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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运动与药物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对比

张雯倩 叶岩荣 陶佳佳*
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上海 200032
摘 要：随着疫情的大流行，身心健康问题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本研究旨在探讨药物与运动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对心理健

康的影响，并比较两者的效果。为此，我们使用微信群投票的方式收集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参与者的数据。采用卡方检验、双

向方差分析和双变量Pearson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探讨了药物和运动对焦虑、抑郁、压力和睡眠障碍等心

理健康问题的影响。结果显示，运动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优于药物。具体而言，运动可以显著降低焦虑

、抑郁、压力和睡眠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的程度。同时，统计分析表明，药物和运动对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运

动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优于药物。因此，本研究建议在疫情大流行期间，人们应该多参与适当的运动，以促进身心健康。

针对不同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该选择不同类型的运动，以达到更好的促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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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lobal pandemic, mental health issues have gain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edication and exercise on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compare their effectiveness. We collected data from participants

in different regions using WeChat group voting, and analyzed the data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chi-square test, two-way

ANOVA, and bivariate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medication and exercise on mental health issues such as

anxiety, depression, stress, and sleep disorde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xercise had a more positive impact on mental health during

the pandemic compared to medication. Specifically, exercis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severity of anxiety, depression, stress, and sleep

disorders. Furthermore, statistical analysi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medication and exercise in their effects on mental

health, with exercise being more beneficial. Therefore,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during the pandemic, individuals should engage in

appropriate exercise to promot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Different types of exercise should be chosen based on specific mental

health issues to achieve better promotio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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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疫情的全球爆发给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了严峻的挑战[1-

3]。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和改变，这不仅给身体带来了负面影响，也给心理健康带

来了严重的挑战。焦虑、抑郁、压力和睡眠障碍等心理健

康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大量出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

工作效率[4-6]。因此，寻找有效的方法来缓解这些心理健康

问题，对维护个体和社会的整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药物和运动作为两种被广泛应用的

缓解心理健康问题的方法备受关注[7-13]。药物治疗已成为许

多心理障碍的主要治疗方式之一，包括抑郁症、焦虑症

等。运动作为一种自然、无副作用的心理健康干预方式，

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了其对心理健康的促进作用。与药

物相比，运动作为一种非药物干预方式，具有更加安全、

可持续的优势，并且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年龄和健康状

况的人群中。因此，比较药物和运动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两种干预方式的优缺点，并为人们提供

更好的心理健康干预方案[14-15]。

本文旨在研究运动和药物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对心理健

康的影响，并比较两种干预方式的效果。我们采用微信群

投票的方式收集数据，并运用卡方检验、双向方差分析和

双变量Pearson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探究运动和药物对焦

虑、抑郁、压力和睡眠障碍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并比

较两种干预方式的优劣。研究结果对于制定和推广更好的

心理健康干预方案具有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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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和方法：

1.1受试者招募

本研究采用网络问卷的方式招募受试者，通过社交媒

体平台和在线调查网站发布调查链接。受试者需要年满18

岁，并自愿参与本研究。首先，所有参与者都被要求填写

一个基本信息表格，其中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婚

姻状况等信息。然后，每个参与者被要求完成一份评估问

卷，包括评估他们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出现的心理健康问

题。根据评估问卷的得分，我们筛选出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的受试者。

1.2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双盲、随机分组、对照组设计。共招募182

名符合条件的受试者，其中91名分配到药物组，91名分配

到运动组。药物组：参与者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个人心

理健康状况，口服指定的药物。参与者每天都需要在微信

群里报告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药物使用的情况。运

动组：参与者需要在家中进行指定的运动训练。运动计划

由专业教练设计，每天的运动时长和强度根据个人的身体

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而定。参与者每天都需要在微信群里

报告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及运动的情况。两组受试者

将持续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在微信群里反馈自己的心理健

康状况。在实验结束后，我们将比较两组受试者的心理健

康状况和身体健康状况，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1.3数据收集

每位受试者在入组时，将被要求填写基本信息表格和

评估问卷。在实验过程中，每位受试者每天都需要在微信

群里报告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药物使用情况（药物

组）、运动情况（运动组）。实验结束后，我们将收集每

位受试者的实验数据。

1.4数据分析

首先，我们使用卡方检验来比较药物组和运动组在心

理健康问题的出现频率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次，我们

使用双向方差分析来探究药物组和运动组在整个实验期间

内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分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这个分析方法

可以同时考虑药物和运动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以及时

间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最后，我们使用双变量Pearson

相关分析来研究心理健康问题得分与运动频率之间以及药

物使用情况之间的相关性。所有的数据分析都在SPSS 25.0

软件上完成，显著性水平设定为p < 0.05。

二、结果

本研究招募了182名参与者，其中91人被分配到药物

组，另外91人被分配到运动组。在整个实验期间，共有12

人退出了研究，因此最终的分析数据包括药物组的85人和

运动组的85人。

首先，我们对两组参与者的基线特征进行比较，发现

两组之间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等方面没有

显著差异（P> 0.05）。

其次，我们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了药物组和运

动组参与者在实验前和实验后的心理健康得分之间的差

异。结果显示，两组参与者的实验前心理健康得分相似

（P> 0.05），但在实验结束时，运动组参与者的心理健康

得分显著高于药物组（P <0.05）。

我们使用双向方差分析来探究药物组和运动组在整个

实验期间内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分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

发现，药物组的平均心理健康问题得分为25.6（标准差

=6.8），而运动组的平均心理健康问题得分为22.9（标准差

=7.1）。通过双向方差分析，我们发现药物组和运动组的心

理健康问题得分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F(1, 48) = 4.13, p <

0.05)。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对参与者的性别、年龄、教

育水平和婚姻状况等基线特征进行了卡方分析，以确定这

些因素对心理健康得分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所有参与者

中，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对心理健康得分没

有显著影响（P> 0.05）。

接下来，我们使用卡方检验来比较药物组和运动组在

心理健康问题的出现频率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发

现，在实验期间，药物组中有10%的受试者报告出现心理健

康问题，而运动组中有5%的受试者报告出现相同的问题。

通过卡方检验，我们发现这两组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χ² =

4.02, df = 1, p < 0.05)。

最后，我们使用双变量Pearson相关分析来研究心理健

康问题得分与运动频率之间以及药物使用情况之间的相关

性。我们发现，心理健康问题得分与运动频率之间的相关

性系数为-0.32 (p < 0.05)，表明运动频率与心理健康问题得

分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心理健康问题得分与药物使用

之间的相关性系数为0.09 (p > 0.05)，表明二者之间不存在

显著相关性。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年

龄、教育水平和婚姻状况等基线特征的影响后，运动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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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心理健康问题有积极的作用。与使用药物相比，参与

运动组的受试者在实验结束时表现出更好的心理健康得

分，并且在整个实验期间内，运动组的心理健康问题得分

显著低于药物组。此外，药物组中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频

率也高于运动组，这进一步表明了运动的积极影响。值得

注意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参与者的运动频率与心理健康

问题得分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也证实了运动在改善心

理健康方面的重要性。总之，本研究的结果为探究运动与

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为倡导和推广运

动作为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了支持。

四、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旨在探究运动和药物治疗对心理健

康的影响，并比较两种治疗方式的有效性。通过对182名参

与者进行研究，我们发现，与药物组相比，运动组参与者

在实验结束时表现出更好的心理健康状况。同时，我们还

发现，在整个实验期间内，药物组和运动组之间存在显著

的心理健康得分差异，并且药物组中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

频率比运动组高。此外，我们还发现，运动频率与心理健

康得分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明运动频率与心理健康之

间存在关联。

这些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有关治疗心理健康问题的更深

入的了解。首先，与药物治疗相比，运动治疗似乎是一种

更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

表明，运动可以显著改善人们的心理健康状态，包括减轻

焦虑和抑郁等问题。其次，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药物治

疗可能会增加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这可能与药物副作用

和依赖性等问题有关。这也进一步表明，药物治疗可能不

是治疗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佳选择。

另外，我们发现运动频率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负相关

关系，这表明运动越频繁，心理健康得分越高。这与以往

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表明，运动可以通过提高身体健

康状况、减轻压力、改善心理健康状态等多种途径来改善

心理健康。因此，推荐更多的人们积极参与运动活动，以

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态。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限制。首先，本研究针对的心理健

康问题有限，并没有探究其他类型的心理健康问题。因

此，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考虑更多类型的心理健康问题。

其次，我们的研究仅仅观察了实验结束时的结果，没有考

虑长期的治疗效果。因此，我们需要更长时间的跟踪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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