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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疾病、伤害和风险因素负担研究报告显

示，从 2000年至 2019年，肥胖等代谢性疾病患病

率不断上升，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巨大健康负担［1］。

在当前全球老龄化加速与慢性病高发的背景下，运

动已成为突破传统健康管理瓶颈的重要干预手

段［2-3］。运动不仅是一种低成本、易实施的健康干

预手段，更因其对代谢稳态的调节作用，成为改善

多种代谢性疾病和延缓认知功能衰退的关键策

略［4-9］。同时，多组学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为运动代

谢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突破，这些突破不仅构建了

“运动-代谢-健康”的分子图谱，更为个性化运动

干预提供了从机制解析到临床转化的完整科学路

径［10-11］。本期 《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以

“运动代谢效应与促健康机制研究”为主题，共刊

出 22篇文章，包括 8篇研究报告和 14篇综述，主

要涵盖3个研究主题，分别是：运动调节代谢稳态

促健康机制研究、运动促进健康新功能发现、新兴

技术在运动促健康研究中的应用。

首先，运动对代谢稳态的调节作用是运动促进

健康的重要分子基础之一。本期相关研究聚焦脑健

康等主题，通过综述和原创性动物实验分析了乳

酸、色氨酸、谷氨酸代谢，以及肠道菌群-代谢物

网络在运动缓解抑郁、焦虑、孤独等中枢神经系统

疾病、改善脑衰老、增强胰岛素敏感性和调节免疫

功能中的作用及机制。同时，本期其他研究还分别

阐述了表观遗传调控、miRNA、蛋白质翻译后修

饰（酰化、乳酸化等），以及线粒体低毒兴奋效应

在运动改善肥胖、心血管疾病和衰老肌萎缩中的作

用及机制。

其次，运动促进健康新功能的发现有助于推动

个性化运动处方的制定工作。个性化运动处方强调

在考虑个体差异的基础上，关注运动的类型、强

度、频率和时间等参数，以最大化运动干预效应。

本期相关研究综述了全身振动训练、操舞类运动、

抗阻运动、有氧运动和冲击运动等不同类型运动对

绝经后骨质疏松女性骨密度的影响和不同模式下低

氧运动（氧体积分数≤14%与氧体积分数>14%）对

肥胖人群代谢改善的影响。

最后，基于组学技术和统计模型的运动生理研

究是近十年运动科学研究范式的最大变革，也是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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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运动响应标志物解析的关键技术。本期研究回顾

了多组学技术在运动促进健康的代谢标志物发现中

的应用策略，同时收录了一项基于大规模、多队列

的运动转录组数据，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识别运动

响应关键基因的研究工作，展示了多组学、生物信

息学和统计科学等新兴学科在运动生理研究中的重

要应用。

运动代谢效应是运动促健康机制研究的核心命

题，未来研究应重视对运动代谢响应的整体性评估

而非局限于单物质、单通路或单组织器官的探讨，

应重视多组学、生物信息学、统计科学和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在本领域中的应用，应注重构建“动物

实验-人群干预研究-队列研究”多层级、全链路研

究体系。研究者们对本领域及相关领域内的新方

法、新技术、新概念和新理论应秉持更加开放的态

度，主动促进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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