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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平衡能力测试

使用 BioFlex-FP 姿势控制评估与训练系统进行平衡能

力测试，主要测试动态平衡和静态平衡能力。将受试者的年

龄、性别输入测试仪器，受试者在引导下严格按照试验要求

完成测试，确保测试结果精准、客观。

1.3 统计学处理

对测得的有效数据采用 SPSS13.0 进行数据的统计处理，

数据采用 X ±s 显示。专业及性别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相关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大学生下肢肌力差异分析

表 1 可知，双侧肌力差异方面，所有大学生的左右两侧

髋、膝、踝关节的屈伸肌力均无显著差异(P>0.05)，说明尽

管多数同学的右侧下肢为优势腿，但两侧下肢肌力差异并不

显著。

屈伸肌力差异方面，膝关节伸膝肌力明显大于屈膝肌力

(P<0.01)、踝关节跖屈肌力明显大于背屈肌力(P<0.01)，而髋

关节屈伸肌力则无显著差异(P>0.05)，说明青年大学生的股

四头肌肌力强于大腿后群肌肌力，小腿三头肌肌力强于于小

腿前群肌力，与人体肌肉的解剖学配布规律相吻合。

专业差异方面，体育专业男生的右侧伸髋、右侧屈膝、

左侧伸膝、左踝趾屈肌力明显大于非体育专业男生(P<0.05

或 P<0.01)，其余部位无显著差异(P>0.05)；女生的专业差异

不如男生明显，仅有体育专业女生的右侧屈膝肌力明显大于

非体育专业女生(P<0.05)，其余部位均无显著差异(P>0.05)。

性别差异方面，体育专业男生的左侧伸髋、两侧屈膝、

两侧伸膝、两踝趾屈力量均明显大于女生(P<0.05 或 P<0.01)，

其余部位肌力无显著差异(P>0.05)；非体育专业男生的两侧

屈髋、两侧伸髋、两侧屈膝肌力明显大于非体育专业女生

(P<0.05)，其余部位肌力无显著差异(P>0.05)。说明体育专业

男生下肢肌力明显强于女生，尤其是膝关节和踝关节；非体

育专业男生下肢肌力也明显强于女生，尤其是髋关节和膝关

节。此结果与多数研究相一致，男生的肌肉力量优于女生，

符合青少年生长发育规律[4]。

表 1 大学生下肢肌力的性别及专业差异分析(n=73,x±s)

体育专业(n=38) 非体育专业(n=35)

男(n=24) 女(n=14) 男(n=17) 女(n=18)

左屈髋(kg) 40.28±12.88 27.52±4.64 34.52±9.85 25.30±7.52*

右屈髋(kg) 40.55±11.70 26.79±4.68 33.34±8.76 25.02±8.23*

左伸髋(kg) 44.33±7.53 26.91±5.91** 36.48±12.37 24.32±8.03*

右伸髋(kg) 46.73±13.34 26.94±4.77 35.79±10.00# 23.82±6.87**

左屈膝(kg) 25.51±7.82 18.59±6.06* 20.55±5.14 15.09±5.10*

右屈膝(kg) 24.97±6.08 17.16±3.97** 19.98±22.04# 13.43±2.81#**

左伸膝(kg) 42.89±32.12 31.10±11.66* 32.12±12.04# 27.09±9.11

右伸膝(kg) 44.46±14.46 29.54±11.50** 32.71±10.97 28.23±10.21

左趾屈(kg) 32.94±10.73 23.48±4.93* 23.16±6.19## 21.32±4.20

右趾屈(kg) 33.68±12.95 24.00±5.17* 24.24±6.82 21.37±4.44

左背屈(kg) 23.71±3.60 20.05±7.11 20.42±7.86 17.46±5.95

右背屈(kg) 24.88±5.26 20.65±6.35 21.94±10.04 17.53±6.31

注：与男生比，*P<0.05，**P<0.01；与体育专业相比，

#P<0.05，##P<0.01；

与左侧相比，P 均>0.05。

2.2 大学生平衡能力差异分析

表 2 可知，专业差异方面，除体育专业男生的向后位移

距离明显优于非体育专业男生(P<0.01)，体育专业女生的向

前速度明显优于非体育专业女生(P<0.05)，其他动态、静态

平衡能力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说明体育专业学生

的动态平衡能力略优于非体育专业学生，体现在体育专业男

生的身体重心后移距离更大、后仰幅度更好，女生身体重心

向前移动的速度更快。

性别差异方面，除体育专业男生向左位移距离、双脚直

线闭眼站立评分明显优于体育专业女生外(P<0.05)，其他指

标均无显著差异(P>0.05)；非体育专业学生的平衡能力均无

显著性别差异(P>0.05)。说明体育专业男生的平衡能力略优

于女生，而非体育专业学生平衡能力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表 2 大学生平衡能力的性别及专业差异分析(n=73,x±s)

体育专业(n=38) 非体育专业(n=35)

男(n=24) 女(n=14) 男(n=17) 女(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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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时间(s) 1.53±0.48 1.71±0.87 1.66±0.71 1.86±0.99

向后时间(s) 2.18±1.14 1.51±0.50 1.89±1.07 1.64±0.75

向左时间(s) 1.46±0.69 1.28±0.51 1.42±0.69 1.36±0.91

向右时间(s) 1.61±0.76 1.22±0.51 1.59±0.52 1.97±0.98

向前速度(cm/s) 4.40±1.42 5.44±1.66 3.94±1.24 3.27±0.67##

向后速度(cm/s) 4.76±2.02 4.81±1.75 4.05±2.04 4.05±1.32

向左速度(cm/s) 4.67±1.83 6.33±2.44 4.76±1.70 4.84±2.04

向右速度(cm/s) 4.96±1.79 5.45±2.01 5.17±1.71 4.31±1.47

向前位移(cm) 2.61±1.11 2.11±0.98 1.97±1.10 1.77±1.52

向后位移(cm) 3.47±1.76 3.15±1.86 1.66±1.48## 2.80±2.38

向左位移(cm) 8.95±0.96 8.13±0.68* 8.63±1.10 8.05±1.16

向右位移(cm) 13.80±0.48 13.85±0.29 13.73±0.59 13.34±0.75

双脚闭眼站立评分 1.73±0.26 1.89±0.20 1.85±0.27 1.89±0.21

单脚睁眼站立评分 6.60±0.16 6.55±0.20 6.43±0.28 6.34±0.64

双脚直线睁眼站立评分 1.72±0.21 1.78±0.38 1.77±0.26 1.94±0.21

双脚直线闭眼站立评分 0.52±0.08 0.43±0.10* 0.50±0.07 0.45±0.06

静态平衡总分 10.60±0.45 10.66±0.59 10.54±0.51 10.61±0.39

注：与男生比，*P<0.05，**P<0.01；与体育专业相比，

#P<0.05，##P<0.01。

2.3 大学生静态平衡等级差异分析

表 3 可知，体育专业男生静态平衡能力正常的比例最高

(66.67%)，而女生良好比例最高(50.00%)，性别差异不显著(良

好2=1.028，P=0.311；正常2=2.056，P=0.152；较差2=1.761，

P=0.185)；非体育专业男生和女生静态平衡能力均是正常的

比例最高 (76.47%和 77.48%)，性别差异也不显著 (良好

2=0.008，P=0.927；正常2=0.008，P=0927)，这与肖春梅[5]

等发现人体动静态平衡能力没有性别差异的结论相一致。

专业差异方面，体育与非体育专业男生静态平衡能力均

处于良好和正常，各等级比例无显著差异(良好2=0.462，

P=0.497；正常2=0.462，P=0.497)；非体育专业女生正常比

例明显高于体育专业女生(2=4.097，P=0.043)；而良好、较

差等级无显著差异(良好2=2.694，P=0.101；较差2=1.327，

P=0.249)。

表 3 大学生平衡能力等级评价状况分析(n=73)

专业 性别
静态平衡能力评价等级

良好(%) 正常(%) 较差(%)

体育(n=38)
男(n=24) 8(33.33) 16(66.67) 0(0)

女(n=14) 7(50.00) 6(42.86) 1(7.14)

非体育(n=35)
男(n=17) 4(23.53) 13(76.47) 0(0)

女(n=18) 4(22.22) 14(77.78) 0(0)

2.4 大学生下肢肌力与平衡能力的相关分析

2.4.1 下肢肌力各指标的相关分析

下肢肌力各指标之间，除右侧伸踝与左侧屈膝，两侧屈

髋与两侧足背屈之间无显著差异外(P>0.05)，其余两侧下肢

髋、膝、踝关节屈伸肌力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

或 P<0.01)。

2.4.2 动态平衡能力各指标的相关分析

动态平衡能力各指标之间，各方向位移时间和位移速度

多呈负相关关系(P<0.05 或 P<0.01)；除了向前位移与向前时

间，向右位移与向左时间、向右时间三组数据间呈显著负相

关关系(P<0.01)外，其余各方向位移时间与位移距离之间相

关关系不显著(P>0.05)；除了向右位移与向左速度、向右速

度(P<0.05)，向后位移与向后速度(P<0.01)三组数据间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外，其余各方向位移速度和位移距离之间相关关

系不显著(P>0.05)。

2.4.3 静态平衡能力各指标的相关分析

静态平衡能力评分方面，除了双脚直线睁眼站立与双脚

闭眼站立评分呈显著正相关(P<0.01)外，其余评分之间均无

显著相关关系。

2.4.4 下肢肌力与平衡能力的相关分析

已有文献证明，平衡能力改善的程度与腿部力量发展水

平有显著相关性[6]。通过分析可知，下肢肌力与向前位移、

向左位移距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 或 P<0.01)，

下肢肌力与双脚闭眼站立评分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P<0.05

或 P<0.01)；下肢肌力与平衡能力其余指标的相关性不明显

(P>0.05)。

3 结论

本研究发现，不同专业、不同性别大学生的左右两侧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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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踝关节的屈伸肌力均无显著差异，说明虽然日常生活中

大部分人是右侧下肢为优势腿，但是最大肌力并无显著差异。

屈伸肌力差异方面，青年大学生的股四头肌肌力大于大

腿后群肌肌力，小腿三头肌肌力大于小腿前群肌力，此结果

与人体各部位肌群的生理横断面差异相一致；通过训练，体

育专业大学生下肢肌力、平衡能力明显优于非体育专业大学

生，且男生表现更好。

下肢肌力与动态平衡能力各指标之间，下肢肌力与向前

位移、向左位移距离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下肢肌力与

静态平衡能力各指标之间，下肢肌力与双脚闭眼站立评分存

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多数研究认为，长期锻炼可提高身体的

静态平衡能力[7]，特别是下肢肌力增加可加强平衡的稳定性。

总结来看，适当的体育锻炼既可以提高下肢肌力，又可

以改善平衡能力。建议大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从而提高

下肢肌力、改善平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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