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地方标准《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运营服务规范》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一）行业现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健康中国”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

明确提出加强体育科学和卫生科学交叉，实施体育、卫生相融合

的健康促进服务，大力鼓励健康服务产业发展。运动促进健康中

心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逐步深化，随着科学研究的

深入，适宜的体育运动被证明能够改善心脑血管功能、提高人体

健康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过早死亡的风险。这些研究成果

为运动促进健康中心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实践中，各地纷

纷开展了运动促进健康试点机构的建设，江苏省等地也在积极探

索建立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加快推动相关服务机构的建设。 

（二）必要性 

1、在“十三五”时期，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得到了深入

实施，人民群众通过健身促进健康的热情日益高涨，这为运动促

进健康中心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支持。依据《全

民健身条例》，制定的《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 年）》旨在

解决全民健身区域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

出了建立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开展运动健康促进中心试点工作



的任务要求。此外，《计划》中还强调了要探索建立体育和卫生

健康等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以及推

动体卫融合服务机构向基层覆盖延伸的重要性。 

2、《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和《关于构建更高水

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为运动促进健康中心的建

设提供指导和政策支持。2020年 12月，《江苏省体育局 江苏省

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促进体医融合发展的意见》（苏体群〔2020〕

38 号）提出完善体医融合服务机构。2021 年 4 月，江苏省体育

局等部门已经发布了《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

案（试行）》，旨在加快推进运动促进健康机构的建设，并提供了

具体的指导和要求。 

3、目前国内还没有独立、完整科学并且能与我国国情紧密

结合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指南。为推动市、县区、乡镇、街

道均基本建有体育运动专科医院或运动促进健康中心，促进体医

融合服务机构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立科学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

运营服务规范》，将体育领域的运动促进健康方法与卫生领域的

慢性病防控实践有效融合，形成标准化、可复制的服务内容和路

径，可以有效地规范健康促进服务的行业行为、加强行业管理、

提高服务质量。通过制定和实施《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运营服务规

范》，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的基本要求、组织架构、服务安全要

求、服务内容和要求、服务流程、运营与管理、监督和改进等给

出科学、有效的指导意见，规范苏州市健康服务机构的运营管理



和服务质量，以“共建共享、全民健康”为目的提高服务效率，

推进运动促进健康服务的系统化、规范化，充分发挥体育在健康

促进、慢性病防治和康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全方位、全周期保

障人民健康，为建设健康苏州和体育强市奠定坚实基础。 

（三）可行性 

1、研究基础和前期研究成果 

体育总局在部分省（市）开展社区运动健康中心试点，指导

各试点省市结合当地实际探索建设一批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参

与，为社区居民提供体质与健康测评、科学健身指导、运动康复

与干预、体育健康科普宣传等多样化服务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

充分发挥体育运动在健康促进、疾病防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促

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升全民体质和健康水平。同

时，坚持统筹集约原则，建设社区运动健康中心数字化管理平台，

制定运动健康中心建设指南、数据协议等规范文件，夯实运动健

康中心信息化基础建设。 

2、可操作性 

江苏省体育局、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加强协同合作，加快推动

体卫融合发展。2021 年至 2022 年，全省共有 12 家单位试点建

设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还在全省范围内确认了 100个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为江苏省基层慢病运动健康干预试点单

位，试点开展慢性病运动健康干预新模式。苏州市在推动全民健

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如苏州市立医院、



苏州市体质测定与运动健康指导站、苏州市留园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地，就体卫融合的“苏州模式”，苏州市立医院 2018年设立

了科学健身指导门诊，为市民开具运动处方，指导群众锻炼、科

学锻炼，同时设立了国内第一家“运动云医院网络平台”，数字

化赋能体卫融合发展。建立了覆盖城乡的体卫融合服务载体，包

括省级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和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深化体卫融合加

快构建运动促进健康新模式，为《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指南》

奠定了基础。 

2024 年，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荣获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中

心授牌单位。设立运动健康服务站点，以街道周边群众为基础，

整合资源设立站点，多切口、广维度、全方位加大投入力度，为

周边居民提供一平方米“骨密度测试”体育健身公益服务。举办

体质测试、青少年脊柱侧弯检测/体姿体态检查、运动健康咨询

等活动，为全市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提供科学依据，为运动促健

康提供更好的宣传实践平台，以驿站为基点辐射健身市民，通过

科学健康筛查、科学健身知识宣传、公益服务等方式，用运动带

动全民健康。 

（四）预期效益 

1、经济效益 

a.有利于形成地方统一的运动促进健康服务，推动中心建设

合规经营，提供方便的运动场所、设施设备和多样化的体育项目

健康教育；帮助公众认识到体育活动对健康的重要性，提供专业



指导，鼓励居民参与体育锻炼，改善健康状况，从而促进健康生

活方式的形成。提供运动康复和慢性病防治等，普及科学健身知

识，提高公众自我健康管理能力，预防多种疾病，如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肥胖症等，减少慢性疾病的风险，从而减轻医疗系统的

负担。 

b.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效率。分级建设有助于根据不同

地区的人口密度、健身需求等因素，合理配置健身设施和人力资

源，避免资源浪费；通过分级管理，可以实现各级中心之间的协

同合作，提高整体服务效率，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健身需求；中

心分级建设有助于推广科学的运动干预方法，降低慢性病发病

率，从而减少医疗支出；通过普及全民健身，提高国民体质，有

助于降低社会整体的医疗负担。 

c.促进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增长。运动促进健康机构分级建

设有助于培育和壮大运动健康产业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各级

机构可根据市场需求，开展多样化的健身服务，促进体育消费，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2、社会效益 

a.创新打造了一套“体育+”多部门协同协作、全民健身和

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苏州模式”，进行

资源合理分配，实现精准人群覆盖，如为中青年解决亚健康、健

身不规律的问题；为白领群体解决超重、肥胖、颈腰椎病问题；

为老年人提供认知功能障碍的筛查和干预等等，促进苏州居民身



体素质改善，强化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有利于目标

人群的运动指导方案的研发，形成一套较为科学的运动干预指导

方案库。 

b.完善运动促进健康中心体系，有助于提升城市品质，吸引

更多人才和投资；为各类体育赛事和活动提供运动指导和应急医

疗保障；有助于实现全民健身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国民身体

素质；通过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实现

社会和谐稳定。 

二、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关于下达 2024 年度第一批苏州市地方标准

项目计划的通知》（苏市监管标发〔2024〕5号）。标准项目名称

《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指南》，标准性质为推荐性标准。本项

目由苏州市体育局提出并归口，推荐单位为苏州市体育局。 

三、编制过程 

（一）预研阶段 

2021 年初，由苏州市体育局统一部署，在局群体处的指导

下，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联合苏州市体育中心、苏州市公共体育

服务中心（体总秘书处）、苏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创

新打造苏体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心。2021年 10月，运动促

进健康中心对外开放，并于 2023年 12月获得江苏省体育局、江

苏省卫健委授予的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挂牌。目前中心设置

了项目部、行政部、运动康复部、科学健身部、青少年健康部、



市场部等。通过整合国民体质监测、体科所等领域资源，完善运

动健康人才队伍，聘请运动康复专业技术人才和运动康复治疗师

18 人。有效集成政策优势，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以体育优势

做强康复“硬实力”为指导，率先开展“运动促进健康”服务，

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将经验做法推广至全市。 

2023 年，运动促进健康中心为群众提供运动指导建议 1600

份，康复治疗服务 1200 人次，全年运动健康监测约 1 万人次。

同时坚持合作共赢，做精康复“大品牌”，挂牌“苏体健身”体

教一体化培训基地 13家，与学校合作开展体质筛查、健康监测，

开展中小学生体质监测、脊柱侧弯筛查等体教卫相关活动，去年

完成中小学生监测 2520人次。2024年 5月，苏州市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与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联合打造苏体健身运动促进健康

主题空间（妇儿中心站），旨在通过体育运动，关注和促进妇女

儿童的身心健康。 

目前，苏州已有 5家单位获评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苏

州市市民健身中心以此为契机，调研各中心的建设模式，结合自

身创新经营，提出制定《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运营服务规范》苏州

市标准，为创建全国全民运动健身模范市提供技术支持。 

（二）立项阶段 

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于 2024 年 2 月至 4 月期间，积极邀请

相关单位参与研讨会，完成了前期沟通并成立了起草小组随后，

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的相关研究工作进行了整理。经过广泛



的调研和深入分析，初步形成了“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运营管理、

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的思路和方案，并确立了标准内容框架。2024

年 4 月 10 日，向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了苏州市地方标准

制修订项目立项申请书和标准草案。2024年 6月 14日，立项文

件下达。 

（三）起草阶段 

2024年 6月 20日，起草工作组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进行实

地调研，了解组织建设、部门人员配置、功能区建设情况和运营

服务模式。2024 年 7 月组织了项目启动会议，推动项目的进程

并制定相应的推进计划，并将标准编制的编制工作细分阶段任务

实施推进。明确了标准编制工作小组的人员分工和任务安排，并

指派专人负责对接沟通。为确保项目的科学性、严谨性，对法律

法规、政策文件、参考标准等材料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归纳分析。

对标准框架进行内部讨论，就标准的编制背景、标准框架、主要

技术内容进行研讨，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具备科学性、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的修改意见，形成标准草案。 

（四）征求意见阶段 

计划于 2024 年 7 月下旬在苏州市市场监管局网站上公开征

求意见。 

四、主要内容相关指标确立 

1、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包含制度机制和运营服务。制度机制主要覆盖行政



后勤、安全、服务等，主要来源《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

试点工作方案（试行）》中“（二）工作目标的探索长效化的建设、

管理、运行和服务机制和（四）运行管理基本要求”；运营服务

主要来源于《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标准（2024版）》“四、

提供运动促进健康服务标准”和《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机构建设

基本要求（试行）》。 

2、组织架构 

组织架构主要介绍部门设置人员岗位设置和要求，主要来源

《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标准（2024版）》中“三、人员

配置要求”。 

3、服务内容与要求 

主要概述服务项目和要求，内容主要来源于《江苏省运动促

进健康中心建设标准（2024版）》的“四、提供运动促进健康服

务标准”。 

4、服务流程 

为地方标准的核心内容。根据《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

设标准（2024版）》的“四、提供运动促进健康服务标准”内容

与服务实际结合。 

5、运营与管理 

为地方标准的核心内容。是《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

标准（2024版）》的“四、提供运动促进健康服务标准”关于运

营管理内容的提炼。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及相关意义 

第 1章是范围。本文件规定了运动促进健康中心运营服务的

基本要求、组织架构、服务安全要求、服务内容与要求、服务流

程、运营与管理、评价与改进。适用于运动促进健康中心的运营

与服务。 

第 3 章是术语和定义。“运动促进健康”定义参考《运动促

进健康服务技术规范》（DB34/T 3785-2021）。“运动处方”参考

《运动处方中国专家共识（2023）》。 

第 4章是基本要求。主要阐述了制度机制应包含的类别。运

营服务内容主要从中心运营时间和服务范围进行要求。 

第 5章是组织架构。分为部门设置、岗位设置、人员分级配

置和人员要求四个部分。是在运营和服务的基础，确保中心组织

管理有序、人员岗位科学设置。 

第 6章是服务安全要求。主要是群众在健康体适能测试前、

测试中、健康干预和隐私保护等服务方面的安全要求，维护人民

群众的人身健康安全。 

第 7章是服务内容与要求。科学健身知识宣讲，每周年面向

群众开展健康生活方式、科学健身指导、运动损伤防护、慢病防

治等方面的线下健身知识讲座或培训；运动处方开具，为服务对

象制定的符合服务对象健康状况、体力活动水平、外部支撑条件

的运动方案，制定运动目标、运动项目、运动计划、运动风险防

控、运动纠偏等；体质和健康测试，面向群众开展国民体质检测



服务，对专项运动人群进行运动风险测评；慢性病防治，面向群

众开展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脊柱健康、慢性关节炎、

扁平足等在内的慢病运动干预服务；运动康复，含 9套健身气功

功法以及有氧运动、力量训练柔韧平衡训练、运动拉伸、四季养

生操、广场舞等；体育赛事活动保障，为体育赛事活动主办方提

供科学运动指导、协助承担应急救援工作。 

第 8章服务流程，包括运动前健康筛查、运动处方制定、运

动干预指导、运动处方调整、运动科普教育。 

第 9章运营与管理，包括培训指导管理、设施设备管理、安

全应急管理和信息档案管理。 

第 10 章评价与改进，主要描述了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建

立投诉反馈渠道和建立评价与持续改进制度等内容。 

六、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省级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主要参考了《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标准

（2024 版）》《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试

行）》《江苏省运动促进健康机构建设基本要求（试行）》等政策

文件的指导下进行编写，参考了以下标准： 

《运动促进健康服务技术规范》（DB34/T 3785—2021）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以下文件： 

《健身运动安全指南》（GB/T 34285） 

《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建设指南》（DB3205/T·XXXX） 

 



七、适用领域 

本文件适用于运动促进健康中心的运营与服务，其他同类的

体卫融合机构可参考使用。 

八、实施推广计划 

标准发布后，由主管部门负责标准宣传和实施。标准起草单

位为标准宣贯实施主体。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将召开宣贯培训会

议，邀请相关专家对标准内容进行深入解读，确保参会成员能够

充分理解并掌握“运动促进健康中心”的建设应用和运营与服务。 

同时，还将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等主流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并发布新闻稿件、专题报道或制作宣传视频，更广泛地传播标准

的内容和意义。此外，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开展宣传，包

括在官方网站、博客或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内容，如推文、文章、

图片和视频等，以提高公众对标准的知晓度和认识。 

九、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 

起草单位为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 

主要起草人员信息及分工情况见表 1。 

表 1 起草小组名单及职责 

姓  名 单位 职责 

张  茜 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 全面统筹 

王  虎 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 项目协调 

李思思 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 整理资料，标准起草 

金  怡 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 标准起草 



孙小玲 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 标准起草，资料准备 

 

标准起草组 

2024年 7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