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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动戒毒现如今已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戒毒干预方式袁 也渐渐成为女性戒

毒人员的新疗法遥降低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复吸率是戒毒工作的一大难题遥女性担

任的社会角色具有一定特殊性袁影响其复吸倾向的因素错综复杂遥 采用文献分析法总

结归纳针对女子戒毒人员开展的运动治疗方式与复吸倾向研究的相关文献袁 论述影

响女性戒毒人员复吸倾向的相关因素与机制袁 现阶段运动戒毒方式对女性戒毒者的

影响以及发展方向袁总结其对生理健康尧心理健康与社会健康的改善效果袁以期为运

动干预策略提供理论基础袁帮助真正达到戒断和防止复吸的目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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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adays, exercise for drug rehabilitation has developed into an important drug rehabilita-

tion interventionmode, and has gradually become a new treatment for female drug addicts. Amajor prob-

lem in drug rehabilitation is to reduce the relapse rate of drug addicts after they return to society. Because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women's social rol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relapse tendency are also complex.

This paper conducts a literature review to analyze current researches on exercise therapy and relapse ten-

dency of female drug addicts, discusses the factors and mechanism that affect the relapse tendency of fe-

male drug addicts, and the impact of exercise for drug rehabilitation currently on female drug addicts and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summarizes the effects of the method on improvement of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etal health, so a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exercise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o help

achieve the goal of abstinence and prevention of rela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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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成瘾以及滥用问题会严重破坏社会安定与

秩序袁毒品本身也会对人体多种组织尧器官造成不可

逆的严重危害袁并造成难以消除的精神成瘾性遥近年

来袁 体育运动对毒瘾戒治的有效作用受到了广泛关

注遥随着运动戒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不断推进袁
发现相较于以往的药物治疗尧心理治疗等方法袁运动

疗法更能有效提高戒毒人群的治疗效果 [1]遥 在吸毒

群体中袁女性人数上升趋势明显袁且呈年轻化态势遥
众多调查显示袁女性戒毒人员所吸食的毒品中袁苯丙

胺类毒品的使用比例较男性高出许多 [2]袁此类毒品

相较于其他种类成瘾性高尧戒断率低袁使吸毒人员更

易产生毒品渴求遥女性戒毒人员在戒断后重返社会袁
若出现复吸情况袁会对个体和家庭带来严重打击袁也
会给社会治安带来隐患遥

世界卫生组织渊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冤
对健康的定义为院野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和体弱袁而
是身心健康尧社会幸福的完美状态遥 冶道德健康是以

生理健康尧心理健康为基础袁是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

的发展袁以此构成了三维健康观遥而女性戒毒者产生

复吸渴求的主要因素正是一个由多成分组成的结

构袁故可基于野生理要心理要社会冶模型构建框架袁为
女性戒毒者能真正戒断毒品及依赖性药品尧 恢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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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健康状态服务遥 本文将针对运动戒毒干预方式

对女性强戒人员的康复效果以及主观复吸倾向水平

的影响进行梳理和综述袁 以期为运动干预策略提供

理论基础袁 帮助女性戒毒人员达到真正戒断和降低

复吸倾向的目的遥

复吸指毒品依赖者借助药物治疗尧心理治疗尧运
动治疗等方式成功脱毒后袁 因各种因素影响而再次

服用毒品及依赖性药品的行为遥 复吸倾向指复吸这

一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袁倾向越高复吸可能性越大 [3]遥

在健康内涵的演变过程中袁生理尧心理尧社会的三

维健康观决定了个人行为以及社会结构袁可基于野生
理-心理-社会冶模型总结归纳女性戒毒者复吸的影

响因素袁 探究运动干预方式对改善女性戒毒人员的

生理因素尧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遥 吴婧一 [4]认

为女性戒毒人员的复吸行为受环境尧心理等多方面影

响袁各因素间均会产生显著性正向影响曰许书萍等 [5]

在生理-心理-社会模型框架下袁深入分析多维变量

对复吸行为的影响袁 采用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回归方

程袁提供了实证数据支撑袁研究显示患病数量尧人格

特征尧 就业技能等因素都起到了正向预测复吸风险

的作用袁帮助其早日戒断渊图 1冤遥

图 1 女性戒毒人员复吸影响因素

身体素质方面袁庄淑梅 [6]研究指出服用毒品对

女性戒毒人员的中枢神经系统尧呼吸系统尧运动系统

及循环系统危害最深遥 服用毒品及依赖性药物可以

直接激活多巴胺能神经元袁从而增加多巴胺的释放袁
通过奖赏系统获得强烈的愉悦感 [7]袁使戒毒人员对

其产生依赖遥 长期服用会持续引发中枢神经系统产

生病理性改变袁在脱毒过程中出现走路不稳尧言语不

清等小脑共济失调症状 [8]袁同时对心血管系统和呼

吸系统产生极大毒性袁导致心力储备低下尧体力不支袁
直接刺激呼吸道黏膜袁引发支气管炎尧咽炎等多种呼

吸系统疾病[6]遥 服用毒品会降低肠胃蠕动速度袁食欲

减退袁导致身体缺乏营养素遥女性在妊娠期服用阿片

类毒品袁新生儿出现毒品依赖的概率为 60%~90%[9]遥
在脱毒治疗的过程中袁 绝大多数女性戒毒者会出现

一系列不良的生理戒断反应袁包括失眠尧躯体疼痛尧
呕吐等袁 这些不良的生理反应也证实了戒毒人员各

生命系统并未处于稳态遥

有研究表明袁 戒毒人员的心理因素对复吸倾向

的影响起重要作用 [10]遥一是在毒瘾形成阶段袁服用毒

品会为吸毒者带来欣快感袁而为了保持这种欣快感袁
吸毒者逐渐产生依赖行为遥故虽经过了戒毒治疗袁但
戒毒人员心理渴求依赖并未完全消失袁 成为复吸的

内在动力遥二是在脱毒治疗中袁女性戒毒人员因强制

隔离毒品袁在一段时间内会产生强烈的戒断反应袁这
种不适的生理反应会使毒品成瘾者存在一定的抑

郁尧焦躁等负性情绪袁对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带来不

利的影响遥这种长期的负面影响不仅表现在药物成瘾

者的脱毒治疗中袁也常表现在脱毒后的一段时间内[11]遥
陈思思 [3]将影响女性戒毒人员复吸的心理因素

分为人格特征尧自我认知和情绪三方面遥韩慧等[12]研

究发现袁人格的内外向维度对复吸倾向有预测作用遥
低自我控制力的人袁性格冲动尧意志薄弱袁不能充分

考虑吸毒行为的后果袁容易走上复吸的道路遥 此外袁
部分女性戒毒人员因错误认知袁 将毒品认作治疗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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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人际交往和减压方式袁 在毒品依赖与戒断症状

的痛苦中来回挣扎袁因此再次走上复吸的道路遥龚家

辉等[13]研究发现女性海洛因戒断者对毒品的态度更

加积极遥此外袁女性戒毒者的情绪稳定水平也可反映

其面对吸毒行为的应对方式以及自我效能感遥 当女

性戒毒人员成功脱毒回到社会后袁 再次面对社会因

素所带来的压力袁 自我效能感低的女性会继续陷入

焦虑尧抑郁的负性情绪中袁复吸倾向升高袁这与马君

等[14]的研究结果一致遥

社会因素对于女性戒毒人员来说往往是诱发心

理因素的动机袁许书萍等 [5]借助生理-心理-社会模

型框架袁研究得出影响因素包括家庭尧朋辈尧经济以

及周围发生的环境事件等遥 不和睦的家庭环境以及

婚姻情感状态可能会使女性感受不到情感支撑袁受
挫之后易通过毒品寻求慰藉遥同时袁女性戒毒人员普

遍文化程度不高袁无固定职业袁常处于失业或无业的

状态袁缺乏社会经验袁错误的自我认知以及身边的野毒
友冶与毒贩会使她们融入不良团体袁对女性的吸毒行

为产生重要影响[15]遥 此外袁当女性戒毒人员经脱毒治

疗再次回归社会时袁会遇到不被社会接纳尧缺少工作

机会尧缺乏就业技能等问题袁归属感降低使得生活再

次举步维艰袁于是继续接触毒品袁走上复吸的道路遥

随着运动干预戒毒方式的不断探索与创新袁多
样的运动项目尧适宜的运动强度尧不同的运动场所等

都被纳入了研究范围遥 运动疗法作为新兴戒毒治疗

方式之一袁 帮助恢复女性戒毒者的生理健康与心理

健康袁促成面对社会因素影响时的正向应对方式袁大
大降低复吸的风险遥 现如今主要运动干预方式根据

能量代谢特点可分为有氧运动与无氧运动袁有氧运动

以有氧康复操尧太极拳尧跳绳尧瑜伽等为主袁无氧运动

则以抗阻运动为代表袁有氧运动结合抗阻运动等混合

模式干预也具有良好疗效遥但基于性别上的生理差异

以及戒毒人员普遍的体质与心理状态袁针对女性强戒

人员开展的运动干预方式较男性也有所区别袁其中太

极拳尧瑜伽等有氧运动的干预效果尤为突出遥

有氧运动指主要以有氧代谢提供运动中所需能

量的运动方式袁包括慢跑尧跳绳尧骑功率车尧有氧健身

操尧太极拳尧瑜伽等袁在对于女性戒毒人员的运动干

预治疗中十分常见 [16]遥 王晓婉[17]对 80 名女性强戒人

员开展了强度为 50%~60%的最大心率有氧运动袁发
现运动干预 12 周可以减少体重增长袁 改善体脂含

量尧BMI遥 长期有规律的有氧运动可以促进机体心血

管功能的提高袁增加机体的肌肉力量体积袁提高躯体

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袁对戒毒人员身体形态尧机能和

素质有着显著的恢复效果遥
有氧运动有助于提升女性戒毒者的积极情绪袁

增强自我效能感遥 朱宣金等[18]将 68 名女性强戒人员

按照吸食毒品种类的不同袁分为传统组和新型组袁开
展为期 12 周强度为 50%~60%最大心率的有氧运动

干预袁 发现运动干预对吸食不同种类毒品的女性强

戒人员的负性情绪改善以及体适能均有疗效且疗效

相近遥 庄淑梅 [6]对女子强戒人员进行为期 6 个月强

度为 55%~69%最大心率的有氧康复操运动干预袁发
现女子戒毒者的大脑认知能力和调控能力显著增

强袁 实验组在毒品渴求以及主观复吸倾向的水平上

降低效果显著遥 龚丹等 [19]探究了一次性短时间中等

强度有氧核心运动对冰毒依赖者戒毒期间的多巴胺

分泌等其他指标的影响袁 发现一次性短时中等强度

的有氧运动可以提升戒毒者的多巴胺水平袁 并可维

持 60 min 以上袁可降低戒毒者的毒品渴求遥 但保持

高强度的体能训练可能会适得其反遥当前研究表明袁
大强度的运动可以刺激多巴胺的释放袁 降低戒毒人

员的焦虑水平袁从而减轻戒毒初期时候的戒断症状[20]遥
然而袁由于毒品成瘾人群的多巴胺能系统功能失衡袁
在进行一次性的大强度运动后容易导致多巴胺能系

统亢奋袁造成进一步紊乱 [21]遥 因此袁出于安全性和合

理性考虑袁 大强度运动训练方案的实践应用还需要

进一步深入探索研究遥
虽然目前最佳运动强度尚不明确袁但小尧中和大

强度的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均有助于减少吸毒成瘾的

正反馈过程袁且长期尧规律尧强度为 60%~70%最大心

率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在降低强戒人员戒毒期间的

毒品渴求以及复吸倾向方面卓有成效袁 且效果与毒

瘾程度呈负相关[22]遥

追溯我国最早的运动疗法袁起源于模仿虎尧鹿尧
熊尧猿尧鸟所编创的五禽戏袁其实质是我国最早的体

疗[23]遥太极拳尧五禽戏等传统体育项目作为中低等强

度有氧运动对生理效应和心理效应都具有突出的治

疗效果袁尤其是改善心理健康方面袁以太极拳尤为突

出遥太极拳是结合呼吸吐纳尧导引袁使意识尧呼吸和动

作三者密切协调配合袁主张以轻灵缓慢袁以心行气袁
自然平和的有机统一的运动袁具有健身尧健心尧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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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功效 [24]遥
药物成瘾是一种复发性的慢性脑疾病 [25]遥 而太

极拳尧 八段锦等传统体育项目在国内外作为慢性疾

病的辅助治疗手段遥同时袁太极拳运动的动作轻柔缓

和尧强度灵活可控袁无须考虑戒毒人员以往的运动经

验尧准备特别的器械与服装和场地空间袁参与人数活

络可控袁是一种安全有效的运动疗法袁可以很好地调

节人体的神经系统尧循环系统与呼吸系统袁对于治疗

慢性疾病十分有效[26-27]遥耿敬敬[28]针对太极拳运动对

上海市女性合成毒品成瘾人员的身体健康与心理健

康效果展开为期 6 个月的干预研究遥 结果表明太极

拳练习能锻炼实验组腹式呼吸模式袁 对胃肠具有按

摩作用袁 有效改善食欲低的情况袁BMI 明显回升袁收
缩压与脉搏明显下降遥 张明珍 [29]在 6 个月内对女性

甲基苯丙胺依赖者进行每周 5 次的太极拳干预袁发
现太极拳能够降低女性甲基苯丙胺依赖者的交感神

经张力袁维持自主神经系统的稳态袁有助于增强心率

变异性袁对改善心脏功能有积极作用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太极拳在缓解焦虑尧消除负性情

绪尧提高心理适应能力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袁有助于

提高女性强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自尊水平和自我效

能袁防止再次导向复吸行为遥左丽君等[30]针对 18~35 岁

女性甲基苯丙胺成瘾者开展太极拳运动干预袁 结果

显示干预后女性戒毒者的自我调控能力尧 行为执行

性等各维度得分均有提高袁强迫症状尧抑郁尧焦虑等

负性情绪大大降低遥 王琦 [31]在探究太极拳运动对女

性甲基苯丙胺依赖者渴求度的影响中发现袁 太极拳

能显著改善女性甲基苯丙胺依赖者的焦虑尧抑郁尧敌
对尧偏执情况袁改善负性情绪袁对缓解长期戒毒综合

征更有效遥 朱东等 [32]对接受太极拳运动康复干预的

受试者开展了历时 4 年的复吸情况跟踪调查袁 发现

复吸人群中实验组对毒品渴求度下降袁 平均戒断时

间延长 2 倍以上袁 可见针对长期戒毒工作以及复吸

率的积极成效袁这与 Li 等 [25]的研究结果一致遥
在长时间规律的太极拳练习后袁 戒毒人员的负

性情绪占比下降袁逐渐培养起乐观尧豁达尧自信的外

向人格特征袁认知水平提高袁自我效能感增强遥 太极

拳较其他有氧运动类型更强调动作的连贯有序袁以
意引形袁这对女性戒毒者的内心修养有重要影响袁有
助于其在回归社会后袁再次面对家庭矛盾严重尧毒友

诱惑尧 工作压力等社会因素诱发时能以自控能力正

确选择应对方式袁抑制对毒品的冲动袁避免复吸行为

的发生遥

瑜伽主要由冥想瑜伽尧 呼吸训练和放松训练三

部分组成[33]袁要求训练者通过有节奏的呼吸尧身体姿

势和冥想创造一种平静的心境袁使练习者注意力集中袁
调节思想和情绪状态袁减轻压力袁提高免疫功能 [34]遥
冥想已单独作为治疗药物成瘾的方式之一袁 主要机

制是通过冥想提升心理积极情绪和自控能力袁降低对

毒品的渴求遥此外袁从选择适宜运动处方的角度来看袁
结合女性的生理特点尧运动爱好以及生活环境条件袁
瑜伽普适性高袁所占空间合理袁女性戒毒者易接受遥

梁雪萍等 [35]结合女性身心特点编制了瑜伽与有

氧健身操相结合的运动疗法袁 开展为期 3 个月的戒

毒治疗袁结果显示瑜伽呼吸法中的野腹式呼吸冶模式

使呼吸肌得到主动锻炼袁 增加了胸廓活动度与肺活

量袁改善呼吸系统功能袁拉伸舒展僵硬粘连的关节袁
松解肌肉袁提高肌肉力量尧柔韧与耐力遥 瑜伽能够下

调促炎细胞因子袁减轻炎症反应袁从而增强机体免疫

系统功能袁从而潜在缓解和预防多种疾病遥同时对于

患者睡眠质量尧 肌肉骨骼等症状也有一定疗效遥
Peppone 等[36]发现经过 4 周的恢复性瑜伽训练袁受试

者的肌肉骨骼疼痛尧 肌肉酸痛等其他身体不适程度

明显降低袁 这对今后改善毒品依赖者戒断症状的戒

毒工作有一定启示作用遥
瑜伽运动对于建立积极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有一

定成效遥 女性毒品依赖者心理健康状况与使用不良

防御机制频率呈显著相关关系袁 即女性吸毒者在存

在多种心理问题的前提下又过多地使用不良的心理

防御机制袁二者相互影响袁成为导致吸毒行为和复吸

发生的重要内因之一[37]遥 庄淑梅等[6]针对 98 名女性

海洛因戒毒者开展了为期 6 个月的瑜伽运动干预袁
结果表明瑜伽大大降低了女性强戒人员的敌对尧抑
郁尧焦虑等负性情绪袁且能在一定时间跨度内保持稳

定遥有研究对具有童年心理创伤的戒毒人员开展了为

期 12 周的正念瑜伽训练袁 显著改善了女性戒毒人员

的情绪觉察能力和心理弹性袁提高身体感受变化的敏

感度袁从行为应对方式中展现积极态度 [38]遥 姚慧 [39]

以瑜伽作为运动疗法对女性强戒人员开展了为期

12 周的干预袁结果表明瑜伽干预显著降低女性戒毒

者的犬尿氨酸渊Kynurenine, KYN冤水平袁增加犬尿酸

渊Kynurenic Acid, KA冤水平袁对降低毒品渴求和复吸

倾向极具成效遥同时袁体能训练组的药物戒断改善效

果次于瑜伽袁可能是因为在毒品戒断期间袁瑜伽通过

减少压力引起的交感神经活动袁 有效降低戒断者的

皮质醇水平袁提升了积极情绪的占比袁改善精神涣散

的状态袁提高女性戒毒人员的感知力尧注意力以及自

我调节能力袁 能够降低其因冲突或压力导致寻求药

物慰藉的行为发生概率袁帮助患者克服药物渴望[4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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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关于瑜伽运动对女性戒毒人员的复吸

倾向的实验研究以及理论机制开展较少袁 还需要更

长的实验周期来实证瑜伽对女性戒毒者的长期效

果遥但从现有结论可以看出对于女性戒毒人员袁瑜伽

运动对于改善心理健康水平袁 降低药物渴求和抑制

复吸行为具有显著成效袁 正念冥想部分的治疗效果

优于其他疗法 [41]遥 可见保持良好且稳定的心理健康

水平袁更有利于毒品依赖者摆脱毒品的困扰袁提高回

归社会后的生活质量遥同时袁从女性的客观生理水平

以及运动兴趣角度出发袁 瑜伽与冥想更能调动其积

极性和依从性袁保证运动方案的执行和持续遥

抗阻运动是通过利用自身力量克服外界阻力的

训练方式袁已成为戒毒运动干预的处方选择袁能够显

著改善肌肉功能袁减少肌力流失袁降低骨质疏松症的

风险遥抗阻运动在合适的空间中利用器械即可完成袁
哑铃尧 弹力带等辅助器械具有渐进负荷尧 便携等特

点袁是干预手段中的首选外界阻力源遥
Nygard 等 [42]对药物成瘾者进行持器械的最大力

量训练渊如深蹲冤袁发现能够改善骨质流失情况袁对肌

肉骨骼康复有积极效果遥 田飞[43]开展了为期 18 周的

弹力带抗阻运动治疗方案袁 结果显示其能显著提高

受试者的机体功能且有效改善恶性心理状态袁 在此

基础上药物渴求度也得到抑制袁 能控制和预防复吸

的发生遥
然而袁 目前的研究对女性戒毒人员开展抗阻运

动的干预方案过少袁 可能考虑到生理差异尧 个性特

点尧 康复疗效等因素袁 故并不能得到充足的实验证

据遥 陈瑜 [44]以强度为 60%~70%最大心率的中等强度

有氧耐力运动结合抗阻训练袁 对女子强戒人员开展

了为期 12 周的干预袁结果表明体能训练能显著降低

谷氨酸 渊Glutamate, Glu冤 含量袁 提高 酌- 氨基丁酸

渊酌-Aminobutyric Acid, GABA冤水平袁促使 Glu/GABA

系统维持稳态袁基于对负性情绪的改善效果袁强戒人

员自我控制能力显著上升袁 提升女性戒毒者回归社

会后的积极心理资本袁 对毒品戒断和预防复吸行为

具有正向作用遥 廖帅熊 [45]对男性戒毒人员实施有氧

运动联合抗阻训练的干预方式袁 发现其对提高患者

身体素质尧自我控制能力尧复吸倾向等方面的改善效

果均优于单独有氧运动或抗阻运动遥
结合现有研究结论发现袁 有氧运动结合抗阻训

练的混合运动干预模式对戒毒人员的肌力下降尧免
疫力低下降尧骨质流失等特定的生理问题袁焦躁尧抑
郁等心理问题的改善有明显作用袁 同时对于复吸行

为也有积极效益袁 且优于单一模式下的有氧运动和

抗阻运动遥 但上述结论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女性戒毒

人员还有待考证遥

药物成瘾被发现以来袁 有关其与戒除机制的研

究从未间断袁 但目前在神经生物机制研究中对于男

女差异的针对性文献相对较少 [46]遥近年来袁多巴胺能

系统以及 Glu尧GABA 水平在药物成瘾与滥用的机

制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遥进入戒毒阶段袁多巴胺

能系统及 Glu/GABA 系统的平衡被打破袁此时吸毒者

再次暴露于毒品环境或其他因素导致的戒断反应时袁
就会提高复吸的发生率袁药物成瘾与复吸的发生机制

与神经通路相似且密切相关袁只是复吸机制建立在吸

毒者已建立相对牢固的成瘾记忆的基础上遥运动干预

的介入则能刺激多巴胺能系统及 Glu/GABA 系统袁激
活与毒品类似的奖赏途径袁维持正常平衡袁从多方面

减轻戒断症状的不适袁有效降低复吸倾向遥

哺乳动物大脑有三大功能系统袁即唤醒系统尧奖
赏系统与认知系统袁共同参与了毒瘾的形成阶段袁其
中唤醒系统和奖赏系统共同导致了毒瘾的发生和发

展[22]遥 脑内负责药物奖赏的主要区域为中脑腹侧被

盖区 渊Ventral Tegmental Area, VTA冤 和伏隔核渊Nu-

cleus Accumbens, NAc冤袁VTA 的多巴胺神经递质在

奖赏中有重要作用袁同时 NAc 的多巴胺神经元受到

来自海马尧杏仁核等区域的谷氨酸能神经元的支配[7]遥
有研究表明袁可卡因尧冰毒等其他种类毒品可以直接

激活多巴胺能神经元袁从而增加其释放袁通过奖赏系

统获得强烈的愉悦感遥当释放量过高袁多巴胺稳态失

衡袁导致奖赏系统的野奖赏冶效应减弱时袁也会使吸毒

者驱使定向唤醒系统袁逐渐发展为毒品成瘾遥
而运动疗法能激活与毒品相近的奖赏途径袁增

加强制戒断期间相同的愉悦感袁 继而抑制复吸行为

的发生遥研究表明袁运动干预可以改善由于长期摄入

毒品导致的中脑多巴胺能系统病理性退变袁 促进多

巴胺的释放袁维持稳态袁提高戒毒者的愉悦感袁有助

于毒瘾的戒除 [47]袁规避复吸行为的发生遥 此外袁Fis-
cher-Smith 等 [48]研究表明袁戒毒初期的主要表现为多

巴胺能系统的功能降低袁 随着戒毒的深入还可以观

察到谷氨酸能系统的表达增加袁且 NAc 的谷氨酸调

节通路是影响戒毒后毒品渴求程度的重要指标袁与
复吸率的关系密切遥

因此袁 运动疗法可能可以通过促进多巴胺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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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种方式改善多巴胺能系统的功能以及谷氨酸能

系统袁从而稳定多巴胺水平袁调节失衡袁使奖赏途径

回归正常化袁 对毒瘾的戒除和降低复吸率有良好的

效果遥

Glu 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兴奋性氨基酸类神

经递质 [49]袁GABA 是主要的抑制性氨基酸类神经递

质 [50]袁故 Glu/GABA 系统共同维持大脑神经系统稳

态 遥 研究显示 袁 相较奖赏通路多巴胺能系统 袁
Glu/GABA 系统主要与成瘾药物的滥用以及复吸行

为关系密切[51]遥
Giorgetti 等 [52]研究表明 袁在苯丙胺类兴奋剂

渊Amphetamine-Type Stimulant, ATS冤 作用下袁GABA

的抑制作用帮助维持正常的多巴胺和 Glu 水平遥 因

此袁 增强 Glu/GABA 能有助于抑制毒品渴求与复吸

倾向遥
大量研究表明袁 运动可以通过降低循环系统中

促炎性生物标志物的水平袁 影响患者的 Glu 和 GA-

BA 水平袁继而改善成瘾药物对生理和神经的损害遥
Real 等[53]在动物实验中证实了强迫跑步运动可以防

止 Glu 受体因滥用药物导致的过度刺激遥 Pour 等 [54]

在为期 8 周内针对大鼠进行体育运动锻炼 渊跑步和

游泳冤袁发现增加了突触 GAD67 和 GABA 受体蛋白

水平袁继而增强了 GABA 能系统袁有助于改善认知

功能袁降低对药物的渴求遥
戒毒者不良的心理健康水平也是影响戒断后复

吸行为高发的主要原因之一遥 运动干预在维持兴奋

性神经递质和抑制性神经递质平衡渊降低 Glu 水平尧
提高 GABA 水平冤的同时袁恢复大脑系统的正常功

能袁减轻了神经毒性和药物诱导的多巴胺水平袁缓解

抑郁尧焦虑尧敌对等负性情绪袁对预防复吸行为的发

生具有积极效应[55]遥
因此袁 运动干预方式通过有关区域的重塑机制

影响大脑的可塑性袁保持 Glu/GABA 系统的平衡袁打
破成瘾药物对大脑正常功能的影响袁 改善认知功能

与执行功能袁减轻戒毒人员对毒品的依赖程度袁继而

大大降低复吸倾向遥

不同运动干预方式的疗效侧重点不同遥 长期规

律的中尧 低等强度有氧运动利于增强女性戒毒者的

综合身体机能袁 对体质健康的改善效果显著遥 太极

拳尧瑜伽等更有利于培养乐观尧豁达的人格特征袁提
升认知水平袁缓解急躁尧抑郁尧焦虑尧敌对等负性情

绪袁对心理因素影响有卓越成效遥以抗阻运动为代表

的无氧运动针对女性戒毒者的肌力下降尧 骨质疏松

等肌肉骨骼问题的治疗效果匪浅遥
目前运动戒毒的干预方式对女性戒毒者的生

理尧心理及社会影响因素都有正向治疗作用袁长时间

的规律运动习惯能促进毒品依赖者在回归社会后健

康观念替代尧生活习惯替代袁规避社会因素对自身的

不利影响袁形成健康的体育生活方式袁对降低药物渴

求度以及复吸倾向具有良好效果袁 但在降低女性戒

毒人员复吸倾向的正向效果程度上也有高低遥 如有

氧运动联合抗阻运动的混合运动模式优于单一的有

氧运动或抗阻运动袁 瑜伽与太极拳也可能优于以有

氧康复操尧跑步为干预方式的有氧运动方案袁但尚未

形成运动戒毒机制理论的实证研究体系遥
总之袁 因不同运动干预方式对复吸倾向影响的

差异性以及相应的作用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袁 存在

局限性袁 运动干预对女性戒毒人员复吸倾向水平的

可能机制以及影响效果仍需继续探究遥 女性吸毒者

的吸毒原因尧 行为特征和心理特点等方面与男性有

所不同袁相对应的运动干预措施也应有所调整袁根据

目前不同运动干预方式的疗效突出点的研究结果袁
混合运动干预模式对于降低女性戒毒人员的复吸倾

向可能最为有效遥 运动干预治疗方案的观察时间也

需延长袁避免女性戒毒被试人员的流失袁提高对其复

吸倾向水平影响的长期效果验证遥 目前虽最佳运动

干预模式尚未得知袁但在现有干预模式基础上袁可以

细分女性戒毒人员的年龄状况尧 学历程度尧 婚姻状

况尧服用毒品种类尧服用年限等袁在明确运动干预方

式的基础上袁按其健康尧体力及心血管功能状况结合

生活环境条件和运动爱好等个性特点进一步完善运

动处方的制定袁 量化对于女性戒毒人员切实有效的

运动强度尧运动频率尧运动时间等袁多层次尧多维度地

提高处方质量袁继而达到多元化尧精准化尧个性化水

平袁更加有效地达到毒品戒断的目的袁降低复吸行为

的发生袁这也同样适用于男性戒毒人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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