ９～１１ １４．８３ １４．８３ １４．９９ １５．４６ １６．７２ １７．８８ １９．４５ １９．９２ ２０．６２

１２～１４ １２．８０ １３．４７ １４．７０ １５．５０ １６．２４ ２１．７８ ２５．６３ ２７．５８ ２９．５５

１５～１８ １６．４２ １９．２６ ２０．２５ ２２．４１ ２６．１１ ２９．０２ ３１．９６ ３３．１８ ３４．７６

表３　中国及日本轻中度肥胖值与中国伊犁中学生脂肪厚度和脂肪（％）Ｐ９５、Ｐ９７对应比较

性别
年龄

（岁）

肩＋臂皮下脂肪厚度（ｍｍ）

国内轻度

肥胖

日本轻度

肥胖

伊犁

Ｐ９５

体脂（％）

国内轻度

肥胖

日本轻度

肥胖

伊犁

Ｐ９５

肩＋臂皮下脂肪厚度（ｍｍ）

国内中度

肥胖

日本中度

肥胖

伊犁

Ｐ９７

体脂（％）

国内中度

肥胖

日本中度

肥胖

伊犁

Ｐ９７

男 ９～１１ ２４～２８ ２３ １７．３ ２２～２５ ２０ １６．２１ ２９～ ３２ １７．７ ２６～ ２５ １６．４１

１２～１４ ２４～２８ ２５ １８．０ ２２～２５ ２０ １５．７７ ２９～ ３５ ２０．１ ２６～ ２５ １７．２３

１５～１８ ２４～２８ ３０ ２３．２ ２２～２５ ２０ １５．４１ ２９～ ４０ ２４．８ ２６～ ２５ １６．２９

女 ９～１１ ４８～５６ ３０ １８．８ ２７～３０ ２５ １９．９２ ５８～ ３７ ２０．０ ３１～ ３０ ２０．６２

１２～１４ ４８～５６ ３５ ３５．０ ２７～３０ ２５ ２７．５８ ５８～ ４０ ３８．０ ３１～ ３０ ２９．５５

１５～１８ ４８～５６ ４０ ４４．８ ２７～３０ ３０ ３３．１８ ５８～ ５０ ４７．０ ３１～ ３５ ３４．７６

表４　伊犁亚寒带区中学生皮下脂肪厚度和体脂％评价瘦型学生的参数

性别 年龄（岁）
轻度瘦

皮下脂肪厚度（ｍｍ） 体脂（％）

中度瘦

皮下脂肪厚度（ｍｍ） 体脂（％）

高度瘦

皮下脂肪厚度（ｍｍ） 体脂（％）

男 ９～１１ － － ～８．３ ～１０．８ ＜８．０ ＜１０．６

１２～１４ － － ～８．０ ～１０．５ ＜７．９ ＜１０．４

１５～１８ ～１２．０ ～８．９ ～１０．３ ～７．９ ＜１０．２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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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伊犁亚寒带区中学生皮下脂肪厚度和体脂％评价瘦型学生的参数

性别 年龄（岁）
轻度瘦

皮下脂肪厚度（ｍｍ） 体脂（％）

中度瘦

皮下脂肪厚度（ｍｍ） 体脂（％）

高度瘦

皮下脂肪厚度（ｍｍ） 体脂（％）

女 ９～１１ － － ～１０．０ ～１４．８ ＜９．９ ＜１４．８

１２～１４ ～１２．７ ～１３．５ ～１１．６ ～１２．８ ＜１１．５ ＜１２．７

１５～１８ ～２４．２ ～１９．３ ～１９．９ ～１６．４ ＜１９．８ ＜１６．３

　　注：－为无数据。

３　讨　　论

３．１　伊犁亚寒带区环境气候对中学生皮下脂肪和体脂（％）指

标发育的影响

３．１．１　我国用皮下脂肪厚度和体脂（％）指标评价营养肥胖的

标准，均参照的是日本对中小学生制定的等级标准，并且是不

分年龄段的。伊犁亚寒带区中学男学生脂肪厚度和体脂％的

Ｐ９５、Ｐ９７百分位数指标与国内外中小学生肥胖指标的临界值标

准对应有较大差距［２３］。伊犁河流域区的乡镇和农村原始生态

环境保护较好，农村学生仍保持着户外运动玩耍和劳动的习

惯。虽然现在农村营养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农村学生没

有像城市学生被封闭在市内，户外身体运动受到局限，身体皮

下脂肪厚度积累，体脂（％）量大，营养过度学生比率高。

３．１．２　伊犁河流域农村小学男女学生身体皮下脂肪厚度和体

脂％量偏低，营养过度学生比率极少。主要是伊犁河流域气候

温和，白天日照时间长，在中国北方这一特有的亚寒带湿润地

域环境下，人们户外活动和工作时间长，特别中小学生自然形

成了喜爱户外运动玩耍和劳动习惯，是脂肪物质不易在体内积

累的主要因素。

３．１．３　男中学生身体皮下脂肪厚度和体脂（％）量偏低，营养

肥胖学生比率极少，除受亚寒带湿润气候环境影下，喜爱户外

运动玩耍和劳动习惯因素外，也受身体生理发育的影响。男中

学生处在身体骨骼长高发育阶段，营养需要量大，多数学生体

型发育相对瘦、体内脂肪储存量极少。加之农村学生身体发育

较城市学生稍滞后，是营养肥胖学生比率极少的又一因素。

３．１．４　女中学生１２岁后进入青春期，因生理发育需要皮下脂

肪和体脂（％）量属自然突增阶段。再加上女中学生青春期身

体第二性特征明显，心理相对趋向于安静，对户外运动玩耍随

年龄增长而减少［４］。伊犁亚寒带区特殊气候和农村劳动生活

的外环境，也不能阻挡女中学生青春期身体皮下脂肪和体脂

（％）量的迅速发育。因此，伊犁河流域亚寒带区女中学生营养

肥胖的Ｐｘ 百分位数与国内外同年龄学生肥胖标准相适应。

３．２　关于对瘦型学生评价参数的思考　过去对中小学生瘦型

的评价标准研究较少，通常认为皮下脂肪（％）量越少越好。其

实皮下脂肪和体脂（％）太少，也是营养不足和不健康的特征。

体脂是组成机体的重要成分，是人体必需的营养储存物质，对

人体具有保温、抗外力、供给能量等重要作用［５８］。在肌肉正常

发育的基础上，保持一定的皮下脂肪，使身体饱满，肌肤富有弹

性，才是健康的象征。对皮下脂肪极少的学生，要视为发育不

健康的个体。本研究用脂肪厚度和体脂（％）指标，按排列百分

位数Ｐｘ 低端的Ｐ５ 和Ｐ３ 为评价瘦型学生的临界值参数，为今

后对瘦型学生的评价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通过伊犁中学生脂肪厚度和体脂（％）第Ｐ９５、Ｐ９７百分数与

国内外同年龄学生肥胖评价临界值对应比较，男生明显低，女

生９～１１岁明显低，１２～１４、１５～１８岁则接近。经分析讨论认

为，伊犁河流域特有的亚寒带湿润地域环境，人们户外活动和

工作时间长，特别中小学生自然形成了喜爱户外运动玩耍和劳

动习惯，是脂肪物质不易在体内积累的主要因素。男中学生身

体皮脂厚度和体脂％量偏低还与身体骨骼长高发育阶段，营养

需要量大，体内脂肪不宜积累有关。而女中学生１２岁后进入

青春期，心理趋向于相对安静，户外运动随年龄增长而减少。

伊犁亚寒带区特殊气候和生活外环境，也不能阻挡女中学生青

春期身体皮脂和体脂（％）指标的迅速发育。

用伊犁农村中学生脂肪厚度和脂肪（％）Ｐ５、Ｐ３ 百分数，提

出瘦型评价临界值参数。皮下脂肪和体脂（％）太少，也是营养

不足和不健康的特征，探讨瘦型学生脂肪厚度和脂肪（％）指标

评价量，为学生体质和营养健康研究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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