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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局，有关直属单位，各共建体育学院： 

    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在推动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科

技、教育、反兴奋剂“十二五”规划》的工作部署，我们研究制定了《国家体育总局中长期体育科学与技术研究指导纲要（2011－2020）》。现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体育总局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七日 

 

国国国国家体育家体育家体育家体育总总总总局中局中局中局中长长长长期体育科期体育科期体育科期体育科学学学学与与与与技技技技术术术术研研研研究指究指究指究指导纲导纲导纲导纲要要要要 

（（（（2011－－－－2020））））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科技、教育、反兴奋剂“十二五”规划》的工作部署，着眼于今后十年的体育科学与技

术研究，充分发挥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在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过程中的重要支撑作用，制定本指导纲要。 

一、一、一、一、““““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十一五””””时时时时期体育科期体育科期体育科期体育科学学学学与与与与技技技技术发术发术发术发展所取得的成展所取得的成展所取得的成展所取得的成绩绩绩绩和和和和当当当当前所面前所面前所面前所面临临临临的形的形的形的形势势势势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十一五”期间，体育科技战线坚持“体育事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科学

技术必须发挥先导作用”的指导方针，紧密结合体育事业的发展实际，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充分发挥支撑、保障和先导作用，取得了显

著成效。 

    在群众体育研究方面，国家体育总局重点组织和开展了“全民健身关键技术研究与信息系统开发”、“增强青少年体质关键技术与应用”等国家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的研究；加强了“中国国民体质监测系统的建立与实施”、“国民体质数据库研制”、“中国国民运动健身科学指导系统的研究

与应用”等项目研究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为科学地推动群众体育发展、促进全民健身活动开展，提供了科技支撑。 

    在竞技体育研究方面，根据运动训练实践中具有共性的关键问题，重点组织开展了10项科技部“科技奥运专项”课题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我国竞技体育潜优势项目取得突破的关键技术研究”、“我国冬奥会项目取得突破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的研究”工作；针对我国优秀运动员备

战北京奥运会中亟待解决的训练监控、心理训练、机能恢复、伤病防治、营养补充与调控、专项训练规律、科学选材、信息技术处理与应用、反兴

奋剂、专项战略决策、情报信息研究、专项训练和比赛器械等问题，组织实施了650余项专项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对我

国优秀运动员在重大国际比赛和北京奥运会上取得辉煌成绩，起到了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总的看来，“十一五”期间，体育科技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抓住2008年北京奥运会重大历史机遇，坚持面向体育工作主战场，以运动

实践需求为着力点，积极主动服务于运动实践一线；坚持以生产力的标准检验科技工作，不断推动科研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坚持以解决运动训练的关键问题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提升体育科技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坚持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整合资源，不断发展和壮

大体育科技队伍。体育科技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加速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使体育科技在我国科技发展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未来十年是我国建设体育强国，推进体育事业实现新发展和新跨越的关键阶段；是转变体育发展方式，充分展现体育的综合功能和社会价值的重

要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的体育科技水平尚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体育科学研究领域及学

科发展不平衡，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研究成果较少，科研攻关和创新能力有待增强，体育科技成果转化水平有待提高，以及科技服务和保障工

作水平不能完全满足体育事业发展需要，等等。 



    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体育科技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密围绕国家体育总局的中心工作，以解决体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

题、战略问题、困扰我国体育发展的难点问题和运动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为着力点，加强具有主动性、前瞻性、系统性的决策研究，提升破解难题、

攻克难关的能力，为体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和科技支撑；要着力开展全民健身的攻关研究和科学普及，为群众提供科学健身指导和服务，要着力加

大竞技体育的科研攻关与服务保障力度，有效解决体育运动的技术难题,提升竞技体育水平，着力推动体育产品的研发和成果转化，为体育产业的

发展提供科技支持，进一步发挥体育的综合效应和社会价值。 

二、未二、未二、未二、未来来来来十年体育科十年体育科十年体育科十年体育科学学学学与与与与技技技技术术术术的的的的发发发发展目展目展目展目标标标标、重、重、重、重点点点点研研研研究究究究领领领领域和域和域和域和优优优优先主先主先主先主题题题题 

（一）（一）（一）（一）发发发发展目展目展目展目标标标标 

    到2020年，我国体育科技研究发展的总体目标是：自主创新能力和解决体育实践关键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取得一批解决体育实践重大问题、并

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创新性科技成果；科技成果卓有成效地应用于体育事业的科学发展中，在改善国民体质状况和科学健身的理论指导、提高

优秀运动员竞技水平、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涌现出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优秀科学家和研究团队。 

（二）重（二）重（二）重（二）重点点点点研研研研究究究究领领领领域域域域 

    重点研究领域是指，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亟待科技提供支撑和保障的3个重点研究领域，即增强国民体质研究领域、提高竞技水平研究领域、促

进体育产业发展研究领域。 

（三）（三）（三）（三）优优优优先主先主先主先主题题题题 

    优先主题是指，在重点研究领域中急需研究、任务明确、技术基础较好、近期能够取得突破、能够有效解决体育实践问题的科技攻关项目。 

    确定优先主题的原则：第一，有利于突破瓶颈制约和提高我国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二，有利于掌握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有效解决体育

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提高我国体育事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第三，有利于解决重大公益性体育科技问题，提高公益服务水平。 

增增增增强强强强国国国国民体民体民体民体质质质质研研研研究究究究领领领领域中的域中的域中的域中的优优优优先主先主先主先主题题题题 

1. 体育体育体育体育运动运动运动运动促促促促进进进进身体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健康的机制机制机制机制 

    研究重点：体育运动促进身体健康的理论依据和实验依据；体育运动有利于慢性疾病治疗的机制；体育运动与人体的生物节律；体育运动对人体

结构与功能的影响；体育运动对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体育运动中的营养与伤病防治。 

2. 科科科科学学学学健身方法健身方法健身方法健身方法 

    研究重点：常见群众体育健身方法的理论依据、实证研究、科学实验基础数据，如常见群众体育活动的能量代谢特征、能量消耗的科学测量值

等；适应于不同地域环境的健身方法；新的健身方法创编和功效研究；民族传统健身方法的发掘和推广；不同工作场所的适宜健身方法；慢性疾病

的运动干预新方法与新技术；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健身指南。 

3. 运动运动运动运动健身指健身指健身指健身指导导导导平台平台平台平台 

    研究重点：运动健身信息的采集和反馈系统；科学健身指导站；青少年训练营地；运动健身科普宣传方法和工具；运动能力评估的方法、关键技

术和标准；共性运动处方与个性运动处方的建立、选择和应用；群众健身信息网络服务平台；群众健身运动营养指导服务。 

4. 国国国国民民民民参参参参加体育加体育加体育加体育锻炼锻炼锻炼锻炼的行的行的行的行为为为为与与与与效果效果效果效果评评评评价价价价 

    研究重点：国民体质测量与评价的方法、关键技术和标准；影响国民体质的社会学问题；国民参加体育锻炼的行为和参与度；中国人体质变化规

律及成因；不同人群体育锻炼标准的建立与推广。 

5. 全民健身公共体育全民健身公共体育全民健身公共体育全民健身公共体育设设设设施建施建施建施建设设设设 

    研究重点：群众健身活动场地、设施、器材等的现状和需求；群众健身活动场地、设施、器材等的建设功能和建设技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

健身活动中心”的构建与运行。 

6. 青青青青少年健身活少年健身活少年健身活少年健身活动动动动的改善的改善的改善的改善 

    研究重点：青少年健身活动的基本特征、基本内容、基本条件等；青少年健身活动开展情况的评价体系；青少年健身活动的营养方案与指导；改

善青少年健身活动的基本途径；改善青少年健身活动的场地设施条件。 

7. 增增增增强强强强国国国国民体民体民体民体质质质质的基的基的基的基础础础础性性性性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研究重点：与提高国民体质和科学健身密切联系的、能够在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上有重大突破的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基础研究。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竞竞竞竞技水平技水平技水平技水平研研研研究究究究领领领领域中的域中的域中的域中的优优优优先主先主先主先主题题题题 

8. 优优优优秀秀秀秀运动员运动员运动员运动员准准准准备备备备重大重大重大重大国国国国际际际际比比比比赛赛赛赛的科的科的科的科研研研研攻攻攻攻关关关关与与与与科技服科技服科技服科技服务务务务 

    研究重点：优秀运动员在准备重大国际比赛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优秀运动员在准备重大国际比赛过程中所需的多学科、高层次的科技服



务；优秀运动员在准备重大国际比赛过程中科技保障系统的完善；优秀运动员训练监控的新方法与新技术。 

9. 运动训练运动训练运动训练运动训练理理理理论论论论与与与与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创创创创新新新新 

    研究重点：国内外成功训练经验的提炼、训练规律探索、先进的训练理论与方法等；不同运动项目专项训练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实践与理论基础，

如专项高原训练、专项体能训练、专项技能训练、专项赛前训练、运动员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等；不同专项运动员的高级选材与专项能力培养；高水

平教练员能力研究。 

10. 优优优优秀秀秀秀运动员竞运动员竞运动员竞运动员竞技技技技状状状状态态态态的科的科的科的科学学学学诊诊诊诊断断断断与与与与调调调调控控控控 

    研究重点：个体竞技状态形成与保持的特征与规律；个体竞技状态的科学诊断方法、评价指标等关键技术；个体竞技状态的调控和最佳发挥；不

同训练阶段和不同参赛目标的个体设计与优化技术。 

11. 优优优优秀秀秀秀运动员运动员运动员运动员心理心理心理心理训练训练训练训练与与与与调调调调控方法控方法控方法控方法 

    研究重点：优秀运动员的专项心理特征与专项心理训练；优秀运动员准备重大比赛的有效心理调控新方法与新技术；优秀运动员大赛前心理状态

测评的新方法与新技术；优秀运动员心理支持系统与心理建设；优秀运动员比赛中激发最大潜能的有效心理干预手段与新技术；消除心理疲劳的有

效方法与新技术。 

12. 优优优优秀秀秀秀运动员运动员运动员运动员膳食膳食膳食膳食营养营养营养营养与与与与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食品安全食品安全 

    研究重点：优秀运动员营养评估新方法、指标、标准等关键技术；优秀运动员餐厅建设与管理；优秀运动员膳食营养与营养补充方案；优秀运动

员食品安全；运动营养品功效评价方法、标准及高效运动营养品的筛选；运动营养师队伍建设。 

13. 优优优优秀秀秀秀运动员运动员运动员运动员的的的的运动伤运动伤运动伤运动伤病防治病防治病防治病防治 

    研究重点：优秀运动员医疗保障系统的完善，如伤病远程诊断系统、运动性创伤的微创治疗新技术、运动性伤病康复系统等；各运动项目多发性

创伤的早期诊断、治疗、康复和预防；慢性运动损伤的防治；慢性运动损伤条件下的运动训练与比赛的规律；优秀运动员健康管理及疾病防治。 

14. 康康康康复复复复性体能性体能性体能性体能训练训练训练训练 

    研究重点：康复性体能训练的基本原理、方法体系及理论依据；康复性体能训练的具体方法与手段；不同专项的康复性体能训练的研究与应用。

15. 消除消除消除消除运动运动运动运动性疲性疲性疲性疲劳劳劳劳的新方法的新方法的新方法的新方法与与与与新技新技新技新技术术术术 

    研究重点：优秀运动员运动性疲劳与恢复的综合性科学诊断与调控；不同训练条件下消除疲劳的新方法与新技术；比赛间歇中迅速消除疲劳的新

方法与新技术；中医中药消除疲劳的新方法与新技术。 

16. 信息的信息的信息的信息的综综综综合管理合管理合管理合管理与与与与应应应应用用用用 

    研究重点：国家队科学训练信息化平台的完善与应用；运动专项视频资料库的集成与开发；竞技体育信息管理系统的完善与扩展；各运动项目中

外优秀运动员实力信息及训练动向；世界竞技体育发展趋势的预测与对策。 

17. 兴奋剂检测兴奋剂检测兴奋剂检测兴奋剂检测新技新技新技新技术术术术 

    研究重点：反兴奋剂预警系统的建立与完善；运动员食品安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现有兴奋剂检测技术的改进、完善与扩展；新的兴奋剂检测原

理与全新的兴奋剂检测技术，如基因兴奋剂检测原理与技术、遗传对代谢影响的检测原理与技术等。 

18. 提高提高提高提高竞竞竞竞技水平的基技水平的基技水平的基技水平的基础础础础性性性性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研究重点：与提高运动员竞技能力密切联系的、能够在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上有重大突破的前瞻性、先导性和探索性的基础研究。 

促促促促进进进进体育体育体育体育产业发产业发产业发产业发展展展展研研研研究究究究领领领领域中的域中的域中的域中的优优优优先主先主先主先主题题题题 

19. 关键关键关键关键技技技技术术术术装装装装备备备备的的的的进进进进口替代口替代口替代口替代研研研研究究究究 

    研究重点：关键技术装备进口的现状与技术特征；关键技术装备进口替代的可行性及技术基础；关键技术装备进口替代的产品研发。 

20. 体育体育体育体育营销营销营销营销新技新技新技新技术术术术的的的的应应应应用用用用 

    研究重点：体育市场培育方法与新技术；体育品牌打造与培育。 

21. 体育服体育服体育服体育服务务务务及安全及安全及安全及安全标标标标准准准准的的的的研研研研制制制制 

    研究重点：面向市场的各类经营性体育项目的国家和行业的安全标准及服务标准。 

22. 专项专项专项专项健身健身健身健身与与与与训练训练训练训练器械的器械的器械的器械的研研研研制制制制与与与与市市市市场开发场开发场开发场开发 

    研究重点：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所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项健身与训练器械的研制和市场开发。 

23. 专项测试专项测试专项测试专项测试与与与与分析系分析系分析系分析系统统统统的的的的研研研研制制制制与与与与市市市市场开发场开发场开发场开发 



    研究重点：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所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项测试与分析系统的研制与市场开发。 

24. 体育体育体育体育装装装装备备备备的的的的研研研研制制制制与与与与市市市市场开发场开发场开发场开发 

    研究重点：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所需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体育装备的研制与市场开发。 

三、主要措施三、主要措施三、主要措施三、主要措施 

1.加加加加强强强强纲纲纲纲要要要要实实实实施的施的施的施的组织领导组织领导组织领导组织领导，，，，发挥发挥发挥发挥科技科技科技科技专专专专家的重要作用家的重要作用家的重要作用家的重要作用 

    成立本纲要实施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本纲要实施工作的领导、协调和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科教司，负责具体工作的组织与实施。成立本

纲要实施工作的科技专家委员会，充分发挥科技专家在本纲要实施中的科学论证、科技指导、科技咨询、科技服务、项目评审、项目检查、项目验

收等重要作用。 

2.加加加加强强强强科科科科研研研研攻攻攻攻关关关关和科技和科技和科技和科技创创创创新，新，新，新，进进进进一一一一步步步步提高科技工作的提高科技工作的提高科技工作的提高科技工作的贡贡贡贡献献献献率率率率 

    通过政策引导、制度保障等措施，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广泛动员各方面科技资源投入到本纲要的实施工作中，形成广阔的科技合作平

台，打造多学科多方优秀人才参与的体育科技攻坚队伍，围绕体育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科研攻关，加强自主创新，突破一批关键技术，充分

发挥科技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发展中的引领和支撑作用，提高科技对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率。 

3.加加加加强强强强体育科技体育科技体育科技体育科技条条条条件建件建件建件建设设设设，，，，夯夯夯夯实实实实可持可持可持可持续发续发续发续发展的基展的基展的基展的基础础础础 

    继续重视和加强国家体育总局重点实验室建设，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实验室评估机制，实行分级、分类、分层次指导与支持，坚持“有进有

出、动态平衡”的原则，促进实验室科学管理和高效运行。加强重点实验室的规划，健全重点实验室相关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创新性应用基础研

究，突出研究特色，提高研究水平。 

4.加加加加强强强强体育科技管理制度体育科技管理制度体育科技管理制度体育科技管理制度建建建建设设设设，不，不，不，不断断断断完善体育科技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体育科技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体育科技管理体制和机制完善体育科技管理体制和机制 

    加强对科研课题的组织管理，根据重点研究领域的特点，建立课题分类管理模式；积极完善国家重大课题专家督导制度,逐步建立与运动实践紧

密结合的科技成果评价体系，完善科技奖励制度；规范科研经费管理和使用，建立体育科技管理信息服务系统,提高科研管理工作效率和质量。 

5.加加加加强强强强体育科技成果体育科技成果体育科技成果体育科技成果转转转转化，化，化，化，为为为为体育体育体育体育产业产业产业产业的的的的发发发发展增添展增添展增添展增添动动动动力力力力 

    依托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技示范园，开展体育科技综合服务平台建设，逐步建立以政府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集行业监管、科技研发、成果转

化、企业孵育为一体的体育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综合服务平台，推进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以科研项目为牵引，鼓励科研单位与企业联合开展科

学研究，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培育具有较强自主研发能力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提高体育健身设施、健身器材、运动训练装备的科技含量和产

品质量，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6.加加加加强强强强体育科技人才体育科技人才体育科技人才体育科技人才队队队队伍建伍建伍建伍建设设设设，培，培，培，培养养养养高水平科技高水平科技高水平科技高水平科技专专专专家家家家 

    通过有计划、分步骤的实施重大科研项目，加强学科人才梯队建设，加大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力度，积极推进创新团队建设，发现和培养一批高水

平的体育科技专家；引导和鼓励青年体育科技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优秀的中青年科技人才承担科技项目、脱颖而出营造良好的环境。 

 

附件： 

2011年至2015年重大研究项目指南 

  

增强国民体质研究领域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体育运动促进身体健康的机制 

1. 体育运动和身体健康的特征与分类 

2. 体育运动与人体的生物节律 

3. 体育运动对人体结构与功能的影响 

4. 体育运动对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 

5. 体育运动有利于慢性疾病治疗的理论依据和实验依据

6. 体育运动促进身体健康的理论依据和实验依据 

7. 体育运动促进身体健康的机制 



2 
科学健身方法关键技术研究与应

用 

1. 常见群众体育健身方法的特征与分类 

2. 常见群众体育健身方法的理论依据、科学实验基础数

据和评价体系 

3. 适应于不同地域环境的健身方法与指导 

4. 新的科学健身方法创编、功效研究与指导 

5. 不同民族常用健身方法的发掘和推广 

6. 不同工作场所的科学健身方法与指导 

7. 慢性疾病的运动干预新方法与新技术 

8. 运动健身的营养干预新方法与新技术 

9. 中国运动健身指南 

3 
增强社区群众体质科学示范区的

研究与应用 

1. 社区群众体育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2. 社区群众体质的检测与监测体系 

3. 社区群众运动健身信息的采集和反馈系统 

4. 社区群众运动健身的共性运动处方与个性运动处方 

5. 社区群众运动健身信息网络服务平台 

6. 社区群众科学健身指导站的研究、建立与应用 

4 
增强青少年体质关键技术的研究

与应用 

1. 青少年的生理发育特点与现状 

2. 青少年的运动能力和心理特征 

3. 青少年的体质现状与监测体系 

4. 青少年体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基本内容和基本条件 

5. 影响青少年体育运动的社会学因素 

6. 提高青少年体质的体育运动方法与新技术 

7. 提高青少年体质的运动营养新方法与新技术 

8. 提高青少年体质的信息网络服务平台与体育运动指导

5 
中国国民体质监测系统的升级和

优化 

1.国民体质监测指标体系的完善 

2. 国民体质监测方法的完善 

3. 国民体质评价方法与标准的完善 

4.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库的完善 

5. 国民体质监测网络的升级和优化 

提高竞技水平研究领域 

6 
中国优势运动项目科学训练关键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1. 运动项目竞赛特征与规律 

2. 运动项目制胜特征与规律 

3. 运动项目选材特征与规律 

4. 运动项目训练特征与规律 

5. 运动项目管理特征与规律 

6. 运动项目先进训练理论与方法 

7. 运动员体能恢复特征与方法 

8. 运动员伤病防治特征与方法 

9. 运动员营养特征与方法 

10. 运动员个体竞技状态的科学调控和发挥 

11. 运动项目科技保障系统 



7 
中国足球、篮球和排球科学训练

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1. 运动项目竞赛特征与规律 

2. 运动项目制胜特征与规律 

3. 运动项目选材特征与规律 

4. 运动项目训练特征与规律 

5. 运动项目管理特征与规律 

7. 运动员体能恢复特征与方法 

8. 运动员伤病防治特征与方法 

9. 运动员营养特征与方法 

10. 运动项目先进训练理论与方法 

11. 运动项目科技保障系统 

12. 运动项目的现状、问题和解决方案 

8 

中国田径、游泳、水上、自行车

等运动项目科学训练关键技术的

研究与应用 

1. 运动项目竞赛特征与规律 

2. 运动项目制胜特征与规律 

3. 运动项目选材特征与规律 

4. 运动项目训练特征与规律 

5. 运动项目管理特征与规律 

7. 运动员体能恢复特征与方法 

8. 运动员伤病防治特征与方法 

9. 运动员营养特征与方法 

10. 运动员个体竞技状态的科学调控和发挥 

11. 运动项目先进训练理论与方法 

12. 运动项目科技保障系统 

13. 运动项目的现状、问题和解决方案 

9 
体能训练和技能训练关键技术的

研究与应用 

1. 体能训练、技能训练的科学定义、结构、特征与分类

2. 体能训练、技能训练的理论基础与实验基础 

3. 体能训练、技能训练的方法体系 

4. 体能训练、技能训练的基本手段与特殊手段 

5. 体能训练、技能训练的新方法与新技术 

7. 体能训练、技能训练的专项安排与个体优化 

8. 体能训练、技能训练的科技保障系统 

10 
优秀运动员运动损伤防治关键技

术的研究与应用 

1. 优秀运动员运动损伤的现状与问题 

2. 优秀运动员运动损伤的发生原因与生物力学机制 

3. 多发性运动损伤的早期诊断、治疗、康复和预防 

4. 急性和慢性运动损伤的防治方法与新技术 

5. 慢性运动损伤条件下的运动训练与比赛 

6. 运动损伤的微创治疗新方法与新技术 

7. 中医防治运动损伤的有效方法与有效技术 

8. 优秀运动员运动损伤康复系统 

11 
优秀运动员健康与体能参数及评

价体系的研究 

1. 优秀运动员健康水平和相应参数的确定 

2. 优秀运动员健康水平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3. 优秀运动员专项体能参数的确定 



  

4. 优秀运动员专项体能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应用 

5. 优秀运动员健康与体能参数数据库 

12 
消除运动性疲劳的新方法与新技

术 

1. 运动性疲劳的机制 

2. 运动性疲劳与消除的科学诊断与调控 

3. 不同训练条件下消除疲劳的新方法与新技术 

4. 比赛间歇中迅速消除疲劳的新方法与新技术 

5. 中医中药消除疲劳的新方法与新技术 

13 
兴奋剂检测新方法与新技术的研

究与应用 

1. 兴奋剂检测方法和技术的现状及问题 

2. 现有兴奋剂检测技术的改进、完善与扩展 

3. 新的兴奋剂检测原理与全新的兴奋剂检测技术 

4. 反兴奋剂预警系统的建立与完善 

5. 运动员食品安全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促进体育产业发展研究领域 

14 体育营销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1. 中外体育市场的比较学研究 

2. 体育市场培育的方法与技术 

3. 体育营销的新方法与新技术 

4. 中国体育品牌的打造与培育 

5. 中国体育品牌营销示范区 

15 面向市场的体育科技成果转化 

1. 面向市场的体育科技成果的现状与问题 

2. 面向市场的体育科技成果的改进与完善 

3. 面向市场的体育科技成果的培育 

4. 面向市场的体育科技成果营销示范区 

16 
体育健身器械和运动训练器械的

研制与开发 

1. 体育健身器械的现状、分类、需求和问题 

2. 家用体育健身器械的研制与开发 

3. 运动训练器械的现状、分类、需求和问题 

4. 专项运动训练器械的研制与开发 

国家体育总局版权所有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承办  

国家体育总局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2号 邮政编码：100763 联系电话：010-87182008 

网站联系电话：010-87182998/87182280  E_mail：webmaster@sport.gov.cn  

京ICP备0507099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