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 —

论和方法，不同时间尺度的人体行为层次模型；研发动作识别和

行为评价算法；研究运动健康智能设备与个人运动健康信息系统

模型和集成方法，研究运动健康智能设备及系统在慢病管理、亚

健康干预、健身健康、运动处方、运动康复等领域的应用模式、

业务模型、技术架构和运营规范，解决设备互操作技术在功耗、

成本、环境适应性、语义一致性、可集成性、可维护性等方面的

共性关键问题，研制与国际标准兼容的智能设备专用互操作技术

标准体系和协议；研究运动健康智能设备及系统的网络信息安全

评价方法，研发既满足运动处方业务需求及安全要求，又适用于

多种智能运动设备的互操作专用芯片技术、开发工具、符合性测

试平台和质量安全评价体系；并在若干智能健身器和智能可穿戴

终端进行应用验证。

考核指标：建立我国运动健康和行为干预原创性创新理论，

面向低功耗应用环境，研发智能运动设备专用互操作技术标准体

系 1 套，同时覆盖慢病管理、亚健康干预、健康健身、运动处方、

运动康复等多个领域，研发全栈式广谱性互操作协议，研发专用

芯片 1~2 个型号和配套软件工具 2~3 个，研发可穿戴设备及智能

健身设备不少于 5 种；基于该芯片技术的运动健康设备总销售产

值不少于 2 亿元以上，申请并获得专利 20~30 项（国际专利占

比>5%；发明专利占比>50%），获软件著作权 5~7 个；牵头制订

国际标准 3~5 项和行业标准 2~3 项，建立测试平台 1 个，能够支

撑 3~5 项以数据为驱动的业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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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年限：2021 年—2022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有关说明：鼓励企业牵头申报，并与产业链相关企业、优势

科研机构、高校联合申请形成我国产业在该领域领先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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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任务二：老年常见疾病防控和康复护理技术研究

2. 老年前列腺增生的防控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建立大规模多中心老年前列腺增生患者队列，研

究我国老年前列腺增生发生与进展特点以及相关影响因素；建立

老年前列腺增生进展的早期识别指标、风险因素干预措施和相应

技术；针对老年前列腺增生继发膀胱功能损害，开展高危人群识

别与风险预测及干预；研发干预老年前列腺增生症的关键技术；

制定老年前列腺增生症的行业评估标准。研究老年前列腺增生的

精准治疗策略和院内外管理体系，建立老年前列腺增生症的综合

防控系统。

考核指标：建立不少于 30 家综合医院、10 万名患者的老年前

列腺增生患者队列，形成专业防控联盟；建立不少于 6 项适宜我

国老年前列腺增生早期诊断关键技术和风险因素干预措施；优化 1

—2 项术后伴发疾病的治疗方案；提出不少于 2 种创新型的治疗方

式并对疗效和安全性进行评价。申请或获得不少于 5 项专利。制

定适宜我国老年前列腺增生症的评估、诊断与干预操作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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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指南不少于 2 项。

支持年限：2021—2022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有关说明：由建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医疗机构牵头申报

任务三：主动健康和老年服务科技示范与应用推广

3. 老年与残疾人友好型智能人居环境集成研究与应用示范

研究内容：开展城市老年与残疾人友好型无障碍环境智能系

统集成和建设标准研究，制定基于 5G 的社区老年宜居改造信息与

智能化服务解决方案，开发基于 BIM 技术的社区和居家环境无障

碍改造智能辅助系统、服务管理平台和数据库建设；研究基于心

血管疾病、孤独症、失能老年和残疾人，家庭病房人工智能康复、

监护模块和器具配置标准，以及家庭病房改造成套解决方案；示

范以居所改造、产品设计、服务模式和人居评价指标体系等为代

表的老年与残疾人友好的人居健康环境解决方案，降低居家环境

的安全隐患，减少意外伤害的风险，帮助老年人提高生活自理能

力。

考核指标：项目在不少于 2 个市、县城市开展示范，建设不少

于 6 个示范点，每个示范点可分别示范不同改造和建设内容；编制

涵盖城市各类场所的老年与残疾人友好型无障碍系统化建设团体

标准 1 部，编制旅游商业步行街无障碍信息与智能化建设团体标准

1 部，标准图集 1 部，编制交通场站枢纽无障碍出行信息与智能化

建设团体标准 1 部，提出无障碍环境建设实施机制研究报告 1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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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病房人工智能监护模块和器具配置团体标准 1 部，社区与家庭

病房改造成套技术导则 1 部；每个示范点形成 1 份应用示范报告；

项目完成总体示范报告与建议优化方案，制定老年与残疾人友好型

人居健康环境改造、建设适宜技术、材料目录 1 套。

支持年限：2021—2022 年

拟支持项目数：1~2 项

有关说明：鼓励产、学、研、医联合申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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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其中地方财政经费不少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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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要求

1. 本专项除有特殊要求外，所有项目均应整体申报，须覆盖

全部考核指标。原则上，如无特殊说明，“主动健康关键技术和产

品研发”任务每个项目下设课题数不超过 5 个，参与单位总数不

超过 10 家；“老年常见疾病防控和康复护理技术研究”任务和“主

动健康和老年服务科技示范与应用推广”任务每个项目下设课题

数不超过 6 个，参与单位总数不超过 20 家。

2. 对于拟支持项目数为 1~2 个的指南方向，原则上该方向只

立 1 个项目，仅在申报项目评审结果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

情况下，可同时支持 2 个项目，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中期

评估结果再择优继续支持。

3. 申报单位和个人必须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承诺各

领域项目产生的所有科学数据无条件、按期递交到科技部指定的

平台，在本专项约定的条件下对专项各个承担单位，乃至今后面

向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和公众开放共享。如不签署数据递交协议，

则不具备承担本专项项目的资格，签署数据递交协议后而不在商

定的期限内履行数据递交责任的，则由专项管理部门责令整改，

拒绝整改者，则由专项管理部门追回项目资金，并予以通报。

4. 本专项研究涉及人体研究需按照规定通过伦理审查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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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专项研究涉及我国人类遗传资源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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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务院令 717 号）相关规定执行。

6. 本专项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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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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