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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林匹克运动 

2019 年男篮世界杯各参赛球队攻防能力比较分析 

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FIBA Basketball World Cup）的前身是从 1950 年开始举办的世

界男子篮球锦标赛，2012 年 1 月国际篮球联合会（FIBA）宣布男篮世锦赛正式更名为篮

球世界杯，2014 年在西班牙举办了首届男篮世界杯比赛，2019 年 8 月 31 日～9 月 15 日中

国男篮世界杯为第二届，参赛队伍由 24 支扩至 32 支，是国际篮球联合会主办的世界最高

水平的国家级篮球赛事，每 4 年举办一次。本研究对 32 支参赛球队的攻防竞技能力进行综

合性量化评价，对每支球队在比赛中的攻防竞技能力水平予以客观反映，探讨世界男子篮

球格局以及中国男篮目前的攻防能力，为中国男篮今后竞技能力的提高提供理论参考。 

进攻能力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所有球队的进攻能力综合评价水平与最终比赛成绩排名

相关系数 r=0.662（p＜0.01），两者之间具有非常显著性相关。32 支球队的平均进攻 RSR

值是 0.51（是 C 级中等水平），而排在第 24 名的中国队进攻能力综合评价水平位列第 25

名，是 D 级。 

防守能力综合评价结果表明：32 支队伍平均防守综合评价 RSR 值为 0.50，是 C 级中

等水平。所有球队的防守能力排名与最终比赛成绩排名相关系数 r=0.540（p＜0.01），两

者之间具有非常显著性相关。排在第 24 名的中国队防守能力综合评价为 C 级水平（位列

第 10 名）。 

攻防能力综合评价结果表明：进入前 16 强球队和排位赛 17～32 名球队的整体攻防能

力综合评级与实际排名也基本一致。但是第 17 名尼日利亚队、第 18 名德国队和第 20 名突

尼斯队的整体攻防能力与获得最终比赛名次有较大偏差，这与赛前世界排名和分组情况有

直接关系。所有球队的攻防守能力排名与最终比赛成绩排名相关系数 r=0.716（p＜0.01），

两者之间具有非常显著性相关。 

从中国队与对手攻防指标结果分析得知：在进攻方面，中国男篮多采用突投结合、突

分结合和依靠易建联与周琦的投篮、策应能力进行内线强攻的进攻战术，但是外线 3 分命

中率低，且出手次数少，罚球次数多，但命中率低；在防守方面，中国队队员较好执行了

针对于对手进攻特点制定的防守战略战术，并较好地完成对对手得分的限制，抢断能力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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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但在防守篮板这一指标上的劣势， 使对手获得了更多的二次进攻的机会，是投篮出手

次数与对手相差较大的原因之一。 

针对结果得出以下建议：一是中国队应顺应世界篮球发展趋势，结合自身的攻防特点， 

继续发挥内线实力的同时提高外线进攻能力迫在眉睫。二是提高 3 分球和罚球命中率是今

后训练的主要内容，对防守篮板球的保护、加强配合控制失误也是中国男篮面临的主要任

务。 

（贾伟超等，《湖北体育科技》，2020年第10期） 

 

地方足球协会软法治理模式、困境与对策研究          

——基于苏、浙、沪三省市调查的实证分析 

地方足球协会是我国足球事业多元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元，是实现足球崛起梦、体育

强国梦和民族复兴梦的重要基础力量，它覆盖面广、活跃度高、最贴近广大人民群众，是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体育需求的重要主体，是实现足球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近

年来，我国一些地方足球协会开展软法治理实践，提高协会内部治理规范，呈现出规模化、

多样化的趋势，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困境。基于此，本研究将对苏、浙、

沪地区的地方足球协会进行实证考察，提炼足球协会软法治理模式，深入分析软法治理所

面临的困境，提出解决困境的对策建议，以期能为地方足球协会的改革提供参考。 

软法规范作为地方足球协会权利的重要表征，承载着协会权利的运行和实施，在国家

法律（硬法）不能涉足的地方，软法发挥自身灵活性的独特优势，对地方足球协会的事务

进行规范和引导，然而当前地方足球协会的软法治理未能完全发挥软法的独特优势，显现

出诸多问题。一是地方足球协会软法治理的程序缺失，程序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

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是为了法律性的决定的选择而预备的行为系统；二是软法中的

责任制度不规范；三是承诺滞后难以兑现；四是软法权利的救济缺失。 

完善的地方足球协会软法治理机制十分重要，它是实现地方足球协会有效运作、实现

协会内部善治的客观需要。因此，应当积极探索完善地方足球协会软法治理机制的路径，

从而实现地方足球协会的善治。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完善地方足球协会软法治理机制的

对策：一是应制定地方足球协会软法治理的指引性规则；二是引入交流式立法，增进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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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过程的协商；三是构建地方足协软法运行的监督机制；四是构建地方足协内部救济机

制。 

地方足球协会是具有公益性和广泛代表性、专业性、权威性的足球运动领域的社团法

人，是团结联系当地足球力量、推广足球运动、培养足球人才、制定地区足球行业标准、

完善城市足球竞赛体系的治理主体。软法治理是实现地方足球协会法治化图景的重要通道。

地方足球协会软法治理需要完善软法制度内容，保证相关利益主体充分参与的沟通机制，

完善软法的程序机制、监督机制和内部救济机制，形成责权明确、依法自治的软法治理体

系。 

（白杨等，《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第11期） 

 

竞技攀岩溯源与演变研究 

2016 年 8 月 4 日，竞技攀岩正式成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比赛项目，这项集挑战、时

尚于一身的体育项目具有了更加广泛的全球影响力，也引发了各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的新

一轮调整。我国竞技攀岩由赴日学习交流的登山运动员于 1987 年引入，近年来在管理机制

建设、运动员选拔与培养、赛事体系构建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竞技水平大幅提升，社

会关注度越来越高，正成为中国竞技体育新的增长点。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参与人数相

对较少，加上国内相关研究成果不多，同其他传统体育运动项目相比，竞技攀岩还未被广

大民众所熟知。本文通过对竞技攀岩的概念、起源与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有助于加深国内

社会各界对这一体育项目的了解，对竞技攀岩在我国的推广和发展有着较为重要的现实意

义。 

孕育于现代登山运动的攀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左右开始独立；随着装备和技术的进

步，攀岩运动中出现了“竞技体育化”的过程，并最终具备了现代竞技体育的要素与内涵，

1947 年在苏联成为一个竞技体育项目—竞技攀岩。竞技攀岩发展阶段的外在形式体现为组

织机构的演变，这些演变离不开各时代背景下多因素的相互作用。苏联时期，宏观政策、

大国博弈等因素均促成了竞技攀岩萌芽期的快速发展，而因政治、伦理的冲突，竞技攀岩

并未发展出世界性的赛事体系；在其独特竞技性的驱动下法国给予的支持、商业和媒体的

介入，使其排除了前一阶段的制约因素，并在 UIAA 的推动下顺利走入国际化新阶段，而

UIAA 作为一个综合性组织，内部价值观的冲突又令竞技攀岩的进一步发展受阻；直到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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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竞技的 IFSC 正式独立，摆脱了传统支持者对组织的桎梏，取得国际认可乃至奥运资格，

推行了更加标准、规范的赛事体系，竞技攀岩才步入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奥运路线与其

竞技水平、社会价值等相互促进，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 

近年来，中国竞技攀岩借助举国体制的优势，创新国家攀岩集训队共建模式，在后备

人才选拔、科学训练和竞赛体系创新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步，在保持速度项目领先

优势的同时实现了难度、攀石等传统弱势项目的突破，竞技攀岩正成为我国攀岩运动发展

的先导力量，也正成为中国竞技体育新的亮点，未来两届奥运会将是竞技攀岩乃至整个攀

岩运动在我国发展的关键节点。 

（李元等，《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1 期） 

 

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机制 

1981 年首届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的举办激发了国内各地举办马拉松赛事的热情。1998

年开始允许业余运动员参赛，自此马拉松赛事在国内迅速发展。与之相应，我国女性马拉

松参与者的比例呈不断上升趋势，女性参赛者数量和参赛频次逐步提升，国内也出现了专

门的女性马拉松赛事。 

马拉松是一种对体力、耐力和心理极限极富考验与挑战的运动，女性在参与过程中不

仅会对自我身体状况与身体表达产生更多关注与反思，也会表现出不同于固有性别角色与

形象的独立、坚毅、好胜、竞争力和冒险精神等。本文深入分析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

行为意向的社会影响因素与作用路径，辨析其作用机制，以丰富女性体育理论，为推动女

性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新思路。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影响机制，其结果显示：

参与动机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效果最大，与女性业余跑者马拉

松参与行为意向的关联较为密切；社会支持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总影响

效果值最大，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预测作用尤为显著；赛事品牌资产对

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的间接影响效果值最大，总影响效果值排第二，对女性

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参赛能力感知对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

参与行为意向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且在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群体内部无显著性差异，在

不同跑龄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显著性差异；各潜变量对男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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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产生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跑龄的女性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

意向影响因素间也具有显著性差异。 

业余跑者马拉松参与行为意向镶嵌于各种社会力量作用关系中，不同性别群体镶嵌的

社会力量作用关系有其特殊性。应在政府、社会和个体共同努力的基础上，重视女性体育

发展过程中各影响因素及其特殊性，在体育发展政策制订过程中，重视女性群体的利益表

达，培育女性体育组织，促进其他社会力量对女性体育发展给予更多关注与支持，充分利

用各种力量提高女性在体育发展中的话语权和发展权，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以促进女

性体育健康、可持续发展。 

（潘丽霞等，《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0 期） 

 

我国冰雪项目后备人才培养保障政策研究 

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后，我国先后颁布了《冬季项目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中长期规划

（2014-2024）》、《冬奥会项目布局实施方案》、《冰雪运动发展规划（2016-2025 年）》

等重要文件。后备人才是冰雪项目充分发展的重要基石，政策是培养冰雪项目后备人才的

重要保障，因此本文依托国家体育总局咨询项目进行了相关的调查与分析，认为极有必要

对我国目前的冰雪项目后备人才培养保障政策进行研究。 

合理选择政策工具是保障体育政策良好运行的前提。整体上，目前我国体育政策的环

境型工具占比过大，典型如《体育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

若干意见》的具体条文都过于依赖环境型政策工具。在不同地区的体育政策中，供给型工

具和需求型工具呈现各种程度的不足，造成了体育政策的失衡。政策执行一直是我国公共

管理领域的老大难问题，而体育政策执行的研究也是学者的关切所在。体育政策执行偏差

的原因是多样而复杂的，因此必须重视冰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保障政策的执行过程。 

从政策工具角度看，现有的冰雪项目后备人才培养保障政策已具有初步的体系。但现

行的政策工具在类别选择上还存在结构性问题，环境型工具占比过大，供给型工具和需求

型工具不足，使得冰雪运动后备人才的培养缺乏动力，相关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从政策的利益诉求与主客体选择模式上看，现有政策还不能较好地反映政策客体的诉

求，政策客体的认可度不高。政策工具不仅是技术手段，同时也是价值判断，因此政府选

择的政策工具需要受到政策客体的理解与认可，才能保证政策目标的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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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执行与评估角度看，政策执行力尚不足够，评估反馈满意度不够高。地方普遍

反映经费不足，政策执行不到位，对于相关政策了解不清，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这种状况更

为明显。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提高冰雪项目后备人才培养政策内容的可操作性与

量化程度，进一步保证供给型与需求型政策同环境型政策工具三者的平衡；二是我国应该

充分融合社会与市场多方力量，打造多主体协同合作的冰雪项目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形成

以中央政府为指导、地方政府为重点的冰雪项目后备人才培养保障政策体系；三是从实际

出发制定政策，协调政策主体的目标与政策客体的切身利益。 

（张春萍等，《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0 期） 

 

 

体育与健康 

体育与健康：学校体育“健康第一”下的悖论与困境 

“健康第一”在学校体育的贯彻、落实，又直接演绎为学校体育的健康践行。这一方

面是对国家领导人讲话和宏观政策文件（如提出教育或学校教育“健康第一”）的回应，

对于解决和应对（学校）教育的健康问题尽其所能地贡献了体育方案和力量，发挥着有限

健康促进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诸多认识模糊和理论误区，其重要方面即通过体育与

健康之间的悖论、困境予以呈现。 

学校体育将“健康第一”作为指导思想或核心理念，某种意义上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体育的健康效应，但（学校）体育的健康追求也与体育人文价值、体育内在规定存在悖反

和冲突。本文以此三要素构建学校体育“健康第一”及至学校体育发展理论和现实问题的

分析框架，并对学校体育健康追求的误区、局限和注意事项予以反思与厘清，以期为学校

体育“健康第一”寻求合理的定位，也是对学校体育及相关理论-学科体系的丰富和再构。 

体育的人文价值、内在规定与健康追求不仅是考察我国学校体育“健康第一”展开的

三大要素，也是构建我国学校体育发展理论框架的三大立足点。当下学校体育“健康第一”

语境下，体育人文价值、体育内在规定分别面临与健康追求的悖论与困境。本研究主要通

过逻辑思辨和价值分析的方法，提出：1）体育人文价值与健康追求具有不同的向度：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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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承袭体育的文化本质及其人文价值，不应在“健康第一”的优先考量下被弱化和抑制；

基于生物-科学理性和人文价值的区分，学校体育健康追求实则指向生物-科学体育观或广

义生物体育观；《课标》作为学校体育重要实践形式，存在以健康为核心、生物-科学取向

及人文价值不足等问题。2）体育内在规定与健康追求遵循不同的逻辑：当下学校体育实践

中，特定中高运动强度与“健康”关联存在理论缺陷，并导致学校体育兼容性的缺失；体

育运动项目特征、体育的教育-教学活动与健康追求存在冲突或难以契合。3）学校体育“健

康第一”的践行应警惕和预防健康追求下体育的退化。 

学校体育“健康第一”的展开需要对体育与体力活动（或一般性运动）进行区分，需

要在（自然）科学理性与人 文价值理性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学校教育育人语境之下的体

育，不仅是“体”之育（“体”育）和育体，更是多维人。基于“健康第一”实则提示健

康的基础和保障意义， 以及体育对健康的作用有限，学校体育贯彻“健康第一”应体现为

不损害健康及有限促进健康两个层面。以体育人文价值、体育内在规定和健康追求三要素

及其分析框架为基点，也可对我国学校体育及相关理论学科体系予以拓展和再构。 

（熊  文，《中国体育科技》，2020 年第 10 期） 

 

生命关怀视域下青少年身体素养教育需求及路径分析 

生命关怀是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身体素养是教育落实生命关怀的基础

和途径。生物学上的生命是指一切能与外界进行能量交换，维持有机体生存成长的有生死

状态的生命体。然而，人是肉体、心理、社会和精神等多维生命的集合体，肉体生命表现

为以强健体魄获取生存的能力，展示了生命的活力。心理是生命的主导，由认知、情感、

意识组成，良好的心理生命在认知上做到对过去（肉体）生命的理解与总结，在情感上做

到对现在生命的协调与提升，在意识上做到对未来（社会）生命的抉择与追求，有助于人

们把握现在并开创未来。社会生命是人适应社会、立足社会的基本能力与保障。因此，教

育必须从肉体、心理、社会和精神等生命的多维角度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关心和帮助，提高

生命关怀力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身体素养是 Whitehead 在身心一元论和具身认知论的基础上，结合体育进行的全新解

读，强调了身心的不可分割性。身体素养的内涵是为了生活需要而形成的主动身心活动行

为，是在体育的基础上，通过他人教育、自我教育和主动身体行为形成的发展身心，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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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促进和谐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贯穿于生命的多维度和全过程，是追求生命完整

的表达。 

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调研、逻辑分析方法，从生命关怀的角度出发，对身体素养落实

生命关怀的可行性进行探究发现，其身心一体的理论基础是生命关怀的哲学原理，健康第

一的指导思想是生命关怀的根本任务，具身性的身体实践是感知生命关怀的途径，生态和

谐的活动目的是生命关怀的价值取向。但由于功利教育下的重智轻体，技术主义下的身体

静态规训，过度量化的体育追求和社会环境的改变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学生身体主体的

离场，身体活动缺乏，身体素养教育亟待落实。基于此，研究建构了青少年身体素养的培

养路径：以体育教育为核心，坚持生成性教育思维和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开齐开足体育

课，保证学生的身体主体在场活动，注重教师、学生与环境间的多重交流互动，将运动嵌

入身体，将身体嵌入环境，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并将身体活动拓展到生活世界中，推动

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和精神意识的塑造，保障学生的生命完整和全面发展，实现生命

的和谐相处。 

生命关怀视域下青少年身体素养的培养路径有以下几点：生成思维，身体素养的教育

诉求与生命理解；以人为本，身体素养的培养原则与生命尊重；身体在场，身体活动的本

体体验与生命感知；交流互动，身体活动的环境嵌入与生命交流；身心发展，身体素养的

目标达成与生命健康；融于生活，身体素养的拓展实践与生命和谐。 

（张维凯等，《中国体育科技》，2020 年第 10 期） 

 

新兴技术融合发展下竞技运动心理学研究进展、实践与展望 

本文基于《心理技术在我国竞技体育运动中应用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围绕心理技术，

从心理测量技术的专业化与系统化、认知神经科学技术对运动表现的预测、可穿戴设备与

神经反馈技术的结合等 3 个方面，对过去 10 年中竞技运动心理学研究的新进展进行梳理。

结合计算机领域中新兴技术的应用更新，分析新兴技术的融合创新对我国竞技运动心理学

研究与应用的潜在推进作用。围绕运动员心理状态的测量与评价、神经特征预测模型的构

建、动态情境中数据的采集与分析、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调整与反馈等 4 个方面，阐述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心理科技服务的实践探索。据此，提出在新兴技术融合背景下，未来心理技

术在服务竞技运动心理学研究中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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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测量技术虽然在信效度、操作简易性和数据积累上占优势，但对于常年外出训练

和比赛的运动员而言，如何实现不间断的状态监控和及时反馈，如何整合各赛季周期中的

心理测量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比对，以及如何最大程度地满足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个性化需

求，是心理测量技术服务于运动队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在提取关键测量指标后，移动互

联网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为解决这些困难提供了很好的途径：①在跟队服务期间，

采集如焦虑水平、心境状态、人格特征等数据，对运动员基础心理特征进行初步评估；②

建立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在线即时反馈的运动员心理测量云平台，选取重要心理状态指

标进行长期的跟踪监测和反馈；③建立自适应答题模式，减少运动员答题数量，提升测量

效率；④通过长期心理测量数据的积累，借助机器学习方法建立运动员心理状态预测模型。 

借助当前新兴技术的融合发展，针对项目特征，提取项目的核心特征指标，建立与优

秀绩效表现之间的联系，为运动训练和制订比赛策略提供参考。以空中技巧项目运动员为

例，运动员完成空中动作既需对身体翻转姿态进行平衡控制，还需对自身速度和空间位置

进行认知判断，在这一过程中，中枢神经系统能否合理分配认知资源，进行精准调控是动

作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针对如何最大程度地提取项目相关的神经活动特征，并为

心理训练方案的制订和效果评价提供参考，应从以下 2 个方面推进：①基于大脑活动数据

结果，建立个性化心理表象训练方案；②结合静息态脑活动，以及项目的关键神经特征指

标，将运 动员神经活动与绩效表现相联系，建立运动员绩效表现的预测模型。 

当前的反馈技术已能初步实现在神经活动层面的解读和调控，而在 NFT 之前，生理反

馈技术（Biofeedback Training，BFT）是心理服务过程中更普遍使用的技术手段。随着对

于大脑了解的深入， 神经反馈技术开始普及。结合神经反馈技术在竞技运动训练中的使用，

针对冬奥会相关项目特征，该技术当前在雪上项目的心理科技服务中主要包括 3 个方面：

①地面练习中对平衡控制能力的训练；②干扰环境下的注意力专注训练；③缓解运动员的

焦虑状态。 

当前，新兴技术的融合发展为竞技运动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前瞻性的研究方法与工具。

竞技运动心理学研究通过对高水平运动员行为和神经活动的探究描述、解释其运动认知能

力，并借助当前各类新兴技术力量实现对运动员心理特征的提取和竞赛状态的预测。未来

竞技运动心理学在与新兴技术融合中，应从融合新兴技术提升心理测量数据的可利用程度、

借助新兴技术建立绩效表现预测模型、通过新兴技术推动实时反馈在心理训练中的应用 3

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赵祁伟等，《上海体育学院》，2020 年第 11 期） 



体育信息报导 

 

10 

公民体育锻炼意识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探析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 

本研究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旨在探讨在公民体育意识水平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

导致公民体育意识与实际行为悖离的内在原因和机制，以期为公民体育意识向实际参与行

为转化扫清障碍，为完善和调整全民健身政策提供参考。 

基于 2018 年中国公民体育意识与行为调查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为依据，运用描述性

分析、相关分析、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公民体育意识与实际行为悖离”的

原因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经研究发现：1）我国公民体育意识与行为悖离现象的发

生率接近 50%。2）公民体育行为态度维度中的体育情感、体育意愿对公民“体育意识与

行为悖离”发生的可能性均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公民体育情感越浓、体育意愿越强，

“体育意识与行为悖离”的发生概率越低。3）公民体育主观规范维度中的“责任担当”、

“从众心理”、“周围人的劝说和建议”只是公民做出体育行为决策时的参考，对公民体

育意识向行为转化并不会起太大的作用。4）公民体育知觉行为控制维度中的体育技能、体

育意志对“体育意识与行为悖离”均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体育技能越好、体育意志越强，

“体育意识与行为悖离”发生的可能性越低，体育意识转化为行为的几率越大。5）公民体

育行为意向对“体育意识与行为悖离”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6）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体育

意识与行为悖离”均无显著影响。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就完善和调整全民健身政策建议：1）公民的内生体育情感、行为

意愿、意志和意向能对公民体育行为选择产生深刻影响，有助于降低“体育意识与行为悖

离”发生的可能性。因此，国家要想提高体育人口总量，还需要不断通过广播、电视、网

络等媒介宣传全民健身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强化公民体育情感，提升体育活动的

吸引力，激发公民参与体育活动的意愿，培育公民体育意志，将推进全民健身活动的重点

放在“内生动力”上，也就是在公民体育意识向行为转化方面下足功夫。2）公民体育技能

是影响体育意识向体育行为转化的重要因素。因此，通过学校体育教育和社会体育技能培

训，提升公民的体育素养和参与体育活动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参与其中，应成为新时

代深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不可或缺的内容。 

（许登云等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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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道体育健康休闲共同体构建与诠释 

基于“健康中国”、“国家治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发〔2019〕40 号）》

颁布等背景，运用文献法、逻辑分析法，从社会需求、家庭需求、个体健康需求等 3 个方

面解析了城市绿道体育“健康休闲共同体”建构的应然性；并将城市绿道体育健康休闲共

同体界定为“城市居民基于身体健康或实现身体健康这一共同需求，以城市绿道体育场域

为身体练习公共关系空间，而形成的团体或组织”；最后，对构成这一共同体的共同价值、

公共权威、公共资源、公共场所、公共活动等基本要素，进行系统诠释。 

城市绿道体育场域提供的公共体育休闲空间以及所倡导的和谐、生态、共享理念已经

成为缓解城市“亚健康”的重要途径与手段。我们这里讲的“城市绿道体育健康休闲共同

体”虽然存在多元主体组织类型，而且各类组织又有着不同的职能与结构，但是出于对健

康价值的认同，并形成共同的锻炼身体价值主张。从“价值—认同—行动”的链式反应层

面分析，“城市绿道体育健康休闲共同体”也是一个价值共同体、目标共同体和利益共同

体。 

我国绿道体育作为城市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宜居、安居、幸福感等建

设的民生工程，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打造等各个建设与运营环节，始终具有相当的政治职能。

城市绿道建设政府（国家）始终“在场”，表现为“政府代言国家与政府购买服务”、“政

府委托”、“政府主导”等。 城市绿道体育“健康休闲共同体”构建及其公共空间运营过

程 有政府公共权威介入，将保障“共同体”及其公共空间有序运转。 

我国城市绿道体育空间公共性建设，有利于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各阶层交流，相

互融入社会。与原来的城市普通点状、带状绿地等相比较，城市绿道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多

日常体育休闲去处。同时，城市绿道体育公共性还不断强化空间可达的人本化与均衡化，

在空间资源配置、获取等方面，从源头上兼顾提升儿童、残疾人以及老人等社会弱势群体

的绿道体育休闲空间资源获取的机会。 

城市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应结合社会各个阶层与各类社会群体的特

征以及基本体育需求，在体育设施与体育空间资源配置等的布局、定位、服务与产品开发

等方面给予保障，使最广大城市群体在不同区域都能获得这一基本公共服务。城市绿道体

育公共空间是一种可以自由参与，并伴随一定情感互动与信息流通的意义空间与物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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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城市绿道体育健康休闲共同体的“公共场所”泛指为由小区、社区、城市以及区域

绿道所提供的 4 级体育休闲空间体系。 

当代社会，呈现以家庭为单元、契约为纽带，加之日趋空心化的社区现状与陌生的邻

里关系，亟需共同体式的公共活动参与，来建立起个体、单个家庭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城

市绿道体育“健康休闲共同体”倡导通过参与绿道体育改善生活质量，构建共同参与、协

商的城市社区公共活动平台。 

随着我国城市绿道网络的转型升级，城市绿道体育公共服务及其公共产品完善与丰富，

民众参与绿道体育所表现出的幸福文化特质已经从传统文化意义的幸福模式，改变以物为

本的传统幸福观念，拓展到个性化与多元化的幸福文化相融模式。 同时，人们又通过自己

的创造行为重建起新的幸福伦理价值体系。城市绿道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满足了民众日

常娱乐、游憩、健身与休闲等需要，满足了民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社会交 往、社会互助

等需要，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对更高人生境界的追求，有助于引导人们在幸福文化特质发展

与塑造上与社会主流文化发展相统一。 

（王锥鑫等，《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 5 期） 

 

 

人文社科 

 区块链治理 ：我国社会足球智慧治理的创新路径研究 

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治理领域是多元治理模式在内容上的创新，被认为是区块链发展

的高级阶段。当前，治理的实践正在从运用国家权力进行统治，逐渐转向政府和非政府多

个主体通过协作完成各种政策指令。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多主体协同治理被广泛应用 于

社会治理领域，强调在治理过程中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局面。 区 

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特征为多元治理提供了全新路径。 

块链技术具有分布式存储、去中心化、去信任、透明性等特征。其治理逻辑主要有：

分布式象构摆脱了对第三方中介的依赖，点对点的方式实现了信息共享的安全与高效；参

与治理的多方达成共识并保持数据一致；使用能够匿名的数字货币， 能更好地保护用户在

实际交易过裎中的支付行为，既能做到匿名又能便于监管机构追踪；在分布式账本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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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信息、物流、设备运行的数据，全部在同一账本上共享；监管部门可作为区块键上的

特殊节点，做到扁平化监管；公开源代码。 

社会足球也称为草根足球，是指人们在闲暇时间开展，以强身健体、娱乐身心为主要

目的进行的民间业余足球活动。此项目具有大众性、非职业性、非专业性和非营利性等特

征。但也有政府角色定位模糊，地方足协管理失位；缺少监督与行业自律，体育违规问题

频发；足球社团缺乏法律保护，基本权益无法保障；体育公共服务配置效率低，活动资源

配置落后这些问题。 

就区块链应用于社会足球治理的角度来说，分布式治理模式有助于提高社会足球的跨

部门治理能力，符合社会足球参与主体复杂的独特属性。在社会足球社团的内部监管层面， 

区块链共识机制能够取代现阶段参与成员仅靠口头约定或其他约束力不足的情况，引导组

织成员提高自身参与素养，履行社会责任，减少有损于社会足球发展的负面行为。区块链

系统基于共识自动判断触发条件，可保障交易自动执行，能够极大地提升运行效率，有利

于实现社会足球治理的高效运转。区块链理念有助于实现社会足球治理的信息、 价值和秩

序的互联， 通过构建多中心治理结构和多维度的治理平台，形成集体参与的社会治理系 统， 

创新构建资源整合、数据共享的社会足球治理新路径。 

区块链技术可以对大量资源进行数据化处理，实现资源供给者与需求者的无缝衔接， 

优化供给和需求之间的渠道，保障相关资源的高效利用。 基于区块链理念的社会足球治理

模型，着重从 3 条路径进行建构：1）“政府部门一教脊部门一地方足协一社会企业”等跨

部门合作路径；2）“足球联盟一足球社团一参与群众”自治路径；3）“社会足球监督、

保障、供给机制——足球联盟”P2P 精准治理路径。 模型基于区块链式的分布式联结技术， 

使“外部始理”与“内部治理”实现串联，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社会足球治理新格

局。 

（郝文鑫等，《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 6 期） 

 

体教融合发展中的高考动力因素 

如今，体教融合取代体教结合进入历史舞台，发展目标从服务于竞技体育升级为服务

于青少年的全面发展。从事物的发展规律而言，理念的升级虽促使发展思路转变，但并不

会导致原有问题的自动消失。换言之，以往研究提到的关于体教结合发展的制约问题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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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对体教融合发展制约因素的判断，而对这些制约因素的化解，高考仍是不可或缺的“利

器”。  

从现有高考体育实情看，体育入高考的历史不可谓不长，考试方式也不可谓不多，但

结合《意见》的主旨看，这样的高考体育方式还不足以有效助推体教融合的发展。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1）在高考的压力下，即使学生及其家长与学校都知道体育对健康的

积极价值，也不得不因高考而轻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体育。2）从体教融合的前身即体 

教结合走过的历史看，显然希望学校体育在促进普通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同时，承担起为

为国家培养高水平竞技人才的责任。但需要说明的是，招生方式只是影响高校培养高水平

竞技人才的前置因素，真正的重点还在于人才培养模式。3）“强基计划”明确“把体育测

试结果作为录取的重要参考”这一政策要求，对促进普通学生重视体育无疑会产生积极作

用。然而，就各高校“强基计划”招考中的体育测试内容而言，其作用有多大还需进一步

观察。另外其测试方式并未涉及考生的体育技能掌握情况，对于普通学生体育素养水平的 

升作用十分有限。 

从促进普通学生健康成长这一主旨看，体教融合欲使高考从制约其发展的瓶颈转化为

其发展的动力， 至少需满足以下 3 个条件：1）让高考体育与普通学生的升学产生关联；2）

避免因高考体育造成学生学习负担加重；3）避免因高考体育导致高考的组织成本激增。欲

使高考体育与普通学生的升学产生关联，最简便的做法就是在现有高考科目中增加体育，

将体育考试成绩计入高考成绩。这也是目前提议将体育纳入普通高考人士的主流想法。2014

年出台的新高考改革方案为此供了新的思考空间。 

当然，从具体操作层面而言，还有如什么，怎么评，怎么用这些问题亟待解决。通过

运动技能实践的视角，可以观察到个体在运动技能实践中的道德品质（体育品德）、身体

能力的强弱（体质健康）、运动技能的习得与运用表现（体育行为）以及对运动技能与健

康关系的知识理解（体育知识）。若能将个体运动技能、体育品德、体育行为、体育知识、

体质健康的客观测量结果纳入一种模型，则可便于对个体的体育综合素质做出客观评价。

另外，通过负面清单的形式客观记录学生在运动技能实践中的道德品质表现。如此，既可

促进体育育人价值的更好实现，也可与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提出的学科核心素养相契

合，更可增强评测结果的客观性。同时，国家层面应加快推动普通高校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进行录取的改革步伐，明确各高校以适当的方式将学生体育素养水平作为录取依据，让新

高考改革的制度设计得到真正落实。也可先在与体育、健康关联的普通专业招考中试行，

再逐步延伸到其他专业。在体育素养水平作为录取依据的实践探索逐步成熟之后，可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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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专业录取中建立同等条件下体育素养水平高则优先录取的机制。在体育素养水平作为 录

取依据在普通招生录取中成熟应用之后，可逐步取消“体育类统考”、 “体育单招”、 “体

育特招”考试。各体育类招生可根据专业与人才培养的需求，分别采用体育素养综合水平

与各维度水平相结合作为录取依据的办法。 

（唐  炎等，《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 10 期）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学理构成、现实弊端      

及治理策略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运行机制是组成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系统的各个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

制约、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各个要素发挥功能的过程、作用原理及运行方式。参考

已有对运行机制问题的理论研究，结合现阶段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相关理论及具体实

际，从学理上可将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归结为七个机制系统：决策（规划） 机制、

供给机制、需求表达机制、融资机制、激励机制、 监管机制、评价机制。其中，在农村体 

育公共服务的发起阶段，决策（规划）机制起着主导作用，在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的实施阶

段，供给机制、需求表达机制、融资机制、激励机制、监管机制起着主要作用，而在农村

体育公共服务的评价阶段，评价机制起核心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发起、实施、评价三个阶段环节不可截然分离，各

机制间相互联系、影响和作用。而在农村体育公 共服务实践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后

续农村体育 公共服务实践的完善和推进，在其重新规划决策或实 施计划的调整完善中，

也必须鉴于前期农村体育公共 服务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故前期评价环节和评价机制 的作

用就显得不可或缺。应根据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建设的实际，充分发挥不同阶段主导性机制

的作用，全面整合协同性机制，凝聚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系统的合力。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现实也存在着些许弊端。如：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决策机

制不健全，科学化民主化决策程度有待提高；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需机制相脱节，供需机

制的结合程度尚有待加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融资机制缺失，激励机制有待建立和强化；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监管机制不力，评价机制有待改进和完善。因此，在促进农村体育公共

服务运行机制完善的治理方面应注意深化相关理论研究，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



体育信息报导 

 

16 

完善提供参考；注重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整体建设，发挥其联动效应和功能；加

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各具体运行机制建设，提高其运行效率和效果。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十九大报告 中

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作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开展中的一只“无形的手”，农村体育公共

服务运行机制的保障作用不容小觑。因此，新时期加强农村体育公共服务运行机制的学理

研究和治理完善，可谓当前一项十分有益而必要的工作。 

（胡庆山，《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1 期） 

 

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精细化治理：动因分析、价值

场景与推进路径 

基于我国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治理转型的现实状况，围绕着为什么转型、向什

么方向转型以及如何实现转型的逻辑主线，系统梳理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精细化治

理的动因与价值场景，并探索性提出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精细化治理的推进路径。

旨在抛砖引玉，以期未来有更多学者深入探索与挖掘，丰富现有的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 

风险治理体系与框架，为创新我国社会治理模式、提升我国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供

本土化的理论支撑。 

精细化治理代表着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基本方向，也是未来大型体育赛

事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主导性策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大

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现实困境的消弭、技术驱动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治理

的机遇、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理论创新的要求、人民美好生活与高质量体育赛

事发展的迫切诉求，构成了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精细化治理的动因。大型体育赛事 

公共安全风险精细化治理的本质就是以增强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防范的精准性为靶

向，通过对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流程的精准把控、治理主体的精确识别、治理

效能的精益打造，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为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大

幅度 跃迁插上坚硬的翅膀。 

大型体育赛事系统的复杂性带来的脆弱性风险是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有效治理

的最大天敌。 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理念——亟需确立未雨绸、主动治理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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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培育精细化治理的风险文化。治理过程——强调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分类治理；

强调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分级治理；强调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分责治理。治

理技术——从硬件装备上重视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智能化信息平台的建设和维

护；从顶层设计和智库体系上重视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软支撑。治理格局——，

应当摆脱单核治理的“结构洞”，把多元利益主体真正吸纳到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

精细化治理体系中来；构建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精细化治理信任机制、协调机制与

评估机制。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有效治理是一个有机、统一的互嵌体，只有发挥治

理合力，才能实现体育赛事公共安全风险精细化治理，以此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更好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安全需要，建设

美好体育生活。 

随着我国大型体育赛事国际化、职业化、产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型体育赛事公共安全

从危机管理到风险管理到风险治理，再到风险精细化治理的范式转型是应对大型体育赛事

公共安全风险问题的必然趋势，也是大型体育赛事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需求。 

（曾  珍等，《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 11 期） 

 

民俗体育的身体技术与“关联场域”——基于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鄂乡“鼓车赛会”的田野考察 

以鄂乡鼓车赛会为田野个案，将莫斯、布迪厄、艾约博有关身体技术的社会学理论作

为分析框架，聚焦鼓车赛会中“鏖战”的身体技术与“关联场域”问题，通过田野经历获

得的经验材料作为民族志叙事的线索来细致分析“鄂乡鼓车赛会如何可能，鏖战的 身体技

术又是如何表达的”，并基于此进一步指出民俗文化保护的核心基础在于何处，为国家文

化保护提出具有类型学意义的建议。  

鼓车作为民俗赛会的专用器物，整体上由“鼓”、“车”、“梢绳”三大硬件组合而

成。鼓与车的合一要靠梢绳稳固，当地人将这一结合过程称为“撒鼓”，兼有整理、装扮

之意。梢绳的作用不独为撒鼓，还有供民众牵拉梢绳发力使车前行的作用。撒鼓后，梢绳

会顺延鼓车的双辕向外延伸出 10 米开外，以供村民们“拎梢”。撒挂好的鼓车一定是要保

持鼓车整体重心恰到好处的，重心靠前靠后均不利于鼓车鏖战竞技水平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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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车赛会特有的身体技术、行为惯习尽管储存在每一个村民的身体之内，但竞技行为

的准确位置更应处于鄂乡整体性的“关联场域”之中。首先，鄂乡的男人都会拉鼓车，但

当鼓车道损坏或没有撒好的鼓车时，谁也无法将其高超的技艺与彪悍的体能施展出来。其

次，鏖战中的身体竞技系一种“分置性体能运动”，不同位置的人员要时刻保持自己的运

动状态，以便应对鼓车的速度、平衡、转向离心力、换梢流畅性等。但是当鏖战参与者一

旦在日常劳作的身体体验方面发生变化时，鏖战中的竞技表现也会随之变化。再次，鏖战

需众多的人员配置及接力储备人员方可完成，社会分置性要求有稳定的父子、宗亲、地缘

及村际关系来作为坚实后盾完成鏖战中的合作。最后，民间信仰为鏖战提供了“竞技性呈

献”的基础，若无争相的“祈报昭格”恐怕鏖战技术表达的行动意向亦会随之式微。总之，

作为鏖战的身体技术始终受制于客观的器物系统，具化在参与者的身体内，分置在不同群

体的社会关系中，镶嵌于民间信仰体系之上。 这些关联场域共同形成了一个整体性系统，

内部不同场域间关系的消长变化最终都会体现在鼓车赛会的竞技展演之上。在很大程度上

鼓车赛会的呈现就是器物状态、劳作模式、社会关系、信仰体系以及相应的村落自然、村

民心境、村落秩序、市场结构与国家政策环境的一种综合且含蓄的表达，但也可看得出，

关乎民众生存的劳作模式在其中确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不同“关联场域”之间在

实践互动的层面上是混融为一体的。由此，统领性的说法“人在艺存，人亡艺绝”便不攻

自破；若地方生活世界中的具体“场域”发生变化则会隐晦地改变民俗文化的样态。所以，

从类型学角度来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民俗体育文化保护的核心基础并不是少数

技艺在身的“传承人”，而是营造生活世界的整体性保护策略。 

本研究是在莫斯有关身体技术的基本学术立场框架下进行的一次具象化分析，结合布

迪厄的惯习“具身化”观点与艾约博有关“器物”的思考，研究不仅在总体上分析了“器

物”、“身体”、“社会”、“信仰”几个前人关涉到的“关联场 域”，同时也进一步讨 

论了“关联场域”与“身体技术”之间的共同变奏问题，可以看到“场域”变化与鏖战技

术表达之间的“或然”关系。并且也追溯了影响文化关联场域的渊薮，是围绕生存资源获

取与分配的劳作模式的质变。莫斯虽然强调“身体技术的参与过程中强化了社会关系的区

分与认同的边界”，这一点与韦伯、道格拉斯有关仪式功能的见解相呼应。但值得慎重思

考的是，只有在“整体文化关联场域”相对稳定时方可适用，当文化关联场域发生变奏时，

或许更适恰的观点应该倾向格尔茨巴厘岛斗鸡研究。民俗体育与生活世界确是一种“相表

里”的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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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通过分析得出，鄂乡鼓车赛会所呈现的身体技术同时并置于地方特有的物质环境、

劳作模式、社会关系及信仰体系等“关联场域”之中，具化在民众身体之内的民俗技艺所

发生的任何微妙变化均源自于“关联场域”的局部或整体变化。该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的

视角验证并回应了有关“身体技术”的一般社会学理论，亦在提出“非遗”保护的类型学

问题的同时重申了国家“非遗”政策中“整体性”保护原则的重要性。 

 （王若光，《体育与科学》，2020 年第 6 期） 

 

 

体育工程 

“全数据”驱动下篮球教练员科学决策的案例分析      

——以 2018-2019 赛季 CBA 联赛广东男篮为例 

一、篮球教练员科学决策的内涵特征 

现代决策理论主张把经验决策与科学决策结合起来，实现决策的科学化。结合决策理

论中对科学决策的描述，将篮球教练员科学决策的主要特点归纳为：有科学的决策机制；

遵循科学的决策程序；特别重视智囊团在决策中的参谋咨询作用；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科

学方法。 

二、篮球教练员科学决策的实施路径 

实现科学决策需形成决策流程化作业，严格控制信息收集、处理、分析、策略生成和

方案实施等环节。在决策的过程中强调方案的生成和抉择的过程，是决策活动的关键环节。

解决决策时间限制，“质”“量”要求以及过分依赖经验式决策等问题的根源是优化方案

的环节。“全数据”驱动下结合科技手段和方法，提升决策相关信息的处理效率和准确性，

实现科学决策。现有的运动赛场的实时视频和数据收集处理技术以趋成熟，但是缺少对篮

球运动专业视角的解读。若能将科技工具与实践需求结合，实现比赛信息的“全数据”和

自动化处理，将大大提升对比赛的分析成效，帮助教练员提升决策效率和准确度。 

三、广东男篮教练员科学决策的案例分析 

1、确立“小球”、“快打旋风”先进的战术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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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赛季的广东男篮正式顺应了时代潮流，以“快速”作为建队之本，对比两赛季，快

攻的使用率不仅提高了 11.4%，效率也从 1.202 分提升至 1.235 分，以每场比赛 100 次球权

为例，广东男篮在每场在快攻环节要比上赛季多使用 11.4 次，通过快攻多得 12.5 分。同时，

弱化了内线低位进攻的比重，提升了挡拆持球和定点投射的使用和效率。这样不仅让核心

球员易建联在绝大多数比赛中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调整，而且激发了包括徐杰、胡明轩、赵

睿、曾凡日等新人的活力。 

2、依托后方技术支持，组建完整且分工细致的教练团队 

以杜锋为首的广东男篮教练团队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方面人员结构庞大但是分工明确，

职责清晰; 另一方面在教练组的背后有一支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篮球分析团队为其提供技术

支持。 

在教练员决策的过程中，具备多年 CBA 联赛执教经历的欧洲教练伊戈尔作为首席助

教，负责球队总体战术决策的建议工作；来自美国的克里斯教练主要完成对对手攻防特点

的分析工作；斯吉塔斯作为体能教练员负责反馈和监控本队球员的身体状况和体能状态；

拥有二十多年青训和球队管理经验马永忠负责国内球员的管理和沟通工作。 

4 位助教以外，球队还配备了专职的录像分析师，并同北京体育大学篮球分析团队达

成合作，负责全赛季广东男篮的视频分析和数据分析服务。此外，后勤保障组都由经验丰

富的医生、康复师、球场翻译和生活翻译组成，为球队完成伤病防治、疲劳恢复、技战术

信息沟通以及外援的生活需求等细致且极其重要的工作。 

3、构建“全数据”的数据视频信息系统 

大数据时代的思维变革给信息库的工作方式提供了思路，追求“全数据”，即将样本

容量扩充至总体，彻底摒弃大数据时代以偏概全的数据模式。 

在“全数据”的要求下，广东男篮全赛季使用了 Synergy sports 数据库作为数据基点，

结合北体大团队的高阶数据分析系统对全赛季广东男篮比赛进行持续追踪，形成对整个联

赛从对手到自身的全数据处理。针对下一个对手进行视频分析和数据分析，通常需要对该

对手就近 3 场比赛进行视频分析，遴选出的视频片段数量超过 400 个，这些片段需要在助

理教练和主教练的再次挑选后，在准备会中呈现给球员。庞大的赛前信息处理工作，最后

集约成 15min 的视频报告，去粗取精，提高了球员获取有效技战术信息的准确性和备战的

效率。 

4、采用专业的攻防体系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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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数据”信息的支持下，大量战术形式的交错叠加势必会增加教练员决策的难度。

广东男篮的教练组对其“去伪存真”的加工，剥离低概率和低效率战术信息，并结合自身

实际特点，预测分析对手的攻防预案。不仅没有被复杂多变的信息所扰，反而最大化地提

升了“全数据”对对手战术体系规律性和前瞻性认识效果，为精准备赛提供强力保障。 

5、制定冗余的战术方案及多变的策略矩阵 

比赛方案包含 4 部分：(1)比赛节奏中明确了“快”和“应对快”的策略，并且在具体

要求中提到了通过保护后场篮板和快发底线球来实施“快”的打法，当然预案中也做了当

“快”受阻后在阵地进攻中的要求。(2)阵容搭配中，调整马尚代替维姆斯出任首发，并且

明确了对方重要球员菲尔德和斯托克斯的对位人员。在具体要求中对每节的阵容提出不同

的比赛目标，应急方案中更是预设了“内线吃紧”或“防守不利”时“五小阵容”及防守

人员调整的方案。(3)防守战术策略部分，明确了全场“221 区域紧逼”的使用，以及在半

场阵地防守中对对方双外援主要进攻方式的防守策略，并且针对上述 3 点准备了应急预案。

“122 全场区域”、应对挡拆的夹击和换防以及应对内线进攻的联防都成为针对不同情况

的有力武器。(4)进攻战术策略部分，清晰的设置了开局攻击菲尔德的战术要求，并且对于

应对联防、“14s”时刻、节奏调整时的战术都有明确的布置。同时，杜锋指导还为球队在

进攻困难时、暂停后、关键时刻准备了一系列的特殊打法。 

（张铭鑫等，《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不同等级篮球裁判员多目标视觉追踪实证研究 

一、研究目的 

采用多目标追踪试验范式（MOT），通过改变球数量的多少来检测高水平篮球裁判员、

一般水平篮球裁判员和普通体育生在多目标任务追踪过程中的表现，揭示高水平篮球裁判

员和普通体育生在多目标追踪任务表现中的一般规律，为篮球裁判员的选拔及培养提供训

练与运动认知的理论实据。 

二、研究对象 

招募上海地区篮球裁判员和某高校体育系本科生共计 53 人。根据不同裁判员等级分

为专家组、普通组和新手组。其中，专家组高水平篮球裁判员 16 名，普通组一般水平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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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裁判员 17 名，新手组体育系普通学生 20 名，3 组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且无色弱、

色盲和精神方面的疾病。 

三、研究方法 

该项试验为组块设计试验，试验为被动观察，总试验次数为 80 个试次，分为 4 个大组

块，每 2 个大组块间休息 3min。每个大组块中有 4 个重复组块，分别为追踪 2 个目标（L2）、

追踪 3 个目标（L3）、追踪 4 个目标（L4）和追踪 5 个目标（L5）。4 个条件随机出现，

且重复组块间间隔 10s。每个重复组块中有 5 个小试次，即每个组块中追踪每个目标都有

相同试次 5 次，且标注目标球及移动方位均随机。每次小试次间休息 4s。最后，通过参与

者对整个试验中每个试次做出的按键选择来记录其正确率。 

用 MATLAB 编写试验程序。整个屏幕背景底色为黑色，中间有矩形灰色区域为试验

对象移动范围区域。具体方法是，屏幕上的注视点呈现 0.5s，然后在灰色矩形背景上呈现

10 个相同的对象（小球），所有对象初始都为蓝色，经过 0.5s 后，其中 2 个（L2）、3 个

（L3）、4 个（L4）或 5 个（L5）对象变成红色，在 2s 之后，再恢复到蓝色。1.5s 后，对

象开始随机无规则运动，持续 8s，且这些对象之间相互排斥，且与矩形边框排斥，并每 1s

转变一次方向。8s 停止移动后，部分对象（数量等于目标对象的数量）变为绿色（标注）

参与者通过按键“0”“1”“2”“3”“4”或“5”表明多少绿色小球是最初指定为目标

的对象。 

该研究过程中，10 颗蓝色小球相当篮球场上 10 名篮球运动员，而被标注小球相当于

裁判员在赛场上观察时赛场中的矛盾点，圆球的运动模拟比赛的实际情况，以随机运动来

考察被试目标追踪情况，每一小试次相同，标注球数不同，完成总时间为 40 min 左右。 

四、结果讨论 

1、一般水平裁判员与普通体育生结果对比分析 

行为结果分析和独立样本 T 检验显示，一般水平篮球裁判员与普通体育生相比，在追

踪目标数量为 2、3 和 4 个数球上无明显差异，但在追踪 5 个目标球上却呈现显著差异。 

普通体育生由于所从事的专项不同，对于高难度目标注意能力的个体间差异十分明显

且波动幅度很大。这说明对于具有一定运动基础个体的视觉追踪目标能力在不同的人之间

存在显著差异。而这对于篮球裁判员的培养与选拔具有良好启示，可以将最初视觉具有较

高多目标追踪能力的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2、高水平篮球裁判员与一般水平篮球裁判员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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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试验对象正确率以及百分比均值分布情况中，高水平组均高于一般水平裁组，两

者在追逐 3、4 个目标数量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追逐 2、5 个目标数量球时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执裁，一般水平篮球裁判员随着经验的积累，其多目标追踪

能力也进一步有提升。 

在追踪 2、3、4 个目标球时，一般水平篮球裁判员正确率分布跨度较大，而高水平篮

球裁判员跨度小，说明高水平篮球裁判员在多目标追踪过程中较一般水平更加稳定。在追

踪 5 个球时，高水平篮球裁判员跨度较一般水平大，但却具备统计学意义。本次试验选取

的高水平被试对象有少数人为新晋国家级裁判员，相对于时间较长的国家级或国际级篮球

裁判员来说，重大赛事的执裁机会还相对较少，且执裁年限相对较短，目标追踪能力较老

资历的优秀裁判员差。而高水平与一般水平裁判员在追踪 2 个球时，统计学意义十分显著，

说明高水平裁判员与一般水平裁判员在追逐单一矛盾点时，高水平裁判员观察更为细致，

抓关键信息更为准确。 

3、高水平篮球裁判员与普通体育生对比分析 

通过高水平篮球裁判员与一般水平篮球裁判员的对比分析，一般水平篮球裁判员与普

通体育生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在最高数量的目标数追踪中，2 次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但在其余数量目标追踪中，绝大部分试验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于是，进行了高水平篮

球裁判员与普通体育生之间的差异对比，以此观测更具专业化的裁判员是否具备优秀的多

目标追踪能力。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追踪球平均正确率百分比显示，2 组追踪球数正确率

都因球数的增加，整体正确率呈下降趋势，但组间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特别是在追

踪 5 个球时，追踪目标主效应十分显著（P<0.001），说明高水平篮球裁判员在多目标追踪

注意球数量方面的整体能力较普通体育生存在明显优势。通过长时间比赛经验的积累，以

及更高、更快、更强的执裁比赛锻练，最初的视觉注意多目标追踪能力是可以得到显著提

升的。 

(王天阳等，《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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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智能手机运动 App 自我监控日常体力活动的实验研究 

一、研究目的 

以静坐少动的白领为研究对象，探讨应用智能手机运动软件自我监控体力活动对体力

活动量的影响，以期为今后智能手机在体力活动自我监控中得到更好的应用。 

二、研究对象 

选取 38 名广州市白领作为本研究对象，男性 15 名，女性 23 名，年龄在 35-45 岁之间。

受试者要求拥有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可以安装动动健康运动软件、无运动禁忌症、使用运

动软件进行健身锻炼自我监控的习惯。受试者共同特点为工作、生活规律，且工作中基本

采用坐姿，属于久坐生活方式群体。 

三、研究方法 

受试者下载安装动动健康 App，了解其功能和如何使用后，要求受试者全天打开该软

件 1 周，以便了解实验前受试者体力活动量，这 1 周内要求受试者的生活习惯保持和往常

一样，只是每天打开动动健康软件于每晚睡觉前截图将数据上传至指定微信号。研究者根

据受试者这一周的体力活动量，对每名受试者安排下周的目标步数，且要求接下来每周步

数较上一周增加 20%，共为期 12 周，实验期间当步数达到一万步后步数不再增加。体力

活动的评定参照 IPAQ 国际体力活动专家委员会的建议和公共卫生指南，将体力活动分为

不活跃和活跃两种状态，其中体力活动活跃指符合下列 3 项中任何一项：1.重度体力活动

大于 3 天每周，每天不少于 20min；2.中等强度体力活动大于 5 天每周，每天不少于 30min；

3.每周中重度体力活动合并累计不少于 5 天，且合计能量消耗达到 600METs/min。 

四、结果与讨论 

1、在应用智能手机自我监控日常体力活动前有 65. 8% 的白领体力活动处于不活跃状

态，其中交通体力活动不活跃状态占比 78. 9%，休闲体力活动不活跃占比 50%，如单从以

步行活动量来评判，白领工作日步行活动量平均为 5430 步，休息日活动量大于工作日但

也只有 5893 步，表明白领体力活动量基本都处于缺乏体力活动的状态。其原因可能与社

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人们生活方式改变有关，人们休闲时间更多选择看电视、

用计算机等久坐少动方式为主，交通更多依靠轿车出行而不是步行或者骑行等有关。 

2、利用智能手机运动软件进行为期 3 个月的自我监控干预日常体力活动后发现，体力

活动活跃占比由实验前的 34. 2%增加到 94. 8%，其中增加的体力活动类型主要为交通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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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由 21. 1% 增加到 78. 9% 和休闲体力活动由 50% 增加到 92. 1%，职业和家务体力活

动增加不明显，这可能与受试者的工作方式以及经济状况有关。分析运动步数数据发现，

从第 8 周开始，不管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步数平均值都超过了 1 万步，进一步分析每个时

间段运动步数的情况发现，工作日在 6: 00-8: 30、17: 30-20: 00、20: 00-22: 00 这三个时间

段的步数显著增加，从白领工作行为来分析，一般 6: 00-8: 30 时间段是早上去上班路上的

时间，而 17: 30 －20: 00 主要是晚上下班回家路上的时间，20: 00-22: 00 时间段是休闲活

动的时间，这进一步说明了工作日白领主要通过增加其交通和闲暇时间的活动量来达到锻

炼目标。从休息日不同时间段步数结果分下来看，与工作日不同的是白领在 8: 30-12: 00 的

步数明显增多，而 17: 30-20: 00 时间段无明显变化，说明白领休息日习惯在上午和晚上进

行锻炼，从而达到运动目标。 

3、应用智能手机运动 App 进行自我监控能有效增加日常体力活动水平，其内含的行

为改变技术可能与目标的设定、自我监控和表现反馈有关。基于控制理论的目标的设定、

自我监控和表现反馈被认为是体力活动干预中较为有效的 BCTs。研究显示采用目标设定

干预方案可以明显提高视障生体力活动量。然而这种干预的效果能否在干预结束后继续保

持，哪些干预手段能够延长干预效果，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需要进一步探究。 

（胡永芳等，《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 5 期） 

 

运动护齿及下颌骨矫形复位器在体育运动中的应用研究 

一、运动护齿与运动损伤的防护 

1、运动护齿的分类 

（1）预成型运动护齿也叫做现货型运动护齿，通常由 EVA 或聚氨酯制成，形状类似

一个 U 形槽，通过紧咬牙进行固定，保护作用十分有限。（2）口内成形型运动护齿也被

称为“煮—咬”型运动护齿，它由热塑性材料制成。该类运动护齿在热水中浸泡后会变得

软化，随后放入口腔中，通过用手指、舌头配合咬合和吸吮等动作对其进行塑形，防护能

力较好，佩戴感也较为舒适。定制型运动护齿虽然也由 EVA 制成，但与前两者相比，它

具有更好的缓冲效果，能有效降低牙折裂发生的风险，定制型运动护齿不但不会影响运动

员在运动过程中呼吸及说话，甚至可以改善运动员的摄氧能力，并且能预防轻微的创伤性

脑损伤及脑震荡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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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护齿的防护机制及效果 

（1）口腔及颌面部创伤：在水平力撞击过程中，运动护齿可以使上下颌牙列分离，并

吸收或分散冲击力来防止牙齿骨折或脱位。而在受到垂直力撞击时，运动护齿可以通过固

定下颌骨和吸收冲击力来防止下颌骨骨折。此外，运动护齿可以将牙齿与软组织分开，从

而减少软组织的挫伤和撕裂伤。 

（2）脑震荡：运动护齿可以通过调整下颌的位置来吸收通过颅底传递到大脑的冲击力，

从而降低由于直接打击颌骨而导致脑震荡的可能性。然而也有一些研究表明使用运动护齿

是否可以降低脑震荡风险的证据并不确凿。 

3、运动护齿的不足之处 

语音障碍是运动护齿最受到诟病的问题，尽管使用定制型运动护齿并不会发生这种问

题。其他的问题包括呼吸困难和偶见的全身不适。如果运动护齿咬得过紧或运动护齿太厚

还会导致颞下颌关节盘前移位。运动护齿可以提供额外的面积供菌斑附着，阻碍唾液的冲

刷作用，再加上运动饮料中含有大量糖分，可能会增加龋齿的风险，还可能加重口腔粘膜

损伤。 

二、下颌骨矫形复位器（MORA）与运动表现的提升 

1、下颌骨的位置与人体姿势 

科学研究和临床实验均证实了颅颌骨和颅颈部功能障碍之间的解剖功能和病理生理学

联系，并将生物体的各个功能模块汇聚在一个统一的“张力—姿势系统”中。当运动员患

有颞下颌关节或处于病理性的姿势状态时，对其进行咬合治疗可能对成绩有较大的改善，

这是由于“张力—姿势系统”的改变而引起的。 

颞下颌关节作为双侧关节，可以控制头部的位置，从而影响整个身体的稳定性和功能。

颞下颌关节的对称性直接影响脊柱的稳定性，当颞下颌关节的位置改变时，头部的重心也

会改变，并进而导致整个脊柱的错位。颞下颌关节的位置还与咬合功能密切相关，这一因

素对控制整个身体的姿势非常重要，已有研究表明牙齿咬合状态会影响姿势控制。还有研

究揭示: 三叉神经与下颌本体感觉有关，牙齿咬合的变化通过三叉神经传导，改变后的信

号被传输到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影响身体姿势。 

2、下颌骨矫形复位器与运动表现 

许多研究最早都集中在咬合与全身功能的关系上。使用 MORA 和运动护齿可以改善

系统的运动能力，然而这种运动能力的提升主要体现在最大肌肉力量的增加以及人体姿态

的稳定性上，而非整个技术动作的流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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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运动中，高尔夫运动是研究的较为深入的运动之一，其击球距离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杆头速度，而杆头速度又与腿部和上臂肌肉力量密切相关，尤其是竖脊肌、腹部外斜

肌、股直肌和斜方肌的激活程度。有研究发现使用 MORA 的球手虽然在击球姿势上没有

较大的改变，但初始球速却有显著提高。击球还要求准确性和平衡感，然而在这项研究中，

二者在提高姿势平衡和专注度方面并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 

然而 MORA 并非适用于所有运动。在一 MORA 如何影响男性手枪射击运动员的身体

摆动、上肢肌肉激活和射击准确性的研究中，MORA 引起的咬合状态改变对于枪手并无太

大的影响。也有其他研究表明使用 MORA 的受试者等长握力和上半身肌肉活动增加。然而

这些研究主要评估了最大肌肉收缩力，而在手枪射击中，上臂肌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保持

稳定的位置，这需要持续的( 而不是最大的) 等长肌肉收缩。 

另一方面高尔夫运动与射击之间对于运动姿势有着不同的需求，前者需要与前馈控制

相关的全身协调，而射击主要基于负反馈机制和精细运动控制。在射击过程中，姿势控制

需要来自其他感觉系统例如本体感觉和前庭信号的额外输入，而非单纯的神经系统的反馈。

此外，由于射击运动员需要肌肉不同程度的收缩，以实现稳定而准确的上肢定位和全身稳

态。因此，仅仅是力量的提高并不足以增加射击的精度。 

（杨林瑞等，《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 6 期） 

 

置于身体不同部位可穿戴式电子计步器               

准确性和可靠性的研究 

一、研究目的 

通过比较步行、慢跑和上下楼梯时，放置于不同部位（手腕、腰部和鞋底）的计步器

的计数与金标准（录像记录）之间的差异，用于确定其准确性。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共招募20 人健康成年人作为被试对象。其排除标准包括：1）BMI 大于 32kg /m2； 

2）半年内进行过下肢手术；3）患有任何影响步态的疾病；和 4）测试前 12h 内进行过剧

烈运动。 

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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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仪器 

两个型号为 Fitbit Zip 的可穿戴式电子计步器。其分别放置于受试者的右手手腕和锁骨

中线延长线的腰部。放置于鞋中底的计步器使用三六一度有限公司生产的第二代智能跑鞋。

所有的计步器都是基于加速度传感器设计的。 

2、测试方法 

实验开始之前，测试人员按照标准位置将加速度计固定于受试者的手腕和腰部，且让

受试者穿上相匹配鞋码的智能运动鞋。受试者按照实验要求以自我选择的速度依次完成步

行、慢跑和上下楼梯。步行和慢跑测试在标准的 400m 塑胶跑道上进行，上下楼梯在总共

17 层的楼梯上来回 10 次。在受试者进行每一项任务时，测试人员使用摄像机记录下整个

运动过程。七天后所有受试者重复上述测试，但不使用摄像机记录测试过程，测试人员记

录下安装在不同部位计步器上显示的步数。 

3、数据处理 

摄像机记录的数据解析由三名测试人员共同完成。首先，其中两名实验人员分别通过

视频解析软件，数出每一位受试者在进行不同任务书时实际行走的步数。如果两人最后得

到的步数相一致，视为准确步数; 如果两人最后得到的步数不一致，此时需要第三名测试

人员重复上述过程，直到所有人得到相同的步数。此步数作为金标准与计步器记录的步数

进行比较。误差分数被计算，其表达式如下：金标准-计步器测得的步数。 

四、结果讨论 

1、在步行时佩戴于腰部和鞋中底的计步器其精确性显著性的高于腕部。在自我选择的

速度下步行 400m（大约 500 步）其计步器的误差大约在 160 步左右。其可能的原因是由

于我们受试者的步行速度过于缓慢（1.28 到 1.68m/s），手臂的摆动幅度相对较小。在步行

时佩戴在腰部的计步器表现为很低的变异性和很高的精确性（MAPE＜1）。其可能的原因

是由于 FitbitZip 使用的是三轴、高精度角速度传感器，放置于腰部能够更有效的测得垂直

方向上的加速度变化。在步行时将计步器放置于鞋中底，其记录的步数和金标准之间表现

为非常小的偏差（MAPE＜1），从而十分适合用以监控流动性较强的日常活动。 

2、当慢跑和上下楼梯时，结果仅显示鞋中底的计步器比腕部的计步器记录的步数的精

确性高。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当计步器佩戴与腕部时同样也表现出日益减少的变异性

和日益增加的精确性（MAPE＜3）。虽然没有研究验证跑步时计步器佩戴在不同部位对精

确性的影响，但是有研究发现当以 1.78m/s 进行快走时，腰部佩戴 FitbitZip 计步器表现为

很高的精确性;此外，本研究腰部佩戴的计步器的计步数值的中位和四分位距值表现为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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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步数，其可能是由于跑步时会产生更多的干扰信号。类似于在上下楼梯时，腕部和

腰部佩戴的计步器仅表现为中等精确性，其 95%预测区间距离零值得误差大约为 37 步。

其可能的原因是由于上下楼梯足部接触地面产生的冲击加速度小于地面步行。上下楼梯时

腕部计步器表现为中等精确性，其可能原因是由于在上下楼梯时，手臂的摆动模式和平地

步行时相类似。在慢跑和上下楼梯时鞋中底嵌入的计步器都表现为极其高的精确性，其 95%

预测区间距离零值得误差大约为 20 步并且相对误差值小于 1%。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足接

触地面时产生的加速度直接作用于鞋底，因此基于加速度计的计步器能够更好的感受到加

速度的变化，从而准确的记录步数。 

3、先前研究建议应使用计步器计数和金标准之间的误差小于 1%的计步器来监控日常

活动。在本研究中，所有运动条件下只有鞋中底内嵌入的计步器的准确性满足上述要求。

另一方面，根据本研究的结果可以观察到在步行和跑步时所有部位的计步器都表现为较高

的可靠性（alpha＞0.80）。但是，在上下楼梯时所有部位的计步器都表现为较低的可靠性，

尤其是腕部（alpha=0.40）和腰部（alpha＞0.65）。虽然佩戴在腕部和腰部有较低的变异性，

但是也表现为较低的可靠性，所以计步器佩戴在这些身体部位得到的步数用以判断身体活

动水平可能是不可接受的。嵌入鞋中底内的计步器与较高的可靠性值（0.80）仅有 0.1%的

差异。因此，结合先前的研究结果和本研究的结果，可以认为嵌入在鞋中底内的计步器是

监控日常活动情况的最佳选择。 

（陈成香等，《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2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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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000 adults  

（作者：Cui Guo 等） 

 

INFOGRAPHIC 

Infographic. What kinds of exercise are best for chronic low back pain? 

（作者：Patrick J Owen, Clint T Miller 等） 

 

PHD ACADEMY AWARD 

Exercise training increases levels of the anti-ageing Klotho protein: health-related 

cardiometabolic implications. The FIT-AGEING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PhD Academy 

Award)  

（作者：Francisco J Amaro-Gahete） 

 

DISCUSSION 

Specifying the treatment targets of exercise interventions: do we? 

（作者：Lianne Wood 等） 

 

原文：https://bjsm.bmj.com/content/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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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刊《运动医学》2020 年 11 月第 54-21 卷 

（原文刊名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WARM UP 

Kia ora koutou katoa: Australasian College of Sport and Exercise Physicians (ACSEP) warm up

（作者：Hamish Robert Osborne 等） 

 

EDITORIALS 

Validating new discoveries in sports medicine: we need FAIR play beyond p values  

（作者：Chris Bleakley 等） 

Patient-centred care: the cornerstone for high-value musculoskeletal pain management 

（作者：Ivan Lin 等） 

Cooling at Tokyo 2020: the why and how for endurance and team sport athletes 

（作者：Lee Taylor 等） 

In the fight for racial justice, the sidelines are no longer an option 

（作者：Tracy Blake） 

 

CONSENSUS STATEMENT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Sport (AIS) and National Eating Disorders Collaboration (NEDC) 

position statement on disordered eating in high performance sport 

（作者：Kimberley R Wells 等） 

 

REVIEWS 

Financial incentives for physical activity in adult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作者：Marc S Mitchell 等） 

How are we measuring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behaviour in the four home nations of the 

UK? A narrative review of current surveillance measur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作者：Tessa Strainl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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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treatment effect modifiers in persistent low back pain: an individual participant data 

meta-analysis of 3514 participants from 27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 

（作者：Jill A Hayden 等） 

Which specific modes of exercise training are most effective for treating low back pain? 

Network meta-analysis 

（作者：Patrick J Owen 等） 

 

ORIGINAL RESEARCH 

Epidemiology of injury and illness in 153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level rowers over eight 

international seasons  

（作者：Larissa Trease 等） 

A Swedish primary healthcare prevention programme focusing on promotion of physical activity 

and a healthy lifestyle reduced cardiovascular events and mortality: 22-year follow-up of 5761 

study participants and a reference group 

（作者：Gunilla Journath 等） 

 

PHD ACADEMY AWARD 

Physical activity and other health-related outcomes after knee injury in youth and young adults 

(PhD Academy Award)  

（作者：Allison M Ezzat） 

 

PATIENT VOICES 

RED-S: not just a female phenomenon  

 

原文：https://bjsm.bmj.com/content/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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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刊《运动医学》2020 年 11 月第 54-22 卷 

（原文刊名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WARM UP 

Deimplementing arthroscopy, improving concussion reporting and celebrating research quality  

（作者：Karim M Khan）  

 

EDITORIALS 

Methods matter and the ‘too much, too soon’ theory (part 2): what is the goal of your sports 

injury research? Are you describing, predicting or drawing a causal inference?  

（作者：Rasmus Oestergaard Nielsen 等） 

Methods matter: pilot and feasibility studies in sports medicine 

（作者：Michael J Campbell 等） 

Arthroscopic partial meniscectomy for degenerative meniscus tears in middle age patients: why 

surgeons should change their approach  

（作者：Lars Engebretsen 等） 

When taking a step back is a veritable leap forward. Reversing decades of arthroscopy for 

managing joint pain: five reasons that could explain declining rates of common arthroscopic 

surgeries 

（作者：Clare L Ardern 等） 

 

CONSENSUS STATEMENT 

Improving concussion education: consensus from the NCAA-Department of Defense Mind 

Matters Research & Education Grand Challenge 

（作者：Emily Kroshus 等） 

Is kinesiophobia and pain catastrophising at baseline associated with chronic pain and disability 

in whiplash-associated disorders? A systematic review 

（作者：Alejandro Luque-Suarez 等） 

Physical activity and health in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expert consensus statement 

(2020)  

（作者：Peijie Chen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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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RESEARCH 

Arthroscopic partial meniscectomy for a degenerative meniscus tear: a 5 year follow-up of the 

placebo-surgery controlled FIDELITY (Finnish Degenerative Meniscus Lesion Study) trial   

（作者：Raine Sihvonen 等） 

 

REVIEWS 

Multifactorial interventions for preventing falls in older people living in the communit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41 trials and almost 20 000 participants 

（作者：Sally Hopewell 等） 

Can β 2-agonists have an ergogenic effect on strength, sprint or power performance?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RCTs 

（作者：Amund Riiserl 等） 

 

INFOGRAPHICS 

Infographic. COFIT-19: let’s get moving through the COVID-19 pandemic! 

（作者：Jane Fitzpatrick 等） 

Infographic. Football-specific strategies to reduce COVID-19 transmission 

（作者：Sean Carmody 等） 

 

EDUCATION REVIEW 

Are 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 facilitating new discoveries in sport and exercise medicine? 

The proportion of supported hypotheses is implausibly high 

（作者：Fionn Büttner 等） 

 

PATIENT VOICES 

I heard it as much as I felt it: my experience of a complete proximal hamstring rupture  

（作者：Michelle Dye） 

 

原文：https://bjsm.bmj.com/content/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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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刊《运动医学》2020 年 12 月第 54-23 卷 

（原文刊名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WARM UP 

Let us up our game and make conference participation enrich our clinical skill set 

（作者：Karen Kotila 等）  

 

EDITORIALS 

The patient as person: an update 

（作者：Dawn P Richards） 

Long overdue remarriage for better physical activity advice for all: bringing together the public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agendas 

 （作者：Andreas Holtermann 等） 

Is remarriage of public health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advice on physical activity really 

necessary? 

（作者：Wendy J Brown 等） 

‘More Walk and Less Talk’: Changing gender bias in sports medicine 

（作者：Kristian Thorborg 等） 

 

REVIEWS 

Improving function in people with hip-related pai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hysiotherapist-led interventions for hip-related pain 

（作者：Joanne L Kemp） 

Why can’t I exercise during pregnancy? Time to revisit medical ‘absolute’ and ‘relative’ 

contraindications: systematic review of evidence of harm and a call to action 

（作者：Victoria L Meah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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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cycle lanes and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a scoping review of initiatives that groups and 

organisations can implement to promote cycling for the Cycle Nation Project 

（作者：Paul Kelly 等） 

 

ORIGINAL RESARCH 

Does foot mobility affect the outcome in the management of patellofemoral pain with foot 

orthoses versus hip exercises? A randomised clinical trial 

（作者：Mark Matthews 等） 

Systematic video analysis of ACL injuries in professional male football (soccer): injury 

mechanisms, situational patterns and biomechanics study on 134 consecutive cases 

（作者：Francesco Della Villa 等） 

No detectable remodelling in adult human menisci: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C14 bomb pulse 

（作者：Christoffer Våben 等） 

 

PATIENT VOICES 

In-between the ears: how concussion reshaped my life 

（作者：Christopher Luff） 

Is there more to me than soccer? Impact of a career-ending injury 

（作者：Frederikke Pultz Madsen） 

 

INFOGRAPHIC 

Infographic. Exercise for intermittent claudication 

（作者：Garry A Tew 等） 

 

原文：https://bjsm.bmj.com/content/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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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刊《运动医学》2020 年 12 月第 54-24 卷 

（原文刊名 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EDITORIALS 

Putting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must-do’ list of the global agenda 

（作者：Emmanuel Stamatakis） 

Making the case for ‘physical activity security’: the 2020 WHO guidelines 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behaviour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作者：Estelle Victoria Lambert 等） 

New global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for a more active and healthier world: the WHO 

Regional Offices perspective  

（作者：Riitta-Maija Hämäläinen 等） 

 

GUIDELIN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guidelines 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behaviour 

（作者：Fiona C Bull 等） 

 

REVIEWS 

Maximising the impact of global and 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the critical role of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作者：Karen Milton 等） 

How can global physical activity surveillance adapt to evolving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Needs, challeng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作者：Richard P Troiano 等） 

How does occup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influence health? An umbrella review of 23 health 

outcomes across 158 observational studies 

（作者：Bart Cilleken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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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 RESEARCH 

Estimating the global economic benefits of physically active populations over 30 years (2020–

2050) 

（作者：Marco Hafner 等） 

Levels of domain-specific physical activity at work, in the household, for travel and for leisure 

among 327 789 adults from 104 countries 

（作者：Tessa Straini 等） 

Joint associations of accelero-meter measured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time with all-cause 

mortality: a harmonised meta-analysis in more than 44 000 middle-aged and older individuals 

（作者：Ulf Ekelund 等） 

 

原文：https://bjsm.bmj.com/content/54/24 

 

 

科教资讯 

体重指数是比基因型更重要的糖尿病风险指征 

2019 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已达 4 亿 6300 万，而其中绝大多数（约 90%）患的是 II 型糖

尿病。糖尿病会导致冠心病、中风风险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翻倍。肥胖是 II 型糖尿病的首

要可变风险因素，而基因型也是其个人患病率的重要影响因素。 

“因为基因在出生时就已经确定了，因而或可通过检测及早确定哪些人在其后的生活

中更容易患糖尿病。”英国剑桥大学与意大利米兰大学的一项合作课题的项目负责人布莱

恩•费伦斯（Brian Ference）教授说：“我们开展此项研究就是为了通过综合遗传风险和当

前体重指数（BMI）以更好的识别糖尿病高发人群，以便能让预防更具针对性。”  

该研究从英国生物银行中遴选了 445765 个样本。其年龄均值为 57.2 岁，女性占 54%。

对糖尿病遗传风险的分析涉及 690 万个基因。研究还采集了样本的身高体重以计算 BMI。

此后研究团队根据遗传风险将样本划分成 5 个组别，同时也依照 BMI 将他们划分成 5 个组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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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研究团队对样本进行了为期 8 年的跟踪调研，此时样本年龄均值升至 65.2 岁。

在此期间，31298 人患上了 II 型糖尿病。那些 BMI 最高一组（平均 34.5kg/m2）的糖尿病

风险比最低组（21.7kg/m2）的要高 11 倍。 

这一结果显示，不管遗传风险分组情况如何，BMI 最高组的样本的糖尿病发病率均高

于其他组。研究者随后还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对 BMI 偏高者体重超标持续期长短对其糖尿病

风险的影响进行了估算，并发现 BMI 超标持续期长短对糖尿病风险并无影响。费伦斯教授

说：“当 BMI 超过一定阈值，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升高并一直维持在高位，无论超重状态

持续了多久。”他指出，这一阈值虽因人而异，但应该就是个人血糖开始异常时的 BMI

值。多数糖尿病可以通过将 BMI 控制在触发血糖异常的阈值之下的方式来避免。这也意味

着要预防糖尿病就需要经常检查 BMI 和血糖。当一个人血糖开始异常时，努力减重成为避

免糖尿病的关键。 

 

参考文献：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2020, August 31). Body mass index is a more powerful risk 

factor for diabetes than genetics. ScienceDaily.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0 from 

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20/08/200831090129.htm 

 

老年人运动强度同其死亡风险间没有关联 

近日《英国医学杂志（BMJ）》上发布的一项挪威的随机对照试验研究表明运动强度

对老年人死亡风险没有影响。 

身体活动一直被认为是适用于全部年龄层的改善健康最为重要的途径，然而针对身体

活动水平与寿命之间直接（因果）关系的高质量的临床试验证据还很稀少。为此，一个国

际合作团队着手就 5 年的医务监测下的运动干预对挪威 70-77 岁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展开研究。 

研究人员发现仅需遵循挪威身体活动指导的对照组和高强度间歇训练与中等强度持续

训练组之间的全因死亡率间没有显著区别。他们同样还发现三组间的心血管疾病和癌症发

病率也没有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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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the Stensvold, Hallgeir Viken, Sigurd L Steinshamn, Håvard Dalen, Asbjørn Støylen, Jan P 

Loennechen, Line S Reitlo, Nina Zisko, Fredrik H Bækkerud, Atefe R Tari, Silvana B Sandbakk, 

Trude Carlsen, Jan E Ingebrigtsen, Stian Lydersen, Erney Mattsson, Sigmund A Anderssen, 

Maria A Fiatarone Singh, Jeff S Coombes, Eirik Skogvoll, Lars J Vatten, Jorunn L Helbostad, 

Øivind Rognmo, Ulrik Wisløff. Effect of exercise training for five years on all cause mortality in 

older adults—the Generation 100 study: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 BMJ, 2020; m3485 DOI: 

10.1136/bmj.m3485 

 

老年人运动和认知功能在 30 年间获得了显著改善 

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的研究者们的一项研究发现：如今老年人的

功能性能力要比 30 年前的更好。该研究对当今 75-80 岁的老年人的运动和认知功能与上世

纪九十年代的同龄者进行了比较。 

当今 75-80 岁的男性和女性的肌肉力量、行走速度、反应速度、语言流利程度、推理

能力以及工作记忆能力均比 30 年前的同龄人更好。肺功能在两代人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而

认知能力差异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受教育年限。 

研究结果表明，随着预期寿命的提升，晚年高功能性能力年限也随之延长。这一观察

结果主要体现在更低的增龄性变化率、更好的全寿命运动能力或二者兼而有之。 

这一研究表明我们以往对老年阶段的认知是过时的。从老年研究的角度看，中年阶段

涵盖的年龄范围应该更广。而另一方面，晚年延后的现象也意味着真正的高龄者需要更多

的护理。在老龄社会中两种变化正同时发生：一方面整体健康寿命正逐渐延长，而另一方

面需要密切看护的极老者的数量也在增长。 

 

参考文献： 

[1] Kaisa Koivunen, Elina Sillanpää, Matti Munukka, Erja Portegijs, Taina Rantanen. Cohort 

differences in maximal physical performance: a comparison of 75- and 80-year-old men and 

women born 28 years apart.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A, 2020; DOI: 

10.1093/gerona/glaa224 

[2] Matti Munukka, Kaisa Koivunen, Mikaela B. von Bonsdorff, Sarianna Sipilä, Erja Portegijs, 

Isto Ruoppila, Taina Rantanen. Birth cohort differences in cognitive performance in 75- and 

80-year-olds: a comparison of two cohorts over 28 years. Aging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2020; DOI: 10.1007/s40520-020-01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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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首次发现大脑可塑性下降同肥胖有关 

近日，有研究首次证实严重超重人群的大脑神经重接和新通路形成能力会更差，而这

些能力对于中风及其他脑损伤康复来说非常重要。 

这一南澳大利亚大学和迪肯大学合作项目的成果已发表在《脑科学（Brain Sciences）》

杂志上，该研究表明，肥胖人群的大脑可塑性会受损，其学习和记忆能力也会受影响。 

通过包含经颅磁刺激在内的一系列测试手段，研究人员对 15 名年龄 18 到 60 岁的肥胖

者同 15 名体重正常的对照者进行了比较。研究测试了参试者大脑对反复电脉冲刺激反应的

强弱。体重正常的对照者在电刺激下其大脑神经会被显著激活，提示其大脑可塑性正常。

而与之相反，那些超重参试者的激活程度明显不足，提示其重塑能力受损。 

南澳大学的研究者，布伦顿·霍达克博士说，这一发现为肥胖与大脑可塑性下降间的

关联的确定提供了最初证据。 

肥胖的界定主要是基于体重指数（BMI），即通过身高和体重的比值来估算体脂水平。

成人的 BMI 在 25-29.9 之间就算是超重，而超出这一个区间就属于肥胖。 

“肥胖已经被证实对健康有诸多不利影响，包括提高心血管疾病、代谢紊乱和痴呆风

险。” 霍达克博士说。“而我们的研究则是首次发现肥胖同大脑功能受损间的联系，为控

制肥胖流行的必要性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撑。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肥胖的行列——据世

界卫生组织报告，目前全球肥胖人口已达 6 亿 5000 万。肥胖不仅会导致健康问题，而且还

会给全球各国的卫生医疗系统造成严重的财务负担。” 

 

参考文献： 

Sophia X. Sui, Michael C. Ridding, Brenton Hordacre. Obesity is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Plasticity of the Human Motor Cortex. Brain Sciences, 2020; 10 (9): 579 DOI: 

10.3390/brainsci10090579 

 

青少年大脑差异或与其腰围增长有关 

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IDA）和其他几个同属于国家健康研究院的院所的一项联

合研究表明，儿童青少年脑内参与处理食物和其他奖赏性刺激的伏隔核（NAcc）区域的微

结构差异同一些肥胖评估指标间存在显著关联，其成果已于近日刊载于《国家科学院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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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之上。该研究的数据是来自青少年大

脑认知发育（ABCD）课题。ABCD 课题对近 12000 人进行了从儿童到青年时期的跟踪调

查，评估影响个体大脑发育和健康的其他方面的因素。 

该研究的成果首次展示了脑部微结构差异同腰围和体重指数（BMI）相关。这种细胞

密度上的差异或与高脂肪饮食引发的炎症过程有关。 

“儿童肥胖是成年后肥胖和其他一些疾病的重要决定因素。”NIDA 的主任，诺拉·沃

尔科博士说：“这些结果进一步扩展了由以往动物研究中发现的饮食不当导致的脑部纹状

体区域炎症会加重不健康饮食行为和体重增长的恶性循环的认识。” 

以往针对成年人的研究已发现 NAcc 同不健康饮食行为间存在的关系。而在这个课题

中，研究人员依靠最新的扩散磁振造影技术，对脑内纹状体奖赏回路构成区域的细胞结构

进行了检查，以确定其同青少年非正常体重增长的关系。因为 ABCD 课题是一项纵向研究，

可通过未来的跟踪回访测试确定这一关系是否会在青春发育期中发生改变，以及哪些因素

对其有影响。 

在美国，肥胖影响了大约 35%的儿童和青少年，并会造成一系列生理与心理健康问题，

甚至会提高早亡风险。儿童时期肥胖者，成年后肥胖的发生率是儿童期体重正常者的 5 倍。

青少年体重增长预测模型及对其趋势影响因素的认识将有助于公共健康政策的制定以及个

人生活质量的保障。 

 

参考文献： 

Kristina M. Rapuano, Jennifer S. Laurent, Donald J. Hagler, Sean N. Hatton, Wesley K. 

Thompson, Terry L. Jernigan, Anders M. Dale, B. J. Casey, Richard Watts. Nucleus accumbens 

cytoarchitecture predicts weight gain in childre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0; 202007918 DOI: 10.1073/pnas.2007918117 

 

运动和记忆力是同进退的 

运动对身体有益，且对大脑也同样有好处。日内瓦大学（UNIGE）的神经学研究者通

过对一次运动后的记忆表现评估证实高强度运动，哪怕短至 15 分钟的自行车运动都能改善

包括动作技能习得的记忆功能。论其机理，具有提升突触可塑性的内源性大麻素是其中的

关键。这篇于近日刊载于《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杂志上的研究，突显了体育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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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健康和教育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意义。学校体育项目和旨在对抗神经退化导致的记忆衰

退的对策均可从该研究中获得启示。 

为了测试体育运动对动作学习的效果，科学家们要求 15 名无运动员经历的年轻健康男

性在三个不同情境下进行记忆测试。结果显示，在高强度动作后，测试表现出现了大幅提

升。 

该团队既往的一项研究表明，体育运动对另一外一种记忆类型——联想记忆具有促进

作用。但是同该研究的结论相左的是，他们发现对于此种记忆类型，中等强度而非高强度

的运动效果更好。因而，由于不是所有形式的记忆都运用相同的大脑机制，不同的运动强

度的作用效果也有差异。但需要指明的是，所有的研究均表明：就改善记忆而言，运动总

比不动强。 

通过提供精确的神经科学数据，这些研究为增进或保护记忆力的对策提供了新的想象

空间。“体育活动可以成为一种容易实施、低侵入性、经济实惠的干预方式。比如，在学

校上午教学活动的末尾安排体育运动能否巩固记忆并提升学习效果？”——带着这样的问

题研究团队已经开始进行上述成果的实用化研究。 

 

参考文献： 

Blanca Marin Bosch, Aurélien Bringard, Maria Grazia Logrieco, Estelle Lauer, Nathalie 

Imobersteg, Aurélien Thomas, Guido Ferretti, Sophie Schwartz, Kinga Igloi. Effect of acute 

physical exercise on motor sequence memory. Scientific Reports, 2020; 10 (1) D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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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是如何通过免疫系统遏制癌症发展的 

参与锻炼的癌症患者的预后通常会好于那些静止少动的。最近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

的一项小鼠研究或在运动延缓癌症发展的机制方面取得新突破——身体活动会改变免疫系

统中的细胞毒性 T 细胞的代谢，从而提升它们攻击癌细胞的能力。该课题的成果已经于今

日刊登在《eLife》杂志上。 

以往的研究已表明身体活动可以预防疾病并改善包括多种癌症在内的诸多疾病的预后。

然而关于运动对癌症的保护效应具体是如何产生的，尤其是其生物学机制，尚有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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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身体活动可以提高免疫系统活力，从而增进了肌体预防和遏制癌细胞生

长的能力。 

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这一课题则对此假说进行了拓展，探究免疫系统中的癌症特异

性细胞毒性 T 细胞对运动的反应。 

研究结果表明，运动组小鼠的癌细胞生长速度和死亡率均比少动组的要低。祛除 T 细

胞抗体后，运动对癌症生长和生存率的积极效应消失了。该团队据此认定，这些 T 细胞在

运动对癌症的抑制中的作用显著。该团队还将运动组的细胞毒性 T 细胞移植到少动组肿瘤

内，并发现被移植小鼠的预后好于普通少动组。 

研究团队还发现，小鼠肌肉在疲劳后释放到血浆中的一些代谢产物会改变 T 细胞的代

谢，增加其活性。并发现人体在运动后也会产生这些代谢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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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菌或有助于儿童减重干预 

欧洲内分泌学大会 2020 线上年会（e-ECE2020）上发布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益生菌

辅以膳食热量控制或有助于肥胖儿童青少年减少体重。该研究发现肥胖儿童在膳食热量控

制并摄入短双歧杆菌 BR03 和 B632 的情况下，其体重和胰岛素敏感性上的改善要比单纯膳

食控制的要更为显著。该研究的结果表明，益生菌补剂联合热量摄入控制饮食或有助于控

制青少年群体肥胖并减少其未来罹患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 

研究对百名肥胖儿童和青少年（6-18 岁）进行了热量限制饮食干预的同时还让他们随

机服用短双歧杆菌 BR03 加 B632 补剂或安慰剂。整个干预持续 8 周，其间对其进行临床、

生化以及粪便检查以确定益生菌补剂对其体重、肠道菌群以及代谢功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服用益生菌的儿童的腰围、BMI、胰岛素抵抗以及肠道大肠杆菌数量均有

降低。这一积极变化证明了益生菌辅助饮食限制干预儿童青少年肥胖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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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饮食能否抵消肥胖的不良效应？ 

近期在《PLOS 医学》上发表的一项由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卡尔·米切尔森（Karl 

Michaëlsson）及其团队开展的研究表明：健康的高质量的类地中海式饮食可影响肥胖与心

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间的关联。  

2015 年全球高体重指数（BMI）相关死亡已达 400 万，其中 2/3 以上的死因是心血管

疾病（CVD）。已有多项研究表明，健康饮食习惯等其他因素或可缓和 CVD 的高 BMI 关

联风险。在这项新研究中，研究人员对瑞典乳房 X 造影群组研究和瑞典男性群组研究中招

募的 79003 名瑞典成人的 BMI、饮食和死亡率进行了分析。对地中海样饮食（mMED）的

评分（0-8 分）依照水果、素材、豆类、坚果和非精制高纤维谷物、鱼类、红肉和深加工

肉类以及橄榄油摄入情况等信息来裁定。调查数据还包括年龄、身体活动量、吸烟习惯、

社会经济分层等。 

21 年的跟踪调查期间，30389 名受试者（38%）死亡。在超重群体中，高 mMED 评分

组的全因死亡风险率（HR）是所有分组中最低的（HR 0.94，95% CI 0.90-0.98）。肥胖群

体中，mMED 评分高者的死亡率较体重正常且 mMED 评分高者的也没有显著升高（HR 1.03，

95%CI 0.96-1.11）。相反，BMI 正常但 mMED 评分低的个体的死亡率（HR 1.60; 95%CI 

1.48-1.74）则要高于体重正常且 mMED 评分高者。有 12064 名已死亡受试者的死因可归为

CVD，其死亡风险情况总体上同全因死亡风险相同。尽管 CVD 死亡同高 BMI 间的相关性

会被地中海饮食习惯削弱，但并不能被完全抵消。此外，降低 BMI 也不能完全抵消低 mMED

评分相关 CVD 死亡。 

“这些结果提示，将健康饮食作为预防肥胖的手段以由此降低全因死亡风险的思路更

为妥当。”作者说：“但不管怎么说，健康饮食可能无法完全抵消肥胖带来的高 CVD 死

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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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体力劳动会显著增加痴呆风险 

肌肉和关节并不是身体唯一会在重体力劳动中损耗的部位。大脑和心脏同样在这一过

程中受到损害。哥本哈根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表明，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患痴呆的风险要比

那些伏案工作的人要高 55%。这一数字是在对生活方式、寿命和其他变量的影响修正后得

出的。 

通常的认识是体力活动会减少痴呆的风险，哥本哈根大学近期的另一研究表明健康的

生活方式可令痴呆风险降低一半。但哥本哈根大学公共健康系副教授、此项研究的负责人

克尔斯滕·纳贝·尼尔森（Kirsten Nabe-Nielsen）表示，就对痴呆风险的影响而言，体力

活动的类型是关键。“WHO 对于痴呆和总体疾病预防的指导性意见提到，身体活动是其

中重要因素。但是我们的研究则表明，身体活动也有好坏之分，而重体力劳动则属于不好

的身体活动。”尼尔森说到：“介于有充分理由相信余暇时的身体活动和工作中的体力劳

动对健康的作用相异，卫健主管机构出具的指导性文件中应该对二者加以区分。” 

该研究结论表明，即便将吸烟、血压、超重、酒精摄入和余暇身体活动等影响因素考

虑在内并对结果做出相应的修正，重体力劳动仍然同痴呆风险增加间存在关联。既往研究

已经表明，重体力劳动或对心脏血液循环有不利影响，同样也会影响大脑供血。 

丹麦国家工作环境中心将就上述结果展开进一步研究，以找寻更健康的重体力工作方

式。他们已着手收集社区和医疗护工、儿童保育员以及包装线工人和其他工种的数据，以

便能够推出通过合理安排，将上述重体力劳动“健身化”的干预性措施。研究人员希望企

业能够成功地改进工作流程，确保搬运性工作对健康产生正面作用而不是劳损身体。相关

结果也将随研究持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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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是否总对大脑健康不利？新研究认为并不一定 

所有年龄段的成人均应该少坐多动并经常参加锻炼以愉悦心情并减少慢性病风险的健

康理念早已为大众所接受。然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SU）的一项新研究表明，就老年人

大脑和认知功能而言，只要体力活动水平基本达标，一定程度上的静坐也并不是坏事。  

这一由 CSU 人类发展与家庭研究系副教授阿加·布尔津斯卡（Aga Burzynska）领衔

的研究对 228 名年龄在 60-80 岁之间的老年人的传感器测量获取的身体活动水平与认知能

力间关系进行了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那些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更多的老年人表现出更好的反应速度、记忆和

推理能力。然而，数据还表明，那些久坐时间更长者在语言和推理测试中的表现却更好。 

高精度的测量 

有关身体活动增加和心血管及代谢健康改善间关联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但是不同日

常身体活动强度同认知健康间关系的研究尚存在欠缺，尤其是对于老年群体而言。 

布尔津斯卡说：“该项目同既往研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采用了科学测试认证的传感器

来测量日常身体活动量，其精度要好于市场上的同类产品。而一些研究还通过自述报告数

据来评估体力活动，而我们早已知道人们通常会过高估计自己的每日活动量，并低估久坐

时间。”  

此外，其他研究或仅涉及一到两项认知功能指标并仅统计总体身体活动水平，而这一

研究这的认知功能评估共涉及 16 项测试。此外，该研究同样涉及对诸如就业状态、收入水

平等社会经济背景以及有氧适能、血压和活动受限问题等健康因素在内的控制变量的修正。 

流体认知与晶体认知 

认知评估包括图案选择、补全空白识别形状以及其他一些测试，其结果可以帮助研究

室确定身体活动同流体或晶体认知间是否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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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流体”能力，比如反应、记忆、问题处置以及推理技能均在成年后随年龄逐

渐下降，然而那些更多参与中高强度身体活动的人流体能力更佳，提示运动或可延缓大脑

衰老造成的此类能力下降。 

然而多数参试者并没有在身体活动上投入太多时间，数据表明，多数参试者中高强度

活动日均占比低于 2.7%。而那些静坐时间更长的老年人在诸如语言测试或阅读理解等知识

性活动中的表现更好。这些“晶体”能力在成年后多随年龄和阅历的增加而增长。 

耐人寻味的是，研究人员未发现包括洗衣做饭或其他家务在内的轻度身体活动和认知

能力间存在相关性。尽管用这些轻身体活动替代少动时间一直被认为对代谢健康有益，但

该研究则认为这种做法同认知水平间没有关联。 

尽管该结果仅是统计意义上的相关，并不涉及明确的机制研究，研究人员推测当人们

静坐时，往往会开展教育性、刺激性活动，比如阅读、玩游戏或解谜或观戏——这些活动

或对“晶体”认知有益。 

“在健康和康乐领域，久坐有害健康已成共识，沙发瘫是不好的行为。”布尔津斯卡

说：“然而我们的这一早期研究表明，尽管静坐时间长的人大脑或衰老得更快，但对于认

知水平而言，静坐时的活动或许是有意义的。” 

静坐时应做什么 

然而对于静坐下活动同认知健康的确切关系，还需在后续研究中对参试者静坐中具体

开展了哪些活动进行调查确认。 

布尔津斯卡表示，该研究在又一次确认经常锻炼有益总体健康的同时还为那些活动不

便的老人提供了一个通过认知性活动维持大脑健康的选择。 

“我虽然不会在任何前提条件下建议人们增加静坐时间，但是我认为在尽可能的增加

身体活动量的同时，在静坐时保持对大脑的刺激，而非仅仅盯着电视才是对你大脑健康最

负责的做法。”她说：“我希望这一结果能为那些因为疫情活动受限的人们起到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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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C 是怎样帮助 50 岁以上人群维持肌肉量的 

东英吉利大学（UEA）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维生素 C 或是维持晚年肌肉状态的关键。 

这项近日发表的研究发现摄入在柑橘类水果和各种蔬菜中富含的维生素C多的中老年

的骨骼肌量保持得最好。 

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就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骨骼肌量会逐渐下降，最终会导致

肌少症、身体虚弱从而影响生活质量。该研究的负责人，UEA 诺里奇医学院的艾尔莎·韦

尔奇（Ailsa Welch）教授说：“伴随着人的衰老，骨骼肌重量和力量也在减少。50 岁以后

的人每年大概会减少 1%的肌肉重量，而这一问题正影响着全球 5000 万人的健康。然而迄

今为止，针对维生素 C 对老年人健康的重要性的研究还很少。我们则希望能够弄清摄入维

生素 C 更多的人的肌肉重量是否也保持的更好。” 

该研究团队对参与诺福克“欧洲癌症和营养前瞻性研究”（EPIC-Norfolk study），年

龄在 48-83 岁的 13000 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对参试者骨骼肌重量进行了计算并分析

了其 7 日饮食中的维生素 C 摄入量，同时还对血液中的维生素 C 含量进行了测定。结果发

现，相比于那些缺乏维生素 C 的参试者，那些膳食摄入和血液中维生素 C 最高者的估算骨

骼肌质量也是最高的。 

参照欧洲食品安全局的建议标准，参试者中近 60%的男性和 50%的女性参试者的维生

素 C 摄入量不足。研究人员表示，并不是说人们需要大量补充 VC。每日吃一个柑橘类水

果，比如橘子或餐桌上加一盘蔬菜对于多数人而言就已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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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水高脂肪膳食对肥胖老年人的效果 

最近刊载于《营养与代谢（Nutrition & Metabolism）》杂志上的一项由伯明翰阿拉巴

马大学（UAB）营养肥胖研究中心开展的新研究对 8 周超低碳水膳食在改善肥胖老年人体

成分、体脂分布以及代谢健康等方面的效果进行了观察。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UAB 营养科学系副教授、注册营养师艾米·高斯（Amy Goss）

博士表示：她及其团队的这一研究旨在确定超低碳水（简称 VLCD）-高脂肪膳食是否能在

不刻意限制热量摄入的情况下消除肥胖老年人身体特定区域囤积的脂肪并进而改善其类似

胰岛素敏感性及血脂成分等心脏代谢性疾病指征。 

结果显示，VLCD 可作为包括 II 型糖尿病、肥胖和非酒精性脂肪肝在内的多种病症的

治疗选项。“该研究是对前期研究的有力补充，它表明对于 70 岁以上肥胖老年人开展该疗

法是安全的。”她说：“该研究首次证明了通过 VLCD，可在不影响老年人肌量的情况下

减少‘有害代谢的’脂肪。”高斯还补充说，以年轻人为对象的超低碳水膳食干预研究有

很多，而该研究则是首次针对超过 65 岁肥胖老年人开展此种膳食干预。而该群体也面临很

高的其他疾病风险，在需要治疗干预手段来改善健康的同时，还要维持骨骼肌量以避免或

延缓增龄性功能衰退。 

 

鸡蛋是好是坏？ 

鸡蛋是 VLCD 饮食配伍中的重要组分。高斯及其团队为该膳食组的参试者提供了充足

的鸡蛋，并要求他们每日至少吃 3 枚。尽管该研究的膳食配伍包含鸡蛋，不能将上述有益

结果归因于每日鸡蛋摄入量。但研究人员推定老年人日常饮食中加入全蛋是可以对健康产

生积极作用且对其血胆固醇也并无不利影响。 

历史上，鸡蛋在美国心脏病学会 1968 年公布的营养指南中就得到负面的初始评价。该

文件建议每周鸡蛋消耗量不宜超过 3 枚。对鸡蛋的担忧主要来自蛋黄的高胆固醇和饱和脂

肪含量。但自那以后，这些营养建议逐渐放宽了对鸡蛋的限制，因为最近的研究证明膳食

摄入胆固醇对血胆固醇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而今年 8 月份，膳食指南顾问委员会建议增

加所有年龄层的鸡蛋消耗量，其中也包括怀孕和哺乳期妇女以及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及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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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上膳食指南委员会首次认可将鸡蛋列为一项重要的营养丰富的食材。鸡蛋富

含蛋白质、胆碱、维生素 B12、硒、维生素 D 和其他许多对生长发育和维持肌量很重要的

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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