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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动生理学应用探究》借鉴与应用了许多体育科学其他领域研究的理论、思维方法与研究方法
，使运动生理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宽。
《运动生理学应用探究》共分为十二个章节，第一章阐述了运动生理学的基础理论；第二章主要讲述
肌肉的兴奋和收缩及肌纤维的运动能力；第三章则详细阐述运动与补液的相互影响及关系；第四、五
章则重点阐述了运动与呼吸、血液循环的相互影响及活动规律；第六章介绍了氧自由基和抗氧化系统
在运动中的产生及活动规律；第七章全面介绍了运动与骨代谢间的紧密关系；第八章从免疫学出发，
阐述了运动与免疫学间的调节现象；第九章详细阐述了运动与心脏间的生理现象及发展方向；第十、
十一章主要介绍有氧和无氧工作能力、提取不同氧浓度对运动能力的影响；最后一章介绍了不同人群
的生理特点和体育锻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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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石家瑾，副教授，主要从事运动生理学教学研究、高原训练机能生理生化研究和少数民族体质及
生理生化方面的研究。
曾在遵义师范学院生物系任教；1984年起在贵州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工作至今。
曾任体育学院运动人体科学学科主任、体育学院办公室主任、学院工会副主席、贵州省体育科学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副主任等职务。
在全国和省级期刊上发表10多篇论文；作为副主编参与编写省级教材1部，获得贵州省高等教育教学改
革研究成果二等奖。
　　高峰，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讲师1979.9-2002.7就读于内蒙古包头医学院预防医学专业
，2002.9-2005.7就读于山西大学运动人体科学专业、工作多年来，主要从事运动人体科学方面的教学
与工作。
在山西大学学报、中国临床康复、阴山学刊等期刊上发表相关专业论文十余篇刘宗祥，硕士，副教授
。
内蒙古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主要从事运动人体科学方面的研究，担任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
、人体运动的生理学研究等课程。
近年来，发明专利一项，编写教材两部；主持参与省级课题6项，校级课题5项；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
表论文11篇；曾获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自治区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优秀班主任等多个奖项；内蒙
古民族大学：岗位能手、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优秀教师、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理科组二等
奖等多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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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实时监测　　（1）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包括通过传感装置直接从被监测者的身体上采集的原
始指标，如心电、心率或脉搏、呼吸频率及体温等，以及由原始指标派生的指标和与原始指标相关联
的指标，如最大吸氧量、氧脉搏、血乳酸和能量代谢率等。
另外，还有教学观察指标，如对训练的态度、动作的协调性、完成动作的质量和注意力等。
　　（2）基本步骤　　①信号采集与发送：应用微电子传感器、计算机和遥测等技术的仪器设备，
实时采集反映生理负荷变化的数据，并通过遥测或有线连接的方式，将数据发送到接收装置上。
　　②数据接收与传输：接收装置收到信号数据后，再通过无线或有线传输方式，将检测到的生理负
荷反应数据传输到监测站。
　　③数据整理与显示：监测站收到数据后，首先进行整理，并将变化数据实时显示在计算机屏幕或
接受设备的监测显示器上，及时为监测者（如教练员）提供训练反馈信息。
　　在数据整理与显示的技术处理上有两种方式：一是自然监测，二是对比监测。
前者的基本特征是将运动生理负荷反应的数据与曲线直接显示出来；而后者则是在自然监测的基础上
，将教练员教案中的目标生理负荷反应数据曲线（也称“目标轨迹”）也同时显示在同一坐标系中，
并对两组数据进行比较，从而更有效地帮助监测者直观、准确和及时地发现被监测者的机能变化情况
，为其调整训练方案提供科技手段。
　　④分析与应答：教练员根据实时反馈数据，可迅速作出决定，或继续执行既定训练计划，或对接
下来的训练计划进行适当修改，从而更有效地控制运动员所承受的运动量。
　　（3）主要特点　　实时监测的最大特点是能将被监测者体内的生理机能变化数据实时显示出来
，并及时提供给教练员。
同时，运用专门的数据库系统还能为教练员提供许多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使运动指导者能及时地有
针对性地调整训练计划，较科学地掌握适宜运动量。
但这种监测的原始指标数量较少，并受到一定的限制。
一方面因为运动者佩戴过多、过重的传感器，会影响运动训练；另一方面监测仪器的体积、重量和性
能等受到科学技术差展的制约。
　　（四）实时调控的方法　　生理负荷实时调控是在实时监测的基础上，根据训练计划的要求和被
监测者的生理机能变化，及时进行调整的过程。
根据调控过程的具体执行者情况，调控方法分为人工实时调控和计算机智能调控。
　　1.人工实时调控　　人工实时调控即指在实时监测的基础上，由训练的指导者（如教练员、体育
教师）直接制定调整方案，并亲自组织实施生理负荷量调整的过程。
这种调控方法是目前运动训练实际工作中应用最为广泛和最主要的方法。
教练员亲自到训练现场组织实施既定训练计划，指导运动员训练.其中最关键的职责之一，就是根据场
上受训者的机能变化情况，进行人工实时调控，以确保训练质量，防止训练伤病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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