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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健康路

中中国国人人块块头头变变大大了了
为什么火车票儿童免票身高从原来的1 . 1米，调整到1 . 2米？

地铁把手距离地面多高正合适？开车座椅与方向盘为什么要调
整？很多人不知道，生活中这些细节设计的变化，不是随意更改
的，而是因为20多年来，中国人的块头变大了。

中国人块头变大了，不是我们直观感受，而是由专门的研
究机构———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通过系统调研后给出的结论。近
日，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宣布，将着手开展新一轮“中国成年人工
效学基础参数调查”工作，历时五年，类似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将更加详细解读国人的身体变化。

20多年，中国人早就长变样了

“二十多年间，中国人早就
长变样了。”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人类工效学实验室主任赵朝义
告诉记者，在接下来的五年时
间 里 ，他 要 做 一 次“ 丈 量 ”工
作，不过他要丈量的对象是一
个庞大的群体——— 中国人。说
起这次要“丈量”的目的，赵朝
义长叹一口气，上一次中国人
的尺寸数据调查还是1986年，
时隔2 7年，那些数据早已发生
变化。

作为工程、医学与心理结
合的一门交叉学科，人类工效
学主要就是根据人的心理、生
理和身体结构等因素，研究人、
机械、环境相互间的合理关系，
为产品设计提供数据支持，以
保证设计出的产品能让人们安
全、健康、舒适地使用。

当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的
“老先生”们用了两年时间“丈
量”出第一个“中国人体尺寸数
据库”。当年的数据显示，当时
中 国 成 年 男 子 人 均 身 高 是
1 6 9 . 8厘米，人均胸围是8 8 . 3
厘米，人均腰围是 7 5 . 5厘米，
臀围是89 . 5厘米，胸宽和胸厚
分别是28 . 0厘米和21 . 6厘米。
这样的数据一用就是2 7年，此
后再也没更新。

2007年的时候，中国纺织
工业协会下属的一个服装研究

所，要做一个服装设计，服装的
腰围、肩宽等号型都定了下来，
然后他们依据 1 9 8 8年的数据
来设计，最后厂家发现按照那
时候的数据设计的衣服，退货
率很高，大多长度够，胸围和腰
围就不够。百思不得其解的他
们求助专门研究人类工效学国
家标准的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赵朝义发现，目前我国很
多产品设计还是以 1 9 8 8年那
次数据为标准，但由于2 0多年
来，中国人的体型已经悄悄变
化，设计出来的产品往往不能
满足实际需求。为了摸清中国
人如今的身体尺寸数据，2009
年，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在东北、
华北、中西部和长江下游区域
进行了一次《中国成年人人体
尺寸抽样测量试点调查》，数据
显示，相比 1 9 8 6年，成年男子
人均身高增高了近2厘米；胸宽
和胸厚则分别增长了6 . 5厘米
和2厘米。不仅如此，中国人的
三围也明显增加了，胸围和臀
围均增加了5厘米多，其中腰围
增粗最大，增加了近8厘米。

“ 2 0 多 年 中 国 人 变 化 真
大！”赵朝义总结道，20多年来
中国人的腿越来越长了，上身
和下身的比例有变小的趋势，
腰围变得更粗，胸腰差缩小，中
国人的块头明显变大了。

营养改善，块头变大是情理之中

跟营养专家和体质健康研
究专家说起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的这组数据，他们并不意外。中
国人的块头之所以变大，跟这20
多年间中国人的营养改善和生
活方式变化有很大关系。

北京市粮食科学研究院院
长贾健斌指出，一方面现在人摄
入越来越多的动物性食物，油脂
摄入量也明显增加了。

今年5月份的第十一次全国
营养科学大会上公布的第五次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
情况显示，从食物摄入来看，城
乡居民谷类消费都在减少，动物
性食品略有增加，其中猪肉比例
过高。

另一方面人们活动量减少，
锻炼量不足，导致过多摄入的能
量转化为脂肪。据2010～2011年
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最新数据
表明：我国城市居民超重率已达
32 . 4%左右。“所以一定意义上可
以说，块头的增大，是伴随中国
人体重的增加而增大的。”

与此同时，中国人的喝奶
量明显上升。在2001年第一个

“世界牛奶日”，时任中国乳制
品工业协会董事长宋昆冈接受

《光明日报》采访时透露，当年
我国人均年乳品消费量不足7
公斤。12年之后，就在2013年6
月 初 的 第 四 届 中 国 奶 业 大 会
上，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奶业协
会会长高鸿宾表示，我国人均
奶类年消费量达到了 3 2 . 4公
斤。十余年间，我国人均年喝奶
量增加了50斤奶。

“中国人身高变高，离不开
营养状况改善包括钙摄入量的
增加。”贾健斌同时表示，儿童和
青少年由于营养状况改善身高
增加，青春期后孩子的身高普遍
超过父母；中老年人，因为钙的
补充量不够，会出现脊椎塌陷性
的变化，包括脊柱的弯曲，会出
现“缩个”现象。而20年间，中国
人的补钙量上去了，骨质疏松和
脊柱弯曲的概率和程度明显降
低，发病年龄推迟。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质
研究与健康指导中心主任刘欣
也表示，对于年轻人来说，现在
人的综合营养好，身高体重都比
过去发育好，所以现在年轻人都
比以前同龄人高。“营养不良的
发生率都少了，身材增高、块头
变大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产品设计，没跟上块头变化

正是感受到中国人的块头变
大，赵朝义无论走到哪个场合都
会观察周边，比如地铁扶手距离

地面多高才合适？地铁闸机的宽
度多宽才合适？桌椅设计的高度
和距离多少才舒适？这些常人眼

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
是赵朝义要考虑的对象。

赵朝义发现，中国人块头
虽然是变大了，但是一些产品
设计的数据却没有跟上。

赵朝义的同事——— 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冉令华有亲身经历。当她驾
驶自家的小轿车时，方向盘
的上缘刚好挡住仪表盘。

进口的汽车，像一些小
个子的女生特别费劲：握住
方向盘，脚又踩不着踏板；
踩着踏板握住方向盘又吃
力；同时握住方向盘和踩踏
板，整个人就得缩下去，外
面看上去就只看到两只手，
有时候被人开玩笑是“无人
驾驶”。这是因为国外汽车
设计都是根据西方人的尺
寸数据来设计的，并没有考
虑到中国人的块头。

不仅是进口汽车，就连
国产的汽车也没有考虑到
中国人的“块头问题”。赵朝
义曾经去国内一个汽车厂

家调研，发现汽车驾驶室设
计都是老师傅根据国外数
据改改就可以，踏板距离座
椅多高，座椅调整范围等都
是凭感觉而已。

“统计生产安全事故，都
把原因归为人的注意力不集
中，或操作机器不当。”赵朝
义说，但以前几乎没人从工
效学的角度质疑，有没有可
能是机器的设计不符合人的
操作习惯？

此外，作为人们在工作
中 使 用 最 多 、最 久 的“ 工
具”，办公桌椅不论是桌高
或是座高、座深、靠背及座
背夹角，都与人体尺寸息息
相关。这些尺寸的设计都需
要 根 据 中 国 人 最 新 的“ 块
头”来设计。

《2009年中国城市健康
状况大调查》显示，办公族
亚健康比例高达76%，其中
由于坐姿问题引发的腰椎
间盘突出、颈椎劳损等健康
问题占了相当大比例，成为

办公族的常见病。针对中小
学生的调查还发现，由于生
产厂家对学生课桌椅的设
计、制造还存在不足，很多
产品没有考虑学生生长过
程中对课桌椅舒适性和健
康需求，导致近视等问题比
较突出。

这除了与现在人不良生
活方式等因素有关，一大原
因就是这些产品的设计，缺
乏有效的人类工效学方面的
标准指导和技术数据，许多
产品在设计和生产环节均有
不同程度的缺陷，能够真正
达到健康舒适要求的产品并
不多。

虽然2009年通过小样本
抽样和数学推演对中国人体
尺寸数据进行了一定修正，
但还是不够全面和精确。中
国人块头变大，大了多少，
哪些大了，这正是赵朝义他
们接下来五年要做的事儿，
这也被列为科技部“国家科
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

块头大了，力量却小了

中国人块头虽然变大
了，不过力量却减弱了。2006
年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
合公布的《第二次国民体质
监测报告》显示，国民肺活
量、握力等身体机能综合指
数 与 2 0 0 0 年 相 比 下 降 了
9 . 65%，学生肺活量水平继
续呈下降趋势。

块头大了，力量为什么

反而会变小呢？上海体育科
学研究所体质研究与健康指
导中心主任刘欣分析认为，
一方面是，日常生活中需要
我们耗费体力的机会越来越
小，什么都可以机械化，便利
化，比如过去洗衣服用手搓，
现在完全依赖洗衣机、干洗
店。另一方面，国人的锻炼不
够，造成肌肉欠发达。

“营养再好，吃得再多，
不去运动多余的能量只会
转换成脂肪。”刘欣建议，每
周都应该有两到三次的肌
肉锻炼，可以做一些抗阻力
训练，如引体向上、仰卧起
坐、俯卧撑等锻炼；还可以
借助哑铃、弹力带等一些器
械做一些动作。

据 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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