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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动是生命机体不可或缺的表现形式，是人类生存精神的一种物化体现，也是人类实现挑战自我
的一种重要方式。
其伟大的精髓在于提高生命的质量、生存的质量和生活的质量。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跑得那么快、那么久?为什么有的人跳得那么高、那么远?为什么经过科学系统的训
练能使运动能力得到提高?为什么长期合理的身体锻炼可以增强体质?这些运动能力的外在表现都有着
内在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探究其中物质变化的奥秘，运动生物化学作为新兴学科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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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对激素和细胞调节因子的效应目前，医学界已发现的可调控骨量激素至少有8种。
它们包括雌激素、甲状旁腺激素、降钙素、活性维生素D、甲状腺素、雄激素、皮质类固醇激素、生
长激素等；同时，还有多种细胞因子，包括与骨骼形成有关的因子以及与骨骼吸收有关的因子两大类
。
运动对骨量的刺激作用，可导致骨骼形成的相关调节激素和细胞调节因子的浓度升高，或引起骨骼吸
收的相关调节激素和细胞调节因子浓度降低，从而影响骨代谢过程。
有研究者观察了180名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患者，通过对其实施16周的有氧运动疗法，测定运动前后的雌
性激素水平。
其结果提示，有氧运动可明显提高更年期女性体内雌二醇、孕酮的水平。
长期进行木兰拳练习，可以使未绝经期妇女体内的甲状旁腺激素含量下降。
运动能导致人体内生长激素释放激素水平的增高，促进垂体分泌生长激素，并增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一1的产生和释放，增高血睾酮的水平。
2.对骨形成和骨吸收的生化标志物的效应通过对运动人群与非运动人群骨代谢的生化指标比较，研究
者发现运动人群与非运动人群相比，前者体内的反映骨形成的血清碱性磷酸酶水平明显高于后者，而
反映骨吸收的尿钙与肌酐浓度比值则明显低于后者。
反映破骨细胞活性和骨吸收状态的血清酸性磷酸酶和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在运动后明显降低。
研究还证实，运动对骨形成的生化标志物和骨吸收的生化标志物均有影响。
这表明，运动能改善骨骼的新陈代谢活性，对骨骼形成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骨骼吸收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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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运动是生命机体不可或缺的表现形式，是人类生存精神的一种物化体现，也是人类实现挑战自我的一
种重要方式。
其伟大的精髓在于提高生命的质量、生存的质量和生活的质量。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跑得那么快、那么久?为什么有的人跳得那么高、那么远?为什么经过科学系统的
训练能使运动能力得到提高?为什么长期合理的身体锻炼可以增强体质?这些运动能力的外在表现都有
着内在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探究其中物质变化的奥秘，运动生物化学作为新兴学科应运而生并迅速发展，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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