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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人的超重率与肥胖率

宇克莉１ꎬ郑连斌１ꎬ李咏兰２ꎬ包金萍１ꎬ任佳易１

(１.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ꎬ天津市动植物抗性重点实验室ꎬ天津 ３００３８７)
(２.内蒙古师范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ꎬ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２２)

[摘要]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在海南省临高县测量了临高人 ４１９ 例(男性 ２１３ 例ꎬ女性 ２０６ 例)的身高、体重ꎬ计算了临高

人的 ＢＭＩ. 研究发现ꎬ随年龄增长ꎬ临高人男性 ＢＭＩ 为(２２.７±３.７)ꎬ女性为(２２.９±３.６)ꎬ在中国族群中ꎬ临高人的 ＢＭＩ
值偏小. 随年龄增长ꎬ临高人女性 ＢＭＩ 逐渐增大ꎬ男性 ＢＭＩ 与年龄无正相关. 临高人的肥胖率(男性为 ４.３％ꎬ女性

为 ５.８％)接近于粤语族群ꎬ是中国族群中肥胖率低的族群.
[关键词] 　 身体质量指数ꎬ超重ꎬ肥胖ꎬ临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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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由脂肪频繁堆积过多造成的. 过多的热量摄入或久坐的生活方式导致脂肪组织扩张和甘油三

酯的积累[１] . 肥胖易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２－３]ꎬ近年来已成为社会极为关心的问题[４－６]ꎬ学术界多年来一

直研究如何正确判定肥胖[７] . 随着身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ＢＭＩ)的增加ꎬ肥胖相关疾病危险性随

之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采用 ＢＭＩ 来作为判断成人的全身性肥胖的指标[８]ꎬ亚洲人 ＢＭＩ 值较低时ꎬ就可

出现与肥胖相关的疾病[９] . 学术界采用的适宜中国成人的标准是:ＢＭＩ<１８.５ 为体重过低ꎬＢＭＩ 为 １８.５ ~
２３.９ 为体重正常ꎬＢＭＩ ２４.０~２７.９ 为超重ꎬＢＭＩ≥２８ 为肥胖[１０] .

临高人共有 ８０ 余万ꎬ目前暂时归入汉族ꎬ聚居在海南省临高、儋州、澄迈等市县ꎬ其民族身份未明ꎬ属
于中国未识别民族[１１] . 临高人的先民与古代骆越、俚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１２]ꎬ临高话属于汉藏语系壮侗

语族壮傣语支. 有学者主张临高人为壮族一支ꎬ有学者则认为临高人是由壮族、黎族、傣族、汉族融合而成

的. 临高人入琼时间很早ꎬ其祖先是 ２５００ 年前从广东、广西渡海到达海南岛. 临高人的体质人类学资料报

道很少. 鉴于临高人的民族身份和生活环境的特殊性ꎬ本文对临高人的肥胖问题开展了研究.

１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按照«人体测量方法» [１３]测量各项指标. 使用人体测高仪测量身高(精确到 １ ｍｍ)ꎬ使用经过校准的

电子体重计测量体重(精确到 ０.１ ｋｇ)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在海南省临高县测量了临高人 ４１９ 例(男性 ２１３ 例ꎬ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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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２０６ 例)的身高(ＳＴ)、体重(ＢＷ) . 测量时遵循知情同意、随机取样的原则ꎬ执行学术界关于人体测量的

质量控制规定. 被测量者为世居当地 ３ 代以上的临高人.
调查数据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统计处理. 将被测量者分为 ２０－４４ 岁组、４５－５９ 岁组、６０－７５

岁组 ３ 个年龄组ꎬ３ 个年龄组男性样本量依次为 ９２ 例、７７ 例、４４ 例ꎬ女性依次为 ９７ 例、６８ 例、４１ 例. 对年

龄组间的指标、指数均数进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ꎬ对性别间指标、指数均数进行 ｕ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作为

判断年龄组间差异、回归系数、ｕ值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界限.

２　 结果

临高人体重、身高、ＢＭＩ 的均数见表 １、表 ２ꎬ临高人超重、肥胖率见表 ３ꎬ临高人与其他族群 ＢＭＩ 的比

较见表 ４.
表 １　 临高人男性体重、身高、ＢＭＩ的均数(Ｍｅａｎ±ＳＤ)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ｓｔａｔｕｒｅ、ＢＭＩ ｏｆ Ｌｉｎｇａｏ ｍａｌｅｓ(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２０－岁组 ４５－岁组 ６０－７５ 岁组 合计
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

Ｆ Ｐ 多重比较 ＭＣ

回归分析 ＲＡ

Ｆ Ｐ

体重(ｋｇ) ６０.４±９.１ ６４.８±８.８ ５９.１±９.７ ６１.２±１０.６ ７.０５９ ０.００１ ａｃ ０.１２６ ０.７２３
身高(ｍｍ) １ ６４６.０±５６.６ １ ６４０.１±４９.４ １ ６２７.５±５３.１ １ ６２５.４±１６１.７ １.７２９ ０.１８０ ８.２５９ ０.００４

身体质量指数(ｋｇ / ｍ２) ２２.３±３ ２４.１±３ ２２.３±３.１ ２２.７±３.７ ８.６４３ ０.０００ ａｃ ２.７１１ ０.１０１

　 　 ａ、ｂ、ｃ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年龄组对. ａ:２０－４４ 岁组与 ４５－５９ 岁组ꎻｃ:４５－５９ 岁组与 ６０－７５ 岁组.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ꎬ男性身高的年龄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体重、ＢＭＩ 的年龄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ꎬ多重比较显示ꎬ４５－岁组体重、ＢＭＩ 值大于其他两个年龄组. 回归分析表明ꎬ身
高值随年龄增长呈线性上升.

表 ２　 临高人女性体重、身高、ＢＭＩ的均数(Ｍｅａｎ±ＳＤ)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ꎬｓｔａｔｕｒｅꎬＢＭＩ ｏｆ Ｌｉｎｇａｏ ｆｅｍａｌｅｓ(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２０－岁组 ４５－岁组 ６０－７５ 岁组 合计
方差分析 ＡＮＯＶＡ

Ｆ Ｐ 多重比较 ＭＣ

回归分析 ＲＡ

Ｆ Ｐ
ｕ￣ｔｅｓｔ

体重(ｋｇ) ５２.１±６.７ ５７.３±８.５ ５５.４±７.０ ５４.１±８.９ １０.２５０ ０.０００ ａｂ １８.８７９ ０.０００ ７.４３
身高(ｍｍ) １５４０.４±４７.５ １５３９.９±４９.１ １５１８.１±４４.５ １５２１.４±１５２.４ ３.５５８ ０.０３０ ｂ ３.６８９ ０.０５６ ６.７８

身体质量指数(ｋｇ / ｍ２) ２２.０±２.７ ２４.１±３.１ ２４.０±２.９ ２２.９±３.６ １４.３５３ ０.０００ ａｂ ３４.０４３ ０.０００ ０.５６

　 　 ｕ检验:性别间 ｕ检验ꎻ∗∗:Ｐ<０.０１ꎻａ、ｂ、ｃ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年龄组对. ａ:２０－４４ 岁组与 ４５－５９ 岁组ꎻｂ:２０－４４ 岁组与 ６０－７５ 岁组ꎻｃ:４５－５９

岁组与 ６０－７５ 岁组.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ꎬ女性体重、身高、ＢＭＩ 的年龄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或 Ｐ<０.０１) .
２０－岁组的体重、ＢＭＩ 值小于其他两个年龄组ꎬ２０－岁组身高值大于 ６０－７５ 岁组. 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ꎬ
体重、ＢＭＩ 与年龄呈线性上升变化关系(Ｐ<０.０１) . 随年龄增长ꎬ临高人女性体重、ＢＭＩ 逐渐增大.女性体

重、身高都明显小于男性(Ｐ<０.０１)ꎬＢＭＩ 与男性接近(Ｐ>０.０５) .
表 ３　 临高人超重、肥胖率(ｎꎬ％)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ｎｇａｏ ｐｅｏｐｌｅ(ｎꎬ％)

性别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２０－岁组

ｎ ％

４５－岁组

ｎ ％

６０－７５ 岁组

ｎ ％

合计

ｎ ％

男性 <１８.５ ７ ７.６ ５ ６.５ ５ １１.４ １７ ８.０
１８.５~２３.９ ６０ ６５.２ ４０ ５１.９ ２７ ６１.４ １２７ ５９.６
２４.０~２７.９ ２０ ２１.７ ２４ ３１.２ １１ ２５.０ ５５ ２５.８

≥２８ ５ ５.４ ８ １０.４ １ ２.３ １４ ６.６

女性 <１８.５ １０ １０.３ ３ ４.４ １ ２.４ １４ ６.８
１８.５~２３.９ ６９ ７１.１ ３３ ４８.５ １５ ３６.６ １１７ ５６.８
２４.０~２７.９ １６ １６.５ ２７ ３９.７ ２４ ５８.５ ６７ ３２.５

≥２８ ２ ２.１ ５ ７.４ １ ２.４ ８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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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临高人与其他族群 ＢＭＩ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ａ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ＢＭＩ(Ｍｅａｎ±ＳＤ)

族群
男性

时间 人数 ＢＭＩ ｕ

女性

时间 人数 ＢＭＩ ｕ

临高人 ２０１４ ２１３ ２２.７±３.７ ２０１４ ２０６ ２２.９±３.６
黎族 ２０１４ ３０８ ２２.４±３.３ ０.９５ 　 ２０１４ ２９９ ２２.６±３.６ ０.９２ 　

淮安汉族 ２０１０ ３７０ ２４.７±３.５ ６.４１∗∗ ２０１０ ３６２ ２３.９±３.６ ３.１８∗∗

琼海汉族 ２０１０ ３３４ ２２.６±３.２ ０.３２ ２０１０ ３０９ ２２.１±３.３ ２.５５∗

文昌汉族 ２０１０ ３６６ ２２.７±３.２ 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５６ ２１.７±３.２ ３.９６∗∗

３　 讨论

３.１　 临高人 ＢＭＩ 的特点

对中国族群 ＢＭＩ 与纬度进行相关分析ꎬ发现中国乡村族群 ＢＭＩ 与纬度的相关系数为 ０.６５４(ｐ<０.０１)ꎬ
女性为 ０.７５４(ｐ<０.０１) . 总体上由南向北ꎬ中国乡村人 ＢＭＩ 值呈线性增加. 临高人 ＢＭＩ 均数小于淮安汉

族ꎬ也符合中国汉族 ＢＭＩ 的地理性分布规律.
应该说在中国族群中ꎬ临高人的 ＢＭＩ 值偏小. 在海南岛的 ４ 个族群中ꎬ临高人男性 ＢＭＩ 均数与其他 ３

个族群接近ꎬ临高人女性 ＢＭＩ 大于 ２ 个汉族族群ꎬ与黎族接近. 临高人在形成的过程中ꎬ和黎族有基因交

流ꎬ临高人与黎族又共同生活在基本一致的环境中ꎬ这是二者 ＢＭＩ 接近的原因. 临高人与汉族 ＢＭＩ 的差距

超过与黎族的差距ꎬ提示其族源的主流不是汉族ꎬ而是南方的少数民族. 临高人男性 ＢＭＩ 均数小于淮安汉

族(Ｐ<０.０１)ꎬ与海南其他 ３ 个族群 ＢＭＩ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临高人女性 ＢＭＩ 均数小于淮安汉族

(Ｐ<０.０１)ꎬ大于琼海汉族(Ｐ<０.０５)、文昌汉族(Ｐ<０.０１)ꎬ与黎族接近(Ｐ>０.０５) .
３.２　 临高人超重率与肥胖率

临高男性 ３ 个年龄组的超重率、肥胖率均以 ４５－岁组最高. ２０－岁组的超重率小于 ６０－７５ 岁组ꎬ但肥胖

率大于 ６０－７５ 岁组. 若将超重率与肥胖率合计ꎬ２０－岁组的超重肥胖率(２７.２％)与 ６０－７５ 岁组(２７.３％)接
近. 男性合计的超重率为 ２５.８％ꎬ肥胖率为 ６.６％ꎻ女性合计的超重率为 ３２.５％ꎬ肥胖率为 ３.９％.

研究调查黎族男性超重率为 ２３.４％ꎬ肥胖率为 ４.３％ꎻ女性超重率为 ２５.６％ꎬ肥胖率为 ５.８％. 临高人男

性超重率、肥胖率均高于黎族ꎬ女性超重率高于黎族ꎬ但肥胖率低于黎族. 如果将超重、肥胖合计ꎬ则临高

男性、女性的超重肥胖率高于黎族. 近年来用 ＢＭＩ 法研究了中国南方汉族族群的肥胖率. 吴语族群男为

７.３％ꎬ女为 ７.０％ꎻ赣语族群男为 ６.８％ꎬ女为 ７.２％ꎻ粤语族群男为 ４.６％ꎬ女为 ５.５％. 临高人的肥胖率(男为

４.３％ꎬ女为 ５.８％)接近于粤语族群ꎬ是中国族群中肥胖率低的族群之一.
临高人主要是南方少数民族的后裔. 南方少数民族属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ꎬ身体较北亚类型消瘦. 海

南天气炎热ꎬ一年四季农业劳作辛苦ꎬ这是临高人肥胖率低的环境因素. 饮食在肥胖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

作用[１４] . 临高农业以水稻为主ꎬ其次是蔗糖、花生、橡胶、胡椒等经济作物和香蕉、荔枝、龙眼、黄皮等热带

水果. 临高人饮食比较恬淡ꎬ这也是临高人肥胖率低的原因之一.
最近研究发现ꎬ脂肪细胞不仅被认为是脂肪的储存场所ꎬ还有代谢调节和内分泌的功能[１５] . 体脂率保

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ꎬ才有助于身体健康. 体脂率过低对健康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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