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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主要以唐晖博士完成的“运动与膳食干预造成大鼠不同肌糖原含量的动物实验模型的建立”
与“不同肌糖原含量影响运动诱导肌源性IL－6释放机制及对代谢调控”两项研究工作为主体，并较系
统地综述了晚近关于运动因子方面的研究进展，本著作内容翔实、视角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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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晖，男，汉族，湖南洞口人。
1995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获教育学学士学位。
1998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攻读运动人体科学专业运动生理学方向硕士学位，2001年获教育
学硕士学位。
2001年起在湖南科技大学体育学院理论教研室任教。
2003年考入北京体育大学，攻读运动人体科学专业运动生物化学方向博士学位，2006年获教育学博士
学位。
研究方向为运动内分泌。
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体育教育训练学方向硕士生导师，湖南科技大学体育学院学术委
员会成员。
2008年获湖南省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称号。
近年来主持或参与的课题有：2008年主持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人参皂甙对人体运动能力影
响的研究》、2007年主持湖南省体育局及体育科学学会立项课题《运动诱导肌源性白细胞介素6释放的
机制及应用研究》，2008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子课题《运动时肌源性IL－6与AMPK的关系研究》
，2006年主持湖南科技大学博士启动课题《肌源性IL一6基因多态与运动能力的关系研究》，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运动诱导肌源性白介素6分泌及其调控能量代谢的机制与应用研究》；在《
体育科学》、《中国运动医学杂志》、《北京体育大学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等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20余篇，参与编写教材2部，专著2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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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节问题的提出多年以来，运动人体科学工作者一直在寻找肌肉收缩刺激引起和调节中枢兴
奋性和敏感性的物质，即“运动因子”或“工作因子”（“Work factor'’）。
丹麦学者Pedersen认为运动生理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研究机械收缩引起的肌肉信号是如何传递给中
枢和其他外周器官。
因为运动时能满足机体需要的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等均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而这种机体的需要似
乎并不是此时中枢神经兴奋性的改变及某些我们已知的应对运动应激而改变的激素分泌就可以完全满
足。
按照简单的逻辑推理，机械收缩器官——骨骼肌本身应该在运动开始后就能释放某种激素样物质而作
用于各种调节机体物质和能量代谢的靶器官（如肝脏、脂肪组织等）及骨骼肌本身，也就是说，在运
动器官——骨骼肌与其他外周调节器官（相对于运动器官而言）之间应该存在某种联系的桥梁。
通过上面的分析，生理学上的所谓“运动因子”应该具有如下的基本特征：（1）该基因在安静骨骼
肌中不表达或很少表达，由该基因指导合成的蛋白在安静时也不释放或很少释放进入循环血。
（2）在机体运动时，机体骨骼肌内该基因被迅速激活，导致在运动过程中由该基因合成的蛋白从骨
骼肌大量释放，进入血液循环（另外如果该运动因子的主要作用是对机体运动后恢复期起调节作用，
那么只要是由运动触发的，那么在运动后该基因才大量表达及蛋白才大量释放应该也满足运动因子的
基本要求）。
（3）由该基因指导合成的蛋白对机体物质代谢和能量代谢及机体功能具有调控作用。
（4）肌肉收缩引起骨骼肌基因转录的信号通路到目前为止还不太清楚。
根据目前的认识，机械收缩引起人体功能改变的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可能与ca信号途径、NO、能量敏
感器AMP激活的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kinase，AMPK）的激活及交感一肾上腺髓质系统的儿茶酚
胺作用于骨骼肌的信号通路有关。
因此在运动时，骨骼肌内该基因的激活应该与这几种信号转导通路有关。
而在人体内，化学物质具有远距离代谢调控作用的一般来说只有激素，那么难道骨骼肌也可能是一种
内分泌器官，它在运动时迅速分泌一种激素来调节人体在运动时的机体功能，而这种内分泌作用在以
前却并没有被人类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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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运动因子”的探析:运动诱导肌源性IL-6释放机制及其对代谢调控的研究》由湖南科技大学学术著
作出版基金资助，本著作的研究成果是由国家自然科基金面上项目赞助完成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运动因子”的探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