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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生理学》

内容概要

该教材是“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也是体育教育专业主干课教材和国家级精品课程配套教材。本
次修订根据国内外运动生理学发展的趋势，对教材内容进行了适当的调整和更新，主要内容包括肌肉
活动、肌肉活动的能量代谢、肌肉活动的神经调控等。新教材反映了国内外运动生理学科学研究发展
的主要内容，有较好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继承了传统运动生理学及前一般运动生理学教材的核心内容
，有较好的继承性。在结构上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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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一、运动生理学概述
二、生命活动基本特征
三、机体内环境与稳态
四、人体生理功能活动的调节
五、反馈与前馈
第一章肌肉活动
第一节细胞生物电现象
一、刺激、反应与兴奋
二、细胞生物电活动
第二节肌肉收缩原理
一、肌肉的微细结构
二、肌肉收缩与舒张过程
第三节肌肉收缩的形式与力学特征
一、肌肉收缩的形式
二、肌肉收缩的力学特征
第四节肌纤维类型与运动能力
一、不同类型骨骼肌纤维的形态结构和功能特征
二、肌纤维类型与运动的关系
第五节肌电图
一、肌电信号的引导和记录
二、肌电图的基本原理与正常肌电图
三、肌电信号的分析
四、肌电图的应用
第二章能量代谢
第一节人体能量的供给
一、ATP与ATP稳态
二、ATP的生成过程
三、不同途径合成ATP的总量及效率
第二节人体能量代谢的测定
一、能量代谢测定原理与方法
二、影响能量代谢的因素
三、基础代谢
第三节运动状态下的能量代谢
一、能量代谢对急性运动的反应
二、能量代谢对慢性运动的适应
三、与运动相关的能量代谢检测与评价
第三章神经系统的调节功能
第一节组成神经系统的细胞及其一般功能
一、神经元
二、神经胶质细胞
第二节神经系统功能活动的基本原理
一、突触传递
二、反射活动的基本规律
第三节神经系统的感觉分析功能
一、感觉概述
二、躯体和内脏的感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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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眼的视觉功能
四、耳的听觉功能
五、内耳的平衡觉功能
第四节神经系统对姿势和运动的调节
一、运动传出的“最后公路”
二、中枢对姿势的调节
三、中枢对躯体运动的调节
第四章内分泌调节
第一节内分泌与激素
一、内分泌和激素的概念、作用及其特征
二、激素的细胞作用机制
三、内分泌功能轴
第二节主要内分泌腺的功能
一、下丘脑和垂体
二、甲状腺和甲状旁腺
三、肾上腺
四、胰岛
五、性腺
第三节运动与内分泌功能
一、重要内分泌激素对运动的反应和适应
二、激素对运动时能量代谢的调控
三、激素对运动时水盐代谢的调控
第五章免疫与运动
第一节免疫学基础
一、免疫系统
二、免疫应答
第二节运动与免疫
一、免疫功能对运动的反应
二、免疫功能对运动的适应
三、免疫功能的调理
第六章血液与运动
第一节血液的组成与特性
一、血液的组成
二、血液的理化特性
第二节血液的功能
一、血浆的功能
二、血细胞的功能
三、血型与输血
第三节运动对血液成分的影响
一、运动对血浆的影响
二、运动对血细胞的影响
三、高原训练和低氧训练对血液组成的影响
第七章呼吸与运动
第一节肺通气
一、肺通气的动力学
二、肺通气功能的评定
三、肺通气对运动的反应与适应
四、呼吸肌的训练
第二节肺换气和组织换气

Page 4



《运动生理学》

一、气体交换的原理
二、准备活动
第二节进人工作状态与稳定状态
一、进人工作状态
二、稳定状态
第三节运动性疲劳
一、运动性疲劳的特点
二、运动性疲劳产生的生理机制
三、运动性疲劳的检测指标
第四节恢复过程
一、恢复过程的一般规律
二、促进恢复过程的措施
第五节脱训与尖峰状态训练
一、脱训
二、尖峰状态训练
第十二章运动技能的形成
第一节运动技能的生理学基础
一、运动技能的分类
二、运动技能形成的生理学机制
第二节运动技能形成的过程
一、泛化阶段
二、分化阶段
三、巩固与自动化阶段
第三节影响运动技能形成的因素
一、运动技能的迁移
二、感觉反馈的影响
三、注意力的影响
第十三章年龄、性别与运动
第一节儿童少年与运动
一、儿童少年的生长发育
二、儿童少年的生理特点
三、儿童少年的身体素质发展
第二节女性与运动
一、女性的生理特点
二、女性运动的特殊问题
第三节老年人与体育锻炼
一、老年人的生理特点
二、运动对老年人生理功能的影响
三、老年人健身运动的原则
第十四章肥胖、体重控制与运动处方
第一节身体成分概述
一、体重与身体成分
二、身体成分与体重控制的意义
三、理想体重与身体成分
第二节肥胖与体重控制
一、肥胖的危害及其形成机制
二、体重控制与运动减肥的生理学机制
第三节运动处方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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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运动处方的制定与实施
三、运动处方实例
⋯⋯
第十五章环境与运动
参考资料
中英文名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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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运动生理挺有意思，解释了各种运动现象背后的机理，比如神经系统如何通过 Ca 离子控制肌球蛋
白与 ATP 酶结合从而使肌肉收缩。虽然这又是一本传统的国产教材，不过由于讲的是生理学，还是有
比较强的逻辑性，对很多运行现象的深入了解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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