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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低氧训练方法在体育运动实践中的逐步推广，其机理研究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的研
究成果也多起来了。
高住低训对肌糖原合成影响的机理研究国内外报道鲜见，对此领域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入阐明低氧训练
的科学性，为低氧训练方法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理论依据。
恰逢教育部博士学科点基金项目《高住低训对肌肉力量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在研，便有意对高住低训
能否促进肌糖原的合成及其机理进行研究，此乃刘霞博士独立工作的成果。
肌糖原为机体运动时的一种重要的能源物质，高住低训作为低氧训练的一种方法，其能否促进肌糖原
的合成，直接影响低氧训练方法的效果。
胰岛素是机体促进肌糖原合成的主要激素，胰岛素信号途径在高住低训调节肌糖原合成中是否发挥作
用值得探讨。
运动是促进肌糖原合成的重要刺激因素，其机理如何，胰岛素信号途径在其中是否发挥调节作用。
是否还是通过胰岛素以外的信号途径发挥作用有待研究。
该研究将主要从胰岛素信号途径和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两条信号途径，对低氧和／或运动
调节肌糖原合成的机理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科学实验是发现真理的基础，也是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
本文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国外文献资料，设计的实验针对性强，技术线路十分清晰，文中实验数据翔实
可靠、分析讨论有独到之处，为高住低训对肌糖原的合成及其调节机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实为刘霞
同志三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潜心研究、奋力求索、全身心投入实验研究的真实写照，也体现了刘
霞博士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坚实的研究能力。
作为博士生指导教师，认为刘霞博士论文为中国高住低训对肌糖原的合成及其调节机理方面的研究做
出了有意义的探索，为此本人深感欣慰，故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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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低氧训练方法在体育运动实践中的逐步推广，其机理研究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这方面
的研究成果也多起来了。
高住低训对肌糖　　原合成影响的机理研究国内外报道鲜见，对此领域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入阐明低氧
训练的科学性，为低氧训练方法的进一步推广提供了理论依据。
恰逢教育部博士学科点基金项目《高住低训对肌肉力量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在研，便有意对高住低训
能否促进肌糖原的合成及其机理进行研究，此乃刘霞博士独立工作的成果。
　　肌糖原为机体运动时的一种重要的能源物质，高住低训作为低氧训练的一种方法，其能否促进肌
糖原的合成，直接影响低氧训练方法的效果。
胰岛素是机体促进肌糖原合成的主要激素，胰岛素信号途径在高住低训调节肌糖原合成中是否发挥作
用值得探讨。
运动是促进肌糖原合成的重要刺激因素，其机理如何，胰岛素信号途径在其中是否发挥调节作用，是
否还是通过胰岛素以外的信号途径发挥作用有待研究。
该研究将　　主要从胰岛素信号途径和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两条信号途径，对低氧和／或
运动调节肌糖原合成的机理进行较为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科学实验是发现真理的基础，也是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
本文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国外文献资料，设计的实验针对性强，技术线路十分清晰，文中实验数据翔实
可靠、分析讨论有独到之处，为高住低训对肌糖原的合成及其调节机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实为刘
霞同志三年的博士研　　究生学习阶段潜心研究、奋力求索、全身心投入实验研究的真实写照，也体
现了刘霞博士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坚实的研究能力。
作为博士生指导教师，认为刘霞博士论文为中国高住低训对肌糖原的合成及其调节机理方面的研究做
出了有意义的探索，为此本人深感欣慰，故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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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霞，女，博士，副教授。
1972年出生，湖南常德人，1994年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毕业，在湖南常德师范专科学校体育系任
教。
2001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系硕士毕业，2003年考入北京体育大学攻读运动生理专业博士，导师曾
凡星教授。
2007年博士毕业，调入扬州大学体育学院，主要从事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为
扬州大学“新世纪人才工程”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
主要研究领域为运动适应的内分泌机制研究以及运动干预慢性疾病的机制研究，曾主持完成了湖南省
教育厅课题1项，湖南文理学院院级课题2项，参与完成了多项省级课题，现正主持扬州大学科技创新
培育基金1项，近几年来发表体育类核心期刊论文10余篇，其中论文“Research on the regulating
mechanism of hypoxia and exercise effect on muscle glycogen synthesis”2008年获第29届奥林匹克科学大会口
头发言奖，论文“有氧运动联合膳食干预对糖尿病大鼠骨骼肌胰岛素受体亲和力的影响”2009年获江
苏省高校第25届体育论文报告会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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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磷脂酰肌醇三磷酸（PIP3）尤为重要，是介导胰岛素PI－3K依赖的生物学效应的主要介质。
PIF3可直接与PI－3K的下游信号分子结合，通过多种机制介导此处的信号转导。
PI－3K下游的信号分子为3－磷脂酰肌醇依赖的蛋白激酶（PDK）以及Akt，又称蛋白激酶B（PKB）。
PDK及Akt／PKB皆为丝（苏）氨酸蛋白激酶，且都含PH区段。
由于PH区段与细胞膜处的磷脂酰肌醇化物具有高度亲和力，故而皆被集聚至细胞膜处，形成复合体。
Akt／PKB第308位苏氨酸及477位丝氨酸分别被PDKl及PDK2磷酸化而激活。
Akt／PKB为PI－3K通路中的关键分子，可产生多种生物学效应，如糖原合成、蛋白合成、葡萄糖转运
、抗脂解，抑制细胞凋亡等。
现知非经典的蛋白激酶C（aP-Kes）也可被PDK激活并参与葡萄糖转运及蛋白合成。
此外，与蛋白合成有关的哺乳类拉帕霉素靶点激酶（mTOR）以及核糖体S6激酶（P70s6k）也为PDK
和Akt／PKB的下游信号蛋白。
PI－3K是胰岛素刺激葡萄糖摄取和葡萄糖转运体4（GLUT4）转位所必需的信号分子，是胰岛素发挥
生理效应的主要信号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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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低氧暴露与运动对肌糖原合成的调节机理研究》：中国体育博士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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