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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 514 名体育学院学生血型、气质类型与运动专项进行相关性研究。结果发现：

在 ABO 血型中，不同专项运动员血型分布具有各自的特征，运动员素质的高低与 O 型和 A 型百

分率有一定正相关关系，与 B 型呈负相关关系；气质类型的分布以多血质及多血质混合型比例最

大，抑郁质较少。建议在其它条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选拔运动员从 O 型和 A 型中挑选为好，尤

其是优先选拔多血质及多血质混合型的人才，这样有助于弥补单一气质类型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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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made a study of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blood types/temperament types and specialized 

sports on 514 students at a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in blood types A, B 

and O, the blood types distributions of athletes specializing in different events have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ath-

lete’s capacities have a certain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ercentage of types A and B, an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ercentage of type B;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emperament types, the sanguine temperament type and tem-

perament mixed type have a higher percentage, while the melancholic temperament type has a lower percentage. 

The authors proposed to select athletes with type O or A blood, especially sanguine temperament type and tempera-

ment mixed type talents, when other condition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which is conducive to making up the short-

ages of single temperament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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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理论已证实，ABO 血型的遗传度为 100%[1]，

而且血型的遗传特征稳定[2]。因此，血型也成为了科学

选材的重要指标之一。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对血

型与气质、血型与体质、血型与运动素质等相关性的

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借此探索运动员的选材问题。从

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由遗传决定的 ABO 血型对运动

选材的价值说法不一；运动员的血型、气质分布情况

与运动成绩高低具有明显的特点，同一项目不同运动

员的血型、气质分布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ABO 血型，

气质类型与运动专项之间的关系仅是一个倾向性的印

象，还不能得出一个规律性的结论，尤其是各专项运

动员的血型、气质特征还不明确，这些都有待于进一

步的研究。基于这种认识，对赣南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514 名学生血型、气质类型与运动专项进行相关性研

究，目的是为进一步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有

价值的实验数据，弥补现有相关资料的不足，为今后科

学、准确选材和运动员的定向发展提供生理学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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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2007～2009 级体育教育

和运动训练专业学生 585 名，剔除无效样本 71 名，有

效样本为 514 名，占总样本的 87.86%。其中男生 403

名，女生为 111 名。 

1.2  研究方法 

1)血型鉴定：按照经典的 ABO 血型测定方法，用

已知血清凝集素(赣州市中心血站提供)求红细胞上未

知的凝集原，根据实验结果判断每个受试者的血型。 

2)气质测试：采用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所陈会昌

研究员编制的《气质类型测试表》[3]进行问卷调查，该

表由 60 个问题构成，根据答卷得分多少分别进行归

类，逐个确定其气质类型。国内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该量表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一致

性系数为 0.72～0.87。 

3)专项调查：运动训练专业学生依其入校考试的

运动专项分类，其他学生依其专选训练项目以及参加

全省大学生运动会、省全运会比赛项目为准。分短跑、

中长跑、投掷、跳跃(跳远、跳高)、篮球、足球、排

球、武术、体操、健美操等组别。 

3)数据处理：采用 SPSS11.0 统计软件对有效数据

进行分类统计处理(X2 检验)。 

 

2  结果与分析 

2.1  体育学院学生与一般人血型分布 

从表 1 可以看出，一般人血型百分率的顺序依次

为 B 型、O 型、A 型、AB 型；体院学生依次为 O 型、

A 型、B 型、AB 型。经统计学检验，两组 X2=20.47，

P<0.01，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意义。这一结果与目前

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关于血型与运动专项的研究的结果

相吻合。但也有研究报导运动员血型的排列顺序为 A

型、O 型、B 型、AB 型[4-5]。总的来看，运动员 ABO

血型的分布顺序尚无统一的结论，可因研究对象的不

同(种族、区域、运动员的级别)而出现结果的差别。 

体育学院学生 O 型百分率为 37.35%，A 型为

30.16%，分别高于一般人组 6.86 和 2.65 个百分点，其

中两组 O 型百分率比较(X2=11.253，P<0.05)，差异有显

著性。体院学生 B 型百分率为 24.51%，AB 型为 7.89%，

分别低于一般人组 7.82 和 1.69 个百分点，其中两组 B

型百分率比较(X2=14.184，P<0.01)，差异有非常显著性。

其它血型与一般人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 

 

表 1  体育学院学生与一般人
[6]
血型分布比较 

O 型 A 型 B 型  AB 型 
组别 n/人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一般人 
体院学生 

39 626 
   514 

12 083 
   192 

30.49 
37.35 

10 902 
   155 

27.51 
30.16 

12 810 
   126 

32.33 
24.51 

3 831 
   41 

9.67 
7.98 

X2 值 11.253 1.777 14.184 1.665 
P值 <0.5 >0.5 <0.1 >0.5 

 

2.2  体育学院学生与运动员血型分布 

从表 2 结果分析可知，体育学院学生血型百分率

的分布顺序与优秀运动员基本相同，由高到低依次为

O 型、A 型、B 型、AB 型；经检验，两组 X2=5.966，

P>0.05，差异无显著性；两组各血型之间比较(P>0.05)，

差异也无显著性。这一结果与国内大多数报道有同样

的分布规律，但分布频率有差异。 

 

 

表 2  体育学院学生与运动员
[7]
血型分布比较 

O 型 A 型 B 型  AB 型 
组别 n/人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运动员 410 138 33.70 123 30 105 25.60 44 10.70 
体院学生 514 192 37.35 155 30.16 126 24.51 41 7.98 

X2 值 1.357 0.003 0.146 2.073 
P值 >0.05 >0.05 >0.05 >0.05 

 

综合表 1 和表 2 数据，运动员与体育学院学生的

血型，O 型和 A 型的较多，大于一般人均值的 3.8%左

右，B 型则低于一般人均值的 7.2%左右。这说明运动

员素质的高低与 O 型和 A 型血型有一定的关系，与 B

型血型则呈相反的关系。若将 O 型与 A 型百分率相比

较，O 型与运动员的运动素质关系更为密切。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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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如李月玲等[7]在 1980 年、1988

年对不同水平的运动员进行测试比较，发现运动员 O

型和 A 型较多于中国汉人均值的 3%左右，而 B 型低

于均值的 6%左右。美国黑人运动员的 ABO 血型分布，

O 型 49.3%、A 型 26.0%、B 型 21.0%、AB 型 3.7%[8]；

英国运动员的 O 型为 46.7%、A 型为 41.7%、B 型为

8.6%、AB 型为 3%[8]；我国参加第 10 届亚运会运动员

的 ABO 血型分布：O 型 61.57%、A 型 18.20%、B 型

14.68%、AB 型 5.55%[6]。尽管也有一些不同的报道，

但就目前大多数研究结果来看，ABO 血型与运动素质

之间的关系，在其它条件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取其倾

向性的观点，今后选拔运动员从 O 型和 A 型中挑选为

好。当然，一个优秀运动员的成才受多方面复杂因素

的影响，而从血型选材对于培养造就天才运动员来说

只是提供了一种成功的可能性。 

2.3  体育学院学生各运动专项组血型分布的比较与

检验 

从表 3 可以看出，在血型与运动专项之间，血型

百分率的顺序有所变化:短跑、武术、体操项目组依次

为 O 型、B 型、A 型、AB 型。足球、中长跑、排球项

目组与 514 名体院学生血型总体分布顺序相同，依次

为 O 型、A 型、B 型、AB 型。篮球、健美操项目组变

化比较显著，依次为 A 型、O 型、B 型、AB 型，而跳

跃项目组则为 A 型、B 型、O 型、AB 型。各专项学生

血型百分率与所有 514 名体院学生相对应的血型百分

率比较，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

这可能与我们的在校学生身体素质较低和总体专项运

动成绩不突出有关。

 

表 3  各运动专项组与体院学生血型百分比比较 

O 型  A 型 B 型 AB 型  总体 
组别 n/人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人数 比例/% X2 值 P值 

体院学生 514 192 37.35 155 30.16 126 24.51 41 7.98   

篮球 121  39 32.23  44 36.36  28 13.14 10 8.27 2.502 >0.05

排球  28  11 39.29   8 28.57   7 25.00   2 7.14 3.329 >0.05

足球  78  37 47.44  24 30.77  12 15.38   5 6.41 5.024 >0.05

短跑  59  27 45.76  13 20.03  14 23.73   5 8.47 2.441 >0.05

中长跑  51  19 37.26  15 29.41  11 21.57   6 11.76 1.814 >0.05

跳跃 1) 42  10 23.81  15 35.71  13 30.95   4 9.52 1.107 >0.05

投掷  32  12 37.50   6 18.75  12 37.50   2 6.25 0.078 >0.05

武术  39  16 41.03   8 20.51  11 28.21   4 10.26 3.702 >0.05

体操  24  9 37.50   5 20.83   7 29.17   3 12.50 1.519 >0.05

健美操  40  12 30.00  17 42.50  11 27.50   0 0 5.691 >0.05

1)跳跃组含跳远、跳高项目 

 

血型与运动专项的关系，一直强烈吸引着国内外

许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虽然看法不

同，但一般认为 O 型血者敢于拼搏，具有较好的弹跳

力和力量素质，在足球、相扑及田径竞赛中成绩突出，

但在长距离项目中处于劣势[9]。从我们的研究结果看

(见表 3)，除跳跃和健美操组外，其他各专项组 O 型百

分率都较普通人的高(P<0.05)，差异显著。在力量性项

目如排球、足球、短跑、投掷、武术及要求有较高相

对力量的体操项目中，O 型百分率明显高于其它专项

组，尤以足球、短跑、武术组学生 O 型百分率为最高，

达 41%以上。而跳跃组中 O 型百分率(23.81%)明显低

于其他各组，但与所有专项组相比较，差异不显著。

上述结果与前人的研究报导基本吻合，但体院学生跳

跃项目组未见 O 血型的优势、长距离项目组(长跑项目

O 型百分率达 37.26%)未见 O 血型的劣势现象。谢业

其的研究认为：A 血型者能吃苦耐劳，腰部柔韧性、

灵活性较好。从本研究结果看，在篮球、跳跃以及健

美操项目组中，A 型百分率高于所有专项组，其他各

项目与所有学生组比较，差别均不显著，特别是在耐

力性项目中也未见 A 血型的明显优势；B 血型者胆大

好胜、动作敏捷，但不善于配合，较适合单项运动。

从本研究看，B 血型者在投掷项目组中比例最高，其

次为跳跃、体操、武术等项目，此结果似乎说明了 B

血型的人较适合从事单项运动，不太适合集体配合项

目；AB 血型者沉着、冷静、动作迅速、注意力集中持

久但不善于转移。研究结果未显示出 AB 血型者在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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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优势和劣势现象，而谢业琪[9]的研究认为，AB

血型者的速度素质较好，本研究结果同优秀运动员血

型研究结果相比，也存在差别。 

2.4  体育学院学生气质类型的分布 

气质作为人类个性心理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

要表现为个体之间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稳定性、

灵活性及指向性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关于人类气质

的生理基础存有体液学说、激素理论、血型学说、体

型学说、体质类型学说、高级神经活动类型学说等多

种不同的假说[10]，其中血型学说认为“血型就是所有

生物的体质类型和气质类型”[11]。 

体育学院学生气质类型分布为：胆汁质(25 人，占

4.86%)、多血质为(167 人，占 32.49%)、黏液质为(52

人，占 10.12%)、抑郁质为(18 人，占 3.50%)、多血-

胆汁质为(82 人，占 15.95%)、多血-黏液质为(92 人，

占 17.90%)、多血-抑郁质为(16 人，占 3.11%)、黏液

抑郁质为(26 人，占 5.06%)、胆汁-黏液质为(21 人，

占 4.09%)、胆汁-抑郁质为(15 人，占 2.92%)。可以看

出，体育学院学生均表现出以多血质、多血-黏液质、

多血-胆汁质、黏液质为主的气质类型多样化分布特

征；单一气质占 50.97%，混合型占 49.03%。多血质

类型最多，占 32.49%，其次是多血-黏液质(17.90%)、

多血-胆汁质(15.95%)；抑郁质及抑郁质混合型比例

较低。 

2.5  体育学院学生气质类型与血型的分布 

纵观国内外对血型、气质、性格的研究及各种调

查数据表明，人的气质是由不同的血型决定的。血型

现象与人体不同生理生化作用有关，每个个体所含的

血型物质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个体的机能和特性不

同，表现的气质也不同。 

从表 4 结果看出，多血质类型在各血型分布中百

分率最高，抑郁质的比例较低。在 O 型、A 型、B 型

中，气质类型分布依次为多血质、多血-黏液质、多

血-胆汁质；在 AB 血型中依次为多血质、多血-胆汁

质、多血-黏液质。在多血质类型中 B 型低于其它血

型。在胆汁质及胆汁-黏液质混合型中，A 型最多， AB

型最少；黏液质类型分布依次为 O 型、B 型、A 型、

AB 型。这结果与我们上述体院学生的血型以 O 型与 A

型较多和气质以多血质、多血-黏液质、多血-胆汁质、

黏液质等为主要类型分布特征是一致的。从本研究结

果看，血型与气质类型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由

于我们测定的人数少，两者之间的关系不甚明显，研

究的结果是否能为运动员选材提供参考，还不能作出

确切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我们可根据各自

的研究结论，用作选拔和培养运动员的参考依据，这

样可能更有利于运动员的成长和发展。

 

表 4  体育学院学生气质类型与血型百分率的分布比较 

O 型  A 型 B 型  AB 型 
气质类型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胆汁质 8  4.17  9  5.81  5  3.97  3 7.32 

多血质 66 34.38 50 32.26 37 29.37 14 34.15 

黏液质 18  9.38 11  7.10 17 13.49  6 14.63 

抑郁质  7  3.65  5  3.23  6  4.76  0 0 

多血-胆汁质 30 15.63 22 14.19 23 18.25  7 17.07 

多血-黏液质 35 18.23 27 17.42 24 19.05  6 14.63 

多血-抑郁质  3  1.56 9  5.81  3  2.38  1 2.44 

黏液-抑郁质 10  5.21 9  5.81  5  3.97  2 4.88 

胆汁-黏液质  7  3.56 9  5.81  3  2.38  2 4.88 

胆汁-抑郁质  8  4.17 4  2.58  3  2.38  0 0 
 

根据现代心理学关于 4 种基本气质类型和各种神

经活动类型、心理特征以及行为表现特征的关系研究：

胆汁质类型的运动员神经活动强，耐受性、反应敏捷

性和可塑性较好，情绪反应快而强烈，表现出积极热

情、精力充沛、动作迅速有力等特征。多血质类型的

运动员神经活动强且平衡，耐受性、反应敏捷性和可

塑性较好，表现出活泼好动、反应迅速、动作快而灵

活等特征。黏液质类型的运动员神经活动强且平衡，

耐受性好，表现出沉着冷静、善于忍耐、注意集中且

持久、情绪稳定且有自制力等特征。抑郁质类型的运

动员感受性好、情感稳定而深刻、但反应迟钝、行动

缓慢、敏感怯懦、容易孤僻伤感、缺乏自信心。具有

多血质混合型气质类型的运动员，气质的可塑性强，

相互间优劣互补，运动员往往表现出冷静而灵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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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而果断、勇敢而有理智、反应迅速而有自制力等特

征。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体院学生气质类型的分布特

征，尤其是偏于多血质及多血质混合型，抑郁质类型

较少，符合他们的运动特征。这个统计结果也与大多

数有关研究报导的数据相吻合。 

2.6  体育学院学生运动项目与气质类型的分布 

研究运动项目与气质的关系，寻找适合专项的气

质类型，进行运动员的初级选材，这是目前进行气质

研究的主要方面，多数文献资料集中于此。 

从表 5 显示，绝大多数专项组学生为多血质类型。

在篮球、足球、跳跃、健美操项目组，气质类型前 3

位的顺序依次为多血质、多血-黏液质混合型、多血-

胆汁质混合型，与 514 名体院学生血型总体分布相同，

即 O 型>A 型>B 型>AB；在短跑、武术项目组，气质

类型前 3 位的顺序依次为多血质、多血-胆汁质混合

型、多血-黏液质混合型；在投掷项目组，第 1 为多

血质，黏液质和黏液-抑郁质混合型并列第 2，第 3 为

多血-黏液质混合型；在排球项目组，排序为多血质、

多血-胆汁质混合型、黏液质。在中长跑项目组中，

气质类型变化显著，依次为多血-黏液质混合型、多

血质、黏液质和多血-胆汁质混合型；在体操项目组，

多血-胆汁质混合型最多，其次为多血-黏液质混合

型，第 3 为多血质及黏液-抑郁质混合型。研究结果

与前人的实证研究结果颇为一致，即大多数运动员是

介于各气质类型之间的中间型，大多数运动项目显现

多血质及多血质混合型起主导作用的气质特征。

 

表 5  体育学院学生运动项目与气质类型百分率分布与比较结果 

胆汁质  多血质 黏液质 抑郁质  多血-胆汁质 运动 
专项 

n/人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篮球 
排球 
足球 
短跑 

中长跑 
跳跃 
投掷 
武术 
体操 

健美操 

121 
 28 
 78 
 59 
 51 
 42 
 32 
 39 
 24 
 40 

7 
2 
3 
3 
2 
2 
1 
1 
0 
4 

 5.79 
 7.14 
 3.85 
 5.08 
 3.92 
 4.76 
 3.13 
 2.56 

0 
10.0 

44 
 9 
32 
16 
12 
16 
10 
12 
 3 
13 

36.36 
32.14 
41.03 
27.12 
23.53 
38.10 
31.25 
30.77 
12.50 
32.50 

12 
 4 
 8 
 4 
 9 
 3 
 5 
 3 
 2 
 2 

 9.92 
14.29 
10.26 
 6.78 
17.65 
 7.14 
15.63 
 7.69 
 8.33 
 5.00 

 7 
 1 
 4 
 0 
 0 
 2 
 3 
 0 
 0 
 1 

 5.79 
 3.57 
 5.13 

0 
0 

 4.76 
 9.38 

0 
0 

 2.50 

14 
 5 
11 
16 
 9 
 6 
 2 
 8 
 7 
 4 

11.56 
17.87 
14.10 
27.12 
17.65 
14.29 
 6.25 
20.51 
29.17 
10.00 

黏液-抑郁质  多血-抑郁质 胆汁-黏液质 多血-黏液质  胆汁-抑郁质 运动 
专项 

n/人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人数 百分率

篮球 
排球 
足球 
短跑 

中长跑 
跳跃 
投掷 
武术 
体操 

健美操 

121 
 28 
 78 
 59 
 51 
 42 
 32 
 39 
 24 
 40 

3 
2 
3 
3 
2 
2 
5 
1 
3 
2 

 2.48 
 7.14 
 3.85 
 5.08 
 3.92 
 4.76 
15.63 
 2.56 
12.50 
 5.00 

 3 
 1 
 1 
 3 
 0 
 2 
 1 
 2 
 2 
 1 

2.48 
3.57 
1.28 
5.08 

0 
4.76 
3.13 
5.13 
8.33 
2.50 

 5 
 2 
 3 
 2 
 4 
 1 
 0 
 2 
 2 
 0 

 4.13 
 7.14 
 3.85 
 3.39 
 7.84 
 2.38 

0 
 5.13 
 8.33 

0 

23 
 1 
13 
 9 
13 
 6 
 4 
 7 
 4 
12 

19.01 
 3.57 
16.67 
15.27 
25.49 
14.29 
12.50 
17.95 
16.67 
30.00 

 3 
 1 
 0 
 3 
 0 
 2 
 1 
 3 
 1 
 1 

 2.48 
 3.57 

0 
 5.08 

0 
 4.76 
 3.13 
 7.69 
 4.17 
 2.50 

 

每种气质类型均有其优点和缺点，混合型气质也

有其占主导地位的气质类型。气质具有可塑性，因此

要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方法手段来及早影响、改变、

完善运动员的气质特征，尽量挖掘对运动专项有积极

作用的气质特征，减少甚至改变对运动专项不利的特

征，从而为运动员成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3  结论 
1)体育学院学生 ABO 血型分布不同于一般人，由

高到低依次为 O 型、A 型、B 型、AB 型；不同运动项

目中也有不同的分布特点，运动员素质的高低与 O 型

和 A 型百分率有一定的关系，与 B 型则呈相反的关系；

在其它条件基本趋于一致的情况下，取其倾向性的观

点，今后选拔运动员从 O 型和 A 型中挑选为好。 

2)体育学院学生均表现出以多血质、多血-黏液

质、多血-胆汁质、黏液质为主的气质类型多样化分

布特征；在 ABO 血型中，气质类型的分布以多血质及

多血质混合型比例最大，抑郁质及抑郁质混合型较少；

多血质及多血质混合型在各个运动专项上表现显著，

提示在运动选材中应注意多选择混合型气质类型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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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尤其是优先选拔多血质及多血质混合型的人才，

这样有助于弥补单一气质类型的缺点。 

3)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ABO 血型与运动专项之

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

不同专项运动员血型分布具有各自的特征，但因研究

对象的不同(种族、区域、运动员的级别)而出现结果

的差别，故还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的科学结论，

可它仍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深信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人们对这类问题揭示与了解将会不断地深

化。血型的含义已经不再是原来的 ABO 了，已扩大到

白细胞、血小板等在抗原上表现出的差异，这为运动

员的筛选提供了更广泛的途径。 

4)血型在医学方面的应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在体育方面还刚刚起步。研究者更多的是在研究血型

与一些心理指标的关系，特别是日本学者更是在这方

面走在了前面，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对于血型、

气质类型与运动专项之间的关系仍止于描述层面，缺

乏深度，研究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有的甚至还存在严

重的分歧。有人认为血型与人的行为、素质、气质有

很大关系，有人则认为血型与这几方面并无联系。我

们认为，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的研究都具有

一定的片面性，研究的领域和样本的含量也都远远不

能达到十分准确的程度，许多观点和主张仍需进一步

的研究和调研。仅仅依据问卷测试获得的某些数值、

百分率等推导出它们之间“正相关”或具有“显著性

意义”的结论，并没有普遍意义。因此，我们在运动

员科学选材工作中不要轻易下结论认为哪种血型、气

质类型适合，哪种血型、气质类型不适合专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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