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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渊WHO冤发布的叶国际疾病分类曳渊Inter鄄
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袁ICD-11冤袁成瘾渊Addiction冤被
定义为一种复发性的尧 对物质或行为产生持续需求的障碍咱1暂遥
成瘾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袁即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遥 物质成瘾

渊Substance Addiction袁SA冤 包括药物成瘾 渊Drug Addiction袁
DA冤尧酒精成瘾尧吸烟成瘾等袁行为成瘾包括网络成瘾渊Internet
Addiction袁IA冤尧赌博成瘾尧购物成瘾等遥 自第一个行为成瘾渊赌
博成瘾冤 被纳入 叶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曳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袁DSM-5冤 以来咱2暂袁人们

对成瘾疾病愈发关注袁成瘾已不仅是个人的健康问题袁而是全

球性的公共卫生难题咱3暂遥 体育运动作为一种低成本尧易于推广

和可接受的干预手段袁 在治疗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方面表现

出优越的效果和显著性咱3-6暂遥 然而袁运动本身就可能发展为一

种成瘾袁某些运动参与者对运动量的需求不断增大袁逐渐对运

动行为失去控制袁最终导致运动成瘾渊Exercise Addiction袁EA冤
的发生袁使身心健康受到损害咱7暂遥 如何充分发挥体育运动在防

治成瘾过程中的优势尧 避免 EA 带来的负面效应等问题尚未

解决遥 为此袁针对运动与成瘾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对促进公共健

康具有重要意义遥
基于此袁 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方法袁 以 Web of Sci鄄

ence 数据库为检索平台袁 运用 CiteSpace尧VOSviewer 和 Bib鄄
liometrix 等文献计量工具对研究样本进行一系列描述性统计

和可视化分析袁探讨运动和成瘾相关研究的国际合作情况尧学
科交叉尧研究热点和前沿袁为将来的研究提供参考遥收稿日期院202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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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渊Wos 核心合集冤
为数据来源袁以野physical activity冶野exercise冶野sport冶野addiction冶
为检索词进行检索遥检索式为 TS =渊"sport" OR "exercise" OR
"physical activity" 冤 AND TS = 渊"addiction"冤遥 文献类型选择

野article冶袁语言选择野English冶袁时间跨度为野2000要2023冶渊最终

检索与下载日期为 2023 年 7 月 2 日冤袁 得到相关文献 1 387
篇袁精确匹配去重筛选后袁最终得到有效文献 1 223 篇遥 将文

献信息导出为全记录及参考文献的纯文本袁以野download_.txt冶
的形式下载并保存检索结果袁为可视化分析做准备工作遥
1.2 可视化分析方法

将满足条件的 1 233 篇文献导入 CiteSpace 6.2.R4 渊64-
bit冤 Advanced 中袁主要用于实现期刊双图叠加分析尧关键词共

现和聚类以及突发性关键词等信息的可视化咱8暂袁并结合 Excel
进行数理统计遥 将时区调整为野2000要2023冶袁单个时间分区

渊Years pear Slice冤为 1 年袁术语来源渊Term Source冤同时选择文

献题目 渊Title冤尧 摘要 渊Abstract冤尧 作者关键词 渊Author Key鄄
words冤尧关键词 Plus渊Keywords Plus冤袁筛选节点方式为 g-index
渊k =25冤遥 运 用 VOSviewer 1.6.19尧Gephi 0.9 以 及 Microsoft
Charticulator 绘制国家合作网络图遥 基于 R 语言袁 通过 Bib鄄
liometrix 和 ggplot2 软件包绘制关键词分布热力图遥
2 结果与分析

2.1 运动与成瘾研究的年度发文量特征

通过对 1 233 篇文献的发表时间进行统计发现渊图 1冤袁虽
然 2023 年的文献渊截止至 2023.7.2冤没有完全收录袁但 2000要
2022 年袁 运动与成瘾研究的发文数量整体呈波浪形上升的趋

势遥 运动与成瘾相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院 起步阶段

渊2000要2010 年冤发文量在 20 篇以内曰初步发展阶段袁发文量

从 2011 年的 27 篇增加到 2018 年的 84 篇曰 快速发展阶段

渊2019要2022 年冤袁其中 2020 年发文量首次突破百篇袁2022 年

达到峰值 220 篇遥 运动和成瘾研究发文量的迅速增加袁表明近

年来学者们对成瘾问题以及运动干预作用逐渐重视遥

图 1 2000要2023年运动与成瘾研究的发文量年份布图

2.2 国家合作网络分析

通过 CiteSpace 得到发表相关文献的主要国家分布情况

渊表 1冤袁美国发文最多达 303 篇袁中国渊163 篇冤和英国渊155 篇冤
位于第 2 和第 3遥 图 2 为运动与成瘾研究的国家合作网络袁连
线代表国家之间的合作遥 美国尧英国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较为丰

富袁国际合作较为频繁遥 中国与美国合作最为密切袁共合作了

20 次遥澳大利亚和匈牙利是与英国经常合作的国家袁分别进行

了 21 次和 23 次合作遥 中介中心性逸0.1 表明该国家发表的文

献影响力较大遥 英国发文数量虽不如美国与中国袁但英国的中

心性最大渊0.24冤袁中国渊0.22冤尧美国渊0.2冤尧西班牙渊0.15冤的中心

性都较高袁 表明以上这几个国家在运动与成瘾相关的研究领

域内处于核心地位遥 相比之下袁土耳其和意大利在这方面有所

欠缺遥

图 2 国家合作网络

表 1 发表相关文献的主要国家渊前 10名冤

2.3 期刊双图叠加分析

通过 CiteSpace 的期刊双图叠加渊Overlay Maps冤展示各学

科文献分布和引文轨迹袁 进而研究期刊间的信息传递及知识

发展脉络袁揭示运动与成瘾研究中各学科的关系咱9暂遥 如图 3 显

示袁图上的每 1 个点代表 1 个期刊袁左侧部分为施引图尧右侧

为被引图遥 椭圆宽度代表期刊出版物的数量袁椭圆的长度代表

作者的数量遥 曲线为引证连线袁展示了引用的来龙去脉袁这些

曲线轨迹提供了该领域跨学科的理解遥 Z-Scores 函数使得轨

迹更加流畅和突出袁并且分数越高袁连线越粗遥 其中袁蓝色的引

证曲线极为突出袁 施引区域标记词为 psychology袁education袁
health袁 从该区域产生的 2 次分叉充分体现了学科融合的特

点遥 链接到的 3 个被引区域分别为 psychology袁education袁social
渊 =8.06袁 =253 001曰health袁nursing袁medicine渊 =2.82袁 =94 470冤曰
molecular袁biology袁genetics渊 =2.28袁 =78 161冤遥 由此看出袁心理

学尧教育学和社会学是运动与成瘾研究最依赖的学科遥 而成瘾

作为一种疾病袁所以也离不开医学尧护理学等与健康相关学科

的支持遥 除此之外袁分子尧生物和遗传学给该领域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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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UNITED KINGDOM)

土耳其(TURKEY)

西班牙(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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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更加科学可靠的理论依据遥

图 3 期刊双图叠加分析

2.4 高共被引文献

文章的被引次数反应领域的研究热度和文章的价值咱10暂遥
表 2 整理了 10 篇高被引文献或书籍遥 被引频次最高的是 Di
Lodovico 发表在叶成瘾行为曳渊ADDICT BEHAV冤的一篇系统综

述咱11暂遥 该论文分析了不同运动项目的成瘾风险袁结果发现袁耐
力运动员渊14.2%冤患运动成瘾的风险更高袁其次是球类运动

渊10.4%冤尧健身运动渊8.2%冤和力量训练渊6.4%冤袁普通人群仅为

3.0%遥 其次是由美国精神医学协会渊American Psychiatric As鄄
sociation袁APA冤 编制的权威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参考工具

DMS-5咱2暂袁包含了对成瘾相关障碍的分类和诊断标准袁是运动

与成瘾研究中经常引用的书籍遥 此外袁被引频次较高的文献还

有 Lynch 于 2013 年在 叶神经科学与生物行为评论曳渊NEU鄄
ROSCI BIOBEHAV R冤发表的论文咱12暂袁该综述详细地总结了运

动干预药物成瘾的神经生物学机制袁 表明运动的戒毒作用受

到了重视遥
2.5 关键词分析

2.5.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中心的提炼遥 关键词在研究中出现的频次

反映了其研究的热度咱13暂遥 通过 CiteSpace 统计关键词之间的共

现频次袁 以可视化分析的形式将关键词的频次和聚类信息展

现出来袁进而分析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遥
图 4 为运动与成瘾研究的关键词共现网络袁包括节点 580

个袁连线 2 627 条遥 节点代表关键词袁出现频次越多袁节点越

大遥 节点之间的连线代表共现关系袁颜色则代表节点出现的时

间袁紫色外圈代表节点中心性逸0.1遥 通过图 4 和表 3 可以看

出袁physical activity 渊运动冤的节点最大袁出现频次为 390 次袁
addiction渊成瘾冤出现了 299 次遥 此外袁prevalence渊流行率冤尧
adolescents 渊青少年冤尧exercise addiction 渊运动成瘾冤尧internet
addiction渊网络成瘾冤尧health渊健康冤尧depression渊抑郁冤等也是

高频的关键词遥 同时袁高中心性的关键词有运动渊physical ac鄄
tivity冤和成瘾渊addiction冤袁锻炼渊exercise冤尧行为渊behaviour冤尧食
物成瘾渊food addiction冤尧青少年渊adolescents冤尧药物使用渊drug
use冤等词的中心性也较高遥

图 4 关键词共现网络

表 2 高共被引文献或书籍渊前 10名冤

1
2
3
4
5
6
7
8
9
10

Di Lodovico L, 2019, ADDICT BEHAV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APPI

Szabo A, 2015, YALE J BIOL MED
Berczik K, 2012, SUBST USE MISUSE

Lichtenstein MB, 2017, PSYCHOL RES BEHAV MA
Nogueira A, 2018, FRONT PSYCHOL

Lynch WJ, 2013, NEUROSCI BIOBEHAV R
De la Vega R, 2016, J BEHAV ADDICT,
Elhai JD, 2017, J AFFECT DISORDERS,
Mayolas-Pi C, 2017, J BEHAV ADDICT

排序 被引文献或书籍

运动成瘾

成瘾诊断
运动成瘾

运动成瘾
运动成瘾

运动成瘾

药物成瘾

运动成瘾
手机成瘾
运动成瘾

研究主题 被引频次

36
32
30
29
27
25
24
24
23
23

表 3 运动与成瘾研究的高频及高中心性关键词渊前 10个冤

1
2
3
4
5
6
7
8
9
10

390
299
160
120
120
119
117
116
112
110

排序 频次

physical activity
addiction
prevalence

exercise addiction
adolescents

internet addiction
exercise

depression
health

dependence

高频关键词 中心性

0.13
0.13
0.12
0.11
0.09
0.08
0.07
0.07
0.06
0.06

高中心性关键词

physical activity
addiction
behavior
exercise

adolescents
food addiction

exercise dependence
behavioral addiction

alcohol
drug ad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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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关键词聚类分析

通过关键词聚类可以进一步了解运动与成瘾研究的热点

和知识结构咱13暂遥图 5 中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聚类群遥聚类的

模块值 渊Modularity Q冤=0.468 6 渊>0.3冤袁 平均轮廓值渊Mean
Silhouette S冤=0.720 5渊>0.7冤袁表明划分出来的社团结构显著并

且合理咱8暂遥从 Cluster exeport 查看聚类的详细信息渊表 4冤遥运动

与成瘾研究的主要关键词聚类分别有 9 个 院#0 exercise
addiction 渊运动成瘾冤尧#1 nucleus accumbens 渊伏隔核冤尧#2
social media 渊社交媒体冤尧#3 internet addiction 渊网络成瘾冤尧#4
smoking cessation 渊戒烟冤尧#5 substance abuse 渊物质滥用冤尧#6
food addiction 渊饮食成瘾冤尧#7 aerobic exercise 渊有氧运动冤尧#8
drug abuse 渊药物滥用冤遥

图 5 关键词聚类图

2.5.3 关键词演化分析

将高频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标准化为 Value 值渊0耀1冤并绘

制成热力图渊图 6冤袁Value 值越大尧颜色越接近黄色表明在当

年这个关键词在该领域出现的频次越多遥 关键词演化能够反

映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历程咱14暂遥 从整体来看袁关键词主要都分布

在 2013 年以后袁 这主要是因为 2013 年前发文量较少所致遥
smoking渊吸烟冤尧behavioral addiction渊行为成瘾冤尧stress渊压力冤
等关键词从 2001 年至今一直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 遥
Adolescent渊青少年冤尧university students渊大学生冤等关键词从

2019 年开始稳步增加袁 这提示青少年和大学生群体是近年来

的主要研究对象袁 反映了该群体的成瘾问题受到关注遥 而

Smartphone 渊智能手机冤尧COVID-19 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冤尧
Internet addiction渊网络成瘾冤尧problematic internet use渊问题性

网络使用冤等关键词在 2021 才开始快速增长袁这可能反映了

新冠大流行与手机成瘾等新兴公共卫生问题的出现有一定联

系遥 2023 年数据未收录完整袁因此不纳入参考范围内遥

图 6 高频关键词热力图

3 运动与成瘾的热点分析

结合关键词聚类图渊图 5冤以及聚类中的关键词渊表 4冤袁可
以将运动与成瘾的研究热点归纳为 5 个主题院 运动成瘾的研

究曰运动与伏隔核的研究曰运动与网络成瘾的研究曰运动与物

质成瘾的研究曰运动与食物成瘾的研究遥
3.1 运动成瘾的研究

聚类 #0 包含了 84 个关键词袁主要关键词有院exercise ad鄄
diction 渊运动成瘾冤曰exercise dependence 渊运动依赖冤曰eating
disorders渊饮食失调冤等遥 这表明 EA 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遥 EA
的定义虽无统一的共识袁 但学者已经对 EA 的消极影响进行

了深入的研究遥 Lichtenstein 认为 EA 可能会带来厌食尧伤痛尧
焦虑抑郁和社交障碍等负面影响咱15暂遥 也有学者发现袁EA 的出

现可能削弱运动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咱16暂遥 结合高共被引文献渊表
4冤看出袁EA 的发生机制也是讨论的焦点遥De la Vega 认为激情

渊Passion冤与奉献精神渊Dedication冤可能在 EA 的发生中起调节

作用咱17暂遥 Etel 等人发现袁具高自尊人格特质的女大学生为了减

少身体羞耻感而更容易导致 EA 的发生咱18暂遥 而 Walter 等人对

EA 患者的运动动机进行调查袁结果显示 EA 患者具有强烈的

动机袁这对运动量的过度增加有直接影响咱19暂遥 虽然一系列研究

证据表明诸多心理因素与 EA 发生密切袁 但其中何种因素起

主导作用尚不清楚遥 相比而言袁从神经生物学角度探讨 EA 发

生机制的研究较少遥Huang 等人通过事件相关电位技术渊ERP冤
检测 EA 患者的脑电活动袁 发现其奖赏通路被过度激活而抑

表 4 运动与成瘾研究的关键词聚类情况

#0

#1

#2

#3

#4

#5

#6

#7

#8

84

84

83

71

71

52

26

25

21

聚类标签 关键词数

0.807

0.710

0.609

0.666

0.636

0.584

0.894

0.856

0.866

轮廓值 LLR 值最大的3个聚类标签词

exercise addiction (103.78); exercise dependence (80.78); eating disorders (32.71)

nucleus accumbens (46.81); cocaine (44.29); morphine (25.48)

social media (19.65); smartphone use (19.51); college students (15.37)

internet addiction (27.03); university students (13.53); compulsive buying (12.1)

smoking cessation (32.94); executive function (16.52); efficacy (14.6)

substance abuse (21.24);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21.24); alcohol (20.59)

food addiction (56.07); obesity (32.29); overweight (29.07)

aerobic exercise (15.4); opioid system (13.15); stimulant abuse (13.15)

drug abuse (21.68); abuse (13.1); bodily awareness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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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活动减弱遥 这可能为 EA 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咱20暂遥
除此之外袁围绕 EA 的研究热点内容还包括 EA 的诊断尧流行

率和防治方法等方面咱21暂遥
3.2 运动与伏隔核的研究

聚类 #1 中 nucleus accumbens 渊伏隔核冤尧cocaine 渊可卡

因冤尧morphine渊吗啡冤等关键词构成了第二大热点院运动与伏隔

核的研究遥 伏隔核渊nucleus accumbens袁 NAc冤位于大脑皮质和

边缘系统之间袁在奖赏和成瘾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遥 绝大多数

成瘾的形成和加剧都涉及 NAc 的结构和功能改变袁如药物成

瘾尧酒精成瘾和食物成瘾等咱22暂袁因此 NAc 也是运动干预成瘾

的重要靶点遥 研究发现袁抗阻运动可以增加 NAc 中脑神经性

营养因子渊BDNF冤的表达袁减少可卡因成瘾大鼠的自我给药行

为袁表明大鼠对可卡因的成瘾性减弱咱23暂遥 中等强度的跑台运动

可以通过增强 NAc 的可塑性改变肥胖大鼠对高脂食物的偏

好咱24暂遥 另外袁NAc 可能还参与 EA的形成袁运动是一种天然的奖

赏行为袁 大脑奖赏相关的腹侧背盖区-NAc 的多巴胺能等神经

环路过度激活将会导致 EA 的发生咱20暂遥由此可见袁NAc 是运动与

成瘾研究的重要神经生物学基础袁也是该领域的研究重点遥
3.3 运动与网络成瘾的研究

聚类 #2 渊social media冤与聚类 #3 渊Internet addiction冤构成

了另一个研究热点院运动与网络成瘾的研究遥 即使各国学者对

IA 的概念和分类的争议仍然持续袁但 IA 在过去几十年间受到

的关注日益增多遥 广义的 IA 可包括网络游戏成瘾尧网络赌博

成瘾尧网络购物成瘾等与网络相关的成瘾行为咱25暂遥 随着智能手

机的普及袁手机成瘾也加入了 IA 的行列中咱26暂遥 全球范围内袁大
约有 3%的青少年受到网络游戏成瘾的影响袁7%的普通人患

有未指定类型的 IA咱27暂遥 2022 年袁世界卫生组织将由网络行为

引起的赌博成瘾和游戏成瘾纳入 ICD-11袁 向全球警示 IA 对

人的危害咱1暂遥一系列研究表明袁运动可以通过塑造 IA 的人格特

征尧缓解 IA 的戒断反应尧增强大脑的可塑性等多种途径来改

善 IA咱6暂遥Zhang 等人比较了不同运动方式对 IA 的改善效果袁结
果显示双人运动渊乒乓球尧羽毛球冤要优于其他团队运动渊篮
球尧足球冤和个人运动渊太极拳尧瑜伽冤袁这为制定 IA 的运动方

案提供了参考咱28暂遥 Hong 将有氧运动与认知行为干预渊CBT冤联
合对 IA 患者进行治疗袁发现干预效果比单纯地运动或 CBT 更

好袁提示运动与其他方式联合干预 IA 可能是新的治疗趋势咱29暂遥
未来袁随着 IA 问题的加剧袁必将有更多学者投入到运动预防

和治疗 IA 的研究中遥
3.4 运动与物质成瘾的研究

聚类 #4 smoking cessation渊戒烟冤尧#5 substance abuse渊物
质滥用冤 尧#7 aerobic exercise渊有氧运动冤尧#8 drug abuse渊药物

滥用冤形成了第 4 个核心研究热点院运动与 SA 的研究遥 针对

SA 的研究相对成熟袁在 DSM-5 和 ICD-11 已有明确的定义和

诊断标准咱1-2暂遥 酒精尧烟草以及药物的成瘾不仅给个人带来灾

难袁SA 的流行还意味社会生产力的降低和犯罪率的升高咱3暂遥其
中袁甲基苯丙胺尧可卡因尧海洛因等成瘾性强尧神经毒性大的一

众毒品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遥如何有效戒毒尧防止复吸袁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遥 而运动具有显著的戒毒作用袁可以

成为促进禁毒尧戒毒的重要手段遥Wang 等人发现急性有氧运动

能够增强冰毒成瘾者的抑制控制袁 从而减弱对毒品的渴望袁并

且中等强度渊65%耀75%MHR冤的运动效果最好咱4暂遥 运动不仅能

够在成瘾后期降低药物渴求袁以防止复发袁还能在早期进行干

预降低对药物的易感性袁达到对药物成瘾的预防效果咱12暂遥 运动

同样对酒精尧烟草的成瘾具有改善作用遥 有氧运动可以修复酒

精成瘾患者前额叶皮层功能袁减少对酒精的依赖和渴望咱5暂遥 最

新研究表明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地降低吸烟次数袁
同时减少戒断反应从而改善睡眠和生活质量袁 而低强度的有

氧运动干预效果较差咱30暂遥 由此可见袁有氧运动是干预 SA 的主

要手段袁但如何确定适当的运动剂量还有待研究遥
3.5 运动与食物成瘾的研究

聚类 #6 food addiction 渊食物成瘾冤 揭示了另一个研究热

点院运动与食物成瘾渊Food Addiction 袁FA冤的研究遥随着全球各

个国家或地区的肥胖率急剧增加袁FA 等异常的饮食行为受到

普遍关注遥 FA 不仅与肥胖尧2 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关系密

切袁还常伴随着抑郁尧焦虑尧低自尊等心理疾病的发生咱31暂遥 目前

尚未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运动可以改善 FA袁但是运动有可能成

为防治 FA 的有效途径遥对 1 344 名澳大利亚成年人调查研究

发现袁重度 FA 患者比例高达 18.9%袁与非 FA 成瘾者相比袁重
度 FA 患者平均每周步行次数减少 1.8 次袁 步行时间减少 32
min袁中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渊MVPA冤减少 58 min咱32暂遥 这提示 FA
的发生与体力活动水平降低有关遥 此外袁运动对食欲控制具有

积极的调节作用袁两者可能呈现一个野J冶型的曲线关系袁即运

动水平较低时袁食欲调节能力较差袁对食物的饱腹感减弱袁容
易造成热量的过度摄入遥 而高体力活动水平需要维持热量的

消耗袁虽进食欲望增强袁但在进食后对食物的饱腹感更敏感袁
有利于维持能量摄入和消耗的平衡咱33暂遥 这种作用机制可能与

GLP-1渊胰高血糖素样肽-1冤和 PYY渊胃肠肽 YY冤等抑食性激

素分泌增多以及胰岛素的敏感性增强有关咱34暂遥
4 前沿与展望

为了清晰展示最新的研究内容尧紧跟研究热点袁总结了代

表运动与成瘾研究前沿的 25 个突发性关键词渊图 7冤遥 Strength
代表突显强度袁红色区块代表突显时间段袁深蓝色是关键词的

持续时间遥Reliability渊可靠性冤尧sample渊样本冤尧depression渊抑郁

症冤尧smartphone addiction渊智能手机成瘾冤尧compulsive exercise
渊强迫性运动冤尧internet 渊网络冤尧university students 渊大学生冤尧
problematic internet use渊问题性网络使用冤是持续至 2023 年的

8 个突发性关键词袁代表当前的研究前沿咱35暂遥 本文结合突发性

关键词和可视化分析结果袁从研究对象尧内容和方法层面解析

运动与成瘾研究的前沿并提出相关建议与展望遥

图 7 2000要2023年运动与成瘾研究的突发性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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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研究对象层面

近年来调查发现袁大学生手机成瘾尧社交软件成瘾尧网络

游戏成瘾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愈加普遍咱36-38暂遥 大学生代表

社会的未来袁 他们所面临的成瘾问题就是社会所要应对的挑

战遥 而运动能够解决大学生成瘾问题袁提高身体素质袁为社会

培养优秀人才咱38暂遥 因此袁大学生是运动与成瘾研究的重要研究

对象遥 此外袁今后的研究还应该将不同性别尧年龄以及职业的

群体纳入研究对象袁使运动在防治成瘾过程中得到推广遥
4.2 研究内容层面

智能手机成瘾尧问题性网络使用尧强迫性运动以及抑郁是

运动与成瘾研究的前沿内容遥
手机成瘾作为 IA 的新成员袁其具有的便携性和普遍性的

特点使手机用户摆脱手机依赖的难度更大遥 已有众多研究表

明袁手机成瘾会造成社会淡漠和认知功能损害袁诱发抑郁尧焦
虑等心理疾病袁同时还会引起近视尧体态不良尧睡眠障碍等生

理问题咱39暂遥 在 2013 年袁Kim 就提出了通过运动治疗手机成瘾

的可行性咱38暂袁但运动疗法需要一定的自控力和外部监督袁因此

运动干预手机成瘾的有效性和持久性还需更多研究来验证遥
随着运动与成瘾研究的不断深入袁EA 是一个不可避免的

话题遥 Di Lodovico 发现运动类型和运动参与程度都会影响 EA
的患病率袁 这提示不同的运动项目和人群应采用相应的诊断

标准袁然而目前常用的评价手段只有 EA 量表袁诊断方法较为

单一咱17暂遥 Szabo 则强调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缺乏客观的诊断

标准以及术语的不统一袁这导致了研究结果的不可重复咱7暂遥 此

外袁多种成瘾往往会共同发生遥 例如袁在巴西袁45%寻求治疗的

赌博成瘾患者至少有一种共病成瘾袁其中 FA 占比 8.4%尧EA 为

3.6%咱40暂遥 Hauck 等人发现袁具有完美主义的耐力运动员可能同

时会发生 EA 与 FA咱41暂遥 但这种多种成瘾共同发生的现象还没

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遥 综上袁为了充分发挥运动干预成瘾的优

势袁 未来研究还需进一步完善 EA 的诊断标准并统一相关术

语袁深入探索 EA 的发生机制袁避免 EA 与其他成瘾共同发生遥
抑郁症与成瘾关系密切咱42暂遥 抑郁易诱发成瘾袁而药物成

瘾尧网络成瘾等成瘾行为又会加重患者的抑郁水平袁形成恶性

循环袁甚至导致患者轻生咱26袁42-43暂遥 运动的抗抑郁功能一直以来

受到广泛的认可遥 近年来袁研究者已经试图通过运动降低成瘾

者的抑郁水平来促进成瘾的治疗咱44暂遥 随着抑郁症的和各种成

瘾的患病率日益增加袁 运动干预在改善抑郁和成瘾上将发挥

重要作用遥
4.3 研究方法层面

目前袁 问卷调查法以及量表是研究运动和成瘾相关问题

的主要方法袁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袁再加上许多成瘾行

为的概念和相关术语不统一袁 这对实验方法的可靠性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咱7袁25袁30暂遥未来研究还需更多地结合分子生物尧遗传等

学科的研究方法袁并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尧双盲实验减少外部因

素的干扰袁提高实验结果的可信度袁从而推动运动与成瘾研究

的进展遥
5 结论

本文利用多款文献计量软件袁 对国际运动与成瘾相关研

究的发文量尧主要研究国家尧学科脉络尧研究热点与前沿进行

了可视化分析袁得出的结论如下院
运动与成瘾研究发文总量呈现上升态势袁总体研究趋势较

好遥 这表明成瘾现象愈加普遍袁社会对人的身心健康关注度不

断增强袁并且逐渐意识到运动在改善成瘾行为中的重要地位遥
美国尧中国和英国发文量最高袁其次是土耳其尧西班牙尧意

大利等国家遥 国际学术交流合作频繁袁表明成瘾是各个国家都

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遥
心理学尧 教育学和社会学是运动与成瘾研究最依赖的学

科遥 同时也需要医学尧护理学等与健康相关学科的支持遥 除此

之外袁分子尧生物和遗传学提供了更可靠的理论依据遥
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于运动成瘾尧运动与伏隔核尧运动与

网络成瘾尧运动与物质成瘾和食物成瘾等方面遥 研究的主题相

对稳定遥
研究的前沿分析表明袁大学生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曰手机成

瘾尧运动成瘾以及抑郁症是研究的前沿内容曰研究方法的可靠

性和样本的代表性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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