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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从体质的定义、研究发展的历史、测定指标体系、测定评价 4 个方面，提供

了中美两国体质研究成果的详细数据资料，并进行了分析、比较，为学习国外有关体质研究的成果和经验，为

制定更加适合我国国民特点的体质测定方法和测定标准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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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provides detailed data of fitness research of China and America in terms of four aspects：definition，

development history，test items system and evaluation of test items system by the research of literature，and makes compar-
isons on the fitness research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It aims at providing people with reference of studying from other
countries on the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of fitness research，and helping constitute fitness - testing methods and criterion
that more suitable for the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fitness；test items system；evaluation of test items system；comparison research of physical education；China &
America

收稿日期：2001 - 11 - 09
作者简介：杨少锋（1972 - ），男，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运动性伤病、运动健身及康复。

对体质和健康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逐步完善的

学科体系，近年来也成为我国体育科学领域不可缺少的研究

内容。体质学和体育学的密切结合最初开始于学校体育领

域［1］，随着终身体育思想被人们广泛接受和重视，对体质的

研究已不仅限于青少年，使全民从体质水平的全面增强中终

生获益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合理运用各种因素的影响

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是我国体育运动的根本目的，

也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重要内容。

1 关于体质的定义

从体质的定义来看，中国关于体质的定义为：体质是在

遗传性和获得性的基础上表现出的人体形态结构、生理功能

和心理因素的综合性的、相对稳定的特征；而美国关于体质

的英文词是 Fitness 或 Physical Fitness（身体素质），现在最普

遍的定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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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1996）；另一个定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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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ley & Franks，1997）。两国学

者都认为体质是多维的和多层次的，都承认遗传和后天因素

对体质的影响［1］；中国学者对体质的定义中强调了体质是身

心两方面发展的结果，而美国学者的定义中强调了良好的体

质是意味着能安全地进行身体活动［2］。

对于体质的组成要素（表 1），中美两国学者都认为体质

是和健康密切相关的，但两者含义不同，健康应包括躯体健

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 4 个方面，同样是健

康的人，其体质却千差万别。中国学者认为体质是人体各种

能力（形态、功能、运动、心理发展和适应能力）的综合体现，

美国学者认为有关体质的组成要素既反映着人体的生命活

动的水平，也反映着人体的身体活动水平，前者认为的组成

要素较后者更广一些。

2 体质研究发展的历史

在体质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国民的体质始终受普遍重

视，两国都进行了目的性、计划性很强的资料收集（表 2、3）

和较广泛而有规律的研究，逐渐形成了适合本国国民体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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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标准和方法。特别是美国有众多机构对体质进行研究，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促使它成为一门科学实用的学科。

成立于 1981 年 12 月的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体质研究分

会，是中国进行体质研究的专业学术团体，为逐步建立适合

中国实际的体质研究学科体系做出了贡献。在美国，有多个

学术团体从事与体质有关的研究，其中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

会（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
PCPFS），全美健康、体育、康复和舞蹈联盟（The American Al-
liance for Health，Physical Education，Recreation and Dance，
AAHPERD），国际健身协会（The International Fitness Associa-
tion，IFA）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表 1 体质的组成要素（components）

中 国［1］ 美 国［2］

身 体 形 态 和
发育水平

身 体 的 功 能
水平

身 体 素 质 和
运动能力

心 理 的 发 育
水平

适应能力 生理性的
与健康有
关的

与技能有
关的

体 格、体 型、
营养状况、身
体成份等

机 体 新 陈 代
谢 状 况 和 各
器官、系统的
效能等

速 度、力 量、
耐 力、灵 敏、
协 调 及 走、
跑、跳、投、攀
爬 等 运 动 能
力

智 力、情 感、
行 为、感 知
觉、个 性、性
格、意志等

对自然环境、
社会环境、各
种 事 件 的 适
应 能 力 和 对
疾 病 的 抵 抗
能力

机能、形态和
骨的完整性

身体成份、心
肺 能 力、柔
韧、肌 肉 耐
力、肌力等

灵 敏、平 衡、
协 调、爆 发
力、速 度、反
应时等

表 2 中国体质研究发展历史［1，3］

时间、项目 内容、评价

1979 - 1980 年 16 省市“中国青少年
儿童身体形态、机能与素质调查研究”

对汉族大中小学生的第一次较全面和多学科的体质测试，初步摸清了中国汉族青少年儿童的
身体形态、机能和素质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规律，确定了代表性较强的评价标准及脉搏、血压、
肺活量的正常范围。第一次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系统的青少年儿童体质的资料库。

1980 年 10 月 第一次全国体质研究学术论文报告会

1985 年
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全国性调研

进一步掌握了我国人口较多的 28 个民族青少年儿童身体生长发育、机能、素质及健康方面的
现状特点，探讨了某些发展变化规律，以及不同地区、年龄、性别和城乡间的异同，还对学生的
健康和常见、多发病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1986 年 体质调研中日合作青少年 对中国北京和日本东京 7 ～ 20 岁的在校学生进行对比研究，全面比较分析了中日青少年家庭机
构、生活作息、生长发育、身体机能、运动能力、性发育及骨龄等。

1991 年 健康监测中国学生体质 是继 1985 年学生体质调研后确定每 3 年一次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工作的第一次监测，涉及 29
个省、市、自治区 20 多万学生，调查测试了 26 个指标，对动态观察中国学生体质和健康变化，了
解其现状和发展变化趋势、指导学校体育卫生有重要的意义。

1994 年 全国职工体质调研 研究了中国职工的体质、健康现状和某些方面的发展变化规律，同时利用这次的测试数据，制
定了“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标准”。

2000 年 4 月 ～ 2001 年 3 月
国民体质监测

作为全民健身计划核心内容，是中国进行的范围最广、人数最多、指标最多、科学性和权威性最
强的一次国民体质检测活动，其结果将纳入国家社会发展综合指标体系，作为国家资源加以管
理。

表 3 美国体质研究发展历史［4］

时间、项目 内容、评价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 学校体质测试

1954 年美国儿童与欧洲儿童体质比较
（Kraus）

发现美国儿童不合格率远高于欧洲儿童，引起社会强烈的反响，使全社会都来关注体质工作，
艾森豪威尔总统专门成立青年体质总统委员会（现更名为体质与运动总统委员会，The Presi-
dent’s Council on Physical Fitness and Sports，PCPFS）。

1958 年 全国青少年体质普查 使用全美健康、体育、康复和舞蹈联盟（The American Alliance for Health，Physical Education，Recre-
ation and Dance，AAHPERD）设计的一种 7 项指标的测试方法，主要测试与运动技能有关的指标，
而与健康有关的指标没有包括。

1965 年和 1975 年 全国普查

1985 年 全国学校体质普查，使用 AAHPERD制定的测试方法，其中与健康有关的指标被保留和充实，其
余全部与与运动技能有关的指标全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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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体质测定的指标体系

中国体质测定的指标较多，并针对不同的年龄制定了有

针对性的指标体系，力求全面反映被测者的身体素质情况，

以此促进全民健身，但有的指标在测定中易受运动技术的影

响；美国流行的体质测定指标体系，选用的指标都是与人体

健康有关的，其维持健康状态、预防和减少疾病、进行正常生

活的最低水平，可以归纳为 4 个方面：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和

耐力、身体柔韧性、身体组成（表 4、5）。

表 4 中国体质测定指标（成年人）

类型 甲组（18 ～ 40 周岁）
乙组（41 ～ 60 周 岁，女 子 为 55 周

岁）

形态类
身高，
标准体重

身高，
标准体重

机能类
肺活量，
台阶试验

肺活量，
台阶试验

素质类

握力，
坐位体前屈，
纵跳，

10 m× 4 往返跑，
俯卧撑（男），
1 min仰卧起坐（女）

握力，
坐位体前屈，
闭眼单足站立，
反应时

（测定项目分为两套：第一套不包括表中台阶试验和 10 m× 4 往返跑两个测定项目；第

二套包括表中全部测定项目。受测者根据条件选择其中一套进行测定。）

表 5 美国体质测定指标

FITNESSGRAM（有氧运
动研究所，1987年）

PHYSICAL BEST
（AAHPERD，1988）

FITNESS TESTING
（IFA，1995）

1 英里（1609.347 m）跑
（走），
体脂含量（%），
身体质量指数（BMI），
坐位体前屈，
仰卧起坐，
引体向上，
曲臂悬垂

1 英里（1609.347 m）跑
（走），
皮下脂肪厚度，
身体质量指数（BMI），
坐位体前屈，
引体向上

坐位体前屈，
1 min仰卧起坐，
俯卧撑，
3 min台阶试验，
身体质量指数（BMI），
皮下脂肪厚度

4 体质测定的评价

对体质测定结果的评价，是体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

节，适当地评价受试者的身体状况，可以给予其提高体质的

动力，增加其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和信心。各国都是通过抽

样测试，制定各指标的测定标准，推广实施（见表 6）。

中国体质测定指标评价采用是常模标准，将大规模测试

的有效数据，按照年龄、性别进行统计学处理，制定出各指标

相应的等级评分标准，这只能反映个体在其中的相对位置，

不能明确表示什么样的体质是合格的，从而对个体的有效指

导不够［4］。

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基本上采用常模标准，近年

来许多研究者都倾向于使用效标参考标准，但由于指标标准

的建立是通过专家判断、参考常模数据、实验综合形成的，在

缺乏足够科学依据时，指标标准点的确定会带有某些主观

性，并且不能给受试者以获得更高体质水平的鼓励，减少参

加锻炼的兴趣和信心［2，4］。

表 6 体质测定评价基本方法［4］

常模标准
（Normal referenced Standards）

效标参考标准
（Criterion - referenced Standards）

原理

通过对大样本参考人群进行测
试，以百分位数法统计出分布
规律，通 常 以 第 50 位 作 为 标
准，当对个体测试完成后，以其
结果 与 这 个 常 模 标 准 进 行 比
较，由所处的相对位置来评价
个体体质的优劣。

设立一个标准点，把被测个体
分为合格与不合格。

意义

可从相对位置的变化上反映、
评价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的效
果；可确定个体在地区或国家
水平上的位置；个体间的比较，
也可由相对位置来判别。

代表与健康水平有关的体质测
定指标，是一种绝对的标准，与
个体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及群
体的合格率无关，它反应的诊
断信息是被测个体的，某一指
标水平是否适宜。

体质研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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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质的内涵

也将产生更趋完善的新见解。我们应当学习国外有关体质

研究的成果和体育产业运作的经验，吸收正确、先进的思想，

并在保持自己的研究特色的前提下，制定更加适合我国国民

特点的体质测定方法和测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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