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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昕彤

近日，在国家体育总局的统一部署下，国家国

民体质监测中心发布《国民体质测定标准（2023年

修订）》（以下简称“新标准”），引起专家关注。

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运动与健康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张一民表示，新标准的出台顺应了新时代群众

体育工作基本任务，公认运动是增强体质、促进健

康和防控慢性疾病的有效手段，扩展了运动促进健

康的新理念，让人民群众“体质有评估、锻炼有指

导”成为常态，是一项重要的体育民生科技工作。

“新标准具有显著的问题意识和目标导向，夯

实了‘测试—评价—科学健身指导’体系。”张一

民说，“新标准针对当前我国幼儿、成年人和老年

人需要提升平衡能力、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等现实

需求，突出了与健康密切相关的身体成分、心肺耐

力和肌肉力量等内容，强调了体质状况是国民健

康素质的基本保障，同时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例

如身体成分测试仪和功率车的研制、其内含的基

础数据、测试方案，以及测试指标的算法等均来自

我国体育科研成果。”

上海体育学科研究所研究员刘欣说：“新标准

的心肺耐力、体脂率等指标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具

有预警意义，这些调整和完善有利于推动体卫融

合，发挥体质测定在健康促进、疾病防治中的作

用。同时，将老年人体质测定的年龄上限由69岁延

至79岁，可以使更多的老年人参与测试，了解自己

的体质状况并科学开展健身活动。对于上海等深

度老龄化城市，这一变化无疑会受到广大老年人

的欢迎。此外，评分标准改为百分制，60分设为及

格线，更易于被广大群众理解。”

天津体育学院体质检测与运动处方研究中心

主任、教授谭思洁说：“新标准使国民体质评价的

科学性更强，更有利于选择针对性指标对国民进

行健康促进。同时采纳了成熟的现代化测量技术

及计算分析方法，整体过程更简便、快捷和智能

化，提升了国民体质评价的精准化，直接影响了群

众对国民体质监测的关注和行动力，对于引导他

们充分利用测评结果有针对性地选择身体锻炼项

目提升体质有重要价值。”

浙江体育科学研究所全民健身研究中心主任、

副研究员薛亮表示，新标准在坚持科学性上，对国

民进行体质评价更适应国民健康需求；在坚持实用

性上，根据当前国民体质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变

化，延长了监测对象的年龄；在坚持引领性上，实现

了测试数据实时上传和实时监控，可为进一步研究

我国国民体质状况，预测疾病风险带来深远影响。

相信随着数字中国、健康中国建设，与医疗相关的

健康指标、生活方式指标的融合将为个体及群体健

康管理进行更具针对性的研究与实践。

科学健身应该进行全面的体质评估，以选择

安全有效的健身运动，因此体质测试评估成了科

学健身的首要前提。广东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副所

长、研究员周卫海表示，新标准的颁布标志着我国

国民体质监测工作除了动态掌握国民体质状况这

一目的外，还向关注百姓体质、健康这一方向迈出

了重要而关键的一步。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记者 王 辉

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

题媒体通气会近日在京召开。会上介绍，作为2023

年服贸会9个行业专题之一的体育服务专题将于9

月初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体育服务专题以

“精彩体育 相约北京”为主题，以“促进体育服务

贸易对接合作、搭建国际体育产业沟通桥梁”为目

标，设置展览展示、论坛会议、交易匹配和配套活

动四部分内容，重点突出“国际化、专业化、市场

化、科技化”四大亮点。

国际化：线下展商国际化率超半数

据了解，本届体育服务专题线下展区面积达

13200平方米，位于首钢园6、7号馆。目前，119家企

业、机构已确定线下参展，线下展商中国际企业、

机构67家，国际化率达56%，线下特装展位比例达

96%。

此外，体育服务专题还将定向邀请国际单项体

育组织官员、驻华使馆代表、世界知名体育企业高

管等参与论坛会议活动，围绕当前体育热点话题交

流研讨，促进全球体育服务行业国际化交流合作。

专业化：覆盖体育服务9大类

本届体育服务专题线下展区包括智慧体育服

务、冰雪运动服务、体育消费服务、体育装备制造

服务、国际体育赛事服务、体育融合服务6个子展

区，展示内容全面覆盖体育服务9个大类。

其中，冰雪运动服务展区聚焦奥运遗产开发

利用、冰雪产业可持续发展等热点话题，设置了冬

奥成果展示、科技冬奥成果转化、奥运场馆、冰雪

装备、冬季运动培训等内容，将科技与冬奥有机融

合，全景展示冰雪运动服务产业链。

市场化：精准对接各方商业需求

体育服务专题还将举办数场论坛会议和配套

活动。已确定举办论坛会议4场，包括1场主论坛和

3场分论坛。主论坛为国际体育服务贸易发展大

会，分论坛包括数字体育发展论坛、游泳产业发展

论坛和体育装备制造业发展论坛，政府领导、国际

体育组织官员、国际知名企业高管、国内外专家学

者、体育产业相关人士等将莅临现场发言，为观众

带来精彩观点与前沿思考。 （下转第二版）

薛 剑

在第15个全民健身日，首个体育宣传周期间，

四川省体育局以联动的方式分别在眉山市设立省

级主会场，在攀枝花市、泸州市、广元市（旺苍县）、

阿坝州设立省级分会场，举办2023年四川省全民

健身日主题活动和体育宣传周相关活动。据了解，

全省21个市州在体育宣传周前后举办赛事活动

1000余项次，直接参与人数56万余人。

把活动办到乡村 全民健身更全域

8月10日，2023年四川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

动（省级主会场）在眉山市洪雅县瓦屋山镇举行。

这座平时常住居民只有5000多人的小镇，在盛夏

时节能吸引2万余名避暑纳凉的游客。活动现场，

主办方以小型多样的方式组织了少儿篮球操、羌

族舞蹈、太极拳、搏击操、动感单车、曳舞、爵士舞

等项目展示，并开展3分投篮挑战赛、30秒跳绳、立

定跳远等现场挑战体验，其中一场精彩激烈的“村

BA”，让人们喜笑颜开。

据介绍，本次活动是全民健身日省级主会场

首次下沉到乡村举办，既满足了当地健身爱好者

的多元健身需求，又以形式多样、有趣好玩的项目

吸引众人参与，从而带动更多人健身。更为重要的

是，本次活动展现了四川省在推广全民健身时，基

层“有场地服务、有健身组织、有赛事活动、有健身

指导、有传播推广”的示范引领作用，彰显了四川

省体育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更高水平更具

四川特色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成效。瓦屋

山镇借2023年四川省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通过

举办眉山市级、洪雅县级赛事活动、中小学学校体

育场地对外开放、展销当地特色产品等方式，将赛

事活动、文化旅游和当地产业有机融合。

除眉山市洪雅县瓦屋山镇外，全省21个市州在

体育宣传周前后均举办了全民健身活动。成都市邀

请大运会首金获得者“功夫小子”曹茂圆分享了中

华武术的精髓与魅力；泸州市下沉乡镇社区开展县

域足球比赛，在体育宣传周期间公共体育场馆、民

办体育场馆、部分学校体育场馆免费对外开放……

全省各市州以形式多样的体育惠民举措、丰富多彩

的赛事活动，丰富和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健身需求。

办人民满意体育 全民健身更亲民

近年来，四川省体育局围绕深入实施四川体育

“123456”发展战略，聚焦群众体育“6个身边”工程建

设，主动作为、创新作为，实施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全

域化工程，鼓励支持各级各行业、各系统广泛组织

举办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传

统新兴并举等方式，推动城乡社区依托传统节日、

体育赛事、重大庆典活动和民间体育资源，广泛开

展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健身活动。

如今，四川省定期举办省运会群众比赛、全民

健身运动会（社区运动会）、智力运动会、川籍农民

工运动会、“百城千乡万村·社区”系列赛事活动、

全民健身冰雪季等赛事活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全民健身需求。创新举办绿道健身运动会、

体育公园运动会，激发体育场地设施新动能。助推

川渝毗邻地区群众体育特色走廊创建，举办川渝

毗邻地区群众体育荟。鼓励和引导各行各业、城乡

社区积极组织举办全民健身赛事活动，逐步构建

五级联动、部门协同、全民参与的全民健身赛事活

动供给体系。“我们的目标是立足当前，通过推动

重点工作的落实，把群众体育搞得轰轰烈烈，塑造

群众体育工作新气象。同时着眼长远，通过创新实

践，构建四川省群众体育全域化推动的工作体

系。”四川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袁雪婧

国家体操队亚运会和世锦赛选拔测验赛

8月16日在体育总局训练局体操馆展开，当天

进行了女子第一次选拔赛。16日至19日分别

进行女子、男子各两场选拔赛。

国家体操队希望利用亚运会和世锦赛

两大赛事，为巴黎奥运会锻炼队伍、考察队

员、磨合阵容，因此将根据队伍实际、对手情

况、团体配置需要等因素选拔两支队伍分别

参加亚运会、世锦赛，力争两线都取得优异

成绩。

16日进行的女子第一次选拔赛有15名选

手参加，分别是张清颖、左彤、张欣怡、贾若

怡、邱祺缘、商春松、何骊澄、向露露、虞琳敏、

陈欣怡、周雅琴、胡嘉菲、唐茜靖、吴然、黄卓

凡。按照选拔办法，参加了成都大运会的队

员欧钰珊、韦筱圆、章瑾、罗欢、杜思雨可不参

加第一次选拔测验，她们将在18日进行的第

二次选拔测验中出场。

“国家体操队亚运会和世锦赛的选拔比

赛共有三次，5月进行的全国锦标赛是第一

次，另两次是16至19日进行的选拔测验。我

们模拟比赛时资格赛、决赛间隔一日举行的

这种节奏，安排这两场选拔测验，也是实战

演练的一种方式。”国家体操队领队张红亮

介绍，根据男子和女子的不同情况，亚运会、

世锦赛两支队伍的选拔侧重有所区别，“男

子方面，由于在去年世锦赛已经取得了奥运

资格，我们更侧重于亚运会，同时兼顾世锦

赛，力争两项比赛都派出具备竞争力的选

手，尽可能锻炼年轻运动员。女子方面，由于

需要通过今年世锦赛获得奥运资格，所以将

优先选拔世锦赛参赛阵容，同时兼顾亚运

会，希望通过比赛使年轻运动员得到锻炼和

检验。”

参与女子选拔测验赛的队员，既有去年

11月入选国家队的小将，也有东京周期甚至

里约周期国家队的老将，她们充实了女队备

战巴黎奥运会的人才厚度。“队伍以一种开放

的姿态进行选拔，不管是经验丰富甚至是退

役又复出的运动员，还是入队不久的年轻运

动员，只要具备参加大赛的实力和能力，队伍

会充分考虑，给予平等的机会参与选拔，她们

也为队伍的备战提供了人才厚度的补充。”张

红亮说。

据悉，在两场选拔测验赛后，国家体操队

教练组将综合评定选拔出亚运会、世锦赛参

赛名单。其中，亚运会为男、女各5人参赛名单

和各2人候补名单，世锦赛为男、女各5人参赛

名单和各3人候补名单。

本报记者 李东烨

8月19日，2023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在匈

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揭幕。根据世界田联公布

的参赛名单，中国选手王嘉男、朱亚明、李玲

将参加跳跃项目的争夺。

在男子跳远项目中，王嘉男作为俄勒冈

世锦赛金牌得主，自动获得布达佩斯世锦赛

参赛资格，他将带领张景强、张溟鲲出战。本

赛季，王嘉男保持着不错的竞技状态，在5月

进行的世界田联洲际巡回赛日本横滨站比赛

中，他迎来本年度室外赛季首秀，以8.22米收

获亚军；6月的全国冠军赛，他跳出8.26米夺

冠。王嘉男期待把最好的状态带到世锦赛赛

场，“我希望能跳出8米30以上的成绩，相信教

练团队能帮助我调整到最佳状态，在世锦赛

上跳出最佳战绩。”排在本赛季男子跳远首位

的是希腊名将米尔蒂亚季斯·滕托格卢，他是

东京奥运会冠军，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60

米。古巴名将胡安·埃切瓦里亚曾在东京奥运

会上摘银，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为8.50米，是本

赛季世界第二好成绩。

男子三级跳远项目，中国队派出朱亚明、

粟文、方耀庆。本赛季初，朱亚明受伤病困扰，

在参加的5场室外赛中，有两场成绩超过17

米。值得一提的是，他6月在沈阳全国冠军赛

上跳出的17.36米，排名本赛季世界第六。方

耀庆和粟文分别通过成绩达标和排名达标的

方式赢得世锦赛门票。方耀庆在2月的一场室

内赛上跳出17.20米，达标世锦赛；小将粟文

在8月初的大运会中跳出17.14米的个人最好

成绩。本赛季排在首位的是牙买加选手杰登·

希伯特，成绩为17.87米，布基纳法索选手胡

格斯·法布里斯·赞戈以17.81米排在第二，意

大利选手安迪·迪亚兹以17.75米位列第三。

从成绩看，中国选手冲击金牌有一定难度，但

朱亚明会向奖牌发起冲击。

男子撑竿跳高项目，姚捷在杭州街头赛

上以平全国纪录的5.82米夺冠，直通布达佩

斯世锦赛，该成绩排名本赛季世界第14位。

另两位参赛选手钟涛、黄博凯均凭借排名

达标的方式获得世锦赛参赛席位。女子撑

竿跳高，老将李玲将带领牛春格、徐慧琴出

战，她们的本赛季世界排名分别为第13、16

和19位。在亚洲范围内，中国女子撑竿跳高

具有较强的统治力，男子撑竿跳高也名列

前茅，但放眼世界，中国选手的竞争力相对

较弱。

新时代 新理念 新目标
———专家热议《国民体质测定标准（2023年修订）》

全民健身为四川百姓幸福健康生活铺底色

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呈现四大亮点
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

中国跳跃项目将向奖牌发起冲击

力争两线作战取得佳绩

体操队举行亚运会世锦赛选拔测验赛

国家体操队进行女子首轮选拔。 本报记者 白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