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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健康体适能是指在应对日常生活%工作%环境及突发事件等因素时!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等方

面应变能力的完好状态$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健康体适能的评价指标及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对

体适能%健康体适能的概念进行界定并提出其操作定义!从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阐述健康体适能评价指标研

究现状!并探讨健康体适能的内在%外在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为构建健康体适能评价指标体系及开展健康

体适能影响因素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

体适能)健康体适能)评价指标)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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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R

于
#M(S

年提出+健康,的定义是*+健康不

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衰弱$而是一种身体)心理和社会

的完好状态,

!

#

"

#伴随疾病谱的变化及生物医学模式

向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康,由最初的

+无病)无残,发展为+个体身体)心理及社会适应的相

互协调,$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

$B#!

年
#B

月$中

共中央印发.健康中国
$B'B

规划纲要/$提出要开展

新一轮国民体质测试$完善体质健康监测体系#体质

是在遗传变异和后天获得性的基础上$人体所表现出

来的机能和形态上的相对稳定性$国外又称之为体适

能!

$

"

#体适能常用于对个体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评

价$也可用于对不同人群的健康评价#健康体适能的评

价指标体系是健康评价的重要内容$具有评价覆盖面

广)针对性强)科学可靠等优势$丰富了健康评价方法学

和指标体系#本文拟对健康体适能的定义内涵)评价指

标及影响因素进行综述$为开展不同人群的健康体适能

状况评测及探索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

!

体适能与健康体适能概念

!!

体适能&

F

>

A

;7=-6G7,8+;;

'源于
#MCS

年美国体育

联合会&

..H29%I

'组织提出的体适能健康教育计

划$最初的定义为*个体能够有效参与活动程度的一

种状态!

'

"

#随后欧洲国家将该概念引入$认识进一步

发展$德 国 将 其 称 为 +工 作 能 力,&

6+7;,38

K

;G-"

>7

K

D+7,

'$法国称之为+身体适应性,&

F

>

A

;7=-6-

F

,7"

,35+

'

!

(

"

#目前$学界认可度较高的体适能定义来自

UHR

*在应付日常工作之余$身体不会感到过度疲

劳$还有余力去享受休闲及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

N

"

#

通过对上述体适能概念的分析与总结$本文提出体适

能的操作定义为*体适能是身体适应生活)运动)环境

等因素的一种应变能力$具有内涵上的层级性&涉及

竞技体适能)健康体适能层级'和外延上的多维性&包

括生理)心理)社会维度'#

根据对身体素质不同层级的内涵要求$体适能分

为竞技体适能和健康体适能#&

#

'竞技体适能&

;

F

<?,"

?+6-,+5

F

>

A

;7=-6G7,8+;;

'是机体对竞技运动的适应$包

括爆发力)速度)耐力等$常用于评价运动员的表现及

能力#&

$

'健康体适能&

>+-6,>"?+6-,+5

F

>

A

;7=-6G7,"

8+;;

'是指对增进健康和预防某些疾病有特殊作用的

素质$它不仅是机体维护自身健康的基础$还是保证

其愉快完成日常工作和降低慢性疾病发生的前提!

!

"

#

随着经济的发展及慢性病患病率的增高$人们对健康

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由心肺耐力作为核心概念的健康

体适能相关研究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并成为社

会学)心理学和医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

健康体适能包括心肺耐力&

=-?57<T-;=36-?+853?"

-8=+

')身体成分&

4<5

A

=<:

F

<;7,7<8

')肌力和肌耐力

&

:3;=36-?;,?+8

K

,>-85+853?-8=+

'及柔韧性&

G6+g7"

4767,

A

'

(

个要素!

S

"

$其中心肺耐力是健康体适能的核

心概念$

R/.

等!

C

"的研究认为心血管疾病是健康体

适能的风向标#为了更好地开展健康体适能的定量

化测量$本文提出健康体适能的操作定义为*健康体

适能是指个体在应对日常生活)工作)环境及突发事

件等因素时$人的躯体&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应

变能力的完好状态#

"

!

国内外有关健康体适能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

目前国内外健康体适能测评主要集中于生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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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选取及体系的构建$对心理)社会维度评价指标

体系的探索还存在不足#结合健康体适能操作定义$

其评价体系应从躯体&生理')心理)社会维度进行评

价指标的遴选$建立健康体适能多维评价体系#

"1!

!

躯体&生理'健康体适能评价指标
!

躯体&生理'

健康体适能是健康体适能评价的重要部分$是保障机

体以愉快的状态进行日常学习)工作)生活所需要的

基本身体素质能力#

目前$国内外有关躯体&生理'健康体适能的评

价$多数是通过建立多级别)多样化指标进行身体素

质能力的评估$进而推断健康体适能状况#在躯体

&生理'健康体适能评价中$常涉及的一级指标包括心

肺耐力)身体成分)肌力和肌耐力及柔韧性!

M"#B

"

$也有

学者在此基础上增设平衡能力指标作为评价维度之

一!

##"#$

"

#在所选定的一级指标之下设置多个二级指

标$二级指标的选取根据人群性别)年龄等特征的不

同而相异$主要包括快步走&跑')

W*0

)坐位体前屈)

握力等#

/0%/H.*

等!

#'

"选取身体成分)心肺耐力)

肌力与肌耐力)灵活性及平衡性等
N

个一级指标$并

下设跑步机测试)握力测定法)坐姿测验等多个二级

指标来评价社区癌症康复患者的健康体适能状况#

Z.%)0.

等!

#(

"通过坐位体前屈)立定跳远)往返跑等

二级指标来进行青少年肥胖儿童的躯体&生理'健康

体适能的测量与评价#国内有关躯体&生理'健康体

适能评价体系的构建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刘功聚!

#N

"

选取身体成分)心肺耐力)柔韧性等
(

个一级指标及

腰臀比)台阶试验指数)坐位体前屈等
#$

个二级指

标$构建了
#C

#

NM

岁国民健康体适能评价指标体系$

并研制软件系统$尝试实现健康体适能的在线测评#

王红雨!

##

"针对
SB

岁以上高龄老人制订了一套健康体

适能评测体系$该体系包括平衡能力在内的
N

个一级

指标及
W*0

)握力)

$:78

原地踏步)座椅体前屈等
#!

个二级指标$并采用百分位数法对健康体适能状态进

行划分与评级#

躯体&生理'健康体适能评价指标的遴选重点逐

步由运动相关指标向健康相关指标转变$这是众多研

究的共性所在#但是$躯体&生理'健康体适能评价指

标的构建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是否将平衡能力指标纳

入评价体系仍需进行进一步探索#

"1"

!

心理健康体适能评价指标
!

心理健康体适能是

健康体适能评价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学界尚未对其

定义达成共识#笔者认为$心理健康体适能是保持积

极有效的心理活动)平衡正常的心理状态$对不断变

化的环境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对工作)生活中的挫折

和挑战有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心理健康体适能不

仅要求个体未罹患心理疾病$还强调拥有积极的心理

状态#

与躯体&生理'健康体适能的定量化评估不同$目

前国内外对于心理状态的评价多采用量表法进行#

心理健康与心理健康体适能是两个相近的概念$国际

上常用的心理健康评价量表有症状自评量表&

Q)@"

MB

')焦虑自评量表&

Q.Q

'等#这些量表设定情绪)行

为)人际关系等不同维度$每一维度均采用相关条目

进行测评$并且按照等级评分标准$对一些反向积分

进行转换处理后加总得到分数$根据得分状况判断心

理健康状态#

*9%0XR

等!

#!

"对心理健康的研究中归

纳总结出自主性)好奇心)创造力等
##

个影响心理健

康的要素$并指出各要素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形成了

一个积极心理功能的二阶结构#国内对心理健康的

研究也越来越重视$并且形成了一些本土化的心理健

康评价量表$如自测健康评定量表&

Q%H*Q_#1B

')

老年精神状况量表&

Z*Q

'等#

Q%H*Q_#1B

采取模

拟线性方式进行量化打分$对与心理健康有关的定性

化指标进行了较好的量化处理$为后续心理健康体适

能评价量表的制订提供一定参考依据#除量表的编

制外$高红!

#S

"在国民个人健康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

也选取了心理耐受力&

F

;

A

=><6<

K

7=-6+853?-8=+

')心理

自控力&

;+6G"=<8,?<6

'及心理自信心&

;+6G"=<8G75+8=+

'

等
M

个指标作为心理健康的判断标准#

目前心理健康体适能缺乏统一的定义内涵及系

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与心理健康的联系与区别还需

进行进一步论证#后续研究可对心理健康评价指标

进行合理修正$建立了与健康体适能相契合的心理健

康体适能评价指标体系#

"1#

!

社会健康体适能评价指标
!

社会健康体适能与

社会适应性&

;<=7-6-5-

F

,7<8

'概念相似$是指人们适应

社会所需要的心理素质$也是判断个体是否达到了与

其年龄和文化群体相适应的期望和社会责任及其程

度的标准!

#C

"

#个体社会健康体适能的好坏取决于主

体)环境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协调统一$包括主体

之间的人际交往$环境对主体的制约性$以及主体和

环境之间的共生演化#

适应 行 为 量 表 &

.WQ

')社 会 适 应 自 评 量 表

&

Q.QQ

'及文兰社会成熟量表&

_.WQ

'是国际上公认

的高权威社会适应性评价量表#

Q.QQ

量表涉及智力

兴趣)亲友关系)个人对自我表现满意程度等共
$#

个

条目#

L9I.

等!

#M

"利用
Q.QQ

量表对
'$$

名日本群

众进行社会适应性测评$并对翻译后的
Q.QQ

量表进

行信效度的检验$建立了适合于本国的
Q.QQ"V

量表#

Y.XZ

等!

$B

"借助
_WQ

量表$对自闭症儿童的人际沟

通)日常生活技能等社会健康体适能相关指标进行评

价$发现自闭症儿童在运动技巧方面得分最高$在社

会化程度方面得分最低#目前已有的社会适应性量

表趋于成熟$但由于个体适应性行为与其所处的社会

'B#$

重庆医学
$B#M

年
!

月第
(C

卷
#$

期



结构)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

我国健康体适能的评价指标还需进行本土化修正与

改进#谢金!

$#

"在对农民工社会适应性研究中$提出生

理适应)认知适应)人际适应等
!

个维度分量表的构

建$并下设自我评价)情绪调节等多个指标条目进行

社会适应性评估#殷明!

$$

"从家庭环境)个体环境)社

区环境等维度出发$设定生活自理)家庭关系)沟通能

力等
#(

个指标条目$以评价戒毒人员的社会适应性#

由于价值观念)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健

康体适能评价指标的遴选和制订还需因地制宜#虽

然国内外对于社会适应评价指标尚未统一$但人际适

应)生活适应)情绪适应及沟通适应维度仍是评价指

标的共性所在#

#

!

健康体适能的影响因素

#1!

!

内在因素

#1!1!

!

年龄
!

年龄对健康体适能有重要影响#一般

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生理功能逐渐完善$心理功能

趋于成熟$到青壮年时期健康体适能达到最优状态%

而步入老年阶段$身体器官功能日渐衰退$孤独)抑郁

等负面情绪产生$健康体适能也呈现下降的态势#总

体而言$健康体适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倒
L

,趋

势#

ZR&.W

等!

$'

"对不同年龄阶段的男性进行分组

测量$发现不同年龄的健康体适能差异具有显著性$

中青年男性健康体适能总体得分最高#

#1!1"

!

性别
!

不同性别人群的健康体适能水平也有

所差异#研究表明$男性在肌力)肺活量方面优于女

性$而女性则在柔韧性方面占据更大优势!

##

"

#一项针

对学龄前儿童的调查研究也指出$不同性别的儿童$

其健康体适能水平有显著性的差别$男童在心肺耐力

及肌力方面有着更出色的表现!

$(

"

#这些指标结果的

差异$可能是由身体机能)运动倾向)生活方式等差异

造成#较之女性$男性可能有更积极的锻炼意识$保

证了较好的健康体适能水平#

#1!1#

!

遗传因素
!

遗传因素对机体健康带来的影响

最为直接$它对一些遗传性疾病的发生)发展与分布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0&9&&0

等!

$N

"在对青少年唐氏

综合征&

IQ

'患者研究中发现$由于功能代谢缺陷)组

织器官畸形)智力发育迟缓等先天性功能障碍的存

在$青少年
IQ

患者无法正常进行体力活动$无法满足

维持机体正常运转的体力活动需求#他们往往有着

更低的最大含氧量水平&

_R

$

:-g

'及更低的肌耐力$

超重率)肥胖率也高于同龄人标准$这使得该群体的

体适能水平远低于同龄人群#

#1!1$

!

其他内在因素
!

除上述内在因素会对机体健

康体适能水平产生影响外$精神状态)心理应激)健康

素养)自身疾病史等也会对健康体适能产生影响!

$!

"

#

#1"

!

外在因素

#1"1!

!

体育运动
!

体育运动在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

中发挥有益作用$并且存在量
"

效关系#保持科学合理

的体育运动可以减少慢性病危险因素$为机体带来良

好的健康体适能水平#反之$体力活动不足及低体适

能水平是引发各类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综合征的危险

因素#

)H9X

等!

$S

"对
$!N

名小学生进行调查发现$

学生的健康体适能水平与运动热情)运动参与度及每

周进行体育运动的时间呈正相关关系$运动时间越

长)参与度越高的学生有着更高的体适能得分$提示

其拥有更好的健康体适能状态#

#1"1"

!

经济水平
!

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均对居民健

康体适能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卫生投入)

区域经济发展与健康体适能密切相关*卫生投入的增

加能显著提高居民健康体适能水平$而与经济发达的

城镇地区相比$乡村地区的学龄儿童更难达到体适能

正常值的最低标准!

$C

"

#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其健

康体适能状况越好!

$M

"

$这可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

能拥有更好的工作$有更高的经济收入作为日常生活

的保障$较少面临经济困难$能更好地协调健康等原

因所致#

#1"1#

!

生活方式
!

健康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可控的影响因素中$个人生活方式所占比例高达

!BO

#不良的生活方式是诱发疾病的危险因素*&

#

'

饮食结构不合理$摄入过多高脂肪)高热量食物而忽

视纤维素)维生素的摄入$糖尿病)高血压等发病率增

高%&

$

'缺乏充足的睡眠时间$低质量的睡眠状况会阻

碍淋巴系统和内分泌系统正常的排毒活动$睡眠时间

越短$有氧耐力)往返跑等指标的达标率也越低!

'B

"

#

&

'

'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方式也会对健康体适能带

来负面效应#

#1"1$

!

其他外在因素
!

健康体适能的外在影响因素

纷繁复杂$除上述主要
'

个影响因素外$社会支持)生

活环境)文化背景等因素也会对健康体适能水平产生

影响!

$!

$

'#

"

#

#1#

!

内在及外在因素的交互作用
!

在多个影响因素

共同作用下$若有某一因素的真实效应随着另一因素

的改变而改变$则可以确定交互作用的存在#健康体

适能的各影响因素并非单独存在$它们不仅对健康体

适能水平产生影响$而且彼此之间互相交错$共同

作用#

原发性高血压是影响机体健康体适能的常见慢

性病病种之一$其发病受遗传因素及生活方式的影

响$且在不同性别之间影响程度有所差异#收缩压

&

QW2

')总胆固醇&

&)

')三酰甘油&

&Z

'等是原发性高

血压的重要指标$其指标值的差异提示疾病严重程度

不同#傅雪芹等!

'$

"在对
N'$

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

研究中发现$女性原发性高血压患者
QW2

显著低于男

(B#$

重庆医学
$B#M

年
!

月第
(C

卷
#$

期



性$而男性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
&)

)

&Z

与女性患者

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些指标的差异可能由性

别)遗传因素交互作用引起$提示男性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较女性对健康体适能的影响更大#

性别)年龄因素之间也有交互作用的存在#王红

雨!

##

"通过对
SB

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适能进行多变量

交叉检验$得出了年龄与性别具有高度显著性的交互

作用的结论#此外$不同年龄群体会倾向于不同类型

的体育活动方式$两者的交互作用也会对健康体适能

造成影响#

.@@9Y

等!

''

"对青年群体&

"

(N

岁')中年

群体&

(N

#

!N

岁')老年群体&

#

!N

岁'的运动情况进

行横断面分析$指出青年群体更愿意进行高强度)高

难度的体育活动$其锻炼时长也优于中年及老年群

体$这是青年群体体质强健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可知$健康体适能的影响因素分析包括对内

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的分析$两者的交互作用主要涉及

年龄)性别)基因)体育活动等因素#在健康体适能影

响因素模型的构建中$需要考虑其内在因素)外在因

素及交互作用$以保证影响因素模型构建的科学)可

靠及灵敏#

$

!

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1!

!

研究不足
!

国内外健康体适能的评价及影响因

素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

#

'健康体适能尚且缺乏一个统一)公认的概念$其内

涵与外延尚不明晰#&

$

'已有的健康体适能评价指标

多数是针对躯体&生理'健康体适能的评价$缺乏相应

的心理)社会健康体适能评价指标$指标体系构建不

全面#&

'

'健康体适能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集中于人

口学特征因素&性别)年龄等'及行为因素&体育运动)

生活方式等'$忽视了对心理)社会健康体适能影响因

素的探讨及内外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

(

'目前多数

研究仅局限于对个体健康体适能水平做出测量和评

价$缺乏行之有效的促进措施来提高人群健康体适能

水平#

$1"

!

未来的展望
!

目前$我国健康体适能的评价及

影响因素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建议今后从以下
(

方

面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

#

'基于
UHR

提出的+健

康,的概念$结合已有的研究定义$准确把握和界定健

康体适能的概念)内涵和外延#&

$

'将躯体&生理')心

理)社会健康体适能均纳入评价范围$并根据不同维

度建立行之有效)操作简便)可行性强的健康体适能

多维评价指标体系#&

'

'探索健康体适能的内在)外

在影响因素及其交互作用$构建健康体适能影响因素

模型#&

(

'健康体适能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测量及评

价领域$还应针对评价结果制订行之有效的健康促进

方案$为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有关的健康服务与管理决

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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