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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运动是良医（ElM）”的思想古已有之，2007年美国运动医学会将其作为一项解决全球公共卫
生问题的健康促进行动正式提出，目前已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响应和推广，希望《体力活动与
健康促进》一书能够成为联接国内运动科学与公共卫生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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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红娟，女，1972年生，公共卫生专业博士，体育学博士后，运动科学专业副教授，“十一五”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2009BAK62B04）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与青春期内分
泌调控、体力活动与健康促进，国内外发表科研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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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随机对照试验是一种最佳的设计类型，但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诸多挑战。
如：①参与者必须同意接受随机分组；②最好是双盲研究，但在体力活动干预项目中显然不可能做到
双盲，只能单盲；③由于依从性差与退出的问题，可能会带来偏倚；④由于大型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征
集研究对象的种种困难，因此，研究对象往往是高度选择性的，这就带来外部效度的降低，即结论难
以外推。
如内科医生健康研究，用于研究阿司匹林对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和β-胡萝卜素预防癌症的研究，研
究对象局限于白人、健康的中年男性内科医生这一特殊群体，结论的外推需要慎重，如外推至年轻男
性、女性、少数民族、非内科医生等，都存在问题。
　　尽管随机对照试验是一种验证研究假设的研究设计类型，但是很多有关体力活动的重要问题不能
应用这种设计来解决。
如研究者感兴趣的可能是何种运动类型、频率、强度、持续时间等对于减少心脏病是最佳的。
理论上，可以将研究对象随机分组接受不同的运动干预或作为对照，跟踪观察心脏病发病率的信息，
但随机对照试验难以实现。
假设中年男性发生心肌梗死的危险是每年7/1000，想要获得140名病例，就需要20000名男性随机分组干
预一年，20000名男性都要在干预前后进行危险因素评估，其中干预组要进行给定运动强度的运动，对
照组则不能运动，由于样本量大，还需要在多中心开展研究。
显然，如此大的工作量和花费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体力活动研究中，已经有一些小型的、易于管理的随机对照试验用于研究不同水平的体力活动或训
练如肌肉功能、平衡、步态、血压、胰岛素水平等的干预研究。
研究设计的终极目标是评价自变量（如体力活动、体质）的变化与因变量（如损伤、疾病或死亡）之
间的关系。
当我们讨论研究的证据强度时，应当注意各种研究设计类型的优缺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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