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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体成分指标评价军事体能训练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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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组织根据结构和功能的不同一般分为瘦体组
织和脂肪组织两大类。人体成分和运动的关系十分密
切，合理的训练和运动能消耗脂肪组织，促进骨骼肌肉
的生长发育。军事体能训练是军校特有的培训项目，
为科学评估军事体能训练效果，合理制定提高军校学
员体能素质的训练方案，我们应用生物电阻抗（ＢＩＡ）法
对接受５年军事体能训练的５６３１名军校毕业班男性
学员和未经训练的新入学的５５８名男性学员进行了体
脂百分比、瘦体质量百分比和骨骼肌百分比等５项人
体成分指标测定，以了解军事体能训练对人体成分的
影响，为体育运动和军事训练提供科学评估依据。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受试人员的选择　选取１６所不同类型军队院校
共６１８９名男性学员，其中包括：（１）接受５年军事体能
训练，且毕业联考成绩均达标的毕业班男性学员５６３１
名；（２）未经军事体能训练，且无专业训练与经历的新
入学男性学员５５８名。

１．２　军事体能训练的内容设置　军队院校军事体能
训练的项目设置与考核标准是根据不同专业特点和不

同阶段的培养要求而设置的，院校新入学的学员训练
内容主要以简单的基础体能项目为主，目的是为下一
阶段的技能训练打下必备的体能基础。而院校毕业学
员考核和训练内容主要以军事体育的技能项目为主，
综合了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和作风意志的培养，其训练

的强度和难度远大于新学员。

１．３　人体成分测试方法　本研究使用标准身高计在上
午９：００～１０：００进行身高测量，记录测量数据，将测量数
据输入北京清华中体同方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ＢＣＡ２型人体成分分析仪计算机系统并用该分析仪测
量人体成分。主要测量指标包括：体脂百分比（人体脂
肪质量占体质量的百分数）、瘦体质量百分比（人体非脂
肪组织，即骨质与肌肉组织质量之和占体质量的百分
数）、肌肉百分比（全身所有肌肉组织质量占体质量的百
分数）、骨骼肌百分比（产生运动的肌肉即骨骼肌质量占
体质量的百分数）和体质指数。测量前，受测者需赤足、
单衣、空腹、排空胃肠且无剧烈运动；身上不得携带金属
物品和电子产品，将手脚清洗干净。测量时，室内温度
保持在２４～２６℃，受测者双手握持导电手把，侧举位３０°
动作，站立于分析仪导电板上，保持身体稳定，禁止说
话。每次测量后用医用酒精消毒棉球擦洗导电体。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对于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的两组
定量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检验水平（α）
为０．０５。

２　结　果

　　结果（表１）显示，军校毕业班男性学员仅体脂百分
比低于新学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瘦体
质量百分比、肌肉百分比、骨骼肌百分比和体质指数均
高于新学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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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男性军校毕业班学员和新学员人体成分的情况及比较

检测指标
毕业班学员 （ｎ＝５６３１）

珚ｘ ｓ

新学员 （ｎ＝５５８）

珚ｘ ｓ
ｔ值 Ｐ值

体脂百分比 （％） １５．４５ ３．１８ １５．８６ ３．３２ ２．９１ ０．００３６
瘦体质量百分比 （％） ８４．５６ ３．１８ ８４．１４ ３．３３ ２．９０ ０．００３７
肌肉百分比 （％） ７９．１６ ２．９６ ７８．７６ ３．０９ ３．０９ ０．００２０
骨骼肌百分比 （％） ５６．４８ ２．４３ ５６．２６ ２．１８ ２．０４ ０．０４１１
体质指数 （ｋｇ·ｍ－２） ２２．３２ １．９９ ２１．７３ ２．０４ ６．６７ ＜０．０００１

３　讨　论

　　ＢＩＡ法是利用人体非脂肪组织导电良好及脂肪组

织绝缘的特性，实现各项人体成分数据的测量和计

算［１］。本研究利用ＢＩＡ法测定了接受及未接受军事体

能训练的军校男性学员的人体成分指标，以探究军事

体能训练对人体成分的影响。

　　体脂百分比是衡量人体胖瘦的指标，影响人的体

能和健康状况，对力量素质和耐力素质的影响更加明

显，体脂百分比高者易患心血管和内分泌类疾病［２］。刘

卫和李丰祥［３］研究发现，普通大学生中体脂含量随年龄

增长而增长。本研究发现，毕业班学员的体脂百分比较

新学员降低，并未表现出增长。通过长期的３０００米、

５０００米和五公里武装越野等耐力项目的训练，学员体

脂百分比得到有效降低。脂肪分布对力量素质和耐力

素质有较大影响。体脂百分比越高，腰腹或内脏就有可

能堆积更多的脂肪，脂肪呈现中心性分布。从研究结果

可见，体脂百分比与力量素质和耐力素质呈负相关［４］。

　　瘦体质量百分比是反映人体的基本运动能力的指

标。通常情况下，瘦体质量百分比高者运动能力较强。

研究发现，正常大学生人群中，瘦体质量与体质量增长

态势不同步，呈下降趋势［３］。本研究发现，经过长期、

有计划、有目的体能训练，毕业班学员瘦体质量百分比

高于新学员（Ｐ＜０．０５），从侧面反映出毕业班学员的耐

力素质、力量素质、柔韧性及心肺功能优于新学员。这

说明参加体育锻炼，提高人体的运动能力是增加瘦体

质量百分比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本研究发现毕业班学员肌肉百分比高于新学员

（Ｐ＜０．０５），说明经过长期系统的军事体能训练，不仅

骨骼肌发达，而且含有肌肉组织的内脏器官收缩能力

加强，如心脏收缩能力、呼吸肌收缩能力等。学员的心

肺收缩能力加强必然会带动机体摄氧量和血液运输氧

气的能力，所以毕业班学员的耐力素质高于新学员。

　　骨骼肌收缩时产生强大力量，是其他各项素质的

基础，是人体运动时的主要动力。各种障碍训练项目

及五项组合练习既强调骨骼肌的收缩力量，对精细动

作和运动协调能力也提出了较高要求。引体向上、仰

卧起坐、五公里武装越野等训练项目能够使学员的上

肢、腰腹和下肢的骨骼肌纤维增粗，运动能力也显著提

高。骨骼肌既是运动能力的重要保证，也是塑造体型

的重要因素。所以，毕业班学员较新学员身材更加强

壮挺拔，军人气质更加突出。

　　体质指数是目前国际上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的指

标，最理想的体质指数值为２２。体质指数正常的学员的

身体素质好于体质指数偏低或偏高的学员。本研究发

现毕业班学员体质指数与新学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说明毕业班学员的体质指数高于新学员，但

都在正常范围内，这与张伟等［５］的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对接受军事体能训练的学员进行人体

成分指标检测，可以从侧面了解学员的力量素质、耐力

素质和心肺功能，并可以预估学员的整体体能素质。

经过长期有计划、有目的和有针对性的军事体能项目

的训练，可有效减少学员的体脂百分比，增加学员瘦体

质量百分比、肌肉百分比和骨骼肌百分比，提高体质指

数，使人体成分比例更加合理。

４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声明本文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志谢　本研究得到第二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卫
生统计学教研室陆健副教授、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生理
学教研室王伟忠教授、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外语教研室
吴新炜讲师的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参 考 文 献］

［１］　侯　曼，刘静民．用生物电阻抗法测量人体体成分及分

析［Ｊ］．中国运动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４：８９９２．
［２］　李伟伟，廖少玲．体成分与肥胖及相关疾病的研究现状

［Ｊ］．中国医学创新，２０１１，８：１９４１９６．
［３］　刘　卫，李丰祥．大学生身体成分特征与运动能力及体

质健康的关系［Ｊ］．体育学刊，２００４，１１：５２５５．
［４］　游　嘉，陈　卡，常　辉，易　龙，糜漫天，朱俊东，等．

男性青年体成分与军事体力作业能力相关性研究［Ｊ］．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３４：６３２６３５．

［５］　张　伟，叶明翔，侯祥红，张　帅．军事体能训练对学员

身体成分的影响［Ｊ］．西南军医，２０１１，１３：２８３０．
［本文编辑］　商素芳，邓晓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