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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行车设定（Bike Fitting）是指利用运动生物力学、人体工程学等知识去分析自行车各个部件最匹配骑行者的设定参数，再使

用相关工具去调试或优化自行车，主要涉及鞍座高度、鞍座位置角度、鞍座形状、车把和车架、曲柄长度以及脚踏 6 个方面。适配的自行车设

定能有效预防长期骑行中出现的非创伤性运动损伤并提升运动表现。本研究通过对中国知网、Web of Science 和 PubMed 数据库中国内外有关

自行车设定对骑行影响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价，让更多专业教练、科研人员以及运动员等从业者了解并重视这方面的知识，为减少骑行导致

的运动损伤和提升运动员骑行表现提供借鉴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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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Mr_Jba、Tb_ lc P`fbk`b数据库中检索相关研究文献。有关鞍座高度设定影响的文献时限为 /-.-年 .月

至 /-/0年 .月（之前的研究可能已被?fkf等人［4］所发表有关鞍座高度影响的综述纳入），其余自行车设定条

件的检索文献时限为/---年.月—/-/0年.月。

图 1 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可视化图谱

注：.+图中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的大小与关键词出现的频率成正比；

0+节点间连线表示两个关键词间存在出现关系；1+不同颜色表示不同关键词的出现年份。

表 1 检索关键词

语言
类别

英文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

主体

`v`ifpq，ofabo

骑行者，
自行车运动员

设定

_fhb，_f`v`ib，p^aaib ebfdeq，
p^aaib mlpfqflk，p^aaib ^kdib，
mba^i，e^kaib_^o，co^jb，
`lkcfdro^qflk，̀o^kh ^oj，
cfq，cfqqfkd，mlpqrob

自行车，骑行，自行车车把，自行车
鞍 座 ，自 行 车 把 手 ，车 架 ，曲 柄 长

度，脚踏，姿势，蹬踏

骑行表现

`ljcloq，mbocloj^k`b，
b`lkljv，luvdbk rmq^hb，
mltbo lrqmrq，bccf`fbk`v

舒适度，功率，
经济性，氧耗量

损伤

jrp`ib，glfkq，fkgrov，
klkqo^rj^qf`，e^ka，
kb`h，ilt _^`h m^fk

运动损伤，膝关节，
腰痛，颈椎疼痛，手麻

1.3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已公开发表的中、英文文献；（/）以符合人坐立式蹬踏的山地或公路自行车框架为基础的

研究；（0）文献内容涉及评估鞍座、车把、车架、曲柄等自行车配件的设定变化对骑行表现或受伤风险的影

响；（1）以真实的人为实验受试者的研究；（2）实验设计科学合理、资料收集方法科学、数据分析方法正确。

排除标准：（.）只有定性描述，没有确切实验数据支撑的研究；（/）仅为理论模型计算或模拟仿真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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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研究；（0）有关小轮车、手摇自行车、躺车等类型自行车的研究；（1）调查类、会议摘要和综述类文献。

1.4 质量评估

通过应用于横断面研究的质量评估量表（>UFP qlli）［5］去评估纳入文献的研究质量、研究设计和潜在偏

差风险。>UFP量表由 2个模块（引言、方法、结果、讨论、其他），共计 /-个问题组成，去除该量表中与此次评

估无关的问题，最终通过 .4个标准去评估文献的总体质量［6］。由于>UFP量表没有提供文献质量的总体评

级。因此，文章选择计算每项研究的得分达到总分的百分比（得分,.4）来对该研究进行评级。评级标准定为很

高质量（6-#{.--#）、高质量（5-#{6-#）、较高质量（4-#{5-#）、中等质量（3-#{4-#）、低质量（3-#以下）。

2 结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从中文数据库中得到检索结果 140条，英文数据库中得到检索结果 0-13条，共得到检索结果 02.6条。

文献筛选流程图如图 /所示，最终共有 13篇有关自行车设定对非创伤性损伤预防以及骑行效率影响的文献

被纳入系统评价，其中英文文献有10篇，中文文献有0篇。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图

2.2 质量评估结果

质量和偏倚风险分析表明，0项研究质量很高，00项研究质量高，4项研究质量较高，/项研究质量中等，

.项研究质量低。纳入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主要包括样本量的合理性、样本量相对于目标人群的代表性以及

选择过程与目标人群的一致性。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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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范围、肺通气状况等（表 0）。鞍座形状的设定（2篇）：对比研究不同鞍座形状（宽窄、中空带孔、长短鞍鼻

等）对会阴部压力、血流等的影响（表 1）。车把和车架的设定（0篇）：研究不同车把高度和车架尺寸对骑行者

腰椎、颈椎屈曲和肌肉疲劳的影响（表 2）。曲柄的设定（5篇）：研究不同曲柄臂长度对下肢关节力矩、输出功

率以及能量代谢等的影响（表 3）。脚踏的设定（2篇）：研究使用自锁脚踏与其他脚踏骑行时的差异，以及自

锁脚踏锁片位置变化对骑行的影响（表4）。

表 2 鞍座高度设定对于骑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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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时膝屈角 /2£、首选
和首选时膝屈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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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选及其¤.`j
?A@时屈膝角为 /-£(0-£
(1-£
内缝长度.-6#、¤/+2#

鞍座高度增加和踏频的增加，踝关节对总
机械功的贡献增加

鞍座高度垂直变化会改变关节的平均角度
值和运动范围，较高和较低鞍座高度的神
经肌肉激活持续时间更长

随着鞍座高度降低，膝关节伸展力矩增加，
鞍座较低引发膝关节疼痛

鞍座高度微小变化会影响DB和下肢运动学

鞍座高度改变时，髌股最大压力以及胫股
最大压力和剪切力没有差异

鞍座高度微小变化会影响最大的峰值功率
输出和股外侧肌激活程度

蹬踏模式的协调和协调变异性在鞍座高度
急性较小变化时表现较稳定

低鞍座高度导致膝内收力矩增加，高鞍座
高度降低了膝关节力矩和持续时间

较低鞍座高度时，具有较大的股四头肌峰
值肌力、髌股关节峰值力及髌股关节峰值
应力；可能导致髌股疼痛、肌肉疼痛

02£膝关节屈曲的鞍座高度时踏频变化高
于/2£时的鞍座高度

增加座高可以减少推进时相膝关节做功贡
献度，但会增加踝关节做功贡献度，同时也
会增加恢复时相膝关节做功贡献度

使用?A@时 /2£膝屈角可以提供最佳骑行
表现

较高鞍座高度导致股内侧肌活动强度和跨
过髋关节的拮抗肌共激活降低，同时踏板
力降低，可能导致髋关节疼痛

比较最低鞍座高度到最高鞍座时，风阻随
着鞍座高度的增加而显著增加

鞍座高度变化不会导致皮肤温度变化

低鞍位置蹬踏时产生的疲劳感和心理不适
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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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车把和车架设定对骑行的影响

文献

［1/］

［11］

［12］

研究对象

人数
（人）

/3

未知

6

性别

男

未知

男

年龄
（岁）

未知

//+1¤.+1

/.+3¤.+6

类型

休闲

休闲

休闲

设定变量

车把高度

车架尺寸(鞍座
高度

车把高度(
车架尺寸

结论与建议

车把高度越低腰椎弯曲和颈椎伸展程度
越大

车架尺寸对骑行表现的影响不显著，更
应该注重鞍座高度的调整

不同强度下骑行时，调整车把高度和车
架长度能控制特定肌肉的疲劳程度和缓
解手麻

质量

总分（#）

.-（26）

.0（43）

.1（5/）

评级

低

较高

高

表 6 曲柄长度设定对骑行的影响

文献

［13］

［14］

［15］

［16］

［2-］

［2.］

［2/］

［20］

研究对象

人数
（人）

.3

.2

.2

4

./

..

..

.1

性别

男

男女

男女

女

未知

男

男

男

年龄
（岁）

/6¤4

.6{11

.6{11

/3¤0+5

/-+5¤/+5

/.+2¤0+-

/3+3¤0+5

/2+6¤3+6

类型

专业

专业

专业

专业

业余

休闲

休闲

新手

设定变量

曲柄长度
（./-(.12(.4-(.62(//-）jj

曲柄长度
（.2-(.32(.4-(.42(.6-）jj

曲柄长度
（.2-(.3-(.4-(.42(.6-）jj

曲柄长度
（.4-(.4/+2(.42）jj

曲柄长度
（.4/+2{.42¤2）jj

曲柄长度
（./4(.1-(.2/(.32）jj

曲柄长度
（..-(.12(.5-(/0-(/32）jj

曲柄长度
（.42(.12）jj

结论与建议

曲柄长度对最大输出功率有显著影响

考虑踏频和踏板速度的影响，曲柄长度
不会影响相对关节比功率

曲柄长度增加，膝关节伸展力矩和力量
趋于减少，臀部伸展力量趋于增加；曲
柄过长会引发髋关节疼痛

更短曲柄可能在快速启动时具有优势

曲柄较长而引起的生物力学变化并没
有改变蹬踏时能量代谢

曲柄臂长度在 ./4{.32 jj范围内的变
化不会改变代谢反应

曲柄臂长 02 jj的变化会显著改变髋
关节和膝关节角度

新手骑车者能够在使用短曲柄的情况
下提高经济性和功率输出

质量

总分（#）

.2（55）

.1（5/）

.2（55）

.0（43）

.2（55）

.2（55）

.0（43）

.1（5/）

评级

高

高

高

较高

高

高

较高

高

表 7 脚踏的设定对骑行的影响

文献

［24］

［25］

［3-］
［32］

［33］

研究对象

人数

（人）

.0

.4

..
1

.2

性别

男女

男女

男女

男

男

年龄

（岁）

男0.¤5
女/5¤./
0-+1¤0+1

/3+5¤5+6
/.+5¤/+2

未知

类型

专业

休闲

专业

专业

专业

休闲

设定变量

锁踏的锁片位置

自锁脚踏(脚踏套

锁踏的锁片位置

自锁脚踏(脚踏套

普通脚踏(自锁

脚踏

结论与建议

锁片位置对骑行中心肺参数指标影响不显著，锁

片位置对脚麻、股肌疼痛有关联

相比脚踏套踏板，自锁脚踏产生更高的压力，且

能更均匀分散在脚上

锁片位置后移时，踝关节跖屈肌的力量大幅下

降，但这并没有引起稳态骑行的经济性变化

使用自锁脚踏比使用脚踏套产生更小的肌电活动

锁踏类型在 3-#最大摄氧量运动期间没有显著

影响骑车技术；使用锁踏进行主动提拉动作增加

了蹬踏效率，同时降低了净机械效率

质量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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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

高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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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综合上述系统纳入文献的研究结果以及非创伤性运动损伤治疗的临床经验［1］，能够发现在骑行者中频

发的各部位疼痛或麻木与自行车鞍座、车把、曲柄等配件的设定存在较强关联（图 0）。这些配件不同的设定

会影响到骑行过程中各个关节、骨骼的载荷以及肌肉的激活、器官的血流和各接触面的压力，进而会影响到

骑行者的运动表现，甚至会增加受伤的风险。

图 3 自行车设定因素与非创伤性运动损伤的关联分析

3.1 鞍座高度设定对骑行的影响

根据 .--#大转子长度、.-3#{.-6#内缝长度以及蹬踏在下死点（?A@）时特定膝关节屈曲角度所处的

高度（图 1）等方法确定最佳鞍座高度［.-］。大多数人在日常休闲骑行时鞍座并没有处于最佳高度。与最佳鞍

座高度相比，较低和较高鞍座高度在蹬踏时下肢神经肌肉激活会不同［..］，下肢运动学也会表现出差异，如髋

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活动范围增加［..*./］，关节力矩会改变［.0］。这些变化可能会降低骑行的效率，增加受

伤的风险。

对于鞍座高度微小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以大转子长度¤0#的高度调整进行蹬踏时，并未影响膝关节

载荷（胫股压力、剪切力以及髌股压力）［.1］。虽然上述研究指出高度微小变化对关节动力学影响并不明显，

但只是探讨了休闲骑行者在较低踏频（4-omj）和输出功率（4-T）时高度微小变化的影响。Jlro^等人的研

究表明专业运动员在更大负荷下（.--T递增），以自选鞍座高度¤/+2#的调整进行蹬踏就会改变肌肉激活模

式和蹬踏周期推进时相应的肌肉（股外侧肌和股直肌）参与百分比［.2］。这说明受试者的运动等级或输出功

率也是决定鞍座高度变化影响的重要因素［.3］。因而专业运动员为追求更大功率和更好的表现，比休闲骑行

者需要更多的动态测量技术的加入。

T^kd等人的研究表明膝关节内收力矩以及产生前膝关节力矩峰值时的矢状面膝关节角度会随着鞍座

高度降低而增加［.4］。这意味着以低鞍座高度骑行时，膝关节在前膝关节力矩峰值出现时会更多处于屈曲位

置。而当膝关节处于深屈位置时，压迫股骨上髌骨的矢量力较大，且内收力矩的增大可能导致髌骨*股骨接

触力和接触面积增加［.5］。再加之较低鞍座蹬踏产生较大的股四头肌峰值肌力、髌股关节峰值力及髌股关节

峰值应力会造成髌骨软骨的过载［.6］。这可能会加剧股髌关节疼痛综合征以及增加其他膝关节骨关节炎等

可变性和退行性疾病风险［/-］。此外，@e^kd等人认为在?A@时膝屈角 02£（较低）的鞍座高度下股四头肌长度

被更大程度拉伸以维持较大肌力［/.］。这可能会更早诱发疲劳，导致踏频相比于?A@屈膝角 /2£（较高）时更

易不稳定。当把鞍座高度从?A@时 02£屈膝角调整为 /2£时，推进时相中作为提供主要蹬踏力的髋关节并未

受到鞍座高度的影响，膝关节能量输出的减少则被踝关节所代偿。这种策略主要通过踝关节角速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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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将有效减少膝关节（如前交叉韧带和髌股软骨）的软组织损伤［//］。除了降低受伤风险，在?A@屈

膝角处于 /2£时鞍座高度的蹬踏经济性（摄氧量指标）也优于?A@屈膝角 02£及 .-6#内缝长度，这可能意味

着有更好的运动表现［/0］。

当鞍座高于最佳高度，蹬踏时股直肌,臀大肌共激活的降低会导致髋关节能量传递下降，同时股四头肌

活动下降导致踏板力降低［/1］。迎面风阻随着高度的升高也会增大［/2］，导致骑行效率随之下降。较高鞍座下

的蹬踏会伴随着肌肉激活顺序的改变，如为了纠正髌股关节功能不稳定，股直肌激活会提前［..］。这与更早

的疲劳诱发是否有关，值得深入探讨。研究还发现骑行者自己选择的鞍座高度是最舒适的，尽管在不同鞍

座高度蹬踏时躯干和下肢特定区域的皮肤温度没有发现显著变化［/3］，但高于或低于首选鞍座高度会让人通

过骑行获得的舒适性更低（cbbifkd p`^ib量表测得）［/4*/5］。然而，自选鞍座高度带来的这种更高舒适性是否由

骑行者对该姿势的习惯造成，目前还不清楚。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分析长期接触不同姿势后，舒适度是否会

发生变化。

（^）以蹬踏下死点时的膝屈角设定 （_）以下肢长度设定

图 4 鞍座高度测量方法

3.2 鞍座位置设定对骑行的影响

不同的鞍座位置以及倾斜角度对蹬踏也会产生一定影响。鞍座位置前移（靠近车把位置）蹬踏时，腓肠

肌的激活程度和踏板力下降，后移时腓肠肌的激活及鞍座压力中心的变化会增加，骑行总体不适感会提

高［/6］。鞍座位置靠后蹬踏的结果还反映了骑手坐姿靠后时施加在曲柄臂的径向力减少，踏板上的有效力增

加［0-］，这可能与跖屈肌力峰值增加有关［0.］。踝跖屈可解释为骨盆前旋时的继发性改变，当采用骨盆前旋位

时，腘绳肌拉伸增加会导致膝关节屈曲的反射性提高，从而增加了踏板上的有效力［0/］。尽管鞍座靠后时蹬

踏对踏板力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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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下方出来，为会阴和生殖器提供感觉神经支配［03］。骑行时阴茎动脉和阴部神经会在鞍座和耻骨之间长时

间受压，可能会导致会阴钝性创伤。

研究发现较宽的鞍座能为骨盆提供足够支撑，减轻会阴组织受到的压力，相比于较窄鞍座能增加阴茎

血液流动［04］，较窄的鞍座与骑行时臀部疼痛的关联更大［05］。对于长鼻和短鼻型鞍座，使用传统鞍座（长鼻）

的平均会阴压力在 01{1.hM^之间，无鼻鞍座的平均会阴压力约为 .5hM^［06］+因而较宽短鼻鞍座可能会降低

骑行者在骑行期间会阴区域的压力分布。但女性运动员在使用短鼻鞍座时并没有发现会阴压力分布的显

著性差异［04］。这也许与专业运动员骑行的姿态更稳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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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在通用曲柄长度（.32{.42 jj）之间的变化不会影响最大输出功率或改变相应关节功率在踏

板动力上的贡献［14］，而且关节力矩和力量的分布基本保持不变［15］。但也有研究指出与 .42jj（0+/6¤-+43p）
相比，在相同条件下使用.4- j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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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研究局限

关于自行车设定影响的系统综述主要针对自行车设定的三大体系，对于整个骑行而言，未考虑传动齿

比、轮组轮胎选择等在内的与骑行效率和舒适性有关联的外界因素；部分被纳入文献方法的质量控制还有

待提高，这可能限制此研究结果的推广；即使以严格的文献检索程序进行了文献检索和文献追溯，但仍有相

关文献可能被遗漏。

4 总结

本研究探讨了自行车设定三大体系中鞍座、车把、车架、曲柄、锁鞋和锁踏的设定对骑行的影响，通过现

有文献系统总结了一些常见的设定变量以及自行车设定与非创伤性运动损伤和骑行表现（骑行效率）的关

系。目前，以 .--#大转子高度、.-3#{.-6#的内缝长度或?A@膝屈角 /2£左右为最佳鞍座高度；过低高度

蹬踏会增加膝关节负荷，可能引发膝关节疼痛；过高蹬踏与跟腱、髋关节和股肌等疼痛有较大关联，同时还

会导致有效踏板力降低，影响运动表现。鞍座前后位置可能与股二头肌和髌股疼痛有关，前移会降低腓肠

肌激活和踏板有效力，后移会增加胫股压力。鞍座角度倾斜对骑行效率无影响，但过度的向下或向上倾斜，

可能导致手部或会阴麻木。短鼻较宽的鞍座可以降低会阴压力，带孔鞍座的作用并不明显；较窄并缺乏支

撑的鞍座易引发臀部疼痛。车把高度越低，骑行姿态中颈椎矢状位伸展程度就越大，容易诱发腰疼和颈部

酸痛；高度过高会增加迎面风阻，降低骑行效率。车架尺寸会影响骑行舒适性。曲柄最佳长度设定通常根

据自己腿部长度的 /-#或胫骨长度的 1.#在主流曲柄长度中进行选择，曲柄过长容易导致髋关节疼痛。锁

踏的使用可以带来更高的安全性；锁片的位置对骑行经济性无影响，但会影响力的作用点和作用方式，从而

纠正错误的蹬踏方式，对一些运动损伤的康复会有帮助。

这些变量在今后对运动损伤的临床康复中应作为重点干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评估与运动损

伤相关结果的研究都集中在膝关节损伤上，而没有试图探索骑手受伤的其他身体部位。例如，还不清楚在

骑行者中频发的腰痛、肩颈疼痛等损伤与整体设定的具体关联，这一点值得在后续研究中进行深入探讨。

未来的研究可以探索不同数据的使用（运动学、动力学、神经肌肉激活、舒适性等），以满足自行车设定的个

性化需求。此外，自行车设定的应用在国内还缺乏普遍的认知，普通骑行爱好者也经常因为自行车设定不

合理而在长期骑行中受到伤病的困扰。后续可以聚焦如何科学有效地将其进一步推广，惠及更多骑行爱

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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