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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身体成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机体各组成成分的变化袁是人体体质学尧人类发育

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遥 目前国内外对身体成分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应用越来越重视袁已有的

相关研究表明身体成分各指标与青少年运动员生长发育各指标存在一定的关系袁国内对运

动员身体成分各指标与身体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较少袁相关方面的研究有待提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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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y composition can reflect the changes of the component parts of body. It is a main research sub-

ject of human physique science and human developmental biology. Currently, the researchers at home and

abroad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of body composition in the course of growth. The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certain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indexes of athletes' body composi-

tion and body shape. The progress of the related researches is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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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身体成分与身体发育中其他组成部分的关系
孙有平袁贺 静

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包括心理发育和身体发育袁 其中袁
身体发育主要由形态尧身体机能尧运动素质和身体成分 4

部分构成[1]遥身体成分渊Body Composition ,BC冤是指人体体

内所含脂肪尧蛋白质尧无机盐和水分等主要化学组成成分

的比例 [2]袁它随年龄尧机体的新陈代谢尧性成熟和衰老而发

生变化袁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身体化学组成的动态变化尧生
长发育程度尧 营养状况和参与体育锻炼的水平, 是青少年

生长发育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因此袁身体成分也是人类

体质学和人类发育学的重要研究内容遥 目前袁国外对于身

体成分与生长发育尧 性成熟以及衰老的关系展开了的研

究袁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2-8]袁运用科学计量

学中的共词分析方法及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袁 绘制出

2006要2015 年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有身体成分文献

的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袁 通过对知识图谱的排名分析袁发
现近十年对于身体成分研究中袁生长发育尧儿童尧运动及青

少年分别排在第 2尧7尧16尧17袁由此可见袁以上几个领域中

身体成分的重要性遥 本文基于人类发育学尧青少年卫生学

已有的研究基础袁 对青少年运动员的身体成分与身体形

态尧身体机能及身体素质的关系进行梳理袁揭示身体成分

在评价青少年身体发育中的应用价值袁以期为丰富我国青

少年身体发育评价手段袁 优化其身体发育评价指标体系尧
以及青少年运动员的科学选材尧训练监控提供理论参考遥

近年来袁随着人们对身体成分研究的深入袁国内外大

量研究者关注其与运动员身体形态尧身体机能尧身体素质

之间的关系袁研究表明袁身体成分与青少年的身体形态尧身
体机能尧运动素质尧身体机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关联 [2, 6, 9-13]遥
并且不同的运动项目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遥对国内外的相关

研究进行梳理袁厘清身体成分与运动员身体形态尧身体机

能尧身体素质之间的关系袁目前所涉及的运动项目尧研究结

果袁以期为运动员科学选材或运动训练监控提供一定的建

议和启示遥

在我国运动员选材学中袁身体成分是作为运动员身体

形态的下位概念出现袁所以国内有关身体成分与运动员身

体形态的关系研究鲜少袁 而在国外有关身体成分的专著

中袁身体成分被作为评价青少年身体发育的独立部分 [2, 4]遥
直到 2012 年袁 我国著名体质研究专家季成叶才明确了身

体成分与运动员身体形态的关系袁将身体成分作为评价青

少年身体发育的独立部分 [1]遥
国外对于该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冲浪运动中 遥

Matthew [14]等人通过对 79 名渊平均年龄 15.6 岁冤男子冲浪

运动员进行人体测量尧身体成分测试袁研究表明袁运动员的

内胚层体型与体脂百分比 渊r=-0.38袁P＜ 0.01冤尧 皮脂厚度

渊r=-0.34袁P＜ 0.01冤呈负相关遥

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院身体成分与运动员的身体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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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密切相关[15]遥由于不同的运动项目具有不同的项目特

征袁其运动员的身体机能与身体成分之间的相关关系亦存

在不同遥 但是袁国内外相关研究所涉及的运动项目存在一

致性袁 国内的相关研究涉及的运动项目主要有院 柔道尧滑

雪尧摔跤尧短跑尧自行车尧击剑尧赛艇尧艺术体操曰国外的相

关研究所涉及的运动项目有院滑雪尧自行车尧短跑尧体操遥
同时袁国内外有关滑雪尧自行车尧短跑及体操 4 个运动项目

的研究结果存在一致性渊见表 1冤遥

无氧代谢能力渊Anaerobic Capacity, AC冤是指运动中肌

肉在磷酸原和糖酵解供能条件下的做功能力遥检测运动员

的无氧能力袁对客观地评价运动员的身体运动能力尧检测

运动训练的效果以及分析 AC 对运动训练的适应规律和

特点均具有重要意义 [29-31]遥 无氧功率渊最大功率尧平均功

率冤是评定运动员机体无氧代谢能力的主要指标遥
研究证明袁瘦体重和一定的脂肪量是运动员无氧能力

的重要物质基础 [32-34]遥 Mayhew 等人经过研究证明院身体成

分是运动员无氧能力和短跑能力的影响因素之一 [33, 35]遥
表 1 显示院体重尧肌肉量尧瘦体重与运动员的无氧能力尧有
氧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袁脂肪量与运动员的无氧能力存在

负相关关系遥

运动员有氧能力的评价中最大摄氧量的直接测量被

称作金标准袁在运动实践中常用最大摄氧量尧肺活量尧乳酸

阈等指标评定运动员的有氧能力遥蔡广等人通过对上海市

77 名运动员[自行车 35 名袁男 20 名尧女 15 名曰击剑 42 名

渊男 18 名尧女 24 名冤]进行身体成分尧无氧能力尧有氧能力

渊自行车和击剑项目测试冤测试袁结果显示院男女运动员的

体重尧肌肉量尧蛋白质量与血乳酸都呈低度相关关系袁与绝

对摄氧量都有高度的相关关系袁而与相对摄氧量都只存在

低度或负相关关系遥
综上所述袁国内外有关身体成分与运动员身体机能关

系的研究存在一致性袁即瘦体重与各项身体机能指标存在

正相关关系袁脂肪量与肺通气功能呈负相关性关系遥 国内

研究证明身体水分量及其分布与新陈代谢存在一定的关

系袁并没有阐述其研究设计遥与普通青少年相比袁有关身体

成分与运动员身体机能指标关系的研究结果相对一致袁并
且更加侧重于身体成分与运动员疲劳指数尧血乳酸水平等

指标的关系研究袁这与运动员的运动训练经历有关遥 运动

员的体重尧肌肉量以及瘦体重与无氧能力和有氧能力存在

密切的关系袁提示在评价运动员的无氧尧有氧能力或运动选

材时将体重尧肌肉量以及瘦体重可以作为新的评价指标遥

探讨身体成分与身体素质的内在联系, 对于运动员身

体发育状况评价尧运动员科学选材以及运动训练监控具有

重要的意义遥关于身体成分与普通青少年运动员身体素质

关系的研究袁国内尚未出现袁国外则主要集中在足球尧游泳

以及摔跤 3 个运动项目中袁具体研究成果见表 2遥
表 2 国外有关身体成分与运动员身体素质关系一览表

由表 2 可知袁身体成分与运动员的力量存在一定的关

系遥 Widerman PM 等 [38]人早在 1982 年袁对一名摔跤运动员

进行了 2 个月的追踪研究袁发现该运动员瘦体重渊2.21 kg冤
和脂肪量渊2.08 kg冤适宜范围内的减少袁对运动员的力量

并没有明显的影响遥 Moura 等人 [39]通过对 56 名男青少年

游泳运动员身体成分和运动素质测试袁发现青少年游泳运

动员的手臂力量与身体成分以及人体测量学指标呈正相关袁
其与体重渊r=0.34曰P=0.013冤袁体脂百分比渊r=-0.33曰P=0.016冤袁
瘦体重渊r=0.34曰P=0.015冤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遥

综上所述袁身体成分与运动员的身体机能尧身体形态尧

表 1 身体成分与运动员身体机能关系一览表

国内外 项目 研究结果 

柔道[16] 男运动员的体重、瘦体重、肌肉重量和蛋白质量与最大功率、平均功率呈正相关。 

滑雪[17] 女运动员肺通气量与体脂百分比(r=-0.979,P＜0.01)、脂肪重量(r=-0.941,P＜0.05)呈负相关。 

国内 

摔跤[18] 男、女运动员的体脂百分比与最大功率、平均功率呈负相关, 与疲劳指数呈正相关；体重、瘦体重、瘦体重 体

重与最大功率、平均功率呈正相关, 与疲劳指数呈负相关。 

 短跑、击剑、自

行车[19] 

体重、肌肉、蛋白质与无氧能力指标在中度或高度的相关关系，与血乳酸都呈低度相关关系；与绝对摄氧量

都有高度的相关关系。 

 赛艇、短跑、艺

术体操[20] 

体水分量及其分布与机体的新陈代谢及机能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赛艇[21, 22] 瘦体重与运动员平均乳酸阈功率呈显著正相关（r=0.94，P＜0.01）[23]。 

滑雪[24, 25] 体重、瘦体重与越野滑雪运动员身体机能呈正相关。 

自行车[26] 身体成分与运动员的有氧能力和无氧能力存在一定的关系。 

短跑[27] 体重与短跑运动员的无氧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 

国外 

体操[28] 身体成分与体操运动员的运动形象、运动能力以及运动水平存在一定的关系。 

 

项目 研究结果 

足球[14, 33] 足球运动员的体脂百分比与下肢力量呈显著负相关。 

游泳[36, 37] 游泳运动员的瘦体重与全身力量呈正相关（r=0.83），

体重与手臂力量呈正相关，体脂百分比与手臂力量呈负

相关(r=-0.33；P=0.016)。 

摔跤[38] 运动员瘦体重（2.21kg）和脂肪量（2.08kg）适宜范围

内的减少，对运动员的力量并未有明显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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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素质存在一定关系遥体重尧瘦体重尧肌肉量与运动员的

无氧尧有氧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曰体重与运动员的上臂力

量呈正相关袁 瘦体重与运动员的全身力量呈正相关关系遥
脂肪量与运动员的无氧能力存在负相关关系袁体脂百分比

与运动员的内胚层体型存在负相关关系袁与运动员的全身

力量呈负相关遥体水分量及其分布与机体的新陈代谢及机

能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袁关于身体成分的研究由于受条件

与方法的限制袁对体成份的研究多局限于脂肪量与瘦体重

等方面袁而对于机体体液分布及其比例重视不够遥
理想的身体成分对运动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袁已有研

究认为身体成分可以作为运动员科学选材的评价指标之

一袁但是袁身体成分作为其中一个影响因素袁对不同运动项

目的影响程度如何袁还未见报道袁因此袁在今后有关身体成

分的研究中袁除了要继续探讨各种运动项目的身体成分特

征外袁 还需要分析身体成分对不同项目运动员的影响程

度袁更好地掌握不同运动项目的身体成分变化规律袁为今

后的运动员科学选材尧运动训练监控提供理论基础遥

运动员的身体成分与身体机能尧身体形态尧身体素质

存在一定关系遥 运动员的体脂百分比与身体形态尧身体素

质存在一定的关系袁体脂百分比与内胚层体型尧力量呈负

相关遥 青少年运动员的体重尧瘦体重尧肌肉量与无氧尧有氧

能力存在正相关关系曰 脂肪量与无氧能力存在负相关关

系遥 青少年运动员的体重与运动员的上臂力量呈正相关袁
瘦体重与运动员的全身力量呈正相关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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