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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体重指数与Ｇ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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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健康是人类生活永恒追求的目标，体重 指 数 反 映 人 健 康 的 状 况，而ＧＤＰ则 是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的 速 度，这 三 个

概念好像不沾边。但人的社会理念影响人对体重指数的渴求，体重指数过大或过小会影响人的健康，进而影响创造

劳动成果的ＧＤＰ。本文力求通过对健康理念的阐述，社会审美观念和对劳动资源影响的分析，启发人们树立科学的

审美理念，保证自然健康状况，实现为社会贡献的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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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健康理念

动物的重要标志，生命是否处于最佳状态是人

类对健康标准的目标追求。传统的健康观念常常是

指“无病即健康”，而且这里的无“病”主要是指生理

（躯体）有没有疾病。

２０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健康不仅是躯

体没有疾病，还要保证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有

道德”。明确了健康不再仅仅是指一个人躯体有没

有疾病或虚弱现象，而且是指一个人在生理上、心理

上和社会适应上的最佳状态。
现代社会人们的压力愈来愈大，在生理、心理健

康和社会适应三个方面，心理健康是生理健康的精

神支柱，生理健康又是心理健康的物质基础。良好

的心理素质可以使生理健康调整到最佳状态，社会

适应性自然会表现极佳，同时会抵抗或消除生理疾

病。生理上的疾病，尤其是痼疾往往会使人产生烦

恼、焦躁、忧虑、抑郁等不良情绪，最终会影响人的心

理状态。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生理和心理是紧密

依存的两个方面，既相互影响，又缺一不可。

１．１　健康标准

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 以 来，对 健 康 的 基 本 衡 量 标 准

是：一 是 处 世 乐 观，态 度 积 极，乐 于 承 担 任 务，愿 合

作；二是作息习惯良好，睡眠质量好；三是适应性强，
能适应各种社会环境变化；四是对一般感冒等疾病

有足够的抵抗力；五是体重正常，体态均匀协调；六

是眼睛明亮敏锐，眼睑不发炎；七是牙齿洁白，无缺

损不疼痛；八是头发自然光洁，不脱发；九是肌肤有

光泽弹性，走路轻松有活力；十是手足灵活好，肌肉

平衡能力好，腿脚无疼痛。

１．２　标准体重

人的体重与人种、地域、生活环境有差 异，对 正

常的体重测算办法也有多种，多数公认的有三种：
方法之一：标准体重（ｋｇ）＝ 厘米身高 －１０５。

超过标准体重±１０％以上者为偏胖或偏瘦；超过±
２０％以上者为肥胖或消瘦。

方法之二：男性标准体重（ｋｇ）＝ （厘 米 身 高－
８０）×７０﹪；女性标准体重（ｋｇ）＝ （厘米身高－７０）

×６０﹪。体重在±１０﹪以 内 为 正 常；±１０﹪～２０
﹪以内为过重或过轻；±２０﹪以上为肥胖或消瘦。

方法之三：标准体重（ｋｇ）＝ 米 身 高 平 方×２２。
标准体重±１０﹪以内为正常；±１０﹪～２０﹪ 以 内

为过重或过轻、±２０﹪以上为肥胖或消瘦。
据报道，研究 认 为：完 美 女 性 标 准 体 重（ｋｇ）＝

（厘米身高×１．３７－１１０）×０．４５；最性感身材女性体

重（ｋｇ）＝身高米平方×２０．８５。



１．３　体重指数

目前，被广泛推荐的用体重指数来衡量人的体

型状况。体重指数＝ 体重（ｋｇ）／身高米平方。认为

中国人正常体重指数应为１８．５～２３．５；≤１８．５为

体重过轻或消瘦 ；≥２４．０为 超 重 ；﹦２４．０～２６．９
为肥胖前期；﹦２７．０～２９．９为轻度肥胖　；≥３０．０
为中度肥胖 ；≥４０．０为重度肥胖 。

２　对于体型的认识

２．１　骨感“美”是种“风”
常言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随着物质生活条

件日益满足，人们注重精神满足追求，无论男女老少

如何喜欢美、欣赏美，都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而且每

个人的审美观不尽相同，环肥燕瘦，自有权利，他人

无可厚非。何况漂亮的外形，不胖不瘦的身材，确实

会让人赏心悦目。一个正真美的人，要美的自然，美
的大方，美的健康，更少不了美的心灵。

现实生 活 对 女 性 美 的 要 求 似 乎 更 多。天 生 丽

质、亮丽脱俗、亭亭玉立、婀娜多姿、青春活力的女性

自然是美；体形一般、容貌平凡、气质高雅、言谈举止

与众不同也是美；年龄变化不减雌性活力、使人像欣

赏名画一样百看不厌岂能说不美。但在追星、追骨

感风潮的影响下，某些人潜意识里无节制地追求骨

感，过分时尚骨感美，甚至脱离了身体的极限。有的

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某国超模伊莎贝尔·卡罗痴迷减肥而导致厌食

因骨 瘦 如 干 尸 而 出 名，身 高１．６５米，体 重 仅３２公

斤。这种极瘦体型，使生命的基础失去任何抵抗力，
患上急性呼吸系统疾病，在２８岁时就离开了这个世

界。媒体引用了她曾说过的话：“我想这可能是一个

机会，用我的痛苦传递一个信息———超瘦意 味 着 危

险，最终会导致死亡。”这也是她用年轻生命作代价

向极端追求“骨感美”而成“骨干人”敲响的警钟。外

媒《美丽的代价》栏目主持人辛普森在播送卡罗死讯

时非常难过地说：“我希望全世界的女性都能从卡罗

的故事中明白，并不是越瘦越美丽。”

２．２　审美观悄然的理性回归

２０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女性曾掀起“瘦而又瘦”
体型的狂热浪潮。到了２１世纪，这种时兴的“审美

观”出现了变化，被多数男女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一

种“全新审美观”。民意调查约８０％的女性主张“不

仅应追求曲线美，同时还应追求肌肉美”；８５％左右

的男性声称“并不喜欢弱不禁风的柳腰”；而且男女

公民对异性型体的要求越来越持宽容的态度。心理

学家分析说：“女权运动”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女性

自觉不自觉地向男性“看齐”，认定“像男人的女人”
事业上更有成就；职业女性不再满足于厨房卧室，成
功的关键并不是身段加美貌，而是知识加才能。

有趣的是，中国刚进入市场经济１０余年，又重

蹈美国２０世纪“审美观”的覆辙。有些人刻意追求

“完美”的形体，盲目减肥，把自然美的身材折腾到骨

瘦如柴，不惜拿健康来换取短暂的“美”。尤其是那

些过分追求骨感的女性，岂不知身材固然重要，但长

久健康才是资本。不论你是丰腴美还是骨感美，在

时光流逝中都是昙花一现，只有心灵美、健康美、自

然美，才是人间的最美。
一位女性深有感触地说：一波三折，使我终于明

白“贵妃二世”不会成为时尚之美，但“骨感”并不是

真正健康的 美，健 康 的 美 离 不 开 体 态 丰 盈、活 力 俱

佳、气质高雅、心灵优美。

３　健康与ＧＤＰ

３．１　肥胖是健康之大敌

打开网络搜索一下“减肥”二字，约有一亿多条

信息。随便浏览一下，内容以肥胖是健康长寿之敌，
易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并发症，减肥的重

要性、方法、保健品等为主，这充分反映出人们关心

身体健康。“肥”已成为亚健康或不健康的代名词，
身体的 胖 瘦 已 上 升 到 人 们 十 分 关 注 的 位 置。２０１３
年，全国体育总局对全国城乡居民身体状况抽样调

查结果显 示，体 重 超 重、肥 胖 人 数 的 比 例 已 达３４．
４％和１２．７％。

实际上 肥 胖 是 一 种 严 重 的 慢 性 疾 病。专 家 研

究，肥胖不仅影响形体美，而且给健康生活带来诸多

不便，更重要是容易引起多种并发症，甚至加速衰老

和死亡。
一是影响寿命。研究表明超重１０％的４５岁男

性，其寿命比正 常 体 重 者 缩 短４年；超 重３０％以 上

的４０～４９岁 男 性 平 均 死 亡 率 增 高４２％、女 性 则 达

３６％；超重５０％以上的人发生早亡的危险是正常人

的两倍。日本整体统计资料还表明，肥胖者死亡率

为标准体重的１．２７９倍；维持正常体重者心脏性疾

病死亡率可下降２５％～３５％。
二是影响劳动。观察研究肥胖的人往往怕热多

汗、易于疲劳，甚至下肢浮肿、静脉曲张、皮肤皱折处

皮炎；严重肥胖的人行动迟缓、呼吸短促、活动困难、
易受外伤，稍有活动量就心慌气短、头痛头晕、心悸，
影响正常生活，导致劳动能力减弱或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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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影响肺功能。观察研究肥胖的人比体重正

常者需要更多的氧，但肺不能随肥胖而增大功能，同
时因腹部脂肪堆积又限制了肺的呼吸运动，故造成

呼吸困难而缺氧，常常易导致心肺功能衰竭。
四是易发心血管疾病。有研究资料表明肥胖的

人与正常体重者相比并发脑栓塞与心衰的发病率高

一倍；冠心病发病率多２倍；高血压发病率多２～６
倍；合并糖尿病发病率约增高４倍；合并胆石症发病

率高４～６倍。
肥胖还易引发糖尿病、高脂血症、高尿 酸 血 症；

易形成脂肪肝、胆结石病变；易发脊柱增生、髋关节

增生、膝关节增生性病；易增加手术麻醉时危险，术

后伤口易裂开、感染机会均较高等。

３．２　过瘦也是病

在提倡尊重个性自由的当今，盲目追求骨感美

的人确实不少，但实践证明过瘦也是病。
网载《每日邮报》指出，英国剑桥大学鲁思·洛

斯博士及其同事研究发现，体重指数低于１８．５的太

瘦人群，也会给健康生存带来危险。多项研究发现，
过瘦对身体健康也有多方面影响：

一是骨折危险大。《内科学文献》刊登一项涉及

３６８３名女性的 新 研 究 发 现，女 性 越 瘦，其 骨 密 度 就

越低，中年更易于骨折。
二是增加关节炎和心脏病危险。美国梅奥诊所

研究人员对数百名患者４２年病历数据的研究发现，
体重过轻的关节炎患者在中年死于心脏病的风险比

体重正常者高３倍。
三是增加自杀危险。《美国流行病学》刊登一项

涉及１００万瑞典男性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与体

重正常的男性相比，太瘦男人自杀危险增加１２％。

四是老年肺病危险增加。《性别医学》刊登一项

为期２０年的研究发现，太瘦的老年妇女更易患支气

管炎，患肺气肿和哮喘等慢性肺病几率高。
五是增加男性不育危险。英国阿伯丁大学一项

涉及５３１６名男性的研究发现，男人太瘦会导致精子

质量差影响生育力。伦敦卫生和热带医药学院研究

发现，女 性 太 瘦 怀 孕 头 ３ 个 月 流 产 的 危 险 增

加７２％。
六是车祸伤亡几率大。《美国公共卫生》刊登一

项涉及２２０００名司机的调查发现，一旦发生车祸，瘦
司机比体重正常的司机死亡危险更大。

３．３　体重指数与ＧＤＰ
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普 遍 认 为 体 重 指 数（ＢＭＩ）

在１８．５～２３．９（平均 为２０）范 围 的 人 体 重 正 常，能

自然地正常工作，对ＧＤＰ的贡献假设为１００％。那

么过瘦或过胖都会降低劳动能力，影响工作效率，降
低对社会的贡献。经 观 察 分 析，１０．０≤ＢＭＩ≥４０．０
的人会失去劳动能力，对ＧＤＰ的贡献 率 为０，与 正

常体重指数人相比，对ＧＤＰ的贡献在０→１００％←０
之间变化。而且递减速度可能符合如下规律：超重

者为（ＢＭＩ标 准－ＢＭＩ个 人）２×５／ＢＭＩ标 准％；过 轻 者 为

（ＢＭＩ标 准－ＢＭＩ个 人）２×１０／ＢＭＩ个 人％。
综上分析，健康对每个人至关重要，提倡良好的

生活习惯、健康理念，保持正常体重指数。体型肥胖

是病，会影响人的正常生活，体型过瘦也是病，尤其

是过度追求骨感，不仅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甚至生

命，而且会影响国民素质、劳动能力、社会贡献，最终

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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