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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9-2013 年测量了中国 11 个汉语方言族群 26954 例汉族人的身高、体重值，计算了身体质量指

数 (Ibm)，将汉族人的 Ibm 与经度、纬度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的说来，随年龄增长，11 个方

言族群 Ibm 值均呈线性增大，并且年龄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11 个族群中，北方话族群 Ibm 值明

显大于南方各族群。乡村男性（r=0.671; p<0.01）、乡村女性（r=0.775; p<0.01）、城市男性（r=0.799; 

p<0.01）、城市女性（r=0.723; p<0.01）的 Ibm 均与纬度呈正相关。研究还发现，乡村男性（r=0.402; 

p<0.05）、城市男性（r=0.368; p<0.05）Ibm 均与经度呈正相关，乡村女性（r=0.225; p=0.187>0.05）、城

市女性（r=0.043; p=0.820>0.05）Ibm 与经度无相关。按照 Ibm 均数大于 24.0、Ibm 均数在 23.1~24.0 之间、

Ibm 均数小于 23.0，可以将中国方言族群分成 3 个层次，中国北方话族群均分布在第 1、2 层次，南方族

群主要分布在第 2、3 层次，也就是说 11 个族群大致按照纬度高低顺序依次分布在第 1、2、3 层次。遗传、

环境、饮食、劳作强度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影响身高、体重，也影响中国人的 Ibm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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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2009 to 2013, 26954 individuals belonging to 11 ethnic groups with spoken 
Chinese dialect were analyzed. Stature and weight values were measured, Body mass index 
(Ibm) was calculat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bm and latitude and longitude determined. 
The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As a whole, in the 11 dialect groups Ibm increased linearl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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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every two age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bm values 
of northern dialect groups were larger than southern dialect groups. The results also found 
that rural male (r=0.671, p<0.01), rural female (r=0.775, p<0.01), urban male (r=0.799, 
p<0.01), urban female (r=0.723, p<0.01) Ibm valu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atitude, 
while rural male (r=0.402, p<0.05) and urban male (r=0.361, p<0.05) Ibm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longitude. Rural female (r=0.225, p=0.187>0.05) and urban female (r=0.043, 
p=0.820>0.05)Ibm values were not correlated with longitude. Chinese dialect groups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Ibm average values (larger than 24.0, 23.1-
24.0, less than 23.0). All the northern dialect groups were located in the first and second 
level, and most of the southern dialect groups were located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level. In 
other words, the 11 dialect groups were distributed across all three levels based on latitude. 
Heredity, environment, diet, labor intensity and other factors also affect stature and weight, 
which affects Chinese Ibm values as well.

Key words:  Ibm;  Latitude; Longitude; Correlation; Chinese

在世界范围已普遍采用身体质量指数 ( body mass index，Ibm) 作为判断成人全身性肥

胖的指标。随着 Ibm 的增加 , 肥胖相关疾病危险性随之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以 Ibm 为分类

标准来判断西方人群超重、肥胖：当 25.0≤Ibm≤29. 9 为超重 , Ibm≥ 30 为肥胖 [1] 。学术界

目前采用的适宜中国成人的标准是：Ibm<18.5 为体重过低，18.5≤Ibm≤23.9 为体重正常， 
24.0≤Ibm≤27.9 为超重，Ibm≥28 为肥胖 [2]。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营养改变，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肥

胖已成为世界性问题 [3-5]。肥胖是一个许多疾病（如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

癌症）的重要致病因素 [6,7]。因此，有必要准确评价个人和族群体内脂肪含量 [8]。

1847 年 Bergmann [9] 提出，“在相同的环境条件下，所有恒温动物的单位体表面积散

热量相等”。对这一原则的一般解释为，大型恒温动物由于体表面积与体积之比较小，其

单位体重在体温调节中比小型恒温动物消耗的能量少，因此，大型恒温动物比小型恒温动

物更适宜生活在寒冷气候中，即体重增大是对寒冷环境的适应。Bergmann 法则在大量哺

乳类样本 [10] 和鸟类样本 [11] 中被广泛证实，有学者认为，贝格曼法则也适用于人类 [12]。

中国总人口为 1370536875 人 (2010 年 11 月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汉族占中国

总人口的 92% 左右，汉族的体质变化规律基本上反映了中国人体质的变化规律。汉族按

照方言可分为北方方言族群（还可以细分为东北方言族群 (Northeast China, NE)、华北方

言族群 (North China, NC)）、西北方言族群 (Northwest China, NW)、西南方言族群 (Southwest 
China, SW)、江淮方言族群 (Yangtze and Huai rivers dialect, YH) 、吴语族群 (Wu dialect, 
Wu) 、赣语族群 (Jiangxi, JX)、客家人 (Hakkas, Hak)、闽语族群 (Min dialect, Min)、粤语

族群 (Cantonese dialect, Can) 和湘语族群 (Hunan dialect, HN)。这样，汉族就可以分为 11
个方言族群。北方方言族群、西北方言族群、西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同属于北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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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 [13]。在汉族发展过程中，多次出现的汉族内部大规模人口迁徙，也明显地改变着各

汉族方言族群地理分布以及族群内的基因构成。徐书华等 [14] 等通过汉族全基因组研究发

现汉族人群遗传结构非常复杂。不同的汉族方言族群，由于遗传、环境、饮食习惯等差异，

有可能形成不同的体质特征。已有报道 [15] ，汉族乡村男性中东北、华北、江淮方言族群、

吴语、粤语族群已经属于高身材族群，而西北、西南方言族群、客家人、闽语、湘语族群

为超中等身材，赣语族群为中等身材。有研究认为 [16]，中国族群的身高均数与年平均气温、

气温年较差、降水量、日照时数、平均风速和相对湿度有很大的线性关系。与中国南方地

区相比，北方地区一年之中晴天较多，日照时间长，年均温差较大，降水量较少，湿度较

小，这些环境因素也导致中国北方汉族体质与南方汉族存在差异。

一般认为，研究民族内方言族群的体质差异，可以探讨各方言族群迁徙的历程 [17]。

目前，已经有不少关于中国人 Ibm 的研究报道。但以汉语方言为划分单位，来进行汉族体

质人类学的研究报道较少。有学者在学术会议论文摘要中提出，从北到南随纬度降低，中

国人 Ibm 呈递减的分布特征 [18]。尚未见中国人 Ibm 的地理性分布的大样本研究的正式论文

发表。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

1 材料和方法

2009 年 -2013 年我们在 22 个省选择具有方言族群代表性的 36 个乡村点和 31 个城市

点，测量了乡村人 16503 例（男性 8176 例，女性 8327 例），城市人 10451 例（男性 5048 例，

女性 5403 例）的身高、体重值，样本量总计 26954 例。

由于人的身高、体重值可能随年龄增长而变化，取样时要求各测量点的 20~29、
30~39、40~49、50~59、60~75 岁组的样本量要基本一致。测量严格按照《人体测量方法》[19]

规定进行。测量前对测量仪器进行校正。测量时遵循知情同意的原则和随机取样原则，要

求被测者头部以眼耳平面定位，呈标准立姿 . 使用江西宜春青云谱计量仪器厂生产的人体

测高仪测量身高（精确到 1mm），使用经过校准的电子体重计测量体重（精确到 0.1kg）。

调查数据采用 Excel 2003、SPSS17.0 软件统计处理。根据体重（m）和身高（h）计

算 Ibm(kg/ m2)；Ibm=m/h2。运用 u 检验进行各方言族群间 Ibm 值的差异比较，对不同年龄组

的 Ibm 值进行回归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 Pearson 线性相关法对 36 个乡村族群、31
个城市族群的 Ibm 均数分别与测量地区的纬度、经度值进行相关分析，当 P<0.05 时，判断

Ibm 分别与纬度、经度存在线性相关。

2 结 果

中国汉族 11 个方言族群测量地区经度、纬度及 Ibm 均数见表 1；汉族各方言族群 Ibm

的均数见表 2；乡村汉族、城市汉族各方言族群 Ibm 均数 u 检验见表 3、表 4；乡村、城市

不同年龄组的 Ibm 均数及分析见表 5、表 6；中国人 Ibm 与纬度、经度的相关分析见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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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汉族 11 个方言族群测量地区经度、纬度及 Ibm 均数

Tab.1 Latitude and longitude of measurement areas and Ibm average values in 11 dialect groups

族群
Groups

地区
Region

纬度
Latitude

经度
Longitude

乡村男性
Rural male

乡村女性
Rural Female

城市男性
Urban male

城市女性
Urban female

人数 n Ibm 人数 n Ibm  人数 n    Ibm 人数 n   Ibm

东北群
NE

哈尔滨 46.00 126.62  200 24.6±3.7 202 24.4±4.0 157 25.6±3.7  171 24.4±3.7

榆树 44.81 126.55 185 24.9±3.0 200 24.2±3.9 148 25.4±3.7 165 23.8±4.0

乌兰浩特 45.40 121.66 258 23.4±3.6 262 23.8±3.6 145 24.8±4.3 175 24.3±3.4

锦州 41.53 121.23 242 24.9±5.4 260 23.94±4.1 239 24.4±3.7 249 23.7±7.2

昌图 42.78 124.10 246 24.2±3.6 231 24.1±3.7

华北群
NC

张家口 40.82 114.88 500 22.8±3.3 500 24.47±3.7 251 24.6±4.7 251 24. 5±3.8

保定 38.79 115.53 185 25.1±3.5 200 25.3±4.0 149 25.8±3.7 163 24.9±4.2

晋中 37.39 112.44 251 23.6±3.7 249 25.1±4.1 150 24.8±3.5 153 24.4±3.7

潍坊 36.86 118.78 272 23.8±3.2 200 24.3±3.6 156 24.8±3.2 150 23.3±3.2

南阳 32.86 112.53 250 24.3±3.1 250 24.03±3.8 200 25.2±3.5 200 24.6±3.8

新野 32.51 112.32 250 23.7±3.4 250 24.45±3.8

西北群
NW

蒲城 34.96 109.58 251 24.4±3.4 252 23.7±3.5

富平 34.82 109.06 252 23.6±2.8 253 23.21±3.5

西安 34.34 108.94 207 24.4±3.2 222 23.2±3.4

兰州 36.06 103.83 200 24.1±3.4 206 24.2±3.7

平凉 35.35 107.26 250 22.7±3.31 252 23.6±3.59

武威 37.02 103.08 251 22.7±3.42 249 23.61±3.45

西南群
SW

荆门 31.17 113.39 197 23.8±3.3 212 22.9±3.4 150 23.6±2.9 177 22.5±2.7

荆州 30.34 112.23 192 23.4±3.2 201 23.5±3.3 143 23.7±3.5 159 23.5±3.9

成都 30.46 103.29 222 24.0±3.5 200 23.8±3.5 146 23.7±3.5 180 24.1±4.3

资阳 30.44 104.36 205 23.1±3.2 207 23.61±3.7 137 24.0±3.5 151 23.8±4.0

安顺 26.30 106.06 251 22.6±3.4 256 22.9±3.3

昆明 24.89 102.82 206 23.4±3.2 203 23.4±3.4 150 23.3±3.4 150 23.1±3.5

江淮群
YH

滁州 32.66 118.39 201 23.1±3.4 183 24.1±3.6 152 24.2±3.6 158 23.3±3.2

淮安 33.76 118.95 213 24.2±3.6 208 23.7±3.5 157 25.3±3.2 154 24.2±3.8

吴语群
Wu

嘉兴 30.72 120.10 188 23.4±3.3 210 22.6±3.0 146 23.1±3.1 152 22.9±3.5

绍兴 29.57 120.33 186 24.1±13.8 204 23.0±3.4 144 23.5±3.3 153 22.8±3.4

赣语群
JX

景德镇 29.85 117.18 195 22.2±2.9 201 22.4±3.0 154 23.4±3.1 149 22.6±3.4

宜春 27.82 115.73 203 23.2±3.2 195 23.6±3.2 151 22.8±3.4 156 22.9±3.4

湘语群
HN

长沙 28.13 112.29 197 23.4±3.3 221 23.4±3.3 149 24.2±3.0 170 22.9±3.2

娄底 27.44 111.97 196 23.0±3.1 214 22.7±3.3 157 24.0±3.2 163 23.4±3.2

客家人
Hak

赣州 25.86 115.01 183 22.3±3.0 196 22.2±3.13 154 22.8±3.3 150 22.1±3.1

梅州 24.29 116.12 162 22.7±3.2 177 23.4±3.5 151 23.0±3.2 181 22.8±3.4

闽语群
Min

福州 26.08 119.29 188 23.9±3.3 194 22.9±3.5 151 23.7±3.4 159 23.1±3.4

漳州 24.63 117.75 173 22.8±3.7 193 22.8±3.33 149 24.0±3.7 164 22.8±3.2

文昌 19.41 110.60 216 22.2±3.2 191 21.3±3.2 150 23.5±3.2 165 22.1±3.2

万宁 19.06 110.51 174 22.1±3.0 159 21.9±3.2

琼海 19.26 110.47 160 23.2±3.2 150 22.4±3.3

粤语群
Can

化州 21.94 110.55 385 21.7±2.7 492 21.8±3.2 195 22.8±3.5 257 2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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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汉族各方言族群 Ibm 均数

Tab.2  Average values of Ibm of various dialect groups in Chinese Han

族群 Groups
城市 Urban Han 乡村 Rural Han

男 Male 女 Female 男 Male 女 Female

东北群 NE 25.1±4.4 23.9±3.7 24.2±3.7 24.1±3.8

华北群 NC 25.0±3.5 24.3±3.9 23.6±3.3 24. 5±3.8

西北群 NW 24.2±3.3 23.7±3.6 23.3±3.3 23.5±3.5

西南群 SW 23.7±3.4 23.4±3.7 23.4±3.3 23.4±3.4

江淮群 YH 24.8±3.5 23.7±3.5 23.7±3.6 23.9±3.6

吴语群 Wu 23.3±3.2 22.8±3.5 23.3±3.3 22.8±3.2

赣语群 JX 23.1±3.2 22.7±3.4 22.7±3.1 23.0±3.1

湘语群 HN 24.1±3.1 23.1±3.2 23.2±3.2 23.0±3.4

客家人 Hak 22.9±3.2 22.4±3.3 22.5±3.1 22.7±3.4

闽语群  Min 23.6±3.4 22.6±3.3 22.8±3.4 22.2±3.4

粤语群 Can 22.8±3.5 22.9±3.4 21.7±2.7 21.8±3.2

表 3乡村汉族各方言族群 Ibm 均数 u检验

Tab.3 The u-test of Ibm average values among various dialect groups in rural Han

族群 Groups
东北群

NE
华北群

NC
西北群

NW
西南群

SW
江淮群

YH
吴语群

Wu
赣语

JX
湘语群

HN
客家人

Hak
闽语群

Min
粤语群

Can

东北群 NE 4.41** 5.94** 5.57** 2.40* 4.43** 7.88** 5.12** 8.50** 8.44** 14.19** 

华北群 NC 2.74** 2.29* 1.64 0.52 1.59 5.15** 2.22* 5.95** 5.42** 11.94** 

西北群 NW 3.82** 6.91** 0.72 1.95 0.00 3.21** 0.52 4.07** 3.09** 9.27** 

西南群 SW 4.77** 8.25** 0.69 1.50 0.52 3.87** 1.08 4.72** 3.88** 10.25** 

江淮群 YH 0.94 2.93** 1.88 2.43* 1.63 4.25** 2.09* 4.93** 4.16** 8.92** 

吴语群 Wu 6.74** 9.29** 3.64** 3.26** 4.57** 2.60** 0.43 3.35** 2.37* 7.30** 

赣语群 JX 5.74** 8.25** 2.62** 2.19* 3.76** 0.90 2.23* 0.88 0.50 4.82** 

湘语群 HN 5.56** 7.98** 2.54* 2.12* 3.68** 0.88 0.00 3.01** 1.96*  7.07** 

客家人 Hak 6.71** 9.03** 3.85** 3.50** 4.74** 0.42 1.28 1.25 1.44 3.70** 

闽语群 Min 11.32** 14.71** 7.79** 7.63** 7.69** 2.98** 4.00** 3.89** 2.31* 5.94** 

粤语群 Can 12.60** 15.70** 9.36** 9.26** 9.04** 4.69** 5.65** 5.51** 3.95** 2.09** 

注：*（0.01<p<0.05）和 **（p<0.01） 表示族群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中右上方为乡村男性的 u 值，左下方为乡村女性  

的 u 值

乡村男性 11 个方言族群 Ibm 均数及族群间 u 检验显示，东北方言族群 Ibm 值最大，

明显高于其他各方言族群；华北、西北、西南、江淮、吴语方言族群 Ibm 值接近，且

大于多数南方方言族群；粤语族群 Ibm 值最小，与其它方言族群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乡村女性 Ibm 均数以华北方言族群最大，东北方言族群、江淮方言族群较大，粤语族

群最小（表 2，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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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检验显示，城市男性北方话族群 Ibm值明显大于南方各族群，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北方话族群中东北、华北、江淮方言族群 Ibm值接近，大于西北、西南方言族群；南方族群中，

湘语族群 Ibm 值最大，粤语族群最小。城市女性族群间 Ibm 均数比较，与乡村女性基本相同，

也是北方话族群 Ibm 值明显大于南方各族群，Ibm 均数以华北方言族群最大，东北、西北、

江淮方言族群较大，所不同的是客家人 Ibm 值最小（表 2，表 4）。

有学者 [20] 报道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不同族裔大学生的 Ibm 值：亚洲裔（男性为

23.7kg/m2，女性为 21.5kg/m2) 学生 Ibm 值最低，而西班牙裔（男性 Ibm 值为 25.9kg/m2，女

性为 23.5kg/m2) 最高。本文 11 个方言族群乡村男性、城市男性 20~29 岁组 Ibm 值小于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的亚洲裔男性大学生，城市女性 Ibm 值小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亚洲裔女性

大学生，乡村女性除东北、华北、江淮方言族群外，其他 8 个族群 Ibm 值小于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的亚洲裔女性大学生。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乡村男性除东北方言族群、赣语族群、粤语族群外，其余 8 个

方言族群随年龄增长，Ibm 值总体呈线性增大，女性 11 个族群随年龄增长 Ibm 值均呈线性

增大。方差分析显示，乡村男性、乡村女性 11 个族群的年龄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5)。总体来说，在 5 个年龄组中，20- 岁组 Ibm 均数最小，30- 岁组、40- 岁组均数较大， 

男性 60- 岁组 Ibm 均数又呈下降趋势，而女性 6 个族群 60- 岁组与 50- 岁组 Ibm 均数接近，

5 个族群 60- 岁组 Ibm 均数略有下降。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随年龄增长，城市男性、女性 11 个方言族群 Ibm 值均呈线性增大。

方差分析显示，11 个族群的年龄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表 6)。总体来说，城市汉

族 Ibm 值的年龄变化规律与乡村汉族基本一致。

表 4 城市汉族各方言族群 Ibm 均数 u 检验

Tab.4 The u-test of Ibm average values among various dialect groups in urban Han

族群 Groups
东北群

NE
华北群

NC
西北群

NW
西南群

SW
江淮群

YH
吴语群

Wu
赣语群

JX
湘语群

HN
客家人

Hak
闽语群

Min
粤语群

Can

东北群 NE -0.49 3.84** 6.67** 1.15 7.15** 8.05** 4.10** 8.86** 6.92** 7.63**

华北群 NC 2.00* 3.99** 7.58** 0.87 7.69** 8.76** 4.25** 9.68** 7.77** 7.96**

西北群 NW 0.86 2.77** 2.42* 2.33* 3.61** 4.48** 0.41 5.29** 2.81** 4.68**

西南群 SW 2.50* 4.93** 1.38 4.67** 1.77 2.70** 1.84 3.60** 0.54 3.21**

江淮群 YH -0.80 2.54* 0.00 1.27 5.48** 6.28** 2.63** 7.02** 4.96** 6.25**

吴语群 Wu 4.37** 6.30** 3.39** 2.51* 3.19** 0.76 3.10** 1.52 1.29 1.60

赣语群 JX 4.85** 6.85** 3.83** 2.99** 3.60** 0.36 3.92** 0.77 2.18* 0.97

湘语群 HN 3.44** 5.52** 2.43* 1.38 2.27* 1.13 1.53 4.71** 2.23* 4.24**

客家人 Hak 6.33** 8.54** 5.17** 4.49** 4.84** 1.48 1.13 2.77** 3.05 0.32

闽语群 Min 6.47** 9.27** 5.06** 4.35** 4.63** 0.84 0.43 2.29* 0.89 2.80**

粤语群 Can 3.83** 5.64** 2.92** 2.01* 2.76** 0.34 0.69 0.73 1.79 1.20

注： *（0.01<p<0.05）和 **（p<0.01） 表示族群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中右上方为城市男性的 u 值，左下方为城市女性的 u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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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项研究由同一个研究组在较短的时间内，采用统一的测量方法、测量仪器、取样

方法来开展工作，研究的各族群间资料具有较好的可比性。考虑到目前中国城市与乡村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研究资料按照城市、乡村分别统计。

中国人体质特征的地区性分布研究已有报道。学者研究发现，我国儿童少年体部发

育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 [21]，体部发育随年龄的增长呈规律性变化 [22] 。
1985年3-6月，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和国家民委组织了对全国学生的体质调查，

证明中国人身高南北分布的三个阶梯 [23]。张振标提出以长江为界将现代中国人分成南北

两个类群 [24]，刘武等的研究支持这种南北类型的划分， 但强调南北类型具有很大的交叉

重迭范围， 存在着由北向南的过渡变化 [25]。文波等发现几乎所有的汉族群体的 Y 染色体

单倍群分布都极为相似，而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的线粒体单倍群分布非常不同 [26]，这表

明南方汉族的群体混合过程有很强的性别偏向。

3.1中国人 Ibm 与纬度的相关分析

3.1.1中国人 Ibm 与纬度的相关分析

中国 36 个乡村族群 Ibm 均数与各族群测量地点的纬度进行线性相关分析、回归分析，

结果表明，男性 Ibm 与纬度的相关系数为 0.671（p<0.01），女性 Ibm 与纬度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 0.775（p<0.01）。乡村男性、女性的 Ibm 均与纬度呈显著正相关。总体上由南向北，

中国乡村成人 Ibm 值呈线性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纬度高的族群 Ibm 均数就一定大

于生活在纬度低的族群，如四川成都男性 Ibm 就高于同一经度的甘肃武威男性。

将中国 31 个城市族群 Ibm 值与其居住地区纬度进行线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男性

Ibm 与纬度的相关系数为 0.799（p<0.01），女性 Ibm 与纬度的相关系数为 0.723（p<0.01）。

总的说来，随纬度的升高（由南向北），中国城市成人 Ibm 值呈线性增加。

3.1.2中国人 Ibm 分布的 3个层次

按照 Ibm 均数大于 24.0、在 23.1~24.0 之间、小于 23.0，可以将中国人的 Ibm 值分成 3
个层次。城市男性的 11 个族群 Ibm 主要分布在第 1、2 层次，乡村男性、城市女性、乡村

女性 Ibm 主要分布在第 2、3 层次。

表 7中国人 Ibm 与纬度、经度的相关分析
Tab.7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Chinese Ibm with latitude and longitude

族群 Groups 指数
Indexes

　 纬度  Latitude 　 经度 Longitude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男性 Male 女性 Female

　 r p r p 　r p r p

乡村汉族 Rural Han Ibm 0.671 <0.01 0.775 <0.01 0.402 <0.05 0.225 >0.05

城市汉族 Urban Han Ibm 0.799 <0.01 0.723 <0.01 0.368 <0.05 0.043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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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族城市男性第 1 层次包括东北、华北、西北、西南、江淮方言族群，第 2 层

次包括吴语、赣语、湘语族群、客家人，第 3 层次包括闽语、粤语族群。乡村男性第 1 层

次有东北方言族群，第 2 层次包括华北、西北、西南、江淮方言族群、吴语、赣语族群，

第 3 层次包括湘语、闽语、粤语族群、客家人。

城市女性第 1层次包括华北方言族群，第 2层次包括东北、西北、西南、江淮方言族群、

吴语族群，第 3 层次包括赣语、湘语、闽语、粤语族群、客家人。乡村女性第 1 层次包括

东北、西北方言族群，第 2 层次包括华北、西南、江淮方言族群、客家人，第 3 层次包括

吴语、赣语、湘语、闽语、粤语族群。

中国北方话族群均分布在第 1、2 层次，南方族群主要分布在第 2、3 层次，也就是

说 11 个族群大致按照纬度高低顺序依次分布在第 1、2、3 层次。

3.2中国族群 Ibm 与经度的相关分析

很少有对不同经度的汉族族群 Ibm 变化规律的报道。将乡村 36 个族群 Ibm 均数与各族

群测量地点的经度进行线性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男性 Ibm 与经度的相关系数

为 0.402（p<0.05），女性 Ibm 与经度的相关系数为 0.225（p=0.187>0.05）。汉族乡村男性

Ibm 与经度呈显著正相关，乡村女性 Ibm 与经度无显著相关。

将 31 个城市族群 Ibm 值与其居住地区经度进行线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男性 Ibm 与

经度的相关系数为 0.368（p<0.05），女性 Ibm 与经度的相关系数为 0.043（p=0.820>0.05）。

城市男性 Ibm 与经度呈显著正相关，城市女性 Ibm 与经度无显著相关。

总的说来，随经度的增加（由西向东），男性 Ibm逐渐增大，女性 Ibm无规律性的线性变化。

男性 Ibm 较大的东北、华北、江淮方言族群都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分布在东海、南海之滨

的闽语族群男性在江南族群中也是 Ibm 较大的。应该说明，中国族群男性 Ibm 与纬度的相

关系数明显大于 Ibm 与经度的相关系数，提示男性 Ibm 的经度性分布规律不如纬度性分布

规律明显。

3.3影响汉族方言族群 Ibm 地理性分布的因素

Ibm 反映了体重与身高的比值。凡是影响身高、体重的因素也都影响 Ibm 均数的变化。

遗传因素是影响身高、体重的最主要的因素 [27, 28]。环境、饮食、劳作强度等因素也都不

同程度影响身高、体重。有研究发现身高发育是由多基因效应共同控制的数量遗传性状，

正常个体间的身高差异是基因效应累积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9] 。近年来，各国学

者通过全基因组连锁分析、候选基因关联分析的方法筛查身高易感基因，陆续在不同种族

人群中发现 40 多个身高易感位点 [30]。地理环境（地形地貌、降雨量、温度、光照）和劳

作强度也会影响到身体成分的构成 [31,32,33]。人类不同种族之间形态学的特征与环境适应相

关 [34]。林婉生等 [35] 发现，日照时间长、一定范围内年均温差较大的地区，人群的生长发

育状况相应较好，温热及降水较多地区的儿童的发育水平却相对较低。

3.3.1影响汉族方言族群 Ibm 纬度性分布的因素

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大规模的人群迁徙，也明显地改变着中国各地族群内的基因构

成。当今汉族起源于生活在今天云南一带的原始欧亚人。其一支沿着横断山脉北上，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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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地区，成为先羌民族。先羌民族中的一支向东，进入并占据了中原地区和华北地

区，形成华夏先民。华夏先民逐渐融合了东夷、苗蛮、百越和戎狄，最后于汉代形成了汉族。

在汉族发展的 2000 多年历史中，有大量体格较为魁梧的北方的阿尔泰语系的人口逐渐融

入北方汉族、有体格较为细瘦的汉藏语系、南亚语系的人口逐渐融入南方汉族 [36, 37] 。
我国的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就有明显的南北差异。北方较为寒冷，北方人体重较大，

身体粗壮，易于保温。南方天气炎热，细瘦体型易于散热。中国南北气候差异大，北方地

区相对气温变化均匀，日照时间长，人的生长发育水平就高；研究还发现发育水平与降水

量呈负相关，中国南方降水量超过北方。这些是南方汉族 Ibm 小于北方汉族的环境原因。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各地物产的不同，导致不同地区人群的食物构成、各类营养素摄入存

在差异。中国北方人传统上以小麦为食，普通小麦蛋白质含量为 8%~13%，而且含有大量

B 族维生素。南方人主要食用稻米。稻米蛋白质含量在 6%~9%，低于小麦，而且 B 族维

生素含量很低 [38]，这是北方、南方中国人 Ibm 值差异的饮食因素。

3.3.2影响汉族方言族群 Ibm 经度性分布的因素

中国南方类型少数民族主要聚居于西南地区。西南地区汉族更多地融入了他们的基

因，这是中国西部男性 Ibm 小于东部男性的遗传因素。此外，中国东部是经济较为发达地区，

西部经济欠发达。中国东部地区全年日照时数高于西部地区，这些社会经济因素和环境因

素有助于东部男性 Ibm 均数大于西部男性。

相对于男性来说，无论是东部区女性，还是西部区女性均更注重自己的体重和体型，

这是女性 Ibm 与经度无显著相关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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