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著·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1360259) ; 广西教育厅重点项目( KY2015ZD024) ; 广西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015-38 ) ; 广

西医科大学“未来学术之星”大学生课外创新科研课题项目( WLXSZX1565)

* 通讯作者: 徐林，Email: gxxulin@ aliyun． com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体力活动水平与骨密度
研究

刘鹏1，叶自亮2 卢晶晶2 林雯婷2 韦玲春2 徐林1*

1． 广西医科大学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南宁 530021
2． 广西医科大学，南宁 530021

中图分类号: Ｒ6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08( 2016) 09-1092-05
摘要: 目的 了解中国男性大学生与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体力活动水平和骨密度的差异，并探讨体力活动水平与骨密度

的相关性。方法 随机选取我校 442 名男性大学生，其中中国男性大学生 294 名，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 148 名，采用国际体

力问卷( 中文版) 收集其近 1 周内体力活动情况，超声骨密度测量仪测量右跟骨骨密度，采用 spss16. 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

果 除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水平以外，中国男性大学生的步行活动水平、高强度体力活动水平及总体力活动水平均高于东南亚

地区男性大学生( P ＜ 0. 05) ; 中国男性大学生的骨密度明显高于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 P ＜ 0. 05) ; pearson 相关分析，步行活

动水平、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水平均与骨密度无相关性 ( P ＜ 0. 05 ) ，高强度体力活动水平与骨密度具有相关性 ( 相关系数 r =
0. 157，P = 0. 000) 。结论 中国男性大学生的体力活动水平及骨密度均高于东南亚地区男性学生，可能与民族、遗传基因等

有关; 高强度体力活动能增加骨密度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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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of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 BMD ) between 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and in Southeast Asia，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BMD．
Methods A total of 442 male colleg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in our school，including 294 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China
and 148 male college students from Southeast Asia． A questionnaire ( Chinese version) was used to collect their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past 1 week． BMD of the right calcaneus was measured using an ultrasonic bone density measuring instrument． Data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using a SPSS 16. 0 software． Ｒesults Except the moderate 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level，walking activity level，high
level of physical activity level，and total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of Chinese male stud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Southeast Asia，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 BMD of Chinese male college stud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Southeast Asia，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walking activity level and moderate 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BMD ( P ＜ 0. 05) ． High 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was correlated with BMD (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 0. 157，P = 0. 000) ．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BMD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male students in
Southeast Asia，which may be related to ethnic groups， genetic genes， and so on． High 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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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 BMD．
Key words : China; Southeast Asia; Male; College students;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Bone mineral density

从 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以

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范围不断扩大深化，

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全面、深入、友好关系的快

速发展［1］。南宁作为广西的首府，与东南亚国家同

处亚热带地区，相似的气候和相邻的友好关系，吸引

了来自东南亚各国的留学生前来求学、工作。目前

东南亚地区成为我国主要的留学生输入地之一。东

南亚大学生受传统风俗和习惯的影响，在饮食和运

动等生活规律上与中国大学生有着明显的差别。目

前暂无东南亚留学生体力活动水平及骨密度的相关

文献报道。本次研究拟通过调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

男性大学生的体力活动水平及骨密度情况，了解他

们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为科学运动提供运动理论参

考和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人群

随机调查我校 442 名男性大学生，其中中国男

性大学生 294 名，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 148 名。
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指导大学生填写国际体力问

卷( 中文版) ，收集其近 1 周内与工作相关、交通相

关、家务园艺相关、休闲相关的体力活动情况。体力

活动水平的计算与分组均参照国际体力问卷体力活

动水平的计算。由经过专门培训的人员使用超声骨

密度测量仪测量骨密度，统一测量右跟骨骨密度，测

量时要求研究对象裸脚进行测量。所有参与研究的

大学生均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所有的研究对象均

排除与骨代谢及钙代谢、肝肾功能疾病、近半年使用

激素类药物等。中国男性大学生与东南亚国家男性

大学生的一般资料( 年龄、性别、体重、BMI、腰臀比

等) 相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 P ＜ 0. 05) 。
1. 2 数据分析

采用 SPSS16. 0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评估中国

与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的体力活动水平及骨密度

的差异，结果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 ( 偏态分布数据

用中位数 ± 四分位数间距表示) ，并对体力活动水

平与骨密度进行 pearson 相关分析。P ＜ 0. 05 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中国男性大学生与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一

般资料的比较，如表 1 所示。年龄、性别、体重、BMI
及腰臀比无统计学差异( P ＜ 0. 05) 。

表 1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一般资料的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general data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组别 年龄( 岁) 身高( cm) 体重( kg) BMI( kg /m2 ) 腰臀比

东南亚( n = 148) 22. 57 ± 3. 16a 172. 52 ± 6. 76a 68. 06 ± 13. 14a 22. 81 ± 3. 95a 0. 89 ± 0. 06a

中国( n = 294) 21. 22 ± 1. 70 169. 37 ± 5. 85 59. 73 ± 9. 33 20. 78 ± 2. 83 0. 86 ± 0. 04

注: 与中国男性大学生相比，aP ＞ 0. 05

2. 2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体力活动水平

的比较，如表 2 所示。除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水平以

外，步行活动水平、高强度体力活动水平及总体力活

动水平均有统计学差异( 相关 P 值分别为 0. 020、P
= 0. 021、0. 010) 。

表 2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体力活动水平的比较( 珋x ± s)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level of physical activity between 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and in Southeast Asia ( 珋x ± s)

组别 步行活动水平
中等强度体力

活动水平
高强度体力

活动水平
总体力

活动水平

东南亚( n = 148) 757. 53 ± 515. 48a 665. 08 ± 526. 97b 359. 19 ± 525. 23a 1781. 80 ± 1124. 30a

中国( n = 294) 873. 25 ± 441. 39 702. 16 ± 512. 34 480. 84 ± 520. 18 2056. 20 ± 1021. 86

注: 与中国大学生相比，aP ＜ 0. 05; 与中国大学生相比，bP ＞ 0. 05

总体力活动为步行活动水平、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水平、高强度体力活动水平总和

2. 3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骨密度的比较， 如表 3 所示。中国男性大学生的骨密度均高于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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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男性大学生，包括骨质强度 ( BQI ) 、T 值、Z
值，差异均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P 均 = 0. 000) 。
2. 3 体力活动水平与骨密度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如表 3 所示。步行活动水平、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水

平与 BQI、T 值、Z 值无相关性( P ＞ 0. 05) ; 高强度体

力活动水平与 BQI、T 值、Z 值存在相关性 ( 相关系

数分别为 0. 202、0. 156、0. 151，P = 0. 000) 。
表 3 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形态学与

骨密度的基本情况( 珋x ± s)
Table 3 The basic situation of morphology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of male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and

in Southeast Asia ( 珋x ± s)

组别 BQI T 值 Z 值

东南亚( n = 148) 102. 50 ± 18. 51a － 0. 20 ± 1. 80a － 0. 10 ± 1. 90a

中国( n = 294) 111. 18 ± 20. 31 0. 30 ± 1. 90 0. 40 ± 1. 90

注: 与中国大学生相比，aP ＜ 0. 05

表 4 体力活动水平与骨密度的 pearson 相关分析

Table 4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hysical activity
level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组别
BQI T 值 Z 值

r p r p r p

步行活动水平 0. 038 0. 276 0. 050 0. 150 0. 027 0. 441
中等强度体力活动水平 0. 051 0. 143 0. 039 0. 266 0. 035 0. 323
高强度体力活动水平 0. 202 0. 000 0. 156 0. 000 0. 151 0. 000
总体力活动水平 0. 137 0. 000 0. 115 0. 001 0. 100 0. 013

3 讨论

3. 1 体力活动水平

体力活动水平是衡量体力活动的大小，根据强

度、频率、时间等分为步行水平、中等强度活动水平、
高强度活动水平以及总体力活动水平［2］，活动水平

大小与大学生的健康密切相关［3］。中国及东南亚

地区大学生作为未来中国 － 东盟建设的栋梁，其健

康状况不容忽视。虽然在校大学生对健康的认知以

及体育锻炼目的认知虽然很明确［4］，但由于学业繁

重、课外时间少、对体育锻炼不感兴趣等多因素影

响，体质呈现下降趋势［5］。本次的调查结果显示中

国男性大学生的体力活动水平高于东南亚地区男性

大学生。其中的原因可能是: ①东南亚地区男性大

学生来到陌生的环境中，生活习惯及饮食习惯不适

应当地的水土，导致运动兴趣降低，体力活动下降;

②言语的不同，沟通上的障碍，使东南亚地区男性大

学生较难融入新的环境中;③体育设施的差异，中国

地区的体育设施与东南亚地区的体育设施不同，造

成运动兴趣缺乏。

3. 2 骨密度

骨密度的高低，反映骨质量及骨生物力学性

能［6］，测量跟骨骨密度值是了解骨密度情况快捷而

简便的方法［7］。本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男性大学生

的跟骨密度值高于东南亚地区男性大学生跟骨密度

值。鉴于或许是年龄、身高、体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8］，调整身高、体重、BMI、腰臀比等形态学参数

后，中国男性大学生骨密度水平仍高于东南亚地区

男性大学生骨密度水平。研究发现，影响骨密度的

原因有: 遗传因素、饮食文化及膳食营养、生活习惯、
运动等多方面因素。赵圆［9］发现环境与遗传因素

共同作用于汉族、维吾尔族育龄女性峰值骨密度的

达到与维持; 刘伟军［10］等人发现钙有助于提高骨密

度; 蛋白质及饮酒对骨密度影响不大; 吸烟降低骨密

度; 李璞［11］等人发现女性围绝经期补钙可早期预防

骨质疏松症的发生; 秦朗［12］发现有规律的运动可提

高人体骨密度含量。此次分析中主要研究骨密度与

运动的关系，结果与秦朗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3. 3 体力活动水平与骨密度相关性

骨密度含量受遗传［9］、营养状况［13］、运动［12］、
体重［14］、体质指数［15］、生活习惯［16］及体成分［17-19］

等因素影响，尤其以运动的影响明显。有文献报道，

武术、舞蹈、跑步、游泳等运动者有更高水平的骨密

度值［6，20，21］。其中的机制可能是运动通过对骨骼的

应力作用、Ga 调控作用及对激素的调控作用等机制

来增加骨密度［22］。Seemn 等人研究指出在一定范

围内，运动的强度越大、时间越长、频率越高越有利

于保持和提高骨密度［23］。本次研究设想体力活动

水平与骨密度水平可能有一定相关性，统计学分析

结果验证了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高强度活动水平及

总体力活动水平与骨密度呈正相关，研究结果与前

人相一致。其中的机制可能是肌肉对骨质具有保护

作用相关［24］，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水平或者较高的总

体力活动水平促进肌肉生长［25］，以促进肌肉对骨骼

的保护作用。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对中国及当南亚地区男性

大学生的体力活动水平及骨密度进行了探讨。尽管

尚未对饮食因素、个体生理状况、生活习惯等可能影

响结果的混杂因素进一步探讨。但研究结果仍然提

示无论国家地区、民族及文化水平等差异的存在，高

体力活动水平对骨密度有正向积极作用。研究结果

可为大学生这一群体的运动和提高骨密度峰值提供

科学理论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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