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阳体育学院拟提名的 2019 年度省科技奖励项目 

项目名称 大众运动健康生态治理关键技术与应用 

提名者 沈阳体育学院 

提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

效，相关栏目符合填写要求。按照要求，我单位和完成人所在单位都已

对该项目进行了公示，目前无异议。 

董传升教授带领团队完成的“大众运动健康生态治理关键技术和应

用”较好地回应了健康中国战略需求和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构建积极健

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基本理念，针对大众运动健康最基础性的 4 个关键问

题——认识运动对健康促进重要却不参与、参与却不坚持、坚持却不控

制风险、坚持却效果不佳进行了长期研究，构建了大众运动行为分化干

预模型和实施方案，进行了长期的实验研究，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推

广应用；搭建了云服务平台，建立了泛在服务模式，提升了服务大众运

动健康治理的能力和效果；建立了新型体育健康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和泛

在服务平台，在全国高校推广应用效果显著。 

项目发表 SCI论文 6篇，核心期刊论文 15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2项、

软件著作权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获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

举办专门性国际学术会议 2 次，政府机构积极采用本成果服务健康中国

治理政策转化 1 项，受科技部相关部门表彰 1 次，大学生以云服务平台

为依托参与全国、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佳绩 2项。 

成果应用过程中，效益显著：（1）直接受益超过 4 万人次，借助泛

在云服务平台服务大众超过 10万人次；（2）助力 3家大型健身俱乐部（共

45 个分部）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顾客服务能力效果突出；（3）全国超过 1

万人次体育专业大学生利用云服务平台完成新型体育健康管理技能的学

习；（4）新华网、搜狐、网易等多家权威媒体给予广泛报道。 

该项目提名二等奖。 

项目简介 

在健康治理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社会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的背景下，运

动健康作为主动健康治理的有效手段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受困

于 4 个关键问题，运动促进健康的效应远没有被充分释放出来。这 4 个

问题是：（1）人们普遍认为运动有助于健康，但是却不主动选择运动；

（2）人们参与运动，但是却常常不能坚持下来，半途而废；（3）选择

运动也能坚持，但是却又造成了普遍性的运动损伤；（4）运动对健康促

进的效果有待提升。 

为解决问题，项目以社会生态模型为范式，以体育健康价值链为依

托，构建了大众运动健康生态治理体系，研发运动健康治理关键技术，

并在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应用。 

项目构建了大众运动健康生态治理体系：（1）大众运动健康行为分



化与引导子系统，（2）大众运动健康促进技术子系统，（3）大众运动

健康风险防控子系统，（4）大众运动健康云服务子系统，（5）新型大

众运动健康管理人才培养子系统。 

根据各个子系统的基本要求，形成了 5个领域的关键技术：（1）运

动健康行为塑造关键技术——行为分化技术、行为强化技术、行为固化

技术，并完成生理机制、心理机制和社会适应机制的科学研究；（2）运

动健康有效促进关键技术，构建了运动健康价值链，创建科学流程理念

和模型，研究了运动健康促进的生理机制，建立了健康治理绩效评估技

术体系；（3）运动健康风险防控关键技术——健康风险评估技术、运动

风险评估技术、运动风险防控技术等；（4）运动健康服务泛在技术，搭

建线上+线下云服务平台，构建了与大众日常行为高度融合的服务模

式；（5）新型体育健康管理人才培养关键技术，在全国体育院校、系推

广使用，培养了一批具有新型体育健康管理职业技能的专业人才，为更

好满足大众运动健康生态治理需求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根据关键技术开发了 5 个关键技术应用方案，并在全国多个省市的

相关领域进行了推广应用：在北京进行了持续 8 年的运动健康行为塑造

研究应用，在辽宁、吉林、广东等地服务大众超过 4 万人次，在健身俱

乐部推广应用助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创收，在全国 59 所高校的体育院

系推广新型体育健康管理职业技能培养体系。 

项目发表 SCI 论文 6 篇，核心期刊论文 15 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2

项、软件著作权 5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获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举办专门性国际学术会议 2 次，政府机构积极采用本成果服务健康

中国治理政策转化 1 项，受科技部相关部门表彰 2 次，大学生以云服务

平台为依托参与全国、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佳绩 1项。 

成果应用过程中，效益显著：（1）直接受益超过 4 万人次，借助泛

在云服务平台服务大众超过 10万人次；（2）助力 3家大型健身俱乐部（共

45 个分部）提升核心竞争力和顾客服务能力效果突出；（3）全国超过 1

万人次体育专业大学生利用云服务平台完成新型体育健康管理技能的学

习；（4）新华网、搜狐、网易等多家权威媒体给予广泛报道。 

客观评价 

（1）大众运动健康生态治理研究成果具有较好的先进性 

首先，大众运动健康治理问题是具有国家战略重要意义的核心问题

之一。本项目基于社会生态学角度提出了大众运动健康生态治理体系，

突破了国际社会主流的健康信念、计划行为理论等多关注于个体层面的

不足，形成了个体、群体、家庭、社会、文化等多维度互动的健康治理

新模式。该模式更加注重运动健康治理的生态化问题，强调运动健康治

理的多层级协调机制。国内外首次提出“医学健康”+“体育健康”的大

健康治理框架，并深刻论述了生态治理体系构建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形

成的论文于 2018年 4月发表在国内体育学顶级学术期刊《北京体育大学

学报》（CSSCI 期刊，复合影响因子 2.338）上。一年来，该论文被下载



1453次，引证 6次、二级引证 5次，产生了积极的学术影响力。 

其次，有关运动健康行为分化的生理学机制、运动“有效”促进健

康的分子生物学突破了运动行为机制解释不足的问题，初步建立了运动

行为养成机制理论。研究成果在 Neuroscience（IF=2.680）、J Physiol 

Regul Integr Comp Physiol（IF=3.2）、J Diabetes Res（IF=1.8）等

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学术先进性较为突出。 

（2）项目研究具有突出的持续性和前瞻性 

本项目自 2009 年开始进行研究，持续 10 年，完成了大众体质评估

指标体系、大众体质健康公共科技服务平台构建、大众运动健康科普、

大众运动健康行为治理等多项研究课题。成果的系列化、持续性特征突

出。 

项目研究表现出较好的前瞻性。一方面，在社会还未积极关注大众

健康的公共服务问题时提出和实施了构建基于互联网的公共科技服务平

台的设想，2011年完成了我国第一个智能化运动指导服务实验室——《大

众智能化健身指导实验室》的建设；另一方面，项目突破了传统大众健

康医学治疗、大众健身专业化视角的局限性，从生态治理的角度探索大

众运动健康生态治理问题，在国内首次提出运动健康治理的泛在模式，

并在实验室建设中进行了积极的应用，效果显著。 

（3）项目应用范围广、覆盖领域大 

本项目一直秉持着研究与应用同步、学术与实践并重的理念和做法，

在项目研究的同时推进成果的逐步转化。一方面，研究成果在全国十几

个省市进行了应用，受益人群超过 10万人次；成果应用在辽宁省十四个

市地实现了全覆盖，助力“健康中国 运动辽宁“行动计划的落实；另一

方面，成果应用涵盖领域广阔： 

1）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术报告、论文发表、著作出版等； 

2）在社会领域，通过泛在服务模式推广，面向社会大众提供智能服

务；提供运动健康科普服务；提供少年儿童运动成长评价服务等； 

3）在社区领域，通过实验干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运动行为养成、

科学运动等服务； 

4）在企业领域，合作推广项目方案； 

5）在健身俱乐部领域，助力俱乐部卓越教练员技能培养和向会员提

供智能化指导服务，推动相关业务的开展； 

6）在中小学校领域，为中小学生提供机能成长评价和运动指导，助

力孩子健康成长； 

7）在高等院校领域，推广运动健康管理实验平台，激励大学生进入

平台学习技能技术和知识，人才培养效益显著；形成创新创业源泉并取

得优异竞赛成绩，有效助力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开展。 

8）在医院领域，“灵动疗法”在相关三甲以上医院推广使用，深受

欢迎；与大湾区合作，打造体护老年人服务新模式； 



9）在政府政策领域，运动健康等核心观点转化成为相关政策在全省

颁布执行，形成了助推社会健康水平提升、促进体育经济发展的政策工

具。 

（4）项目创新性强，行业认可度高 

项目相关成果多次在国际、全国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同行评价较

高；参加省内外相关科技奖励的评选，3 名长江学者给予高度评价家，

获得辽宁省哲社成果二等奖 1 项、辽宁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国家体

育总局科技成果二等奖 1项。 

项目在推广应用过程中，得到有关省部级领导、相关政府部门的高

度认可和评价，受科技部相关部门表彰 1次。 

（5）媒体关注度高，主动健康的社会传播效应突出 

中国日报、新华网、网易、新浪、辽宁日报等 11家权威媒体进行了

报导，主动健康理念和主动运动、保持运动和科学运动的观念在社会领

域传播迅速，对促进社会大众健康治理客观上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推广应用情况 

主要应用单位情况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应用的技术 
应用对象 

及规模 

应用起止

时间 

单位联系人/

电话 

1 沈阳市科技局 
大众智能化健身

指导技术 

沈阳市民 

3 万人 
2011 至今 

李新 

13066690001 

2 
吉林省长白山管

委会 

大众智能化健身

指导技术 

居民 

1000 人 

2015-2017

年 

周生财 

13039236333 

3 沈阳体育学院 
大众运动健康实

验室 

本科生 

5000 人 
2013 至今 

赵泽霖 

024-89166570 

4 鞍山师范学院 
大众运动健康实

验室 

本科生 

1000 人 

2015 年至

今 

李艳 

15641286668 

5 
辽宁工程技术大

学 

大众运动健康实

验室 

本科生 

500 人 

2016 年至

今 

丁方凯 

15904182577 

6 江西财经大学 
大众运动健康实

验室 

本科生 

2300 人 

2015 年至

今 

郑志强 

18970895802 

7 大连大学 
大众运动健康实

验室 

本科生 

1300 人 

2015 年至

今 

郑伟 

13840541777 

8 渤海大学 
大众运动健康实

验室 

本科生 

850 人 

2016 年至

今 

曹芳 

18904966150 

9 
韦德伍斯健身俱

乐部 

大众健身智能化

指导技术 

俱乐部会员 

25 个分部 

2015 年至

今 

高观福 

18911279555 

10 
威仕顿健身俱乐

部 

大众健身云服务

技术 

俱乐部会员 

21 个分部 

2014 年至

今 

李鹏程 

13514208234 

11 
广州喜梁门科技

有限公司 

运动健康行为塑

造技术 

珠海滨江街

道 12 个社区 

2014 年至

今 

梁宇皓 

18688884812 

12 

北京施丹卓体育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运动健康行为塑

造技术 

五彩城、天

通苑社区 

2012 年至

今 

陈姻儒 

18620203166 

13 沈阳全键基地 
运动能力与风险

评估技术 
全键基地 

2017 年至

今 

闫潇 

15679781612 

14 
沈阳市第六人民

医院 
灵动疗法 康复者 

2016 年至

今 

田霞 

13504997478 

15 
沈阳市第四人民

医院 
灵动疗法 康复者 

2016 年至

今 

侯岩 

13998127673 



16 沈阳市铁路五小 
运动技能成长评

估技术 

小学生 

3210 人 

2016 年至

今 

李晓云 

13514256667 

17 辽宁省体育局 技术转化政策 全省 2017 年 
李志刚 

13322449866 

18 锦州市体育局 
大众运动健康治

理技术 
锦州市 2016 年 

高阳 

15677930714 

19 温州大学 云服务技术 
本科生 

830 人 

2015 年至

今 

张文健 

13780179680 

20 山西大学 云服务技术 
本科生 

580 人 

2016 年至

今 

张茂林 

13834622215 

【社会服务应用】2011 年起，“公民体质监测公共科技服务平台”

服务辽宁省市政府公务员、社会事业单位人员等超过 5000 人次；受邀

参加沈阳科技周、亚洲生物技术洽谈会等科技活动，直接面向社会大众

或中小学校提供运动健康评估、科学运动指导、青少年运动机能诊断与

运动成长评价等服务，超过 3万人次。 

【人才培养应用】依托公民体质监测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完成 2011年

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项目获批，建成我国第一个“大众智能化健身

指导实验室”，研发新型健身技能指导技术在沈阳体育学院进行了应

用。自 2013年以来，每年超过 800人次到实验平台进行学习和训练，服

务学生超过 5000 人次，为提升学习教学质量、培养社会所需新型体育

健身指导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持。 

【社区应用】到沈阳社区开展运动健康大讲堂活动，自 2011 年到

2015 年连续进行讲课指导，服务大众人数 2000 余人次；自 2012 年开

始，在北京开展运动健康行为分化干预社会实验，服务“久坐少动”的

中老人每年超过 600余人，8年来服务 5000余人次；赴广东等地与社区

合作深化成果的应用推广，服务大众超过 3000 人次；受邀到吉林长白

山为小镇居民提供健康测试与运动指导服务 1000余人次。 

【高校应用】成果在全国高校进行了推广应用，推广到北京、上

海、广东、贵州、山西、山东等全国 21 个省市，被 59 所高校体育教育

专业学生应用，直接应用学生 9000 余人次，培养了一大批新型体育健

康管理专业人才。 

【医院应用】项目创新研发的“灵动疗法”在沈阳市第四人民医

院、第六人民医院、广济医院等推广应用。针对运动机能障碍、运动康

复、疾病治疗、身体机能改善等方面开展活动，效果显著，受到受治病

人的普遍赞誉。 

【俱乐部应用】大众运动健康管理服务平台在全国 8个省市共计 35

家健身俱乐部推广应用，为俱乐部教练员提供健康管理知识、技能和技

术学习平台，提升了教练员的健康管理和运动指导能力。 

【泛在云服务平台应用】为了进一步推动成果应用的广泛性，开发

了基于微信平台的小程序“慧体育”，构建大众运动健康服务泛在模

式，并通过积极的相应办法推动小程序的推广应用，直接受益人数超过

5万人。 



【政策转化应用】体育主动健康等观点纳入到科技部《“十三五”

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构建新型的“医疗保障健康+体育创造

健康”的大健康保障体系，推进体育健康社区建设，促进运动健康产业

快速发展”等写入我国第一部《辽宁省体育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

意见》，并贯彻落实到辽宁省十四个市。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不超过 10件） 

 

 

完成人情

况 

1.姓名：董传升；排名：1；行政职务：正处级；技术职称：教授；工作单

位：沈阳体育学院；完成单位：沈阳体育学院；对本项目贡献：作为团队

首席专家和项目负责人，完成大众运动健康治理生态的项目整体设计，组

织团队开展系列研究，承担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相关研究项目，发表系列成

果，组织研发项目平台和实验教学系统。  

2.姓名：衣雪洁；排名：2；行政职务：正处级；技术职称：教授；工作单

位：沈阳体育学院；完成单位：沈阳体育学院；对本项目贡献：以肥胖为

切入点，从细胞和分子水平探索运动干预防治代谢性疾病的分子机制，揭

示作用的靶点，为寻找防治肥胖及相关代谢性疾病的有效运动干预方法提

供理论依据。 

3.姓名：张新安；排名：3；行政职务：副处级；技术职称：副教授；工作

单位：沈阳体育学院；完成单位：沈阳体育学院；对本项目贡献：从基础

研究的角度，通过动物实验，利用行为学、电生理学、神经生物学等多学

科交叉的技术，在动物行为学训练的同时，同步记录大脑相关脑区的电生

理学变化，形成行为学的电生理学编码机制，发现大脑相关脑区的神经元

放电活动能够很好的阐释动物行为学变化的神经机制。为本项目提供基础

研究支撑。 



4.姓名：邓玲玲；排名：4；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讲师；工作单位：

沈阳体育学院；完成单位：沈阳体育学院；对本项目贡献：在运动健康传

统项目干预上完成了方案设计和实验研究；作为骨干成员积极推广大众运

动健康服务平台和实验教学平台，为成果的社会广泛应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5.姓名：冯宁；排名：5；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副教授；工作单位：

沈阳体育学院；完成单位：沈阳体育学院；对本项目贡献：完成大众运动

健康评估指标体系的开发与实验工作，组织评估方案的社会应用。 

6.姓名：张国瑞；排名：6；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讲师；工作单位：

沈阳体育学院；完成单位：沈阳体育学院；对本项目贡献：参与两个系统

的和服务平台的研发、维护与升级，为系统和平台的高效运转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 

7.姓名：汪毅；排名：7；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副教授；工作单位：

北京体育大学；完成单位：北京体育大学；对本项目贡献从应用研究的角

度，通过采集居民的日常基础身体指标、运动、饮食、行为、睡眠等健康

信息，以及血压、血糖、心电、呼吸信号、场景辨识等慢病管控相关的多

参数数据，重点解决大众运动行为分化、固化和科学化等塑造问题，研究

适合机构、社区、居家的示范区的运动健康服务体系，推动示范区虚拟体

医结合康养平台的应用。 

8.姓名：侯岩；排名：8；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主任中医师；工作单

位：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完成单位：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对本项目贡

献：与负责人共同创新研发出《灵动疗法》，并在医院等相关社会机构进

行了较为全面的推广应用。 

9.姓名：卢贵林；排名：9；行政职务：无；技术职称：讲师；工作单位：

沈阳体育学院；完成单位：沈阳体育学院；对本项目贡献：合作研发运动

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评估关键技术和可操作方案；运动科普项目研发与应

用。 

完成单位 

及创新推

广贡献 

第一完成单位：沈阳体育学院，完成项目设计、科学研究与推广应用；第

二完成单位：北京体育大学，进行运动健康行为分化社会实验与应用；第

三单位：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合作研发与推动《灵动疗法》的应用。 

完成人合

作关系说

明 

董传升、衣雪洁在2009年在辽宁省教育厅项目“公民体质健康监测服务体

系构建研究”、2009年沈阳市科技局项目“公民体质健康监测公共科技服

务平台”、2012年辽宁省科技厅项目“大众健康运动促进智能化服务系统

的研发”中针对本项任务开展合作研究。 

2012年张新安加入研究团队，与衣雪洁共同开展大众运动健康行为分化的

生理机制、运动有效促进健康的生理机制研究，并于2015年获得沈阳体育

学院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运动缺乏病”的运动防治研究》立项，有力解

决了本项目的基础机制的解释问题。 

董传升、邓玲玲、张国瑞、冯宁在2011年“中央支持地方高校实验室建设

项目”中开展合作研究。其中，邓灵负责系统测试与推广应用，张国瑞负



责实验室系统开发，冯宁负责实验室功能设计与内容开发指标体系。 

董传升、张国瑞、冯宁在2014年辽宁省教改项目“大众智能化健身指导实

验室系统开发与应用”围绕智能化大众健身服务系统与泛在服务云平台开

发开展合作研究。其中，冯宁侧重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科

学评估体系构建研究，张国瑞侧重系统和云服务平台的开发与维护。 

董传升、卢贵林、张国瑞在辽宁省人社厅项目2014年“互动式大众健康行

为管理APP服务软件开发”开展合作研究。其中，卢贵林侧重运动风险评估

和运动损伤康复关键技术的研发，张国瑞侧重服务软件的开发与维护以及

服务软件的社会推广应用。 

董传升、汪毅、侯岩在大众运动健康治理关键技术方面开展合作。其中，

汪毅负责在北京推广应用大众运动健康行为分化、固化和科学化关键技术

与运动风险防控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侯岩根据运动健康干预任务要求，

从积极主动康复角度出发，开发基于中医技术的“灵动疗法”技术，并在

沈阳六院、沈阳四院等大众康复门诊推广使用，效果显著。 

董传升、邓玲玲自2015年开始在大众运动健康管理泛在服务平台、新型体

育健康管理人才培养服务平台的社会推广、高校推广中开展合作，效果显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