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健身方案推荐系统技术指南》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主动健康和人口老龄化科

技应对”2022年重点专项:1.3 国家科学健身知识图谱库和推荐系统

平台研究》（项目编号：2022YFC3600400）任务书要求，由中关村现

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提出并归口。起草单位为首都体育学

院、北京大学、北京市体检中心、上海交通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深圳市悦动

天下有限公司，主要起草人王秋睿、陈作松、王莹、王栋、刘晓然、

周志雄、赫忠慧、刘峰、黄涛、丁立祥、李素建、赵小林、陈其云、

胡茂伟、丁梽豪、宋继鹏、孙新智、张飞宇。

二、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得人们越来越注意通过运动使自己保

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然而，不正确的运功理念和错误的指导方案

会造成运动损伤和运动风险。现有的健身指导多集中于专业的运动场

所，且专业指导资源有限，不能及时满足人们日常的运动健身指导需

求。随着人们健身需求的增加，健身类相关软件不断增多。健身指导

是健身类相关软件的重要功能。近年来国家和个人对健康和运动都非

常重视，健身爱好者和相关企业迫切需要有关管理部门能够推荐优秀



和规范的运动健身系统。

为了对健身系统进行规范从而提升各类健身运动推荐系统的运

动指导水平，满足健身用户对于科学化、安全化的健身需求，促进健

身用户身体素质的提升特制定本标准。本团体标准的编制可以避免推

荐可能对用户造成伤害的运动方式或强度，这对于预防运动损伤尤其

重要。本团体标准的编制基于科学证据和研究成果来设定运动计划，

可以帮助人们更有效地达到他们的健身目标。另外，考虑到每个人的

年龄、性别、体质条件及健康状态等因素都不同，定制化的运动方案

能够更好地满足个体差异，从而提高参与度和持续性。

本标准制定对运动健身方案推荐系统的建设具有指导价值，有助

于促进运动健身相关产品的进一步推广与应用，并产生广泛的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立项、编制过程如下：

2023年6月22日，联盟秘书长陈红组织了标准立项评审会，编制

组汇报了标准制定的意义、范围、对象以及相关调研工作，并提出了

并提出了立项申请。标准专家认为标准整体结构较合理，技术内容较

完整，文字表述较准确。专家建议结合标准组撰写范围优化标准的名

称，将题目改为议改为《运动健身方案推荐系统总体要求》，并建议

在人群与医学分类方面加强研究与数据采集。专家一致认为，标准的

编写符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

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标准起草过程符合团体标准制修订程序的要



求，并批准了标准立项。

2024年8月24日，邀请标准专家召开了第二次技术评审会，对《运

动健身方案推荐系统总体要求》进行了指导，提出标准应该归属为指

南类标准，并给出了指南类标准的写作规范，并建议改名为《运动健

身方案推荐系统技术指南》。专家组提出补充绘制整体技术指南框架

图、完善每个技术阶段细节的意见。

2024年10月22日，邀请标准专家胡涵景研究员对《运动健身方案

推荐系统技术指南》撰写组进行了指导，对指南的框架进行了肯定，

并对其内容、格式提出了修改意见。

2024年11月xx日-12月xx日，该标准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

业技术联盟网站进行公开意见征集。未收到反馈意见。

三、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

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写过程中，引用了下列标准文件：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

和起草规则

GB/T 20001.7—2017 标准编写规则 第7部分：指南标准

本标准与现有法律、法规和制度的立法原则相一致，与现有其它

相关标准相辅相承，是对现有标准的有效补充。

四、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

证的论述。

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先进性、合理性和适用性的原则,力求做



到科学规范、指标准确、可操作性强,既与国家相关标准衔接,又充分

考虑了运动方案推荐领域的特点。

本标准内容共九章，其中：

第一至第四章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缩

略语”；

第五章为“运动方案推荐系统基本框架建议”，对运动方案推荐

系统的系统总体架构和各部分架构进行的概述；

第六章为“用户评估”，包含了用户信息评估、用户运动风险评

估、用户运动水平评估、用户运动兴趣评估、用户用于需求评估等几

个方面，从多维度评估用户信息；

第七章为“户运动健身方案构建”，阐述了运动方案的来源、内

容要素及构建的过程；

第八章为“运动方案推荐”，给出了根据用户信息结合运动方案

库为用户推荐运动方案的建议流程与方法；

第九章为“运动方案的反馈与评价”，介绍运动方案推荐的可考

虑的反馈方式与可选的评价方法。

五、 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

六、 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为新立项标准，目前国内外缺乏对运动方案推荐系统的相

关标准的技术规范，需要进一步综合考虑用户信息、运动方案信息两

方面的交互，为运动方案的推荐的流程与方法进行建议，预计在未来



1~2 年内达成国家标准共识。

七、 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

由。

强制性标准需填写法律法规依据表

法律法规名称 法律法规条款

八、 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

措施和预案。

九、 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

/监督检查/配套资金等)。

十、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