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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压力下肢紧身服对跑步运动中摄氧量
及运动后血乳酸恢复的影响
Effects of Different Pressure Lower-body Compression
Garments on Oxygen Uptake during Running and 
Recovery of Blood Lactate after Exercise

孙凯扬 1，李翰君 1*，王    颖 2

SUN Kaiyang1，LI Hanjun1*，WANG Ying2

摘 要：研究目的：研究穿着不同压力下肢紧身服对跑步过程中摄氧量以及运动后血乳

酸恢复的影响。研究方法：选择北京体育大学12名健康男性长跑爱好者作为研究对象。

受试者进行3次递增负荷最大摄氧量测试，在测试期间随机穿戴不同压力的下肢紧身

服和普通运动长裤进行测试。最大摄氧量测试采用METAMAX 3B心肺功能测试系统

进行测试，根据Bruce测试方案每3 min递增负荷，直至受试者运动至力竭。分别在安静时、

运动后1 min、4 min、7 min和10 min 5个时刻测量血乳酸指标。采用Simi Aktisys 3D实验

设备进行肌肉震动测试。采用一般线性模型的重复测量统计学方法比较3种情况下各

项指标的差异。研究结果：运动过程中，高压力下肢紧身服在第二负荷上的耗氧量显著

减小（P=0.047），但在其他负荷的耗氧量以及最大摄氧量没有出现显著性的差异。不同

压力下肢紧身服对乳酸最大值以及乳酸消除速率没有产生显著性的影响。不同压力下

肢紧身服均能够显著减小股四头肌、股二头肌和腓肠肌的肌肉震动（P=0.017、P=0.012、
P=0.028），并且压力较大的下肢紧身服对肌肉的固定效果更好。研究结论：不同压力下

肢紧身服对一次性高强度跑步运动过程中的最大摄氧量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有可能

在一定运动强度范围内减少运动过程中氧气的消耗。下肢紧身服对一次性高强度跑步

运动后乳酸恢复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下肢紧身服能够降低肌肉的额外震动，并且压力

越大，效果越好。

关键词：下肢紧身服；跑步；摄氧量；血乳酸；肌肉震动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pressure lower-body compression gar-
ments on oxygen uptake during running and recovery of blood lactate after exercise. Methods: 
12 healthy male long-distance runners from Beijing Sports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to conduct three incremental load maximal oxygen uptake tests. During the test, runners in dif-
ferent pressure lower-body compression garments and ordinary sports trousers were randomly 
tested. The maximal oxygen uptake test was performed using the METAMAX 3B Cardiopulmo-
nary Function Test System, and the load was increased every 3 minutes according to the Bruce 
test protocol until the subject was exercised to exhaustion. The blood lactate was measured at 
1 min, 4 min, 7 min and 10 min after exercise. Muscle vibration testing was performed using 
a Simi Aktisys 3D experimental device. The statistical measures of repeated measures using a 
general linear model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indicators.Results: 
During exercise, the oxygen consumption of the high-pressure lower-body compression garment 
on the second load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 0.047), but the oxygen consumption and max-
imum oxygen uptake of other loads did not appear significant difference. Different pressure low-
er-body compression garments did no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aximum lactate and lactate 
elimination rates. Different pressure lower-body compression garment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muscle vibrations in the quadriceps, biceps and gastrocnemius muscles (P= 0.017, P= 0.012, P= 0.028), 
and the higher-pressure lower-body compression garment has a better fixation effect on mus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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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作为一种技术动作要求简单，不受场地时间限制

的运动，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提高跑者自身的跑

步水平，尤其是提高业余爱好者的跑步能力至关重要。现

阶段除了合理的训练方案能够提高运动成绩之外，运动装

备对提高运动能力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中，运动紧

身服由于其舒适性和束身性等独特功能而在越来越多的

运动项目中受到人们的青睐，同时也成为体育科研的研究

热点。然而紧身服是否能够增强人体运动能力、加快运动

后的机体恢复，还需要进一步的科学验证。

虽然已有相关研究，但穿戴紧身服是否能够提高自身

机体能力一直不明确。有学者认为，紧身服可以增强跑步

中的耐力表现，包括提高最大摄氧量（V
.
O2max）（Mizuno et 

al.，2017）、改善的跑步经济性（Sperlich et al.，2011）、降低

肌肉力量下降速率（Miyamoto et al.，2014）等等。但也有

学者指出，紧身服对跑步及其他耐力项目表现没有影响（Ali 

et al.，2011；Engel et al.，2016）。对于运动后的恢复过程，部

分研究证实紧身服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能够减轻延迟性

肌肉酸痛的严重程度、促进肌肉力量的恢复以及乳酸的恢

复、影响肌酸激酶的活性（Hill et al.，2014）。综上所述，研

究间的结果差异很大，可能是由于大部分研究对所采用紧

身服的压力没有确切的描述，只是简单将生产紧身服厂家

提供的压力值作为参考，没有精确测量紧身服对人体实际

的压力值，从而无法确定紧身服的紧张程度是否对人体的

运动产生影响，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

本研究的目的是精确测量不同下肢紧身服的压力并

研究不同压力下肢紧身服对跑步运动中摄氧量（V
.
O2）以

及运动后血乳酸恢复的影响，从而为跑者提供穿着下肢紧

身服的理论指导，也为今后在进行下肢紧身服方面的功能

性研究提供相应的参考依据。本研究将验证3个假设：1）

穿着不同压力下肢紧身服跑步过程中的V
.
O2不同；2）穿着

不同压力下肢紧身服运动后血乳酸的恢复速度不同；3）穿

着不同压力下肢紧身服下的肌肉震动不同。

1 研究方法

1.1 受试者

本研究选择北京体育大学12名健康男性长跑爱好者

作为研究对象，平均年龄22.5±1.9岁，身高178±4 cm，体

重70.7±4.9 kg，并且具备进行长时间高强度长跑的能力。

在每次测试前1～2天能够保证充足的休息和睡眠，从而

在测试过程中达到最佳的运动水平。测试前签署参加测

试知情同意书。

1.2 实验方法

受试者将随机穿着两种不同类型的下肢紧身服或普

通运动长裤，进行递增负荷V
.
O2max测试、血乳酸测试以及

肌肉震动测试。测试前受试者将进行两次下肢紧身服压

力测试。

下肢紧身服压力测试采用Perda Pliance系统进行测量。

受试者先穿戴下肢紧身服，由测试人员将测试压力片按照

一定顺序放入相应测试部位，使压力片介于下肢紧身服和

受试者皮肤之间，随后采集受试者站立静止不动的状态下

股薄肌、股四头肌、缝匠肌和腓肠肌这4个测量位点的压

力值。通过压力之间的差异将两种不同类型的下肢紧身

服分为较小压力的紧身裤和较大压力的压缩裤。

随后受试者将进行V
.
O2max测试。V

.
O2max测试采用

METAMAX 3B心肺功能测试系统进行测试。每次进行测

试前仪器均用标准气体以及专用定标筒进行气体和流量

标定。根据Bruce测试方案（表1）（张佑琏，2003），每3 min

递增一个负荷，直至受试者运动至出现以下4种状态中的

3种便结束测试：1）呼吸交换率大于等于1.15；2）心率HR达

到预估的最大心率（HRmax，预估HRmax=220－年龄）；3）V
.
O2

达到平台（V
.
O2增长速率小于150 ml/min）；4）受试者出现

极度乏力、气促、头昏、步态不稳症状，并且经反复鼓励仍

不能完成负荷强度（Bringard et al.，2005）。整个跑步过程

中都采用适当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密切关注受试者的反应，

如有任何不适都应停止实验。在跑步过程中测试系统同

步直接记录受试者每次呼吸即刻的V
.
O2等气体代谢参数。

每位受试者在跑台上先经过3～5 min左右的低量适应性

热身活动后，再开始正式测试。

分别在安静时、运动后1 min、4 min、7 min和10 min这

5个时刻采集受试者指血作为血液样本，随后将样本放入

血乳酸仪中进行血样分析。在整个采血过程中均让受试

者采取坐姿的方式采集血液，尤其是在运动后只允许受

试者采用坐姿方式进行休息，不允许有任何慢跑、慢走或

是拉伸动作促进恢复，直至运动后10 min的采血步骤完成。

Conclusion: Different pressure lower-body compression garment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maximum oxygen uptake during one-time high-intensity running, but it is possible to reduce 
oxygen consumption during exercise within a certain range of exercise intensity. Lower-body 
compression garment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ecovery of blood lactate after one-time 
high-intensity running. Lower-body compression garments can reduce the extra vibration of 
muscles, and the greater the pressure, the better the effect.
Keywords: lower-body compression garments; running; oxygen uptake; blood lactate; muscle 
vibration
中图分类号：G804.21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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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Bruce运动方案负荷标准

Table 1    Bruce Exercise Program Load Standard

负荷等级 时间 /min 速度 /（km·h － 1） 坡度 /%

1
2
3
4
5
6
7

3
3
3
3
3
3
3

2.7
4.0
5.4
6.7
8.0
8.8
9.6

10.0
12.0
14.0
16.0
18.0
20.0
22.0

肌肉震动测试采用Simi Aktisys 3D实验设备进行测试。

测试对象选取下肢较大肌群：股四头肌、股二头肌和腓肠

肌。在受试者身上贴上2个主动发光点，分别贴在沿肌肉

走向，肌腹最隆起处的两侧（图1）。每次测试只测量一块

下肢肌群。首先要求受试者静止站立不动，采集静止状态

下两发光点的间距，随后按照马拉松爱好者的平均跑速，

以 10 km/h的速度在跑台上进行跑步运动（钟世峰，2016）。

待受试者跑步姿势稳定后开始采集数据，每个受试者采集

3次有效数据。

图1    下肢肌肉震动测试贴点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Lower Limb Muscle 

Vibration Test

1.3 数据处理

将心肺功能测试系统测量得到的V
.
O2等气体代谢参

数进行整理，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将每分钟内每次呼吸测

量得到的V
.
O2值进行平均，平均值则作为这1 min的V

.
O2值。

将每一负荷时期的最后1 min以及测试过程中V
.
O2达到的

最大值作为V
.
O2max特征值进行统计学处理。

通过血乳酸仪对血液样本进行分析得到运动前后共

5个时刻的血乳酸值。将血乳酸最大值以及血乳酸消除

速率

（ ）

作为血乳酸特征值进行统计学处理（周兴生 等，2017）。

其中， 表示血乳酸消除速率； 表示运动后血乳酸最

大值； 表示运动后10 min血乳酸值； 表示血乳

酸最大值的对应时刻； 表示运动后第10 min。

由于个体差异以及每次贴点位置不能完全相一致，因

此选取偏差最大占比和变异系数2个指标

（偏差最大占比%= 、变异系数CV= ）

作为肌肉震动测试特征值进行统计学处理。其中， 表示

运动过程中每一帧采集的两点距离； 表示静止状态下两

点距离的平均值； 表示运动过程中两点距离的平均值；

SD表示运动过程中两点距离的标准偏差。

1.4 数据分析

实验所得资料均以平均数±标准偏差（M±SD）表示，

所得资料均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本

实验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来比较两种下肢紧身服压力值

的差异，用一般线性模型的重复测量统计学方法比较3种

情况下V
.
O2、血乳酸以及肌肉震动指标的差异，其中两两

比较的方法采用LSD法来对均数进行比较。选用P＜0.05

为显著性差异。

2 测试结果

2.1 下肢紧身服压力

两款不同类型的下肢紧身服除了在腓肠肌测量位点

处压力值无显著性差异外，在股薄肌、股四头肌和缝匠肌

这3个测量位点上压力值有显著性的差异（图2）。其中，

压缩裤对机体产生的压力要显著大于紧身裤提供的压力。

因此，根据压力值大小将这两款下肢紧身服分别标记为压

力较小的紧身裤和压力较大的压缩裤。

图2    不同下肢紧身服压力测量位点和各位点压力值

Figure 2.     Different Lower-body Compression Garments 

Pressure Values

注：*表示两者间有显著性差异，P＜0.05，下同。

2.2 摄氧量

测试过程中受试者均未跑到第7级负荷强度，而且只

有个别受试者跑到第6级负荷强度，因而将这一时间段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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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的数据舍弃不用，只分析前5个级别负荷强度V
.
O2的

变化。

随着负荷的增加，3种情况下V
.
O2均有明显增加，上升

趋势大致相同，但升幅都是非线性的，各阶段的上升幅度

有所不同（图3）。3种情况下上升幅度最为显著的阶段

均发生在第3级负荷到第4级负荷时期，V
.
O2分别增高了

13.11 ml/（min · kg）、14.85 ml/（min · kg）和13.27 ml/（min · kg）。

根据统计学分析得出，在穿戴压缩裤与穿戴普通运动长裤

情况下，V
.
O2相对值在第2级负荷（6 min）这一特征时刻时

有显著性差异，但在其余状态和特征时刻时，V
.
O2相对值没

有显著性的差异。

图3     3种情况下运动过程中V
.
O2的特征时刻变化趋势

Figure 3. The Trend of Oxygen Uptake during Exercise

 in Three Cases

2.3 血乳酸

根据统计学分析得出，3种情况下的运动后血乳酸的

最大值和消除速率均没有显著性差异（表2）。

表2    3种情况下血乳酸的变化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Changes in Blood Lactate in Three Cases
紧身裤 压缩裤 普通运动长裤

最大值
/mmol 14.41±3.28 15.12±3.31 14.54±2.29

消除速率
/（mmol·min － 1）

0.31±0.23 0.31±0.14 0.40±0.20

图4    3种情况下运动后血乳酸的变化趋势

Figure 4.    The Trend in Blood Lactate after Exercise 

in Three Cases

运动结束后，血乳酸值均会随着恢复时间的增加而逐

渐下降，变化趋势相近。在穿戴紧身裤的情况下血乳酸在

运动后第4 min时达到最大值，而在穿戴压缩裤和普通运

动长裤的情况下血乳酸在运动后1 min便达到最大值（图4）。

2.4 肌肉震动

根据统计学分析得出，压缩裤对股四头肌肌肉震动的

最大偏差占比与其余状态相比较产生了显著性影响，而在

变异系数方面下肢紧身服没有产生显著性的影响。对于

股二头肌来说，下肢紧身服在肌肉震动最大偏差占比方面

产生了显著性的差异，但在变异系数方面只有压缩裤与其

余状态相比有显著性的差异。下肢紧身服对腓肠肌的最

大偏差占比和变异系数均有显著性的影响。

穿戴压缩裤能够显著降低下肢大肌肉群的额外震动，

而穿戴紧身裤却增大了股二头肌的肌肉震动幅度，但对股

四头肌和腓肠肌有显著性的固定效果（图5、图6）。

图5    运动过程中3种情况下肌肉震动最大偏差占比对比

Figure 5.    Comparison of the Maximum Deviation of Muscle 

Vibration in Three Cases during Exercise

图6    运动过程中3种情况下肌肉震动变异系数对比

Figure 6.    Comparison of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Muscle 

Vibration in Three Cases during Exercise

3 分析讨论

3.1 紧身服压力

有研究指出，现阶段紧身服研究中所采用的紧身服对

人体的压力在8～40 mmHg的范围内（Born et al.，2013），而

本研究采用的下肢紧身服通过仪器测量得到的压力值范

围在5.5～25 mmHg之间，略低于现阶段紧身服研究的压

力范围。但大部分研究所描述的紧身服压力只是生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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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提供的压力值，或者是仅仅测量一个点的压力值来代替

整个紧身服对人体的压力（Marquésjiménez et al.，2016），

而本研究通过在人体上对下肢紧身服进行多个位点的压

力测量，能够对下肢紧身服施加在人体上的压力能够进行

较为全面地描述，从而更具说服力。

3.2 摄氧量

V
.
O2是指机体单位时间内，摄取并被实际消耗或利用

的氧量（周铁成 等，2016）。在机体进行长时间有氧运动

的过程中需要氧的参与，因此常用V
.
O2来反映机体的能量

消耗水平。因此V
.
O2越低，表示完成相同负荷所消耗的能

量就越少，机能节省化。本研究结果显示，穿戴压缩裤能

使机体在第2级负荷下V
.
O2显著减小，但在其余状态下肢

紧身服对跑步过程中的V
.
O2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说明压缩

裤在一定运动强度下能够降低机体的氧气消耗，但高于或

者低于这种运动强度的情况下，下肢紧身服对于在运动过

程中改善运动能力没有较大的影响，这与研究假设不完全

一致。但在第2级负荷和第3级负荷中穿戴下肢紧身服有

能使V
.
O2减小的趋势，并且压力较小的紧身裤对V

.
O2的减

少效果要优于压力较大的压缩裤。Bringard等（2005）的结

果也显示，下肢紧身服能够在给定的次极限强度速度下降

低机体的V
.
O2，从而提高机体的代谢效率。这可能是由于

下肢紧身服能够提高运动过程中机体的本体感觉和肌肉

协调能力。有研究表明，紧身服引起的本体感觉和肌肉协

调能力提高能够优化技术动作，减小多余甚至错误的技术

动作，从而降低能量消耗（Perlau et al.，1995）。本实验结果

说明，在一定的运动负荷范围内，完成相同负荷下肢紧身

服有可能使机体消耗的能量降低，有助于提升人体的体能。

V
.
O2max是指人体在心肺摄取氧的能力达到人的极限

水平时，每分钟内所能摄取和利用的最大氧量，是反映

人体心肺耐力和有氧工作能力最常用的指标（陈伟 等，

2018），其中V
.
O2max数值越大，说明人体心肺耐力能力越强。

本实验结果表明，穿戴下肢紧身服对于提高机体V
.
O2max没

有显著性影响，不支持本实验的研究假设。但本实验结

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Scanlan等（2008）的研究结果，

Scanlan等（2008）的研究发现，在长时间递增负荷运动中

下肢紧身服对机体V
.
O2max没有显著影响。在运动中穿戴

下肢紧身服是想通过对机体产生的压力来增加肢体的血

流量，从而提高机体的V
.
O2max。但有研究证明，肢体动脉或

者静脉血流量的增加不会显著提高V
.
O2max（Grassi，2005），

再加上下肢紧身服对机体施加的多方向的压力不足以引

起足够大的血流变化（Struhár et al.，2018），反映出下肢紧

身服对V
.
O2max没有产生影响。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较大压

力的下肢紧身服可能会造成静脉回流受限（Areces et al.，

2015），从而影响跑者在跑步过程中感到不舒适，加大主观

疲劳程度，不能坚持更长时间的高强度运动。本实验研

究结果也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Rimaud et al.，

2010；Vercruyssen et al.，2014），这些研究也证明穿戴下肢

紧身服对长时间跑步运动在V
.
O2max上没有帮助。

3.3 血乳酸

血乳酸能够精确反映一次运动过程中机体内在的负

荷强度。本研究结果显示，穿戴下肢紧身服对于运动后血

乳酸最大值没有显著性的影响，这与本实验研究假设不一

致。但结果表明穿戴下肢紧身服有增大血乳酸最大值的

趋势，尤其是压力较大的压缩裤对运动后血乳酸的升高较

为明显，这可能是在运动过程中下肢紧身服对机体产生的

压力限制了肢体内的血液流动，降低了参与运动骨骼肌内

的血流量，导致运动过程中对肌肉的氧供给不足，从而使

肌肉更加依赖于无氧呼吸来获取能量，最终产生了大量

的乳酸。有研究证实，穿着下肢紧身服可以加快乳酸从骨

骼肌进入到血液中的过程（Nishiyasu et al.，2000；Sundberg 

et al.，2010），并且增大血乳酸的堆积（Rowell et al.，1991）。

本实验结果说明，穿戴下肢紧身服对运动后的血乳酸值没

有影响，但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加大运动后血乳酸值。

运动后血乳酸的恢复速率可以反映机体的有氧代谢

能力。恢复速度快，表示有氧代谢能力强，从而运动后因

乳酸堆积产生的运动性疲劳恢复也会加快（《运动生物化

学》编写组，2013）。下肢紧身服对于下肢一定的压力可能

会增大静脉系统中的血流量，改善外周循环以及促进下肢

的静脉回流（Agu et al.，2004；Ibegbuna et al.，2003），从而能

够加快运动后血乳酸的清除，促进机体的恢复。但是本实

验结果显示，穿戴下肢紧身服对血乳酸的恢复没有显著性

的影响，与实验假设不一致。虽然有研究表明紧身服对乳

酸恢复有积极性的作用（Berry et al.，1987），但在本研究中

没有观测到这一效应。可能由于人体血乳酸的消除主要

通过乳酸的氧化途径，这个过程需要充足的氧气以及乳酸

脱氢酶的活性，而下肢紧身服对机体产生的压力会对这两

种促进乳酸消除的因素产生影响，从而使得乳酸的消除速

率没有发生显著性的改变。

3.4 肌肉震动

肌肉在运动过程中难免会引起额外的震动，这些额外

震动会消耗肌肉产生的部分能量，从而使肌肉收缩产生的

能量不能完全供给人体的运动中。通过在下肢大肌肉群

的肌腹处贴有发光点来记录在完成相同的跑步任务过程

中发光点之间的距离，来反映肌肉的震动情况。其中偏差

最大占比以及变异系数越小，说明肌肉震动幅度越小。本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压力的下肢紧身服对肌肉震动的影响

不相同，支持本实验的研究假设。其中穿戴压缩裤使股四

头肌的震动幅度明显减小，说明肌肉被服装固定较好，减

少了肌肉运动过程中的额外震动，而穿戴紧身裤却没有产

生显著性的影响。穿戴紧身裤会略微增大股二头肌的震

动幅度，可能是由于该款紧身裤面料较为光滑，导致测量

过程中两点间隔会有所增大，而压缩裤能显著降低股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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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的额外震动幅度。对于腓肠肌来说，下肢紧身服均能够

降低肌肉的震动幅度，压缩裤效果要优于紧身裤。由此看

来，下肢紧身服给予机体肌肉的压力越大，固定肌肉的效

果就越好，肌肉的额外震动就越少。

Bringard等（2005）的研究发现，穿着下肢紧身服所产

生的肌肉震动减少可能与能量消耗的减少有关，他们认为

肌肉震动的减少可以减轻肌肉的疲劳程度，从而促使最大

强度下跑步运动的较低的氧气消耗。在一项关于全身震

动训练的研究中发现，震动频率和幅度的增加均会增加

机体全身的耗氧量（Motsch et al.，2002）。Kraemer等（1998）

的研究推测，通过穿着紧身装备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肌肉震

动，优化神经传递，减小肌纤维的募集，从而达到降低能耗、

提高动作经济性。傅维杰等（2015a）的研究也支持这个观

点，并且在他们另一项研究中也认为穿着下肢紧身裤能够

降低触地各阶段的过大震动，从而显著减小肌肉的活动强

度，进而可能对长时间运动时能耗的降低产生积极的作用

（傅维杰 等，2015b）。

根据结果可知下肢紧身服能够有效减少肌肉的额外

震动，降低肌肉的额外做功，提高肌肉的工作效率，这与部

分学者的研究结论相一致（Sperlich et al.，2011）。这一结

果也能解释人体在穿戴下肢紧身服的情况下完成相同负

荷V
.
O2略微下降的现象：由于下肢紧身服能有效固定下肢

大肌肉群，降低了肌肉的额外震动，减少额外做功，使减少

了机体从外界摄取氧气来供给肌肉震动所消耗的能量，从

而使V
.
O2略微降低。从V

.
O2数据上来看也能够对此解释进

行印证：在第二级负荷和第三级负荷下，穿戴下肢紧身服

有能够降低机体V
.
O2的趋势，其中在第二级负荷下穿戴压

缩裤能够显著减少机体摄氧量。由此看来下肢紧身服可

能对长时间一定运动强度范围内的跑步运动中能耗的降

低起到促进作用。

本研究中仍有一些局限性：本研究受试者人数相对较

少，更大的样本量可能会进一步为实验提供相应信息，从

而增加本实验结果的客观性；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适当

压力的紧身服会对跑步过程中的机体能力以及运动后疲

劳的恢复具有一定的帮助作用，本研究只采用了3种压力

强度的下肢紧身服，从而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

更多类型的紧身服进行可能会有积极性的结果。

4 研究结论

1）下肢紧身服对一次性高强度跑步运动中的V
.
O2max

没有显著性的影响，但有可能在一定运动强度范围内减小

运动过程中氧气消耗，降低多余能量消耗。其中穿戴紧身

裤情况下，氧气消耗量较低。

2）下肢紧身服对一次性高强度跑步运动后的血乳酸

指标以及血乳酸消除速率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其中压力

增加，运动后血乳酸值有增大的趋势。

3）下肢紧身服能够降低肌肉的额外震动，并且压力越

大，效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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