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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群体质现状研究

周国霞

（昆明学院 体育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为了解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群的体质状况，采用文献资料法、测量法、数理统计法、比较分析法

等对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５５０名中年人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身体素质等指标进行测试，并与全国的指标
水平对比，结果表明，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群身体形态发育良好；中年女子体质状况优于中年男子；

心肺功能略低于全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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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质是指人体生命的质量．健康体质是人们正
常生活、学习、工作的基础．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且我国社会已进入

老龄化社会．此外，由于现代社会日益紧张的工作和
生活方式造成体力活动减少和心理压力增大．导致
各种文明病逐渐增多，对人类健康水平造成了直接

的影响．［１］

本文通过对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５５０名中年人
群进行体质测量以及分析评价，探究昆明市辖区行

政机关中年人群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的

变化趋势，了解其与全国水平的差异，旨在增强昆明

市辖区行政机关乃至同类职业中年人自我保健意

识，提高其身体健康水平，为大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云南省体彩中心、省农科院、省审计厅、省

财政厅、人民防空办公室、昆明日报社等昆明市辖区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５５０名为研究对象，其中，４０～６０
岁中年男子３５２人，４０～５５岁中年女子１９８人．测
试对象均为身体基本健康、精神正常、无重大疾病

（无肢体残疾、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神经系统疾病

等），可从事中小强度体育的活动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目的和内容，在图书馆及中国知网、万

方数据库查阅国民体质、心理学、测量学等方面的文

献资料，为本研究提供数据资料及理论支撑．



１２２　测量法
采用国民体质检测卡，并使用国家体育总局指

定的体质监测仪器，由统一培训的测试人员对调查

对象的体质现状，即身体形态、心肺功能、身体素质

３个方面共计９项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国民体质
测定标准手册（成年人部分）》［２］中的测定项目和评

分方法，对测试对象进行测评．测量指标如下：
１）形态指标．身高（单位为 ｍ）、体重（体质量，

单位为ｋｇ）；
２）机能指标：肺活量（单位为ｍＬ）、台阶指数；
３）素质指标：坐位体前屈（单位为ｃｍ）、闭眼单脚

站立（单位为ｓ）、反应时（单位为ｓ）、握力（单位为Ｎ）．
１２３　数理统计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采
用ｔ检验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
１２４　访谈法

测试时对受试者进行简单的临时性访谈，询问

其平时的健康和体育锻炼状况．

２　结果与分析

依据《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成年人部分）》

中的测定项目和评分方法，将体质综合评定分为优

秀、良好、合格、不合格４个等级．［３］昆明市辖区行政
机关中年人群体质测定的总体情况如下表１所示．
从表１可以看出，总样本量为５５０人，体质优秀者有
１９２人，优秀率为３４９％；体质不合格有７７人，不合
格率为１４０％．从男女两组数据对比来看，昆明市
辖区行政机关中年男子体质优秀率明显低于中年女

子．经调查分析，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可能是：１）人
到中年，机体的各器官系统功能开始逐渐衰退；２）
中年男子扮演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角色，生理、心理压

力较大，易造成身心疲劳；３）没有足够的闲暇或者
意识参加体育锻炼．

表１　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群体质

总体综合评价结果 ％

对象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中年男子 ３４４ ２６１ ２５６ １３９
中年女子 ４９７ ２８７ １２６ ９０

总体 ３４９ ２６１ ２５０ １４０

２１　身体形态
身体形态是指身体的概观性特征，它是定量化

研究人体外部特征的重要方法．而克托莱指数是描
述身体形态的一项重要指标，它是描述人体整体发

育水平的常用指数，通过体重（体质量，以下同）与

身高的比例关系，作为相对体重（体质量）来反映人

体的宽度、厚度、围度及机体组织密度，它可以反映

身体的充实度，也称为“肥胖指数”．［４］克托莱
指数＝（体重／身高）×１０００．

下表２显示了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及全国中年男
女４个年龄阶段的克托莱指数．从下表２可看出，４０～
４５岁年龄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１），昆明女子
高于全国；４６～５０岁年龄段，昆明女子低于全国；而
５１～５５岁年龄段，昆明女子高于全国，指数均属于正常
（在３５０～４５０之间）．中年男子克托莱指数在各年龄段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且昆明均大于全国．

表２　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及全国中年男、女身体形态发育水平

年龄段
　　　　　　　　　中年男子　　　　　　　　 　　　　　　　　　　　中年女子　　　　　　　　　　　

全国 昆明 Ｐ 全国 昆明 Ｐ

４０～４５ ４１１３±５２６ ４３１４±５２１ Ｐ
$

００１ ３７２４±４６９ ３８３４±４９４ Ｐ
$

００１
４６～５０ ４１４６±５２３ ４２８２±５２１ Ｐ

$

００１ ３８０２±４８８ ３７０７±４６５ Ｐ
$

００５
５１～５５ ４１３４±５３０ ４３１８±４３１ Ｐ

$

００１ ３８７４±４９９ ４０９１±４５６ Ｐ
$

００５
５６～６０ ４０７５±５１６ ４３５５±５３３ Ｐ

$

００１ ３９２５±４７４ ３９６０±４６１ Ｐ
$

００５

２２　心肺功能
心肺功能与人的体质及健康密切相关，具有很

大的潜力，此潜力可随运动负荷的加大而释放出来．
人的呼吸是机体与环境的气体交换过程，肺通

气功能的主要指标是肺活量．而肺活量可以显示一
个人的心肺功能，它是指一次最大吸气后所呼出的

最大气体量，可反映肺的弹性、胸部的大小以及身体

锻炼水平和呼吸肌的力量．［５］肺活量的变化可反映
出人体的呼吸机能以及与呼吸有关的疾病．

台阶实验是一种测量心血管机能的方法，它利用

上下一定高度的台阶所持续的运动时间与运动后心率

的恢复之比来计算指数，从而评价心血管系统对运动

负荷的反应．［６］台阶指数越大表明心血管机能越好．
如下表３所示，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群肺

０３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活量水平均高于全国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１），说明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心肺功
能处于比较理想的水平．中年女子台阶指数与全国水
平基本相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中年男
子台阶指数各年龄段均低于全国水平，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０１）．此外，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群随

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系统机能和体质状况逐渐下降．
心肺功能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发育水平、体质状

况和运动水平，影响着一个人的健康水平，长期坚持

体育锻炼，尤其是有氧运动，则能够提高人体的心肺

功能，从而延缓机体的衰老过程．因此，中年人群的
心肺功能锻炼必须加强．

表３　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群心肺功能与全国对比情况

指标 年龄
　　　　　　　　　　中年男子　　　　　　　　　　 　　　　　　　　　中年女子　　　　　　　　　

全国 昆明 Ｐ 全国 昆明 Ｐ

肺活量／ｍＬ

４０～４５ ３４６８６±６９５３ ３６７１３±６８７２ Ｐ
$

００１ ２４５５９±５６９３ ２７０２９±６４０６ Ｐ
$

００１
４６～５０ ３３１３８±６６８４ ３５６５２±６７８６ Ｐ

$

００１ ２３４７９±５６９４ ２５３０３±６３１４ Ｐ
$

００１
５１～５５ ３１３９１±６８５４ ３４０４９±６８７４ Ｐ

$

００１ ２２５２８±５７８９ ２４９５０±６３６１ Ｐ
$

００１
５６～６０ ２９９１８±６７２９ ３３４９８±６７０９ Ｐ

$

００１ ２１５７３±５７６８ ２３１０６±６２８４ Ｐ
$

００１

台阶指数

４０～４５ ５８１±９２ ５６１±７７ Ｐ
$

００１ ５７２±１０７ ５６６±１０２ Ｐ
&

００５
４６～５０ ５６１±１２２ ５１２±８４ Ｐ

$

００５ ５７３±１０９ ５６０±１１１ Ｐ
&

００５
５１～５５ ５５５±１００ ５２３±９５ Ｐ

$

００１ ５６５±１１９ ５３１±１０９ Ｐ
&

００５
５６～６０ ５５８±１０５ ４８６±１０２ Ｐ

$

００１ ５５７±１０５ ５２５±１０３ Ｐ
&

００５

２３　身体素质指标
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是体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评价一个人体质好坏的重要依据．同时，身体素质
与运动能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体质测量过程中
选取坐位体前屈、单足站立、反应时、握力作为身体

素质测量的重要指标．
２３１　柔韧素质

柔韧素质指人体关节在不同方向上的运动能

力，柔韧素质对于保证中老年人的周围神经及血管

的正常生理技能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而坐位
体前屈是反映人体躯干、腰、髋等部位肌肉、韧带、关

节的柔韧性和伸展性的指标，它与人们的日常运动

项目密切相关．［７］

如下表４所示，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群
坐位体前屈指数基本上都低于全国水平．坐位体前
屈指数中年男子在４０～４５岁和４６～５０岁年龄段与
全国水平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５１～５５岁年
龄段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５６～６０岁年龄段的差异
则无统计学意义；中年女子坐位体前屈指数与全国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随着经
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竞争日趋激烈，中年人的社会压

力与日俱增，加之多数人的健康意识只呈现在口头

上而并未或很少付诸行动，长此以往，造成昆明市辖

区行政机关中年人随着腰背肌的萎缩，骨骼肌的伸

展性和弹性下降，骨软骨发生钙化，矿物质流失，因

此导致他们的身体柔韧性低于全国水平．

表４　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群身体素质与全国对比情况

指标 年龄
　　　　　　　　　中年男子　　　　　　　　　　 　　　　　　　　　　　中年女子　　　　　　　　　　

全国 昆明 Ｐ 全国 昆明 Ｐ

坐位体前

屈／ｃｍ

４０～４５ ６４０±７９９ ４３０±７８３ Ｐ
$

００１ ８８０±７４１ ７７２±８６５ Ｐ
&

００５
４６～５０ ５６０±８０１ ２１０±８９２ Ｐ

$

００１ ８３０±７５９ ７４０±７２４ Ｐ
&

００５
５１～５５ ４４０±８０４ ２７０±８５１ Ｐ

$

００５ ８２０±７６７ ８２２±８２２ Ｐ
&

００５
５６～６０ ３９０±７９５ ３５０±９１２ Ｐ

&

００５ １１２０±６５１ １０８０±６４２ Ｐ
&

００５

闭目单足

站立／ｓ

４０～４５ ２５９０±２７２０ １１６０±１６３９ Ｐ
$

００１ ２２４０±２５２３ １７３０±１９４３ Ｐ
&

００５
４６～５０ ２３７０±２４７２ １７７０±１３２８ Ｐ

$

００１ １９３０±２１９６ １７６０±２３４８ Ｐ
$

００５
５１～５５ ２０００±２１７４ １２４０±１５８８ Ｐ

$

００１ １６４０±１９４０ ６２０±１６５１ Ｐ
&

００５
５６～６０ １８１０±２１３２ ９６０±１１０７ Ｐ

$

００１ １７５０±１１３０ １５１０±１０２１ Ｐ
&

００５

反应时／ｓ

４０～４５ ０５１±０１２ ０５６±００８ Ｐ
$

００１ ０５４±０１１ ０５４±０１１ Ｐ
&

００５
４６～５０ ０５３±０１２ ０５３±００９ Ｐ

&

００５ ０５６±０１２ ０５５±０１１ Ｐ
&

００５
５１～５５ ０５５±０１２ ０５６±０１４ Ｐ

&

００５ ０５８±０１３ ０５５±０１１ Ｐ
&

００５
５６～６０ ０５７±０１３ ０６１±０２８ Ｐ

$

００５ ０６９±０１８ ０６５±０１２ Ｐ
&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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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指标 年龄
　　　　　　　　　中年男子　　　　　　　　　　 　　　　　　　　　　　中年女子　　　　　　　　　　

全国 昆明 Ｐ 全国 昆明 Ｐ

握力／Ｎ

４０～４５ ４７１０±８１３ ４４８０±７４９ Ｐ
$

００１ ２９２０±５５４ ２６９５±７３５ Ｐ
$

００１
４６～５０ ４６６０±８１２ ４４６０±９３９ Ｐ

$

００５ ２８８０±５７１ ２６３０±５５７ Ｐ
$

００１
５１～５５ ４４１０±７８５ ４３５０±６９０ Ｐ

&

００５ ２７５０±５９２ ２６２０±４５６ Ｐ
&

００５
５６～６０ ４２１０±７６０　　４０４０±１０１６ Ｐ

$

００１ ２６３０±６４０ ２３６０±５７６ Ｐ
&

００５

２３２　平衡素质
平衡素质是维持身体姿势的能力．闭目单足站

立主要反映人体的静态平衡能力．有研究［７］表明，

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平衡时间将会缩短．
上表４结果显示，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男

子闭目单足站立指数与全国水平相比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各年龄段昆明均低于全国水平；昆明市辖区行

政机关中年女子单足站立水平同样低于全国水平，

在４０～４５岁年龄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见，
测试对象的身体平衡能力与全国标准相比较差．
２３３　速度素质

速度素质是指人体快速运动的能力．选择反应
时主要反映人体神经、肌肉系统对外界刺激信号的

反应快慢．如上表４所示，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
男子人群的总体反应能力优于全国水平．昆明市与
全国中年男子在４０～４５岁年龄段相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５６～６０岁年龄段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而在４６～５０岁和５１～５５岁年龄段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昆明及全国中年女子在各年龄段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在 ４０～４５岁年龄段二者持平，４６～５０岁和
５１～５５岁年龄段，昆明略低于全国水平，可见这一年
龄阶段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女子的神经、肌肉

系统反应能力稍差于全国标准．
２３４　力量素质

力量素质是保证人体完成各种简单或者复杂运动

的首要素质．而握力是测量上肢静力性力量的常用指
标，它主要反映受试者前臂及手部肌肉的抓握能力．

由上表４可见，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群
的握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呈明显下降趋势，昆明和全

国中年男女在５１～５５岁年龄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且昆明略低于全国水平；而在其他年龄段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且昆明明显低于全国水平．结果提示昆明
市中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大其机体已衰老变化，因此

应积极加强体育锻炼，提高其肌肉克服阻力的能力．

３　结论和建议

３１　结论
１）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群各年龄组的

克托莱指数均明显高于全国水平，且指数均属于

正常范围．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昆明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身体形态发育

良好．
２）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群的心肺功能

略低于全国水平．
３）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女子体质状况优

于中年男子．中年男女各年龄段因其年龄特征变化，
机体各系统发生一系列退行性改变，身体素质随之

逐渐下降．中年人群的力量、柔韧素质较差，而速度
素质相对较好．
３２　建议

１）昆明市辖区行政机关中年人需定期进行体
质测定，全面客观地评价其体质水平．此外，中年人
的体质下降，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采取有效

措施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减轻其心理压力

和精神负担．
２）有关部门应加大对中年人参与体育健身

的宣传力度，创设良好的体育健身环境，普及健

身活动和科学保健知识，同时还要增强中年人自

我保健意识，鼓励和支持他们积极参与健身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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