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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运动员比赛时尿内儿茶酚胺的排出量
‘’

汤慈美 林文娟 孙丽华 丁雪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市休育科学研究所

摘 要

测量 了.! 名体操运动 员在比赛前和训练前 的血压和脉率
,

并测 了/ 0名 运 动

员赛前
、

赛后和训练后尿内儿茶酚胺的排 出量
。

结果发现男子组赛前舒张 压 比

训练前为高
。

比赛后尿 内去 甲肾上腺素排 出量 男女纽均显著高于比赛前
,

界 子

组训练后尿 内去 甲肾上腺素排 出量比比赛后略低
,

、

而女子组对残班赛后有 明 显

降低
。

说明男子组去 甲肾上腺素的排 出增加与情绪 的关系较少
,

而女子组 则 与

情绪关系较密切
。

赛后 肾上腺素排出量 男女组均有明显增加
,

训练后排 出 量 均

比比 赛后排 出量低
。

女子组在赛前
、

赛后
、

训练后 肾上腺素排出量均比 男子组为

低
,

但差异未达显著水平
。

比 赛中发挥好 的肾上腺素排 出量倾向较低
。

儿茶酚胺与情绪
、

应激密切有关
,

目前一般认为儿茶酚胺排出量的变化可作为情绪或

应激强度的指标�
。

� ! ∀# ∃  
报告儿茶酚胺的排出与操作结果也有关卿

。

本研究试 图 观

察两个问题
% &

∋

运动员在比赛时尿内儿茶酚胺排出量的变化
。

(
∋

儿茶酚胺排出量与运动

成绩是否有关
。

方法 %
被试男 &) 人

,

女&∗ 人
。

年龄最小 ) 岁
,

最大&+ 岁
,

平均 &,
∋

−岁
,

均为北京市各业

余体育学校的学生
,

已接受训练(一 −年
,

平均 +
∋

)年
。

除少数人是第一次参加全市 性 比 赛

外
,

大部分人均已有数次参加全市性 比赛的经验
。

本实验所测指标是在为参加
,

全国 性 比

赛而举行的选拔赛时所收集
。

在赛前 ,
∋

.一&小时我们用普通血压表和脉率仪测量了被试

在安静状态下的血压和脉率
,

并收集尿标本
。

比赛结束后再次收集尿标本
。

我们还 测 量

了平时训练前的血压和脉率并收集了平时训练后的尿标本作为对照
。

运动员在比赛中能否充分地发挥本身具有的技术水平由教练员给予评定
,

评定 标 准

分超水平
、

较好
、

一般
、

较差和差五个等级
。

超水平指比赛成绩超过平时训练时的水平
,

较

好指能充分发挥平时训练时达到的水平
,

一般指有的项目比平时稍好
,

但有的项目比平时

差
,

较差指有一
、

二项比平时成绩差
,

差指大部分项目均比平时训练时差
。

尿内儿茶酚胺的测定基本上采用/ 0∀ 12 的方法帕
,

我们稍作改进
。

本实验均用 才检验进行统计处理
。

结果
%

一
、

血压和脉搏的变化
%

运动员在比赛前和训练前所测得的血压和脉率结果见表 & ,

&3 本文于4∗ ) 5年 5月(+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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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比赛前和训练前的血压和脉率

收缩压 2 2 % 3 舒张压 2 2 % 3

组 别 被 试 数
脉率次4分

比 赛 前 公56 练 前 比 赛 前 铆�� 练 前 比 赛 前 训 练 前

男子组

女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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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 所示男子组训练前的收缩压稍低于比赛前的
,

但两者间无明显差别
。

而 比 赛

前舒张压却明显地高于训练前的
。

脉率无明显差别
。

女子组比赛前和训练前血压和脉率

均极相似
,

无明显差异
。

二
、

尿 内肾上腺素 与去甲肾上腺素的变化
1

男子组共有 �. 人测了尿中儿茶酚胺排出量
,

结果发现在比赛后尿内肾上腺素排 出 量

比比赛前有显著增高>∀< ;
=

;− ?
,

见图 �
。

训练时运动项目
、

活动量及时间基本上 与 比 赛

时相当
,

但训练后尿内肾上腺素排出量却显著低于 比赛后的排出量
。

男子组比赛后 去 甲

肾上腺素排出量显著比比赛前增加
,

训练后排出量也增加
,

但比赛后与训练后的排出量间

无明显差别
,

图 /
。

男子组去甲肾上腺素与肾上腺素之比 >∗ � 4 � ?比赛后为 �
=

+士�
=

�
,

训

练后为.
=

/士/
=

;
。

训练与比赛后的∗ � 4 � 有非常显著差异 >∀< ;
=

; � ?
。

女子组共有 �/人测 了尿 中儿茶酚胺排出量
。

女子组肾上腺素排出量与男 子 组 的 类

似
,

即比赛后 比比赛前有显著增加
,

训练后排出量低于比赛后的排出量
,

但 未 达 显 著 水

平
。

女子组在各种状态下的排出量均比男子组为低
,

虽然男子与女子组之间的差异 并 不

显著
。

∗ � 排出量女子组与男子组也类似
,

赛后 ∗ � 有非常显著增加
,

训练后排出量比比

赛后显著地低
,

图 �
、

/
。

女子组∗ � 4 � 在比赛后为 .
=

,士�
=

,
,

训练后为 /
=

:土;= ,
,

未见 明显差

异
。

≅≅�� 泞 
!∀

#∃

碱田灿军簇醚月变

男子组 女子组 男子组 女子红%

图 & 赛前
、

赛后及训练后尿内肾上腺素的 排 出 图 ∋ 赛前
、

赛后及训练后尿内去甲肾上腺素 的排

量 出量
芳
与赛前比() #

·

# ∗ ∃

△与赛后比() #
,

# ∗ 与赛前比
苦() #

∃

# ∗
∃

开关() # +,
∃

与赛后比

△() # # ∗

三
、

儿茶酚胺排出量与运动成绩
−

根据教练员对运动员在比赛中技术发挥情况的评价
,

其结果见表 ∋
。

一一丛卫盗碑水平与较好者合成一组
,

简称好组
,

将一般和较差者合成一组
,

简称 差 组
。

注
− 图 &一图 . 纵坐标的单位是

−
毫微克/分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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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两组运动员尿内儿茶酚胺 的排出量
,

发现在男子好组和差组间去甲肾上腺素 排 出

量极为接近 >图 9 ?
。

在各种情况下肾上腺素的排出量好组均比差组为低 >图 . ?
,

但 其 差

异均未达显著性水平
。

女子组去甲肾上腺素排出量在赛后差组显著高于好组 >∀< 。
=

; �?
,

赛前及训练后好组与差组间很接近 >图 0 ?
。

肾上腺素排出量在赛前和训练后好组与差组

也较接近
,

但赛后差组排出量比好组高
,

接近显著性水平 >图 − ?

表 / 体操运动员比赛时发挥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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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好组

差组

纵组好差口幽
≅�����������
 �

架毖州红巴米

0目#

喇书1不番搬月驭

赛前 赛后 练后

图 2 男子好组与差组肾上腺素的排出量

赛前 赛后 练后

图 3 男子好组与差组去甲肾上腺素的排出量

园
好组

差组

茱些口
‘

坐子书

品丁洲阴阴

图 ∗

赛前 赛后 练后

女子好组与差组肾上腺素排出量

婆前 赛后 练后

图 . 女子好组与差组去甲肾上腺素排出量
朴 廿
与好组比() #∃ +,

  �,%45卜,!!�,5卜
&
∃

卜6

7∃,100比1几8

召训1不麟月坐红

讨论
−

一般认为血压
,

脉率可作为反映情绪状态 的指标‘。
。

本实验结果表明男子组 舒 张 压

在比赛前比训练前高
,

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时运动员已处于一种较为紧张的 状态
。

女子组未发现类似的变化
。

运动员在比赛时不但体力活动增加
,

而且情绪也处于较为紧张
、

兴奋的状态
。

体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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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情绪紧张这两种因素均可使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的排出量增加
〔。 。

根据本实验

结果看来男子组去甲肾上腺素与体力活动关系较密切
,

男子组在比赛后和训练后去 甲 肾

上腺素的排出量很接近
,

均比比赛前有显著增加
,

训练后的排出量虽比比赛后的 略 低
,

但

两者差别不显著
。

女子组则稍有不同
,

比赛后去甲肾上腺素的排出量比比赛前有非 常 显

著的增加
,

训练后 的排出量虽然与男子组训练后的排出量极为接近
,

但比比赛后 的排出量

却显著地低
,

从女子组结果看来似乎去甲肾上腺素含量的变化与比赛时的情绪因素 也 有

较密切关系
。

在比赛时我们见到有些女运动员面部表情紧张
,

个别人甚至肌肉发抖
,

而男

子组这些情况不明显
,

是否由于比赛时女子组情绪紧张较多地引起肌肉活动的改变 而 使

去甲肾上腺素含量变化与情绪因素也有较大关系
,

根据本实验尚不能得到明确回答
,

但这

种可 能性是存在 的
。

从男子组结果看肾上腺素与情绪的关系更密切
,

男子组在比赛后 肾

上腺素的排出量有显著增加
,

训练时虽然体力活动量与比赛时类似
,

但显然情绪并不如比

赛时那样紧张
,

这时肾上腺素的排出量就显著地低于比赛后的
。

女子组的结果也类似
,

比

赛后排出量明显增高
,

训练后的排出量比比赛后的低
,

但未达显著性水平
。

一般认为对引

起情绪的刺激肾上腺素比去甲肾上腺素更敏感卿
,

本实验中男子组的 结 果 与 此 是 一 致

的
。

有报告指出情绪紧张或应激时儿茶酚胺排出量的变化男女间是不同的
,

如 Ε Φ Γ Δ Η Ι Δ Χ

ϑ Γ Ι Κ Λ Ι Φ
报告在实验室应激或考试时虽然操作水平或考试成绩男女是类似的

,

但肾上腺素

的排出量男子均比女子为高卿
。

从我们实验结果看来男女组在比赛时发挥情况很接近
,

甚至发挥较好的女子组相对还多些
,

但女子组在比赛前
、

比赛后和训练后肾上腺素的排出

量也均比男子组为低
,

虽然男女间差异并未达显著水平
。

从本实验结果看男子组去甲肾上腺素排出量似与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关系不大
,

因 为

发挥好的与发挥差的去甲肾上腺素的排出量均很接近
。

但女子组似与比赛成绩有 关
,

发

挥不好的去甲肾上腺素的排出量显著地比发挥好的高
。

从肾上腺素测定结果看似乎发挥

好的排出量较低
,

这在女子组似更明显些
。

女子组发挥好的比赛后尿内肾上腺素排 出 量

低于发挥差的
,

已接近显著性水平 >Μ一 /
=

/ ; + ?
。

男子组也有这种倾向
,

发挥好的肾上 腺 素

排出量在赛前
、

赛后和训练后均较发挥差的为低
,

但好的与差的之间的差别未达显著性水

平
。

Ν ΓΜ ΟΠΔ Γ 观察了低水平 >体校学生 ?和高水平运动员 >优秀运动员 ?比赛前后儿茶酚胺

排出的规律叻
,

也发现低水平运动员肾上腺素的排出与运动成绩是负相关
。

综上所述在本实验条件下尿内儿茶酚胺 的排出与体力活动和情绪有关
,

男子组 去 甲

肾上腺素排出与体力活动关系较大
,

肾上腺素与情绪因素关系较大
。

女 子 组 去 甲 肾 上

腺素与肾上腺素的排出除了与体力活动有一定关系外
,

与情绪也都有较密切关 系
。

女 子

组在应激时血压和肾上腺素的反应似较男子组为低
。

儿茶酚胺排出量可能与运动成绩有

关
。

女子组运动成绩好的去甲肾上腺素排出量低
。

运动成绩好的肾上腺素排出量倾向较

低
,

男女组均如此
。

王志刚
、

齐毅两位同志参加了本实验部分工作
=

特此致谢
。

本工作得到北京市什刹海业余体校
=

东城区业余体校
,

西城区业余体校
=

朝阳区业余体校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和协

助
,

特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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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2 ΠΔ Ι Σ φ / − + 了2 Δ Γ Λ ΜΛ ] Γ Λ Τ Ι ΜΙ Φ 2 ΠΔ Ι Τ ΠΔ Μϑ Ι ∴ Φ Ι Ι Σ 2 ∴ Ι ΜΠΜΠΣ Δ ∴ Ι Φ ΠΣ Τ Γ Δ Τ

Τ Κ Φ ΠΔ 3 Ι Σ 2 ∀Ι ΜΠΜΠΣ Δ Γ Δ Τ ΜΦ Γ ΠΔ ΠΔ 3 ∀Ι Φ ΠΣ Τ
=

)Μ ] Γ Λ φΣ Κ Δ Τ Μϑ Γ Μ Μ ϑ Ι Τ ΠΓ ΛΜ Σ ΟΠΙ ε ΟΣ Σ Τ ∴ Φ Ι ΛΛ Κ Φ Ι ΠΔ Μϑ Ι ∴ Φ Ι Ι Σ 2 ∴ Ι ΜΠΜΠΣ Δ

∴ Ι Φ ΠΣ Τ ] Γ Λ ϑΠ3 ϑ Ι Φ Μϑ Γ Δ Μϑ Γ Μ ΠΔ ∴ Φ Ι ΜΦ Γ ΠΔ ΠΔ 3 ∴ Ι Φ ΠΣ Τ ΠΔ 2 Γ ΟΙ 3 Ψ 2 Δ Γ ΛΜ Λ
=

Ρ γ Ι Φ Ι Μ ΠΣ Δ Σ φ Δ Σ Φ Γ Τ Φ Ι Δ Γ ΟΠΔ Ι >∗ � ? Τ Κ Φ ΠΔ 3 Ι Σ 2 ∴ Ι ΜΠΜΠΣ Δ ΠΔ Ι Φ Ι Γ Λ Ι Τ

− Π3 Δ ΠφΠΙ Γ Δ Μ ΟΨ ε Σ Μ ϑ ΠΔ 2 Γ ΟΙ Γ Δ Τ φΙ 2 Γ ΟΙ 3 Ψ 2 Δ Γ Λ ΜΛ
=

 Σ 2 ∴ Γ Φ Ι Τ ] ΠΜϑ Μϑ Ι

Ι Σ 2 ∴ Ι ΜΠΜΠΣ Δ ∴ Ι Φ ΠΣ Τ Τ Ι Ι Φ Ι Γ Λ Ι Σ φ ∗ � Ι γ Ι Φ Ι ΜΠΣ Δ ] Γ Λ Λ Π3 Δ ΠφΠΙ Γ Δ Μ Τ Κ Φ ΠΔ 3

Μ Φ Γ ΠΔ ΠΔ 3 Π Δ Μϑ Ι φΙ 2 Γ ΟΙ 3 Φ Σ Κ ∴
,

ϑ Σ ] Ι ς Ι Φ , Δ Σ Λ Π3 Δ ΠφΠΙ Γ Δ Μ Τ Ι ⎯ Φ Ι Γ Λ Ι ] Γ Λ

Σ ε ΛΙ Φ ς Ι Τ ΠΔ Μ ϑ Ι 2 Γ ΟΙ 3 Φ Σ Κ ∴
=

Ρ γ Ι Φ Ι ΜΠΣ Δ Σ φ Γ Τ Φ Ι Δ Γ ΟΠΔ Ι >� ? ΠΔ Ι Φ Ι Γ Λ Ι Τ

− Π3 Δ ΠφΠΙ Γ Δ ΜΟΨ Τ Κ Φ ΠΔ 3 Ι Σ 2 ∴ Ι ΜΠΜΠΣ Δ ∴ Ι Φ ΠΣ Τ ε Σ Μϑ ΠΔ Μ ϑ Ι 2 Γ ΟΙ Γ Δ Τ φΙ 2 Γ ΟΙ

3 Φ Σ Κ ∴ Γ Δ Τ Τ Ι Ι Φ Ι Γ Λ Ι Τ Τ Κ Φ ΠΔ 3 Μ Φ Γ ΠΔ ΠΔ 3
=

Ρ γ Ι Φ Ι ΜΠΣ Δ Σ φ � ] Γ Λ ΟΣ ] Ι Φ ΠΔ Μ ϑ Ι Λ Ι 3 Ψ 2 Δ Γ Λ ΜΛ ] ϑ Σ Λ Ι ∴ Ι Φ φΣ Φ 2 Γ Δ Ι Ι ] Γ Λ

3 Σ Σ Τ
=

‘

Ρ γ Ι Φ Ι ΜΠΣ Δ Σ φ ∗ � Γ ΟΛ Σ ] Γ Λ ΟΣ ] Ι Φ Σ Δ ΟΨ ΠΔ Μϑ Ι 3 Σ Σ Τ ∴ Ι Φ φΣ Φ 2 Γ Δ Ι Ι

3 Φ Σ Κ ∴ Σ φ φΙ2 Γ ΟΙ Λ
,

ε Κ Μ ΠΔ Μϑ Ι 2 Γ ΟΙ 3 Φ Σ Κ ∴ ΠΜ ] Γ Λ Λ Π2 ΠΟΓ Φ Ι ΠΜ ϑ Ι Φ ΠΔ

Μ ϑ Ι 3 Σ Σ Τ Σ Φ εΓ Τ ∴ Ι ΦφΣ Φ 2 Γ Δ Ι Ι 3 Φ Σ 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