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摘要 

简介 

1. 在戒毒治疗和复康服务中，体育运动干预一直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辅助治疗方法。 

2. 虽然体育运动干预作为辅助治疗方式在帮助药物依赖群组治疗和康复方面的效用并

没有争议，但体育运动干预的招募和对计划的依从性却是一个问题。 研究指出，治疗

和复康过程中的主观体育运动体验至关重要。 

3. 综合全世界的文献我们未曾结合定量和定性的研究证据作综合性分析，以更全面地

了解药物依赖群组参与体育运动干预作为治疗和康复的体验。 香港的戒毒治疗和复康

服务提供商需要参考文献，以更全面地了解药物依赖群组在参与体育运动作为治疗和

康复方式时的客观效用和主观体验。 

从文献中识别的体育运动干预 

4.大部分体育运动干预实验是在中国进行的，其次是美国。 大多数干预没有分开男女

来进行，只有不到 30% 的干预性研究分析了只给男性药物依赖群组的体育运动干预或

只给女性药物依赖群组的体育运动干预。 

5. 对于青壮年组，最常被调研的头三种体育运动类型分别是：1）有氧运动； 2）身

心运动； 3）健身训练。 

6. 对于女性组，最常被调研的头三种体育运动类型分别是：1）身心运动； 2）有氧

运动和 3）动态疗法。 

以叙述性描述方法从文献中识别体育运动干预效能指标 

7. 文献回顾共识别了 62 个体育运动干预效能指标和 184 个相关的调研工具。 

8. 跨学科科学委员会将这些效能分为十大领域。 它们是 a) 身体和生理效能； b) 

行为效能； c) 临床或健康效能； d) 神经或认知效能； e) 心理效能； f) 睡眠效

能； g) 药物使用效能； h) 生活质量效能； i) 社会效能和 j) 多维度效能。 

以统合分析系统性地综合不同类型体育运动干预对不同药物依赖群组（即青壮年人和

女性）的有效性 

9. 身心运动、有氧运动和健身训练是在改善十个主要领域的效能方面，其效果比对照

组显著更有效的三个主要类型。 

10. 对于女性药物依赖群组，身心运动在改善生活质量和柔软性效能方面优于对照

组。 

11. 对于青壮年人药物依赖群组，健身训练、有氧运动、身心运动以及休闲活动是比

对照组在改善多项结果方面比对照组显著更有效的四个主要类型。 

 



 

药物依赖群组对体育运动干预的主观体验 

12.药物依赖群组参与体育运动或体育运动干预的体验可以分为十大质性主题。 它们

是:“分散注意力”，“表达真我”，“获得不一样的兴奋感觉”，“建立面对挑战的

勇气”，“找到生活的新目标”，“建立有纪律的生活方式”，“提高沟通技巧”，

“参与具支持性的社交网络”、“拥有被支持的社交空间”和“重新参与小区”。 

建议 

业界 

13. 对药物依赖群组或亚群组的体育运动处方应基于最新的科学证据。例如，业界在

决定以什么体育运动干预改善特定效能的时候，应该参考本报告的统合分析的数据

（例如：效应值数据）。除了效应值数据，业界亦可参考本报告整合的质性研究整合

数据以了解药物依赖群组的主观运动体验。 

14. 综合分析显示，针对协助药物依赖群组重新融入小区，非政府组织应设立实体/虚

拟的社会空间和网络以促进药物依赖群组在社会支持下持续进行体育运动锻炼。 

学者 

15.药物依赖群组的体育运动锻炼定性研究缺乏中国人群的数据。 未来在香港进行的

实验应考虑采用混合方法研究，以获得定性数据。 

16. 文献上所有定性研究都集中研究青壮年人群组，没有一篇定性研究调查女性或母

亲吸毒者如何在康复过程中应用体育运动或体育运动锻炼如何在康复和重返小区过程

中发挥作用。 未来的定性研究应关注女性和母亲群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