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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运动对于预防药物成瘾及复吸具有积极作用ꎮ 运动对药物成瘾各个阶段(包括起始阶段、维持

阶段、戒断阶段以及复吸阶段)均有保护作用ꎬ运动的有益作用取决于运动程度、类型、时间以及不同的成瘾

药物、吸毒人群和吸毒所处阶段ꎬ但过度运动不仅无效、甚至还会带来有害作用ꎮ 本文着重从行为学角度综述

了运动在预防成瘾以及对成瘾不同阶段的调节作用ꎬ提示运动可作为一种潜在的预防及治疗药物成瘾的有

效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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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成瘾(ｄｒｕｇ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是一种表现为持续性渴求和强迫

性觅药行为的慢性复发性脑病[１] ꎮ 长期滥用药物会使大脑产

生适应性改变ꎬ导致中脑边缘功能减退ꎬ机体需摄入更多的药

物来弥补多巴胺( ｄｏｐａｍｉｎｅꎬＤＡ)释放减少和 ＤＡ 受体功能衰

退ꎮ 而戒断期患者的复吸动因主要也是为了提高 ＤＡ 水平而再

次摄入药物[２] ꎮ 目前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的手段主要有两种ꎬ
包括药物治疗[如替代疗法(美沙酮、丁丙诺啡)]和非药物治疗

(如行为、心理矫正等) [３] ꎮ 运动作为一种非药物强化剂ꎬ不仅

能增加欣快感和愉悦感ꎬ激活奖赏系统ꎬ还能提高 ＤＡ 浓度及促

进 ＤＡ 受体表达[４] ꎻ与此同时ꎬ流行病学调查以及临床研究均表

明运动对药物成瘾各阶段均有益ꎮ 本文主要就运动干预药物

成瘾的行为学证据进行阐述ꎬ为临床实际应用提供科学依据ꎮ

运动具有非药物强化剂作用

运动干预(如跑步、武术、太极拳、有氧舞蹈等)已被证实对

身心健康具有益处ꎬ能提高人体心血管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ꎬ
增加运动耐力及工作效率ꎬ改善大脑认知功能ꎬ提高机体免疫

力ꎬ降低患各种疾病的风险[５] ꎮ
最近研究发现运动训练与成瘾药物具有相似的作用ꎬ首先

运动能增加欣快感和愉悦感ꎬ延长积极情感状态的持续时

间[６] ꎻ其次与成瘾性药物类似ꎬ运动能激活奖赏系统ꎬ增加 ＤＡ
浓度及促进 ＤＡ 受体表达[２] ꎻ另外运动干预还能降低纹状体谷

氨酸浓度ꎬ减少成瘾药物对谷氨酸受体的刺激作用[７] ꎮ
运动能通过许多不同机制帮助药物成瘾者摆脱毒瘾ꎮ 首

先运动干预能增加积极的情感状态ꎬ提高个体健康、自尊心和

自信心[８] ꎬ而药物成瘾导致的情感状态常常与这些积极的情感

状态呈负相关ꎮ 药物成瘾会减少 ＤＡ 产生及 ＤＡ 受体表达ꎬ使
成瘾者在康复期体验快乐的能力受损ꎮ 运动的正性激活作用

有助于减轻患者情感障碍及戒断症状ꎬ从而提高情绪并增强体

验快乐的能力ꎮ 运动干预的上述作用可能与刺激内源性阿片

肽系统、增强多巴胺系统功能有关[９] ꎻ其次运动能减轻抑郁症

状ꎬ而减轻抑郁症状可能会降低复吸风险[１０] ꎮ 另外ꎬ运动能缓

解睡眠障碍及改善认知功能[１１] ꎬ而睡眠和认知功能障碍被认为

是成瘾者复吸的预测因素[１２] ꎻ最后运动能提高自我效能、减少

应激反应ꎮ 在成瘾治疗方面ꎬ运动干预还能作为辅助治疗手

段ꎬ适当运动对药物治疗也是一种有效的辅助措施[１３] ꎮ 因此运

动可作为一个可选择的非药物强化剂替代治疗药物成瘾ꎮ

运动干预药物成瘾的基础研究

针对运动干预药物成瘾的基础研究通常需建立啮齿类动

物自身给药(ｓｅｌｆ￣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ＳＡ)模型ꎬ该模型利用操作性条

件反射ꎬ当啮齿类动物通过触鼻或压板完成程序所设定的要求

后ꎬ即可获得一定量的药物ꎬ较好地模拟了人类的摄药行为[１４] ꎬ
因此可通过改变自身给药训练程序参数模拟药物精神依赖的

不同过程ꎬ如获得、维持、戒断和复吸等 ４ 个阶段ꎮ
ＳＡ 获得主要指第一次用药到开始产生规律性用药的转变

阶段ꎬ被视为决定药物易感性和主导个体发展为药物依赖的起

始过程[１４] ꎮ 运动可分为自愿运动和强迫运动ꎮ 在涉及自愿运

动的相关研究中ꎬＭｉｌｌｅｒ 等[１５] 在大鼠苯丙胺 ＳＡ 训练同时进行

转轮运动ꎬ与对照组大鼠相比能减少起始阶段药物摄入量ꎮ 此

外 Ｅｈｒｉｎｇｅｒ 等[１６]报道了在可自由摄取酒精条件下ꎬ转轮运动大

鼠起始期酒精消耗量明显减少ꎮ 在涉及强迫运动的相关研究

中ꎬＨｏｓｓｅｉｎｉ 等[１７]发现将大鼠放在跑步机上进行强迫运动能减

少自身给药训练的摄药量ꎮ 可见上述研究表明无论是自愿或

是强迫运动都能减少药物的强化作用ꎬ降低在药物奖赏作用下

发展为规律用药的可能性ꎬ提示运动对预防高危人群的药物易

感及发展为药物滥用者可能具有一定预防作用[１８] ꎮ
药物维持阶段(强化阶段)是指动物连续数周或数月在每

日自身给药训练中摄药量保持稳定水平ꎮ Ｓｍｉｔｈ 等[１９]将大鼠断

奶后分成运动组及对照组ꎬ６ 周后给予高低剂量的可卡因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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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训练ꎬ应用累进比例训练程序测定动物的奖赏动机ꎬ发现

运动组大鼠的摄药量明显少于对照组ꎬ且运动量越大其可卡因

摄入越少ꎬ提示运动训练能降低可卡因的强化作用及奖赏动

机ꎮ 此外在高剂量的苯丙胺自身给药训练中ꎬ转轮运动组大鼠

的摄药量明显少于对照组[２０] ꎮ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运动训练对

自身给药维持大鼠具有保护作用ꎬ能降低维持期及强化期的药

物摄入量ꎬ并减弱药物奖赏动机[１８] ꎮ
戒断阶段指大鼠在药物自身给药训练成瘾后停止给药的

一段时期ꎮ 阿片类药物戒断的主要特点是出现湿狗样抖动、牙
齿颤抖、吞咽、跳跃、上睑下垂、流泪、流涎、竖毛、激惹和腹泻等

戒断症状[２１] ꎮ 目前关于运动对戒断时期动物模型影响的报道

较少ꎬＤｅｖａｕｄ 等[２２]和 ＭｃＣｕｌｌｅｙ 等[２３]分别对雄鼠和雌鼠进行研

究ꎬ发现自愿转轮运动能削弱酒精戒断诱导的癫痫症状ꎻ此外

自愿转轮运动还能减轻吗啡依赖和吗啡戒断期大鼠的焦虑行

为、紧张反应及抑郁症状ꎮ 如 Ｂａｌｔｅｒ 等[２４] 报道自愿转轮能降低

吗啡戒断期间痛觉过敏ꎬ减轻大鼠情绪障碍ꎮ
药物成瘾最主要特征就是戒断后复吸ꎮ 相关动物实验可

以模拟复吸的因素包括:吸毒相关的各种线索、药物本身以及

应激ꎮ 目前利用自身给药行为消退后的引燃以及戒断后的行

为测试可以反映动物复吸行为ꎮ Ｚｌｅｂｎｉｋ 等[２５] 报道雌性大鼠在

引燃的同时给予转轮运动能减弱戒断反应及可卡因诱导的复

吸行为ꎮ 此外 Ｌｙｎｃｈ 等[２６]还报道雄鼠强制戒断 １４ ｄ 并同时进

行转轮训练能减弱药物戒断反应及线索诱导的复吸行为ꎬ且持

续作用时间较长ꎮ 另外根据 Ｓｍｉｔｈ 等[２７] 研究报道ꎬ大鼠经转轮

训练后进行行为测试ꎬ在测试时不再继续运动ꎬ亦能减弱大鼠

戒断反应及可卡因诱导的或线索诱导的复吸ꎬ但这种抑制作用

在 ２４ ｈ 内很快消失ꎮ 上述研究显示运动能影响药物成瘾的各

个环节ꎬ对药物成瘾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ꎮ

运动干预药物成瘾的临床研究

有关青少年(被认为特别易受药物诱惑的人群)运动与成

瘾研究的流行病学数据显示ꎬ运动训练与药物成瘾两者间具有

负相关性[２８] ꎮ 非常活跃的青少年(经常运动或参加团队运动)
其吸烟、吸毒的概率远小于不活跃的青少年ꎮ Ｎｅｌｓｏｎ 等[２９] 也通

过观察成年初期人群发现ꎬ活动水平高的人群有更低的吸毒率

和吸烟率ꎮ 上述研究表明增加青春期到成年阶段的运动水平

能减少成年后的吸烟率及吸毒率ꎮ 同样针对双胞胎的调查结

果显示ꎬ青春期双胞胎中运动量大的一方要比运动量小的一方

有更低的吸烟率和吸毒率[３０] ꎮ 此外不同类型运动(如舞蹈、足
球、摔跤、体操等)也会产生不同的运动效能[５] ꎮ 另外性别差异

也是导致运动效应不同的因素之一[３１] ꎮ 总之ꎬ运动对早期吸毒

具有保护作用ꎬ但只有对运动时间、类型、强度、社会心理等变

量严格控制ꎬ才能探索出运动对早期吸毒产生最大效益的

条件ꎮ
人一旦开始吸毒就很容易上瘾ꎬ且每天需摄入一定量的毒

品ꎬ否则会发生严重的戒断反应ꎮ 根据负性强化理论ꎬ为了减

轻戒断时痛苦ꎬ人们会产生强迫性的觅药行为[３２] ꎮ Ｋｅｎｆｏｒｄ
等[３３]研究规律运动训练对偶然吸烟者发展为日常吸烟者的影

响ꎬ发现经过 ４ 年的运动训练只有 ２０％个体发展为日常吸烟

者ꎬ而 ３５％仍为偶然吸烟者ꎬ４５％停止吸烟ꎬ该结果显示运动训

练对维持期吸烟者具有保护作用ꎻ此外成人运动者和不运动者

的吸毒率差异与青少年群体结果类似ꎬ即成人运动者对非法毒

品的使用、滥用及依赖率普遍低于不运动者[３４] ꎮ
成瘾者在戒断期的主要症状包括快感缺乏、负面情绪、渴

求药物等ꎬ这些被认为是导致复吸的主要因素ꎮ 运动对处于戒

断期的吸烟者有益ꎻＴａｙｌｏｒ 等[３５]发现有氧运动能减轻人对烟草

的戒断症状ꎬ减少吸烟量及觅药行为ꎬ减轻抑郁或焦虑等负性

情绪ꎮ 此外有学者系统回顾了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１１ 年期间关于运

动对吸烟者积极影响的相关研究ꎬ发现 １４ 个研究中有 １２ 个研

究显示运动对成瘾者烟草渴求具有抑制作用[３６] ꎮ 有临床研究

验证了体育运动能缓解人体对吸烟和酒精的戒断反应ꎬ表明运

动干预能降低尼古丁、乙醇的强化作用及复吸率[３７] ꎮ 上述研究

结果为证实适当规律运动能改善药物滥用提供了强有力证据ꎮ
运动能减少人类觅药行为、降低复吸风险ꎬ并与运动时间长短

无明显关系ꎻ如 Ｈａａｓｏｖａ 等[３８] 通过系统调查发现ꎬ短期运动能

减弱急性戒断期对尼古丁的渴求感及觅药行为ꎻＢｅｒｇ 等[３９]根据

长期运动减少尼古丁成瘾者的觅药行为证明ꎬ适度水平的运动

能降低烟瘾严重患者反复吸烟频次ꎮ
运动训练作为其他治疗方式的辅助手段能进一步改善治

疗效果ꎮ Ｗｅｉｎｓｔｏｃｋ 等[４０]证明运动作为辅助干预措施ꎬ能改善、
增加阿片受体激动剂的治疗效果ꎬ包括降低药物戒断反应、提
高生活质量等ꎮ 提前适当运动对阿片受体激动剂(如美沙酮)
治疗人群是一个有效的辅助治疗措施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一项随

机临床研究(涉及运动作为戒烟的单独或辅助手段其有效性比

较)指出ꎬ大部分运动对长期戒烟无效ꎬ１５ 个试验中只有 １ 个试

验显示出其长达 １ 年以上的戒烟作用[４１] ꎮ 上述数据和试验提

示运动能降低人类对药物的觅求行为、减少吸毒率和复吸率ꎬ
但在临床研究中由于条件控制、样本代表性以及观察指标等方

面限制ꎬ未来还需更多探索ꎮ

运动训练的注意事项

由于运动与成瘾药物具有上述一系列相似性ꎬ可将运动作

为一种辅助手段治疗药物成瘾ꎻ但需注意的是ꎬ在一些条件下

运动可能无效甚至还会带来有害作用ꎮ 首先过度运动会增加

药物滥用易感性ꎻ如长期高水平运动会导致多巴胺 Ｄ１ 受体信

号传导上调ꎬ增强成瘾易感性[４２] ꎮ Ｅｉｓｅｎｓｔｅｉｎ 等[４３] 发现在大鼠

进行条件性位置偏爱实验之前ꎬ长期无限转轮运动会增加、而
不是降低药物诱导的条件性位置偏爱效应ꎮ Ｅｎｇｅｌｍａｎｎ 等[２０]

研究也表明ꎬ在对大鼠自身给药训练前先进行一段时间无限转

轮运动后ꎬ不继续运动训练会增加药物的起始摄入量ꎮ 其次不

适当的运动可能会形成运动成瘾ꎮ 有相当多的研究证实运动

本身会使人上瘾ꎬ运动成瘾者不能进行运动时会产生严重的戒

断症状(如成瘾焦虑、烦躁、抑郁、失眠、疲劳、肌肉紧张和疼痛、
食欲下降等)ꎬ从而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质量[４４] ꎻ并且运动成

瘾与长期药物滥用一样会产生类似的行为学及大脑神经化学

等方面的改变[４５] ꎮ

结语

尽管目前关于运动作为药物成瘾预防及治疗手段的直接

研究很少ꎬ但相关动物及临床研究数据显示利用运动戒毒非常

有前景ꎮ 运动作为一个可选择的非药物强化剂ꎬ能降低与药物

４５０１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第 ４２ 卷第 １１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ꎬ Ｖｏｌ. ４２ꎬ Ｎｏ.１１



滥用相关的危险因素ꎮ 未来还需深入探索运动治疗药物成瘾

的作用及潜在机制ꎬ以便科学制订成瘾者个体化运动干预

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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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２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ｐｂｂ.２０１２.０７.０１２.

[２３] ＭｃＣｕｌｌｅｙ ＷＤꎬＷａｌｌｓ ＳＡꎬＫｈｕｒａｎａ ＲＣꎬｅｔ ａｌ.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ｗｈｅｅ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ｅｉｚｕｒ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ｔｈａｎｏｌ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ｎ
ｍａｌｅ ｒａｔｓ [ Ｊ] .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ｅｈａｖ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００ ( ３): ４８５￣４８９.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ｐｂｂ.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９.

[２４] Ｂａｌｔｅｒ ＲＥꎬＤｙｋｓｔｒａ ＬＡ.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ｍｏｒｐｈｉｎｅ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ｉｎ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ｍｉｃｅ:ｒｕｎｎｉｎｇ ｗｈｅｅｌ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ｕ￣
ｓｉｎｇ[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２ꎬ２２４(１):９１￣１０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１３￣０１２￣２８２６￣６.

[２５] Ｚｌｅｂｎｉｋ ＮＥꎬＡｎｋｅｒ ＪＪꎬＧｌｉｄｄｏｎ ＬＡꎬｅｔ ａｌ.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ｃａｉｎｅ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ｙ ｗｈｅｅｌ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ｓ[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０ꎬ２０９(１):１１３￣１２５.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１３￣
０１０￣１７７６￣０.

[２６] Ｌｙｎｃｈ ＷＪꎬＰｉｅｈｌ ＫＢꎬＡｃｏｓｔａ Ｇꎬｅｔ ａｌ.Ａｅｒｏｂ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 ｒｅｉ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ｃａｉｎｅ￣ｓｅｅ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ｎｅｕｒｏ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ｒｏｎｔａｌ ｃｏｒｔｅｘ[ Ｊ] . Ｂｉｏｌ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ꎬ２０１０ꎬ６８( ８):７７４￣７７７.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ｂｉｏｐｓｙｃｈ.２０１０.０６.０２２.

[２７] Ｓｍｉｔｈ ＭＡꎬＰｅｎｎｏｃｋ ＭＭꎬＷａｌｋｅｒ ＫＬꎬｅｔ ａｌ.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ａ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ｗｈｅｅ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ｃｏｃａｉｎｅ￣ｐｒｉｍｅｄ ａｎｄ ｃｕ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ｒａｔｓ[ Ｊ] .Ｄｒｕｇ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ｅｐｅｎｄꎬ２０１２ꎬ１２１(１￣２):５４￣６１.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ｄｒｕｇａｌｃｄｅｐ.２０１１.０８.００６.

[２８] Ｔｅｒｒｙ￣ＭｃＥｌｒａｔｈ ＹＭꎬ Ｏ′Ｍａｌｌｅｙ ＰＭꎬ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Ｌ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ｕｂ￣
ｓｔａｎｃｅ 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ｙｏｕｔｈꎬ１９９１￣２００９[ Ｊ] . Ａｍ Ｊ Ｐｒｅｖ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１ꎬ４０(５):５３０￣５４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ａｍｅｐｒｅ.２０１０.１２.０２１.

[２９] Ｎｅｌｓｏｎ ＭＣꎬＧｏｒｄｏｎ￣Ｌａｒｓｅｎ Ｐ.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２００６ꎬ１１７(４):１２８１￣１２９０.ＤＯＩ:１０.１５４２ / ｐｅｄｓ.２００５￣
１６９２.

[３０] Ｋｏｒｈｏｎｅｎ ＴꎬＫｕｊａｌａ ＵＭꎬＲｏｓｅ ＲＪꎬｅｔ 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ｃｅ
ａｓ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 ｏｆ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ａｎｄ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ｄｒｕｇ ｕｓｅ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ａ ｌｏｎｇｉ￣
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ｔｗ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Ｊ] .Ｔｗｉｎ Ｒｅｓ Ｈｕｍ Ｇｅｎｅｔꎬ２００９ꎬ
１２(３):２６１￣２６８.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５ / ｔｗｉｎ.１２.３.２６１.

[３１] Ｚｈｏｕ ＹꎬＺｈａｏ ＭꎬＺｈｏｕ Ｃꎬｅｔ ａｌ.Ｓｅ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ｄｒｕｇ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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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ｔｏ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 .
Ｆｒｏｎｔ 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ꎬ２０１６ꎬ４０:２４￣４１.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ｙｆｒｎｅ. ２０１５.
０７.００１.

[３２] Ｗｉｓｅ ＲＡꎬＫｏｏｂ ＧＦ.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ｒｕｇ ａｄｄｉｃ￣
ｔｉｏｎ[Ｊ] . Ｎｅｕｒｏ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４ꎬ３９ ( ２):２５４￣２６２.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３８ / ｎｐｐ.２０１３.２６１.

[３３] Ｋｅｎｆｏｒｄ ＳＬꎬＷｅｔｔｅｒ ＤＷꎬＷｅｌｓｃｈ ＳＫꎬ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ｇｅ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ｓａｍｐｌｅｒｓ:ｗ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Ｊ] .Ａｄｄｉｃｔ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０５ꎬ
３０(２):２８５￣２９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ａｄｄｂｅｈ.２００４.０５.０１７.

[３４] Ｔｈａｎｏｓ ＰＫꎬＳｔａｍｏｓ ＪꎬＲｏｂｉｓｏｎ ＬＳꎬｅｔ ａｌ.Ｄａｉｌｙ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ｔｔｅｎｕ￣
ａｔｅｓ ｃｏｃａｉｎｅ ｃｕ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ｃａｉｎ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ｏｃｏｍｏｔ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ｂｕ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ｃｏｃａｉｎｅ￣ｐｒｉｍｅｄ ｒｅｉｎ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Ｊ] .Ｂｅｈａｖ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ꎬ２０１３ꎬ２３９:８￣１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ｂｂｒ.２０１２.１０.０３５.

[３５]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ＨꎬＵｓｓｈｅｒ ＭＨꎬ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Ｇ. Ｔｈｅ ａｃｕ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ｃｒａｖｉｎｇｓꎬ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ꎬａ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７ꎬ１０２( ４):５３４￣５４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１１１ / ｊ.１３６０￣０４４３.２００６.０１７３９.ｘ.

[３６]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ＶꎬＭａｄｄｉｓｏｎ ＲꎬＳｉｍｐｓｏｎ Ｃ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ｃｕ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ｃｒａｖｉｎｇｓꎬ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ꎬａｆｆｅｃｔꎬａｎｄ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ｂｅｈａ￣
ｖｉｏｕｒ: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ｕｐｄ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Ｐｓｙｃｈｏｐｈａｒｍａ￣
ｃ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１２ꎬ２２２(１):１￣１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１３￣０１２￣２７３１￣ｚ.

[３７] Ｕｓｓｈｅｒ ＭꎬＮｕｎｚｉａｔａ ＰꎬＣｒｏｐｌｅｙ Ｍꎬ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ｓｈｏｒｔ ｂｏｕｔ ｏｆ ｅｘｅｒ￣
ｃｉｓｅ ｏｎ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ｒｅ ｔｏ ｓｍｏｋｅ[Ｊ] .Ｐｓｙｃｈｏ￣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１ꎬ１５８(１):６６￣７２.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２１３０１００８４６.

[３８] Ｈａａｓｏｖａ ＭꎬＷａｒｒｅｎ ＦＣꎬＵｓｓｈｅｒ Ｍꎬ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ａｃｕ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ｃｒａｖｉｎｇｓ: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ｄａｔａ[Ｊ] .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３ꎬ１０８(１):２６￣３７.ＤＯＩ:
１０.１１１１ / ｊ.１３６０￣０４４３.２０１２.０４０３４.ｘ.

[３９] Ｂｅｒｇ ＣＪꎬＴｈｏｍａｓ ＪＬꎬＡｎ ＬＣꎬｅｔ ａｌ.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ｓｍｏｋｉｎｇꎬｄｉｅｔꎬａｎｄ ｗａｌ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Ｂｌａｃｋｓ[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 Ｂｅｈａｖꎬ２０１２ꎬ３９(２):１９１￣１９７.
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 / １０９０１９８１１１４３２２５２.

[４０] Ｗｅｉｎｓｔｏｃｋ ＪꎬＷａｄｅｓｏｎ ＨＫꎬＶａｎＨｅｅｓｔ ＪＬ.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ｓ ａｎ ａｄｊｕｎｃｔ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ｏｐｉａｔｅ ａｇｏｎｉｓ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 Ｊ] . Ｓｕｂｓｔ Ａｂｕ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３３ ( ４): ３５０￣３６０.
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０ / ０８８９７０７７.２０１２.６６３３２７.

[４１] Ｕｓｓｈｅｒ ＭＨꎬ Ｔａｙｌｏｒ ＡＨꎬ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Ｇ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ｍｏ￣
ｋｉｎｇ ｃｅｓｓａｔｉｏｎ[Ｊ] .ＣＤＳＲꎬ２０１４ꎬ８:ＣＤ００２２９５.

[４２] Ｌｙｎｃｈ ＷＪꎬ Ｋｉｒａｌｙ ＤＤꎬ Ｃａｌｄａｒｏｎｅ Ｂ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ｃａｉｎｅ ｓｅｌ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ｔｒｉａｔａｌ ＰＫ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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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征订启事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是中华医学会主办的物理医学与康复(康复医学)专业的高水平学术期刊ꎮ 本刊严格贯彻党和国

家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ꎬ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的原则ꎬ积极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ꎻ全面介绍物理治疗、物
理医学与康复领域内领先的科研成果和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经验以及对物理因子治疗、康复临床、疗养等有指导作用ꎬ且与

康复医学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ꎬ及时反映我国康复治疗、物理医学与康复、康复医学的重大进展ꎻ同时密切关注国际康复医学

发展的新动向ꎬ促进国内外物理治疗、物理医学与康复的学术交流ꎮ
«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为月刊ꎬ大 １６ 开ꎬ内芯 ９６ 页码ꎬ中国标准刊号: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１４２４ ＣＮ ４２－１６６６ / Ｒꎬ邮发代号:３８－

３９１ꎬ每月 ２５ 日出版ꎻ２０２１ 年每册定价 ３０ 元ꎬ全年 ３６０ 元整ꎮ 热忱欢迎国内外物理治疗、物理医学与康复、康复医学领域以及神经

内科、神经外科、骨科等相关科室的各级医务工作者踊跃订阅、投稿ꎮ
订购办法:①邮局订阅:按照邮发代号 ３８－３９１ꎬ到全国各地邮局办理订阅手续ꎮ ②直接订阅:通过邮局汇款至«中华物理医学

与康复杂志»编辑部订购ꎬ各类订户汇款时务请注明所需的杂志名称及年、卷、期、册数等ꎮ
编辑部地址:４３０１００　 武汉市蔡甸区中法新城同济专家社区平层 Ｅ 栋«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编辑部ꎮ
电话:(０２７)－６９３７８３９１ꎻＥ￣ｍａｉｌ:ｃｊｐｍｒ＠ ｔｊｈ.ｔｊｍｕ.ｅｄｕ.ｃｎꎻ杂志投稿网址:ｗｗｗ.ｃｊｐｍｒ.ｃ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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