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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不同专项体育教育专业学生身体成分的对比研究

叶燎昆

（昆明学院 体育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采用ＩｎＢｏｄｙ３．０生物电阻抗身体成分测试仪及相关仪器，对云南省高校体育教育专业５个专项（健美
操、篮球、田径、网球、羽毛球）学生的身体形态及成分进行测试分析．结果表明：肌肉量决定基础代谢的大
小，决定运动能力的高低；不同专项学生的身体形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教师在教学训练活动中，应注重学

生的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控制脂肪量；学生在专项选择时，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身体形态，指导学生科学合

理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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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运动项目、不同运动形式对运动员身体成
分的要求各不相同．随着现代竞技体育水平的不断
提高和发展，人们已充分认识到运动员的身体成分

与运动能力有密切的关系［１］．在此背景下，功能性
体能训练受到了广大体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然而，

如何科学地进行运动项目特有动作和动作模式的专

项化［２］训练却成为一大难点．本文拟通过对健美
操、篮球、田径、网球、羽毛球５个项目体育教育专业
的学生进行身体形态及成分测试，了解不同项目运

动员的身体基本形态和指标，旨在为体育教育专业

人才培养提供科学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云南师范大学、昆明学院、楚雄师范学院、

云南大学、普洱学院等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共３９６名，
其中男生３０４名，女生９２名．包括健美操、篮球、田
径、网球、羽毛球５个专项．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身体形态及身体成分测试

身体形态测试：身高（国家体委研制的壁式身

高计测量，精确度 １ｍｍ），单位 ｃｍ；体质量（德国



ＳＥＣＡ电子秤，精确度１００ｇ），单位ｋｇ．
身体成分测试（韩国 Ｂｉｏｓｐａｅｅ公司的 ＩｎＢｏｄｙ３．

０生物电阻抗身体成分测试仪），测试指标为：肌肉
量（ｋｇ）；脂肪量（ｋｇ）；基础代谢（简称 ＢＭ，单位
ｋｃａｌ／ｄ）．
１２２　统计方法

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不同项目
两组间均数比较经正态分布检验，进行独立样本 Ｔ
检验．对不同项目运动员的肌肉量、脂肪量、基础代
谢（ＢＭ）进行相关性分析．

２　研究结果

２１　不同专项学生身体形态及身体成分比较
依据运动项目所需运动能力的主导因素，可将

所有运动项目分为体能主导类、技能主导类、技战能

主导类和技心能主导类４大类．［３］将健美操项目划
分为技能主导类，篮球、网球、羽毛球划分为技战能

主导类，田径划分为体能主导类．对这３类项群专选
学生的身体基本形态指标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见

表１．

表１　不同专项学生身体形态和身体成分测试结果
项目 性别 人数 身高／ｃｍ 体质量／ｋｇ 肌肉量／ｋｇ 脂肪量／ｋｇ ＢＭ／（ｋｃａｌ·ｄ－１）

健美操
男 ４２ １７３５０±３９２ ６４９０±３５１ ５３１０±４６１ ８３０±３０１ １５９３５０±１０５２２

女 ３０ １６５４０±４４１ ５４３０±４２２ ３７９０±３０３ １１４０±２６３　 １２９４９０±６９３９　

篮球
男 ７４ １８１１０±４５７ ７５１０±７８２ ６０４０±６７７ １０７０±４６１　 １７６１１０±１３４３９

女 ２２ １７０５０±４８５ ６２３０±６６１ ４３５０±３６０ １４７０±４１１　 １３７６１０±８２１４　

田径
男 ８７ １７５５０±４９３ ６８３０±４３５ ５５５０±６１４ ９１０±３６２ １６４９２０±１２０３３

女 １９ １６５９０±４８４ ５４９０±５６９ ３８８０±３９７ １２２０±２７５　 １２９１７０±９０３５　

网球
男 ５８ １７６５０±４３６ ６９９０±５７２ ５６４０±４５６ ９７０±４７７ １６６９８０±１０３９０

女 １２ １６４００±３９８ ５８４０±４１１ ４１５０±４７５ １３９０±４０６　 １３３０９０±９８２３　

羽毛球
男 ４３ １７６６０±３８３ ６７８０±６２１ ５４５０±６１９ ９６０±５３８ １６２７１０±１２１３９

女 ９ １６２８０±３６１ ５２４０±３１２ ３９８０±２５６ １０８０±２１３　 １２６８１０±５８３２　

　　 由表１可以看出，篮球专项男女学生在身高、
体质量、肌肉量、ＢＭ等指标要高于其他项目的学
生，技战能主导类项目中的同场对抗性项目（篮球）

学生的身体各项指标要高于隔网对抗性项目（网

球、羽毛球）学生的身体指标，技能主导类项目（健

美操）学生的身体各项指标低于体能主导类和技战

能主导类项目学生的身体指标．
２２　不同专项学生间Ｔ检验比较
２２１　男生不同专项Ｔ检验比较

由下表２可知，独立样本 Ｔ检验对男生不同专
项两两之间的方差齐性采用 Ｌｅｖｅｎｅ检验，结果显
示，篮球专项与其他４个专项的肌肉量与基础代谢
（Ｂ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田径、网球、羽毛球项目
在肌肉量与基础代谢（ＢＭ）数据方差齐次性假设的
检验显著水平Ｐ＞００５，无统计学意义；脂肪量数据
的方差齐次性假设的检验显著水平 Ｐ＞００５，无统
计学意义，由此可知，男生不同专项的学生脂肪量数

据方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２２　女生不同专项Ｔ检验比较

由下表３可知，独立样本 Ｔ检验对女生不同专

项两两之间的方差齐性采用 Ｌｅｖｅｎｅ检验，结果显
示，篮球专项女生与网球专项女生的肌肉量、脂肪

量、基础代谢数据方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健美操专项女生与篮球专项女生的肌肉量、
脂肪量、基础代谢数据方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即健美操专项女生与篮球专项女生的身体
成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２　男生不同专项Ｔ检验比较结果统计

指标 项目 健美操 篮球 田径 网球 羽毛球

肌肉量

健美操 －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篮球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１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田径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网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
羽毛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脂肪量

健美操 －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篮球 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田径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网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
羽毛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ＢＭ

健美操 －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篮球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１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田径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网球 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
羽毛球 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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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女生不同专项Ｔ检验比较结果统计

指标 项目 健美操 篮球 田径 网球 羽毛球

肌肉量

健美操 －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篮球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田径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网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

羽毛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脂肪量

健美操 －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篮球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田径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网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

羽毛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ＢＭ

健美操 － 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篮球 Ｐ＜００１ －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田径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网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５

羽毛球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

２３　不同专项学生基础代谢能量消耗和肌肉量、脂
肪量的相关关系

　　由下表４可知，基础代谢（ＢＭ）与肌肉量具有
较高的线性相关关系（Ｐ＜００１）．若不控制肌肉量，

发现男生的基础代谢（ＢＭ）与脂肪量的 Ｐ＜００５线
性相关关系显著，女生 Ｐ＞００５线性相关关系不显
著．而控制了肌肉量的影响后，基础代谢（ＢＭ）与脂
肪量的线性相关不存在．

３　结果分析

３１　不同专项学生肌肉量分析
人体运动是靠肌肉的收缩来完成运动动作．有研

究［４］显示，人体运动能力与其肌肉量呈正比关系，也

就是说人身体里的肌肉比例越高，其运动能力就越

强．而本研究表明，不同项群的运动员肌肉量存在差
异性．男生项目：篮球＞网球＞田径＞羽毛球＞健美
操；女生项目：篮球＞网球＞羽毛球＞田径＞健美操．
男女生项目均表现技战能主导类项目的肌肉量高于

其他项群运动员的肌肉量．由于技战能主导类项目的
特点是快速、反复、拼抢、碰撞、力量等，对肌肉爆发力

和肌肉耐力都具有较高要求，因此，在运动员选材和

专项学生教学训练时，技战能主导类的项目可选择肌

肉横切面积大的运动员，而技能主导类的项目则选择

肌肉横切面积相对较小，肌纤维弹性强的运动员．

表４　不同专项学生基础代谢能量消耗和肌肉量、脂肪量的相关关系

指标 性别 健美操 篮球 田径 网球 羽毛球

肌肉量
男 ｒ＝０８１６ ｒ＝０９６５ ｒ＝０８９３ ｒ＝０９１２ ｒ＝０８２６

女 ｒ＝０８６５ ｒ＝０９６２ ｒ＝０９３３ ｒ＝０９４１ ｒ＝０９１１

脂肪量
男 ｒ＝０３３０　 ｒ＝０４８４　 ｒ＝０４８６ ｒ＝０３０７　 ｒ＝０５３５

女 ｒ＝００４０　 ｒ＝０３９９　 ｒ＝０４３４　 ｒ＝０５９０　 ｒ＝－０１８１

脂肪量Ａ
男 ｒ＝０３０１　 ｒ＝０２５８　 ｒ＝０３３９　 ｒ＝０２２１　 ｒ＝０４８８　

女 ｒ＝００５５　 ｒ＝０４１５　 ｒ＝０３９８　 ｒ＝０２８９　 ｒ＝０２５８　

　　注：为Ｐ＜００１，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为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Ａ为控制肌肉量．

３２　不同专项学生体脂肪分析
脂肪量在人体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具有重

要的生理功能．在耐力项目中，它以储存能量的形
式，为运动员提供帮助．在对抗激烈的项目中，它起
到了缓冲碰撞，保护内脏器官，减少运动损伤的作

用．通过对不同专项的体育教育专业学生进行身体
形态及成分测试发现，男生脂肪量为：篮球＞网球＞
羽毛球＞田径＞健美操；女生脂肪量：篮球＞网球＞
田径＞健美操＞羽毛球，且男生脂肪量低于女生脂
肪量．有研究［５］表明，一般成年人的体脂率分别是

男性为１５％，女性２０％，而运动员的体脂率低于一
般成年人．

由于篮球项目运动员身材高大，篮球运动又是

一项激烈的对抗性项目，在运动过程中需要反复快

速变向，并常发生碰撞，这就要求运动员具有较高对

抗能力和爆发力，于是对其脂肪量的要求相对较高，

也就是说增加脂肪量能保证运动员的能量消耗和保

护其内脏器官．因此，篮球专项学生平时摄取的蛋白
质、糖类、脂肪相对高于其他项目的学生．隔网对抗
项目（网球、羽毛球）的特点是快速激烈，在训练、比

赛过程中需要学生多次快速完成技术动作，并保持

一定强度的持续运动，对学生的爆发力、耐力素质有

较高要求．网球和羽毛球运动的供能方式以磷酸原
和有氧代谢功能为主，若运动员的脂肪过多，则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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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其移动速度．在田径项目中，短跑项目的供能方式
以磷酸原和无氧酵解为主，中长跑以有氧氧化为主．
因此，田径专项的学生要保持快速移动能力及减少

长时间持续运动能力，就应减少体脂肪以保证快速

移动的完成．健美操项目属于技能主导类项目，归为
难美性项群，对学生的身材比例和动作协调性要求

很高，过多的脂肪只会阻碍动作的协调性和美观，因

此，健美操专项学生的体脂肪均低于其他专项学生

的脂肪量．
３３　不同专项学生基础代谢分析

基础代谢率是维持人体最基本生命活动所必需

的能量消耗，占每日总能耗的 ６０％ ～７５％．Ｓｈａｒｐ
等［６］发现，人体组成对能量代谢有重要影响，去脂

组织是影响人体基础代谢率的主要因素，脂肪组织

对基础代谢率也有一定影响．
通过对基础代谢、肌肉量和体脂肪的相关分析

可知，人体基础代谢与肌肉量的相关性最高．不同专
项学生均表现为，基础代谢与肌肉量呈显著性正相

关，即可以理解为基础代谢能量的消耗８０％ ～９０％
受肌肉量的影响，肌肉量是影响人体基础代谢的主

要因素．
不同专项学生基础代谢测定结果显示，男生基

础代谢消耗为：篮球＞网球 ＞田径 ＞羽毛球 ＞健美
操；女生基础代谢消耗为：篮球＞网球＞健美操＞田
径＞羽毛球．基础代谢消耗的高低与人体体表面积
呈正比例关系，体表面积越大基础代谢消耗越大，体

表面积越小基础代谢消耗越小．由于男生身高、体质
量均高于女生，因此男生基础代谢消耗高于女生．此
外，不同专项学生由于身体形态存在差异性，而篮球

专项学生由于身高、体质量普遍高于其他项目的学

生，因此篮球专项学生的基础代谢消耗高于其他项

目的学生．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１）通过对健美操、篮球、田径、网球和羽毛球５

个专项男女生的身体形态及身体成分测试，结果表

明，５个专项男女生的肌肉量、脂肪量、基础代谢等
指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因为肌肉量的多少决
定了基础代谢的高低．因此，肌肉量与基础代谢的相

关关系最为显著，脂肪量与基础代谢存在低度或负

相关关系．
２）肌肉量的增加可以提高运动员在竞技训练

及比赛中减少损伤，同时，肌肉量的增加还可以提高

机体基础代谢率，从而能够延长运动员运动技能巅

峰状态及运动寿命．
３）人体的各种身体成分有着密切的关系，由

于不同项目有各自不同的特点，经过一定时间的

专业训练后，身体机能指标会对应产生不一样的

变化，因此，不同专项的学生身体形态具有明显的

项目特征．体脂肪率为正常值的学生在专项学习
过程中，能够更好地适应专项素质训练及专项技

能学习．
４２　建议

１）任课老师在进行专项教学训练及功能性体
能训练过程中，应安排一定的力量素质训练及有氧

耐力训练，以达到控制体脂肪量，增加肌肉量的

目的．
２）学生在专项选择时，教师应根据学生身体形

态的具体情况，指导学生科学合理地选择适合自己

的专项，这样有利于提高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

质量．
３）各专项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项训练后，教

师应结合学生身体成分产生的不同变化，对部分不

适应该专项学习的学生进行合理调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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