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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综合素质的发展决定未来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民族体质健康状况是其综
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民体质健康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

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给人类带来优越物质生
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一方面，人们身体运动的机会大大减少，

使得人们应该具备的身体素质下降，患上与生活方式有关疾病的概率在增加，如心
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和肥胖症等；另一方面，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竞争也日益加剧，

要求人们具备充沛的体力和饱满的精神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而人们不仅在
生理上的一些功能出现退化，在精神上也承受巨大的压力，产生极度的心理紧张和
压抑，从而导致一系列心理疾病和恶性行为，如吸烟、酗酒、自杀等。事实上，良好
的体质就意味着良好的健康，意味着能够安全地从事体力活动，意味着能够预防由
于运动不足而引发的各种生理、心理疾病。人类如何在享受富足物质生活的同时，

又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完备的心理呢？世界各国通过实践和研究已表明，通过提高
体质水平来预防健康问题是有效的，于是探索如何改善国民体质成为各国关注健
康问题的重点。

２００２年国家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颁布了《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

２００７年对《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试行方案）修订后，颁布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颁布实施，在贯彻落实《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
《全民健身计划》、促进体育课教学、使学生积极地参加体育锻炼与保持健康行为等
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是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素质教
育是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教育，而体育是承载其他两项教育的物质基础。

本书通过对体质健康、体质测量与评价、体质统计与ＳＰＳＳ等相关知识的系统
讲解，剖析体质健康的特点与内涵，规范体质健康的测量与评价，阐明体质数据的
统计与ＳＰＳＳ操作，旨在为高校《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实施提供理论依据，为
体质健康科研人员提供方法参考。在数据统计分析方面，本书明原理、重实践，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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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　　　　

合体质健康研究实例，图文并茂地讲解ＳＰＳＳ具体操作，使统计学和ＳＰＳＳ基础较
差的读者能够较为容易地掌握学生体质健康的统计与分析方法，及时发现问题，指
导实践。

本书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体育教学部尤洋、王海燕、史海鹏等合作编写。全
书共分十二章，约４０．４万字，尤洋编写的章节为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约９万
字；王海燕编写的章节为第一章、第五章、第十一章，约９万字；史海鹏编写的章节
为第三章、第十二章，约９万字。此外，咸阳师范学院张天良编写的章节为第四章、
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约８万字。全书由尤洋统稿。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参考
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引用了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尤　洋
２０１３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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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体体质概论

第一节　体质的概念界定

一、体质的概念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体质研究工作者对体质概念
的理解各不相同。目前，体质研究主要在医学、体质人类学、体育学三个领域中进
行，三个领域对体质的理解有所不同，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
看法，同时国内外对体质的理解也有所差异。

关于体质的定义，《辞海》、《新华词典》、《汉语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中对体
质概念的阐述各不相同。《辞海》中“体质”的概念为：①人体在遗传性和获得性的
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功能和形态上相对稳定的固有特性，可按人的形态、功能或代谢
特征进行分类，掌握人的体质特点对于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意
义。在中国古代和西方医学的发展过程中都曾有过这种体质学说。②遗传学领域
中，１８９２年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提出了种质连续学说的体质，他认为种质能产生
体质，而体质不能产生种质，环境引起的体质变异即获得性是不能遗传的。《辞海》
中“体”这一词的含义为：①身体，《礼记·大学》：“心广体胖。”亦指肢体，《论语·徽
子》：“四体不勤。”②与兼（全体）相对，《墨子·经上》：“体，分于兼也。”２００１年王同
亿主编的《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体质的解释为：①指人的身体素质，包括体
格、体能、适应外界环境和抵抗疾病的能力；②指形体。２００１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新华词典》（大字本）修订版中对“体质”的解释为：“指人的健康水平，抵抗疾病和
适应外界的能力。”２００９年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对“体质”的解释为：“人体的健
康水平和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上海辞书出版社阮智富主编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将
“体质”解释为：“身体素质，主要表现为人体的健康程度以及对外界的适应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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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疾病的能力。”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也提到：“人类体质的变化是由劳动决定
的，是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美国“体质”的英文名称是“ｆｉｔｎｅｓｓ”或“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身体素质），对于这一
名称最普遍的认识是：人们先天具有或后天获得的和从事身体活动的能力有关的
一系列特性（美国健康和人类事业局，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Ｈｕｍａｎ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１９９６）；另一种认识是：一种精力充沛地参与各种身体活动而不因过早出现的
健康问题而发生危险的良好状态。

世界卫生组织将“体质”定义为：“体质即人体质量，是先天遗传基础上和后天
环境的影响下，在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身心两方面相对稳定的
特质。”

国内体育界对“体质”权威的定义是体质研究分会于１９８２年所下的定义：“体
质，是人体的质量，它是在遗传性和获得性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人体形态结构、生
理功能、运动素质和心理因素、适应性和社会性的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征。”

二、中医体质学中体质的概念

中医对体质的论述最早始于春秋时期的《黄帝内经》，尽管“体质”一词在清代
的医书中才有明确出现，但其精神、思维则渗透在春秋时期的经典医籍、历代医案
中。中医体质思想起源于《黄帝内经》，其中《灵枢·寿夭刚柔》说：“人之生也，有刚
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愿闻其力。”又说：“形有缓急，气有盛衰，骨有
大小，肉有坚脆，皮有厚薄”，“凡五人者，其态不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东汉张仲
景《伤寒杂病论》强调体质思想，如“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
《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中将体质按形态特征、性格心态、寒热适应分为水、木、金、

火、土５种类型。各个时代中医对体质的思想都是一致的，即体质思想目标是揭示
人的稳定性的存在，而所有认识中，有一个共同的定位，即身体的部分其分歧在于
这种稳定性存在定位于何处。

伴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现代中医对体质的重视和研究兴起于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末，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步形成了独立的基础学科分支：中医体质学。虽然有了

３０年现代研究经验的积累，但中医体制学最基础的概念———“体质”的概念尚未得
到明确和公认。现代中医对“体质”的定义以匡调元教授及王琦教授的学说最具有
代表性。匡调元将“体质”定义为：“人类体质是人群及人群中的个体在遗传的基础
上，在环境的影响下，在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中形成的功能、结构和代谢上相对
稳定的特殊状态。”王琦在编著的《中医体质学》一书中指出“体质”的概念为：“在人
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形成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
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性质。”两者的区别在于：匡调元对“体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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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针对身体的部分，不包含心理部分；王琦对“体质”的概念包括身体部分和心理部
分，是一个比较综合的概念。而其他学者对体质的认识也大多分为这两类。

事实上按中医体质学进行分析，体质不包含心理部分，中医理论把人明确分为
形和神两个方面，形即指体。体质的形成其参与要素应该只包含身体部分，心理部
分则不适宜作为体质的参与因子。我们谈论的体质是人体的体质，因而我们定义
的体质也应为人类体质，包括人群体质和个体体质，因此中医体质学中人类体质的
概念可以定义如下：人类体质是人群及人群中的个体在遗传的基础上，在环境的影
响下，在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中形成的结构、功能和代谢上相对稳定的特殊状
态，与心理性格具有相关性。

三、不同领域的体质观

（一）体质人类学

我国于２０世纪初开始有学者研究和介绍体质人类学，１９０７年，蔡元培先生留
学德国时，攻读的就是哲学及人类学博士。１９３４年，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编著的
《文化人类学》中，首次提到体质人类学是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后，由于历史
原因，该学科的发展处在相对停滞状态。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古人类学、医学和
考古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给体质人类学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从此以后，我国人类
学界将体质人类学划分为人类起源学、人种学、人体形态学、人体测量学和人类遗
传学，在开展各类研究的同时，对人类体质学的内涵进行了重新界定。如１９８２年
由人类学学会编辑出版的《中国八个民族体质调查报告》、１９８３年黄新美编著的
《体质人类学基础》以及同年邵象清编著的《人体测量手册》等著作均为体质人类学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上述著作均从不同角度对体质人类学的内容进行了描述。如《体质人类学基
础》中，将体质人类学确定为研究人类体质及其类型在各历史阶段变化与发展的过
程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内容包括：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各人种、各民族的体质特
征及其形成过程，现代人各种体质类型和个体及年龄的变化，各种生活条件和社会
因素对人体的影响等。此后，在１９９１年出版的《人类学辞典》中，将体质人类学界
定为是一门研究人类生物学的科学，该学科涉及种族差异、人体发展、人体变化以
及生态学和生物机体间的关系。１９３４年编印的《文化人类学》（林惠祥）于１９９６年
由商务印书馆再版，书中强调体质人类学即为“种族人类学”，即应用比较的方法研
究各民族的体质特征，并寻找一定的标准，以审视各民族相互间的遗传关系，并以
此区分人类。综上所述，体质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结合的视角来研究人类体质
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主要涉及三个内容：①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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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起源；②研究人类不同体质特征的形成与分布的原理；③研究人类的生长和发
育、人体的结构与机能的关系以及人类遗传和变异的关系等。

（二）体育界的体质观

国内体育界对“体质”的研究是从一个独特视角对健康问题进行关注和研究
的。体育界的体质观认为：①机体是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整体，体质是构成人
体各要素能力的一种综合体现，既是人们生活和劳动的物质基础，也是发展生产力
的一种主要潜能；②强调体质是人体身心两个方面密切联系的结果；③承认遗传因
素对机体的作用，但更强调后天对机体塑造的重要性，不同种族、民族、地域、性别、

年龄的群体和个体，其体质发展有其规律性和特殊性；④群体和个体的体质评价，

应该从身体的发育水平、技能水平、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水平、心理发育水平和适
应能力五个方面综合考虑，尤其是儿童以及青少年群体；⑤强调身体素质和运动能
力是体格发育与生理功能水平的主要外在表现，增强体质最有效的能动手段是科
学合理的体育锻炼；⑥体质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研究内容上看，体制研
究与各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相互联系非常密切。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体质和健康属于人类自身所拥有的基本属性，人类具有
的先天遗传和后天生存环境对其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国民体质的强弱，不仅是
关系个人身体健康的问题，也是关系一个国家前途的战略性问题。加强对国民体
质和健康的研究，用科学的指标评价国民体质和健康状况，进而不断改善和增强国
民体质，是每一个体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总之，体育界对体质的认识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解剖学、生理
学、生物化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基础理论之上的一门综合性应用学科。

２０年来中国体育界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导下，孜孜不倦地实践和体会着“体质”的
实质。

体质的范畴是评价一个人体质水平的重要内容，它包括人体形态结构、生理功
能和心理因素等方面，体质的强弱就是由这些方面综合反映出来的。一个人体质
的好坏，通常表现为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因素的综合的、相对稳定的
一种状态，经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质研究会审定，体质的范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①身体的发育水平包括体格、体型、体姿、营养状况和身体成分等方面；②身
体的功能水平包括机体的新陈代谢状况和各器官、系统的效能等；③身体的素质包
括走、跑、跳、投、攀越等身体的基本活动能力；④运动能力水平包括速度、力量、耐
力、灵敏、协调等运动能力；⑤心理的发育水平包括智力、情感、行为、感知觉、个性、

性格、意志等方面；⑥适应能力包括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各种生活紧急状况的适
应能力，对疾病和其他不良应激原的抵抗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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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形态结构是体质的物质基础，生理功能、身体素质、运动能力及心理发
育水平是体质的主客观表现，而对内外环境的适应能力是它们的综合反应，因为一
定的形态结构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生理功能。体质的诸要素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
作用的，综合反映出人的体质的发展水平。

关于体质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明确指出人是一个统一的、各
组成部分联系紧密并互相协调的整体；②强调了体质是身心两方面发育密切联系
的结果，与动物有本质的区别；③在承认遗传因素作用的同时，强调了后天塑造的
重要性；④评价体质状况应从上述六个方面综合考虑，避免追求某一单项的片面发
展；⑤既强调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是体格发育和生理功能的重要外在表现，又强调
科学合理的体育锻炼对促进体格发育和生理功能发育的积极的能动效应；⑥随着
社会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体质的概念和范
畴，可能会有更完善的新见解；⑦说明了体质研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三）医学界的体质观

医学界对体质的认识起源于对病因等问题的探讨，医学界认为体质对于人类
来说，其研究范畴主要针对人体结构和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医学界认为体
质是指群体和个体在遗传和环境的影响下，有机体在生长、发育和衰老过程中形成
的结构、机能和代谢上相对稳定的特殊状态；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机体生理反应的特
异性，机体对某种致病因素的易感性和所产生病变的倾向性。医学界对体质的认
识，更加强调体质研究的重点应放在个体的特殊状态上，同时带有共性特征的群体
体质是建立在个体特征基础上形成的普遍规律；人体体质特征是从受精卵就开始
形成的，包含个体的生长、发育和衰老的全过程，且体质形成的机理是遗传和环境
共同作用的结果。此观点的不足在于该定义忽略了心理状态对体质的影响，医学
界认为心理特征属于心理学范畴，属于气质问题，不应纳入人体体质学研究范畴。

１．体质的分类与判定标准
体质的差异是先天禀赋与后天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体质间的同一

性是相对的，而差异性则是绝对的。这种差异，既有因生存空间上存在的自然地域
性差异而形成的群体差异，又有在相同的生存空间，但因禀赋、生活方式、行为习惯
的不同而形成的个体差异；既有不同个体间的差异，又有同一个体不同生命阶段的
差异。为了把握个体的体质差异规律及体质特征，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就必须对
纷繁的体质现象进行广泛的比较分析，然后予以甄别分类。

２．体质的分类方法
体质的分类方法是认识和掌握体质差异性的重要手段。古今医家从不同角度

对体质做了不同的分类，对体质划分的类型、命名方法也有所不同，有四分法、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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