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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
我国居民体育活动水平影响的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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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背景,于2020年2月16日至18日,通过在线问卷调查平台收集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2075人在最近1周内的体育活动信息.结果显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

数和人们每周参加体育活动的频率有所提高,但运动强度和平均每次体育活动持续时间偏低;达到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水平的人数为17.89%,略高于平常水平;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人们的体育活动水平受人口统计学变量

(性别、年龄、城乡)、锻炼习惯、锻炼动机、居家锻炼条件和心理状态等因素的影响.建议疫情期间有针对性地支持

人们的居家锻炼,帮助大家优化居家锻炼条件,积极培养人们的体育锻炼习惯,引导居民保持合理的锻炼抗疫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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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numberofpeoplewhooftendoexerciseisakeyindicatorofthestateofphysicalactivitiesin
acountryorregion,and,inthisstudy,itisusedtoreflectthephysicalactivitiesofChineseresidentsdur-
ingtheepidemicofnovelcoronaviruspneumonia.Basedonthecollectionof2075casesphysicalactivities
informationfrom31provinces,municipalitiesandautonomousregionsthroughtheonlinequestionnaire
surveyplatformfromFebruary16to18,2020,itisfoundthatthenumberandfrequencyofpeoplewho
didexerciseinChinaareincreased,buttheoverallexerciseintensityandthegeneraldurationarelow,so
thenumberofpeoplewhooftendoexerciseincreasedlittle,reaching17.89%.Therearedemographic
(gender,age,urbanandrural)differencesinthenumberofpeoplewhooftendoexercises,and“exercise
habits”and“exerciseforresistingCOVID-19”canpromotemorepeopledoexercise,whilehome-basedex-
erciseconditionsandthementalproblemscausedbyCOVID-19willhaveanegativeimpact.Therefore,if
therewillbeanotherepidemicofinfectiousdiseasesinthefuture,thenationalfitnessworkshouldbe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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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entiatedtosupportpeopleshome-basedexercise,helpthemoptimizetheirhome-basedexercisecondi-
tions,activelycultivatetheirattentiononphysicalactivityatordinarytimes,andguidetheresidentstoes-
tablishasuitablepsychologyforexercise.
Keywords:seriouspublichealthevent;thepeopleoftendoexercise;differences;effectedfactors;implica-

tions

体育锻炼可以促进人的身体健康、提高生命质量、减少医疗开支,是实现全民健康最积极、最有效也

是最经济的手段[1].为推动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建设,《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将“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人数”(每周参加体育锻炼不少于3次、每次持续时间不低于30分钟且每次体育锻炼强度达到中等及

以上)列为发展指标之一[2],也被《健康中国行动组织实施和考核方案》作为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3].在全

民健身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2019年12月突然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COVID-19”)
在我国蔓延,由于人群普遍易感,存在致命风险,疫情管控要求大家居家隔离、禁止外出[4],同时关停公共

体育场所,限制人们的体育活动条件.因此,调查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我国居民的体育活动情

况及影响因素,将对未来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保障全民健身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首先,笔者在2020年1月27日电话采访7名中国居民(男性:5名,女性:2名;年龄:23~58岁;城

市居民:3人,农村居民:4人;均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在最近1周时间内的体育活动情况;其次,于2020
年2月16日至18日通过在线问卷调查,收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443名居民在最近1周时间内

的体育活动信息,其中有效样本2075人,包括男性1175人(56.63%)、女性900人(43.37%);平均年龄

(26.09±10.681)岁(最小9岁,最大70岁);73.25%的人拥有大学学历,14.94%的人拥有硕士学位,

6.17%的人拥有博士学位,5.64%的人学历在高中及以下;65.06%的人居住在城市(包括县城),34.94%
的人居住在农村.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法

利用 WebofScience、EBSCO、百度学术、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文献数据库,以“体育”“锻炼”“体
育运动”“physicalactivity”“exercise”“sport”“fitness”+“疫情”“传染病”“流感”“epidemic”“infectiousdis-
ease”“SARS”“MERS”“N1H1”为关键词进行交叉检索,经筛选获得87份相关文献,夯实本研究的理论基

础;同时借鉴文献[5]文献[6]的相关方法,分别采集样本4061人和3400人,认为本研究的样本数量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疫情期间我国居民的体育活动情况.
1.2.2 访谈法

为借鉴国际社会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保障全民健身的工作经验,笔者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了Law-
renceO.Gostin(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专家)、TrudyM. Wassenaar(德国病毒

学家,MMGC机构主任)和SANG-ILLEE(韩国蔚山大学预防医学系教授)3位专家,了解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和甲型N1H1疫情爆发期间,美国、欧洲和韩国社会采取了哪些措施保障居民日常锻炼.
1.2.2 问卷调查法

基于文献和访谈调查获取的信息,自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居民体育活动情况调查问卷”,问

卷题目包括:体育活动频率、强度、持续时间、场所、项目、方式、困难、措施、建议和获取锻炼抗疫信息的

途径,以及性别、年龄、学历、居住地等人口统计学变量.问卷经5名具有高级职称和博士学位的大学体育

教师进行评价,均认为能够满足本研究需要;然后请5名体育学硕士研究生独立完成在线试测,平均用时

98.6s.正式测试依托问卷星平台(https://www.wjx.cn/jq/57644127.aspx)进行,邀请亲朋好友通过微

信、QQ转发电子问卷链接,随机收集被试的相关信息,截至2020年2月18日,总共收集2443人填答的

问卷,考虑到网速、填答设备(手机/电脑)、被试认知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将完成本测试的有效填答时间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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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90s,根据问卷星平台提供的每份问卷填答时间进行判断,其中2075份问卷有效,有效回收率为

84.94%.
1.3 数据处理

调查数据录入SPSS19.0软件进行频数、百分比、均差等统计分析,并采用EXCEL2003软件制作柱状

图和趋势线.

2 研究结果

2.1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我国居民参加体育活动情况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每周参加体育活动3次及以上,每次持续时间不低于30min,且运动强度达

到中等及以上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群众体育活动情况的关键指标[7].为考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

我国居民参加体育活动情况的影响,本研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下,对“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
进行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我国有35.23%的人“基本没有参加体育活动”,每周至少参加1次体育活动

的人数占64.77%,同时有25.16%人的“每天坚持锻炼”(图1).
疫情期间大部分人参加低(50.38%)、中(46.06%)强度的体育活动,参加高强度体育活动(3.57%)的

人口比率较低(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各年龄段男性居民参加中、高强度(除30~39岁外)体育活动的人

数比率高于女性,而30岁及以上女性参加低强度体育活动的人数比率高于男性(图3-5).

图1 每周参加体育活动的频率 图2 每次体育活动的强度

图3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

被试参加高强度体育活动情况

图4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

被试参加中等强度体育活动情况

  疫情期间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持续时间普遍较短,超过80%的人平均每次参加体育活动的持续时间不超

过1h,其中持续时间达到30min至1h的人数最多(51.04%),而超过1.5h的人数仅占5.14%(图6).
疫情期间我国居民达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标准的人数比率为17.98%,相较于《2014年全民健身活

动状况调查公报》披露的数据[8],疫情期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和每周参加体育活动的频率增幅较大,但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率变化较小.主要原因可能是疫情期间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而体育活动条件

有限,导致大多数人的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无法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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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不同年龄段和性别

被试参加低强度体育活动情况

图6 体育活动持续时间

2.2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居民体育活动水平的影响

为了客观衡量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本研究收集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4年和2017年/

2018年官方公布的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作为对比数据(2014年、2017年/2018年和2020年之间的时间

间隔为3年左右),用来反映疫情期间我国居民体育活动水平的变化特征.分析发现,疫情发生前,我国大部

分地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在增长,少数地区出现下滑,增/减幅度介于-1.8%~6.1%之间(图7),因

此即使我们假设2019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2014年增加10%,成年人群中达到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标准的人数大约是16.17%,略低于疫情期间的水平(17.98%),这意味着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会对全民

健身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注:相关数据由各地政府部门发布,整理自网络.

图7 2014-2017年/2018年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变化趋势

2.3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影响我国居民体育活动水平的因素

2.3.1 人口学变量

分析结果显示,疫情期间我国居民的体育活动水平存在明显的人口学差异:①体育活动强度存在显著

的性别差异(p=0.001),参加中、高强度体育活动的男性比女性多9.38%,而参加低强度体育活动的女性

比男性多7.71%,同时女性参加体育活动持续时间不足30min的人数比男性高5.3%,经常参加体育锻炼

的男性(19.23%)高于女性(16.33%);②50~59岁(24.42%)和20~29岁(21.07%)人群中经常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数较多,而60岁及以上人群锻炼积极性较高(77.78%的人每天坚持锻炼),但运动强度较低(仅

11.12%的人达到中等及以上强度),所以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只有11.11%;③城市居民中“基本没有

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34.22%)低于农村居民(37.1%),而且每周参加1~2次体育活动的人数(26.81%)
也比农村居民(32.97%)少,但是参加中、高强度体育活动的人数比农村居民多2.83%,所以城市居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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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20.15%)比农村居民(13.93%)高6.22%.
2.3.2 锻炼习惯和锻炼动机

防疫政策要求居民长时间居家隔离,空闲时间增多,这为其参加体育活动提供了时间保证,但并非对

所有人的体育锻炼均产生促进作用,那些以体育活动“打发空闲时间”的人群(45.98%)中有18.24%的人达

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标准,而“养成体育锻炼习惯”的人群(28.92%)中有42.5%的人达标,可见充足的

时间保证激发了这些体育运动爱好者的锻炼热情.同时由于体育锻炼有助于肺部和呼吸系统排出病毒,体

温升高有助于人体杀毒,释放荷尔蒙能够缓解心理压力[9],而且长期坚持体育锻炼会提高人体抵抗病毒的

能力[10],所以我国政府和专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后就倡导人们在居家隔离期间积极参加体育

锻炼,并促使48.63%的人为了“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而参加体育活动,其中23.98%的人达到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标准.由此可见,养成锻炼习惯和形成锻炼抗疫动机的人群,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保持着较高

的体育活动水平.
2.3.3 居家锻炼条件

调查发现,一方面受住房条件有限,许多人居家隔离期间难以获得一处合适的体育活动空间,导致

29.4%的人反映“体育活动在家里施展不开”;另一方面平常百姓主要居住在单元楼里,少数人(0.29%)担
心居家期间开展体育活动发出的声响会惊扰左邻右舍和家人.可见,疫情期间居家锻炼条件明显限制了人

们的体育活动水平,有8.82%的人“一直不喜欢体育运动”,有35.23%的人在疫情期间“基本没有参加体育

活动”,超过80%的人达不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标准,而那些发现自家空间不适合开展体育活动的人群

(39.04%)中仅11.23%的人达到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标准.由此可见,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使人们拥有较多

的空余时间,老百姓虽有体育参与兴趣,但受住房条件限制,影响了他们参加体育活动的频次.
2.3.4 心理状态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会引发人们心理问题,例如Coughlin[11]发现甲型N1H1、水痘、丙肝等疫情与人们

的焦虑、抑郁症状高度相关.此次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不少居民产生了心理障碍,上海精神卫生中心

(202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35%的人遭受心理困扰,其中29.29%的人属于轻度至中度困扰,5.14%的人

遇到严重的心理困扰,会引发恐慌症、焦虑、抑郁和精神分裂症等[12].针对疫情引起的心理问题,不少专家

学者建议大家利用体育运动调节情绪,释放压力和获得快乐[13],而且有研究者指出甲型 N1H1[14]和“非
典”[15]期间人们更加重视体育锻炼.本研究显示疫情期间因“担心感染病毒”“担心感冒”“担心身在疫区的亲

朋好友的安危”等恐慌心理造成15.81%的人“没有心思参加体育活动”.虽然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人们的消

极心理影响可以通过体育活动予以缓解,但这种影响的后果也可能抑制了人们体育参与的积极性.

3 结论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期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和每周参加体育活动的

频率有所提高,但体育活动强度和平均每次体育活动持续时间偏低.虽然时间充裕,但受居家锻炼条件、锻

炼习惯、锻炼动机、心理状态等因素的影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只有17.89%,大部分居民的体育活

动水平不高.同时体育活动受性别、年龄、城乡等人口学变量的影响,其中城市居民中50~59岁和20~29
岁的男性人口参加体育活动的水平较高.

4 建议

1)居家锻炼应予以针对性的支持.不同特征居民(性别、年龄和城乡)的体育活动倾向性存在差异,例

如女性人群中参加舞蹈、健身操和瑜伽的人数分别是男性的4.59倍、3.56倍和12.88倍;城市居民中参加

健身操、瑜伽和器械运动的人数分别是农村居民的1.85倍、2.18倍和1.77倍.所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

间,全民健身工作要做到“有的放矢”,采取针对性措施,帮助不同类型、不同社会层次的居民参加体育

活动.
2)积极优化居家体育活动条件.疫情期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比平常增加了大约15%,但经常参加体

育锻炼的人数没有增加,主要是因为居家锻炼条件限制了许多人的体育运动强度和体育运动持续时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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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除了向人们提供体育活动技术指导,更应该帮助他们适当改善体育活动条件,
例如指导人们利用阳台空间进行瑜伽、健身操、跳绳、毽球等体育活动,大家提供跳绳、瑜伽垫等小型体育

器材.
3)平时积极培养人们的锻炼习惯.疫情期间人们的体育活动水平明显受到锻炼习惯和动机的影响,在

已经养成体育锻炼习惯的人群中高达42.5%的人符合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标准,远高于一般人群.所以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促使人们参加体育活动,不能靠“临阵磨枪”,应在平时助力推进全民健身建设,努力

培养人们的体育锻炼习惯.
4)引导人们保持良好的抗疫心态.疫情对人们心理造成多种影响,并消耗他们参加体育活动的心理动

力,成为阻碍其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制约因素.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除了提供体育活动技术指导和完

善场地器材方面的支持,还应关心居民的锻炼心态,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如居委会工作人员通过社区网络

管理平台经常对社区居民进行疏导,鼓励大家参加体育活动),缓解疫情导致的心理问题对人们参加体育

活动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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