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64

主笪量亟煎塑苤查!!!!至!!旦箜丝鲞箜!!塑 曼!迪!Q!!!!P!翌!：Q!!!!竺!!!!：!!!!!：塑!：!!

!!!!堡!!!!!!!!!!!：!!!鱼!g!!堕：!!竺：!! !!!!!!：i!!!生：!!竺：!!!!!!!!：!竺!!：!!!：塑!

·论著·

广西多民族在校大学生体能测试与骨密度的研究

刘鹏1 官丽萍2 李明奕2 覃凤芳2 刘玉玲2 韦丽华2 徐林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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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08(2016)10-1264-05

摘要：目的 了解广西多民族在校大学生体能测试与骨密度含量，并进一步探讨体能测试与骨密度的关系。方法随机抽取

广西地区汉族、壮族及其他民族(瑶族、苗族、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共1084名在校大学生，采用超声骨密度仪测

量右跟骨骨密度，包括T值和z值。体能测试包括男女50米跑、男子1000米跑和女子800米跑的成绩。结果汉族、壮族和

其他民族大学生的体能测试(包括短跑时间、短跑分数、长跑时间、长跑分数)和骨密度(T值和z值)均无统计学差异(P>

0．05)；随着短跑速度的增加，T值和z值呈上升趋势(三者P值均为0．000)；随着长跑速度的增加，T值和z值呈上升趋势(P

值分别为0．004、0．000、0．036)。结论广西多民族在校大学生的体能测试和骨密度不因民族不同而有差异；不同强度的体

能测试对骨密度的影响不同，在机体承受的范围内，较高强度的体能测试对骨密度的促进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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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physical fitness test performance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multi—ethnic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xi，an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hysical fitness test performance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Methods A total of

1084 coHege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These college students coming from Han、Zhuang and other ethnic groups(including

Yao，Miao，Dong，Tujia and Buyi)．The right calcaneal bone density was measured by quantitate heel ultrasound，and T-score and

Z—scores were obtained．Physical fitness tests included men and women 50 meters running，men’s 1000 meters running and women’

S 800 meters running．Results The physical fitness test performance(including the speed and score for sprint and long distance

running)and bone density(T—and Z—SCOreS)of students of Hart，Zhuang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With the increase of sprint speed，T-and Z-scores showed an upward trend(P values were 0．000)．With the increase

of long distance running speed，T-and Z—scores showed an upward trend(P values were 0．004，0．000，0．036，respectively)．

Conclusion Physical fitness test performance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of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xi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ethnic groups．The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fitness tests of different intensity with bone density is different．Within

the range that the body can bear，the higher the intensity of the physical fitness test，the higher the bone density．

Key words：Multi—ethnic groups；College student；Physical fitness test；Bone mineral density

随着我国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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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在校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却呈

下降趋势。14|，这一问题已成为体育教育界一个急需

解决的难题之一。身体状况的不断下降严重影响着

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发展，制约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进

步，社会的不断提高。造成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除去遗传¨⋯、饮食"剖等相关因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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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环境、体育教育∽1也占有重要的影响地位。广西

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其中汉族、壮族及其他民

族(包括瑶族、苗族、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少数民

族)占据广西人口的绝大部分。本研究通过了解广西

地区多民族在校大学生的体能测试和骨密度情况，并

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旨在为广西地区多民族

在校大学生提供科学有效的体育运动参考，并为早期

预防骨质疏松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5SD≤T值≤一1．0SD为骨量减少，T值<一2．5SD

为骨质疏松∽j。身高采用身高计测试，准确到0．1

cm。体重采用体重秤测试，准确到0．1 kg。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6．0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性数据采用

i±S表示，方差齐性检验后，采用LSD法进行各组均

值方差比较，同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探讨体能

测试与骨密度关系，P<0．05表示有统计学差异。

1材料和方法 2结果

1．1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广西某高校在校大学生1084名，平均

年龄为(21．19±1．51)岁，其中汉族大学生697名，

壮族大学生270名，瑶族、苗族、侗族、土家族及布依

族等少数民族1 17名。所有参与者均排除各种影响

机体正常功能的疾病，如外伤、糖尿病、高血压、肾病

综合征、甲状腺疾病及血液疾病等，且无长期服用钙

剂、类固醇激素、抗癫痫药物等。所有参与者均自愿

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方法

1．2．1体能测试：所有参与者分批进行体能测试，

包括男女50米跑，男子1000米跑和女子800米跑，

记录所需时间，并将体能测试结果按照《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换算成相应分数及分数等级。测试

者均为学校体育部人员，且经过专业化培训。

1．2．2骨密度测量：采用GE公司的超声骨密度仪测

量自愿者右跟骨骨密度。骨密度测量均由经过专门

培训的人员负责，测量时要求受试者裸脚进行测量。

骨质疏松判定标准采用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

诊断标准：骨密度T值>一1．0SD为骨量正常，一

2．1 广西多民族在校大学生形态学指标比较

汉族、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3组在校大学生，除

年龄外(P=0．432)，身高、体重、性别比例的组间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广西多民族在校大学生形态学指标(i±s)

Table 1 The morphological indicators of multi-ethnic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xi(i±s)

注：其他包括瑶族、苗族、侗族、土冢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

2．2广西多民族在校大学生体能测试和骨密度的

比较

3组的体能测试(包括短跑时间、短跑分数、长

跑时间及长跑分数)均无统计学差异(所有P>

0．05)；3组之间的T值和z值均无统计学差异(所

有P>0．05)。见表2。

表2广西多民族在校大学生体能测试和骨密度的比较(i±s)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physical fitness test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results of

multi—ethnic college students in Guangxi(i±s)

注：短跑为50米跑，男生长跑为1000米，女生长跑为800米。正态分布资料表示为(i±s)，偏态分布资料表示为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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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体能测试与骨密度的相关关系

短跑速度与T值的相关关系如图1所示，随着

短跑速度的不断增加，T值呈上升趋势(P=

0．000)；短跑速度与Z值的相关关系如图2所示，随 和

着短跑速度的不断增加，z值呈上升趋势(P=

0．000)；长跑速度与T值的相关关系如图3所示，随

着长跑速度的不断增加，T值呈上升趋势(P=

0．004)；长跑速度与Z值的相关关系如图4所示，随

着长跑速度的不断增加，z值呈上升趋势(P=

0．000)

㈨l_一 ，、 {
厂。 Fig．3

0 二 j

短跑速度

图l 短跑速度与T值的相关关系

1he correlation between sprint speed and T—scor

短跑、k跑速度均用等级表示，0代表不及格，

代表及格．2代表良好．3代表优秀 下同

f】 ： j

短跑速度

图2 鲰i跑速度’j z价的中¨火欠系

Fig．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print speed and Z-score

3 讨论

研究发现，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历程中存在着众

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有着直接

和间接的影响。同时，大学生对自身健康缺乏正确

的认识，缺乏相应的体育锻炼，造成了大学生体质的

逐年下降：10。引。大学生体质的下降已引起各界广

长跑速度

图3长跑速度与T值的相关关系

Fhe correlation between long distance running

speed and T—score

长跑速度

图4长跑速度与z值的相关关系

Fig．4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ong distance running

speed and Z—score

注：短跑、长跑速度均用等级表示，0代表不及格，

1代表及格，2代表良好，3代表优秀。

泛的关注。本次研究结果显示，3组学生无论是短

跑还是长跑的平均成绩都只是达到了及格的标准，

反映了广西多民族在校大学生体能素质普遍低下的

现状。原因可能是医学类大学生课业较繁重，体育

运动基本上都是由学校统一安排，其他时间进行体

育训练的人比较少，运动时间短，强度低，因此体能

测试成绩普遍不高。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骨质疏松判

定标准¨4I，3组在校大学生的骨密度各个指标的平

均值均处于正常范围，说明此阶段学生的骨密度值

尚可。这可能得益于大学生卫生保健知识的普及，

更加重视自身健康管理¨5。。此外，最主要的原因是

大学生机体各方面发育已成熟，自动调节和代偿能

力强。1“，即使存在某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也能很快

地调节适应，因而未显现出严重症状。但是不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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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习惯导致的后果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暴露，并

且在测量过程中还发现相当部分大学生存在骨量减

低甚至骨质疏松情况，因此大学生骨质健康问题不

容忽视。

相关研究表明，跑步有利于心肺功能_“、胃肠

道功能’18|、免疫功能¨叫及骨密度含量等，同时能使

心情愉悦，更好地适应社会。我国学者黄志强。2引、

王玉昕[21l等也曾报道跑步可改善女性骨密度的研

究。本研究结果显示：广西汉族、壮族及其他民族3

组在校大学生的体能测试(包括短跑时间、短跑分

数、长跑时间及长跑分数)与骨密度(T值、Z值及骨

强度指数)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明广西多

民族在校大学生的体能测试和骨密度不因民族的不

同而有差异。其中的原因可能与研究的对象有关，

在校大学生采取统一的管理制度，且年龄、生活作

息、营养状况及生活环境相近，削弱了各民族间的差

异，因而体能测试和骨密度未显示出明显差异。

虽然3组间的骨密度未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

通过研究骨密度与运动的相关性发现，T值和z值

随着短跑速度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P均=0．000)；

T值和Z值随着长跑速度的增加也呈上升趋势(P

值均<0．05)。而跑步成绩又与平时的运动锻炼有

关，表明运动与骨密度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运动

与骨密度相关性的研究中，Drinkwater等‘2引认为，运

动对骨密度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当运动负荷低于某

一阈值时，骨量和骨密度随着运动负荷的增加而增

加，运动强度越大，每次运动时间越长，运动频率越

高，对骨密度的保持和提高越有利。Cassell等’2引对

少年运动员的研究表明，体操运动员比游泳运动员

和非运动组有更高的骨密度，结果提示高冲击力的

负荷运动能提高少年运动员的骨密度。当运动负荷

超过阈值时，将会导致骨量与骨密度的降低，严重时

会发生骨质疏松；但雪莲等’2钊认为大强度运动对骨

骼产生细微的损伤，随着时间的推延损伤超出了骨

修复能力就会造成骨密度的下降。虽然短跑属于力

量项目，长跑属于耐力项目，但是由于在校大学生并

没有进行长期的高负荷运动，短跑和长跑的运动负

荷没有超过该阈值，所以其对骨密度的影响均呈正

相关。

综上所述，广西民族在校大学生的体能测试和

骨密度无明显差异，不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广西

在校大学生的运动状况普遍不佳、骨密度水平尚可，

大学生应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形成合理的运动习惯

及进行合理强度的体育训练，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

1267

在机体能承受的范围内，适当进行高强度的运动对

骨密度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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