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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耀��在⣘��垨⣘����癥⌠

2022�e�w⌠ �R�o
（仅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注册用户登录可见）

为落实“十四五”期间国家科技创新有关部署安排，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主动健康和人口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

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22 年度定向项

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以主动健康理念为指导，构建生命

过程中的功能维护、危险因素控制、行为干预和健康服务技术产

品支撑体系，提高主动健康和老年健康服务科技化、智能化水平，

提高对生命过程中健康状况变化的认知水平。以人群内在功能和

参与能力提升为效果评价，加强适老助老辅助技术研发和应用，

加大健康科技支撑力度。通过科技赋能，维护延长人体功能、防

控疾病；提升健康水平，减轻疾病照护负担。开辟健康产业新赛

道，引领产业升级换代，转变和增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资源，为

实现健康中国 2030的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专项 2022 年度拟部署 3个定向择优项目，每个方向拟支

持项目数为 1~2 项，本指南项目实施周期为 2022—2025 年，拟

安排国拨经费概算 3100 万元。项目应整体申报，须覆盖全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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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内容与考核指标。除特殊说明外，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个，

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10 家。项目设 1名负责人，每个课题

设 1名负责人。

指南中“拟支持数为 1~2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当

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情

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个项目。2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持

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据

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本专项研究涉及人体研究须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保藏、利用、对外提供等，

须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执行；

涉及实验动物和动物实验，要遵守国家实验动物管理的法律、法

规、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使用合格实验动物，在合格设施内进

行动物实验，保证实验过程合法，实验结果真实、有效，并通过

实验动物福利和伦理审查。

1.1 运动促进健康复杂性科学机理的研究

研究内容：从系统调控的角度，研究在机体发育的不同阶段，

不同运动方式对重要组织器官系统功能发育的影响及基于代谢的

表观遗传调控机制；研究急性和慢性运动前后多组织分子反应特

征；不同环境及运动刺激下机体的应激和适应性特征和变化规律；

研究在不同层次、不同运动水平下运动器官与机体其他器官系统

（心血管、神经内分泌、呼吸系统等）之间的相互对话，机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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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器官/系统的响应特征、变化机制及交互作用特点。研究运动对

代谢影响的分子机理，明确参与运动响应的糖、脂、蛋白质等相

关分子代谢的时序性、适应性变化特征；研究运动对生长发育健

康稳态的维持机制，解析运动反应以及稳态调控的关键信号通路

与调节因子；发现新的运动响应敏感因子和运动分子“传感器”，

确定关键调控分子，绘制运动生物分子反应图谱；建立不同群体

运动生物分子反应图谱的公共数据库。

考核指标：完成构建层次不少于 3个，级别不少于 4个的运

动负荷强度测度体系；绘制不同负荷强度下的生物分子反应图谱，

建立运动生物学信息数据库 1个；发现 2~3种运动与重要器官相

互作用的关键分子；挖掘 2~3种运动诱导机体产生代谢记忆的新

型分子标记物；筛选不少于 10 个健康标志物和干预靶标；阐述

运动所致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阐述运动对机体生长发育不同阶

段重要组织器官系统的功能重塑特征，完成机体发育的不同阶段

运动对多器官功能和代谢的多指标综合分析，完成不少于 3年的

随访；绘制不少于 4张反映生命不同阶段、不同运动方式下运动

生物分子反应图谱；实现公共数据库的典型应用；在全国范围内

选取不少于 10 万人开展健康干预实验，建立运动促进健康的复

杂科学机理模型，制定不同慢病体医融合运动干预路径指南不少

于 3份；获得 3项技术发明专利。

拟支持项目：1~2项。

有关说明：由体育总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下设课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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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4个，项目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6家。

1.2 运动负荷精确测量关键技术和系统研发

研究内容：研究智能运动负荷高精度计量和训练设备，研制

运动负荷监测、评估、反馈指导一体化智能系统；研究运动障碍

患者、特殊人群的运动行为与生理心理特征智能化干预技术；研

究人体运动物理刺激和心理感知规律，构建人体运动物理精准刺

激和心理精确感知量化模型；研制用于运动负荷精准输出的恒功

率自行车，研制人体代谢精准测量装置，研究不同人群、不同运

动负荷下人体能量代谢变化规律，研发运动负荷精确评估和科学

训练系统。研究运动负荷精确测量产品质量认证标准。

考核指标：研制柔性可穿戴、多源信息采集系统、高精度、

智能穿戴式运动负荷评价、训练与功能康复训练系统、基于生物

力学和新材料的个性化高端护理辅具不少于 20种；建立人体运

动精确负荷计算模型，研制恒功率自行车系统 1套，恒功率调节

响应速度＜50ms，最大测试功率不小于 1000W；研制人体能量代

谢精准测量设备，具有糖脂代谢适应性评价功能且重复性误差不

高于 10%，RMR测量时间＜15分钟，能量代谢检测平台 VO2、

VCO2测量精度小于 1%。获医疗器械注册证不少于 2项；开发人

体运动负荷精确评估系统，获软件著作权不少于 5项，核心技术

获发明专利不少于 10项，形成国家标准 1项，行业标准 1项。

研发运动负荷精确测量产品认证技术 2~4项，开展运动负荷精确

测量产品认证项目不少于 10 项。在国民体质检测 5项以上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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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及在 50家以上医疗健康机构开展示范应用，测试样本不少

于 20000人次。

拟支持项目：1~2项。

有关说明：由体育总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其他经费（包

括地方财政经费、单位出资及社会渠道资金等）与中央财政经费

比例不低于 2:1。

1.3 国家科学健身知识图谱库和推荐系统平台研究

研究内容：研究制定适应不同年龄、不同人群、不同环境、

特定身体状况的健身知识的组织和表达模型；研究健身视频、文

献资料、互联网多媒体数据、运动捕捉数据等健身知识图谱构建、

挖掘、分析、呈现关键技术；研究建立健身基本知识的分类词表、

同义和近义词库、知识语料库；研究基于 PAMS运动编码标准的

知识图谱构建方法，搭建科学健身运动技术数据库和知识图谱库；

研究制定科学健身知识交换服务标准规范，基于运动层次模型开

发运动知识查询开放平台；根据敏感程度、数据特性和任务需求

调整保护强度，针对用户数据研究隐私计算技术，实现隐私保护

和数据可用性的动态平衡，保证健身指导性服务的安全性；研发

面向健身指导的智能检索与推荐、知识问答、远程服务等健身知

识图谱库典型应用的支撑关键技术与推荐系统，开发科学健身运

动线上指导平台，形成数字化、个体化科学健身服务模式，提供

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提高健身效果，预防运动损伤。基于个性化

用户画像，研发面向国民的个性化科学健身推荐方案。选择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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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群体开展健身知识图谱构建技术与推荐系统应用示范。

考核指标：建立涵盖器械、徒手等典型健身运动的健身知识

图谱，运动类型不少于 50类，知识数量不少于 1000万条；建立

科学健身知识语料库，建立覆盖健身相关视频、动捕、图片等数

据，视频资源不少于 5万条，总数量不少于 10万条；预防运动

损伤、反兴奋剂等知识不少于 1000条；研究健身知识抽取、知

识标注与众包、大规模知识图谱可视化、健身指导 AI推荐等关

键技术不少于 5项，建平台不少于 5个；建立运动技术数据库、

知识图谱库及推荐系统综合服务云平台 1个，智能检索推荐、知

识问答准确率大于 85%；服务人数不少于 100万人次；建设主动

健康教育培训平台不少于 10个，培训人次不少 50万人次；制定

相关标准规范 5项及以上，获得发明专利不少于 5项。

拟支持项目：1~2项。

有关说明：由体育总局作为推荐单位组织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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