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 

（老年人部分） 

前  言 

体质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基础。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并不断采取有效措施

增强人民体质,其中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建立并施行国民体质测定制度。 

2000 年国家体育总局会同 10个有关部门对 3－69岁的国民进行了首次全国性体

质监测，获取了 20 世纪未我国国民体质状况资料。此后,国家体育总局组织专家利用

这些翔实的数据,在《中国成年人体质测定标准》的基础上,制定了《国民体质测定标

准》(以下简称《标准》)。 

制定并施行《标准》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国民个体的形态、机能和身体素质等进

行测试与评定，科学指导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发挥体育对增强人民体质的积极作用

的有效手段;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构建面向

大众的体育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党的体育方针，坚持

体育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 

为规范《标准》的施行,保证施行工作科学严谨、健康有序地开展,我们编写了《国

民体质测定标准手册》,供有关人员使用。 

希望各方共同努力,做好《标准》的施行工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服务。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 

2003 年 4 月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施行办法 

第一条 为推动和规范《国民体质测定标准》(以下简称《标准》)的施行工作,

指导国民科学健身,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标准》适用于 3-69 周岁国民个体的形态、机能和身体素质的测试与

评定,按年龄分为幼儿、青少年、成年人和老年人四个部分,其中青少年标准为《学生

体质健康标准》。 

第三条 施行《标准》坚持科学、规范、安全、便民的原则。 

第四条 提倡国民在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基础上,定期按照《标准》进行体质测

定。 

健康状况不适合参加体质测定的可不进行体质测定。 

第五条 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标准》施行工作。地方各级体育行政

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施行工作。 

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施行《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工作。 

国务院卫生、民政、劳动保障、农业、民族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

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施行《标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施行《标准》与开展国民体质监测结合进行；

扶持建立体质测定站；培训体质测定人员；划拨用于施行《标准》的专项经费；收集

并统计分析施行《标准》的信息资料。 

第七条 各级国民体质监测中心应当将施行《标准》作为工作职责。 

体育教学、科研等单位应当做好施行《标准》的科研、培训和指导工作。 

第八条 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将施行《标准》作为社区建设的内容,全国城市体

育先进社区和有条件的社区应当建立体质测定站,发挥居民委员会等社区基层组织的

作用,为居民提供体质测定服务。 

第九条 县、乡镇应当将施行《标准》作为农村体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与农村医

疗卫生工作结合,创造条件建立体质测定站,为农民提供体质测定服务。 

第十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应当有组织、有制度地开展体质测定工

作。 

第十一条 体质测定站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有培训合格的体质测定人员； 



 

 

  (二)有符合体质测试项目要求的器材和场地； 

  (三)有对伤害事故及时救护的条件； 

  (四)有测试数据处理及健身指导的设备和人员。 

第十二条 开展体质测定应当严格按照《标准》规范操作,为受试者提供测定结

果并给予科学健身指导；保存测定数据和资料；对受试者的测定结果保密。 

第十三条 从事营利性体质测定服务的,应当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

注册并接受其指导、监督和管理。 

第十四条 对体质有特殊要求的部门和单位可将《标准》作为招生、招工、保险

等体质考核的参考依据。 

第十五条 各级体育、教育行政部门及有关部门应当对在《标准》施行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第十六条 《标准》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其中青少年部分由国务院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制定。 

第十七条 有关部门和地方可参照《标准》制定适用于特定人群或地区的体质测

定标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0 年 7 月 4 日起施行。 



 

 

第一部分  适用对象的分组与测试指标 

一、适用对象的分组 

1.分组和年龄范围 

《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老年人部分)的适用对象为 60－69 岁周岁的中国成年人、

按年龄、性别分组，每 5岁为一组。男女共计 4个组别。  

2.年龄计算方法 

测试时已过当年生日者:年龄=测试年-出生年 

测试时未过当年生日者：年龄＝测试年－出生年－1 

二、测试指标 

测试指标包括身体形态、机能和素质三类（表 1）。 

表 1  测试指标 

类别 测试指标 

形态 
身高 

体重 

机能 肺活量 

素质 

握力 

坐位体前屈 

选择反应时 

闭眼单脚站立 

 

http://www.sport.gov.cn/n16/n41308/n41323/n41345/n41426/n42527/n42587/n171311.files/n699518.doc
http://www.sport.gov.cn/n16/n41308/n41323/n41345/n41426/n42527/n42587/n171311.files/n699519.doc
http://www.sport.gov.cn/n16/n41308/n41323/n41345/n41426/n42527/n42587/n171311.files/n699520.doc
http://www.sport.gov.cn/n16/n41308/n41323/n41345/n41426/n42527/n42587/n171311.files/n699521.doc
http://www.sport.gov.cn/n16/n41308/n41323/n41345/n41426/n42527/n42587/n171311.files/n699522.doc
http://www.sport.gov.cn/n16/n41308/n41323/n41345/n41426/n42527/n42587/n171311.files/n699523.doc
http://www.sport.gov.cn/n16/n41308/n41323/n41345/n41426/n42527/n42587/n171311.files/n699524.doc


 

 

第二部分 评定方法与标准 

一、评定方法与标准 

采用单项评分和综合评级进行评定。 

单项评分包括身高标准体重评分和其他单项指标评分,采用 5分制。 

综合评级是根据受试者各单项得分之和确定,共分四个等级:一级(优秀)、二级

(良好)、三级(合格)、四级(不合格)。任意一项指标无分者,不进行综合评级(表 2)。 

 

表 2 综合评级标准  

等级 得分 

一级（优秀） >23 分 

二级（良好） 21-23 分 

三级（合格） 15-20 分 

四级（不合格） <15 分 

 



 

第三部分  测试方法和评分标准 

一、形态指标 

身高体重评分标准 

受试者测试前应保持安静状态，不要从事剧烈体力活动，着运动服和运动鞋参加

测试。 

1．身高 

反映人体骨骼纵向生长水平。 

使用身高计测试，精度为 0.1 厘米。 

测试时，受试者赤脚、呈立正姿势站在身高计的底板上（躯干挺直，上肢自然下

垂，脚跟并拢，脚尖分开约 60°），脚跟、骶骨部及两肩胛间与身高计的立柱接触，

头部正直，两眼平视前方，耳屏上缘与眼眶下缘最低点呈水平（图 1）。记录以厘米

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2．体重 

反映人体发育程度和营养状况。 

使用体重秤测试，精度为 0.1 千克。 

测试时，受试者自然站在体重秤中央，站稳后，读取数据（图 2）。记录以千克

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 

3 60-69 岁老年人身高标准体重评分表（男） 

 

注意事项： 

测试时，受试者尽量减少着装； 

上、下体重秤时，动作要轻缓

3、身高标准体重评分标准 

表



 

 

表 4 60-69 岁老年人身高标准体重评分表（女） 

 



 

 

二、机能指标 

 



 

1．肺活量 

反映人体肺的容积和扩张能力。 

使用肺活量计测试。电子式肺活量计精度为 1毫升，翻转式肺活量计精度为 20

毫升，桶式肺活量计精度为 50 毫升。 

测试时，受试者深吸气至不能再吸气，然后将嘴对准肺活量计口嘴做深呼气，直

至呼尽为止（图 3）。测试两次，取最大值，记录以毫升为单位。 

     

注意事项： 

呼气不可过猛，防止学习漏气； 

不得二次吸气； 

肺活量计口嘴应严格消毒。 

三、素质指标 

1．握力 

反映人体前臂和手部肌肉力量。 

使用握力计测试。 

测试时，受试者转动握力计的握距调节钮，调至适宜握距，然后用有力手持握力

度，身体直立，两脚自然分开（同肩宽），两臂自然下垂，开始测试时，用最大力紧

握上下两个握柄（图 4）。测试两次，取最大值，记录以千克为单位，保留小数点一

位。 

注意事项： 

用力时，禁止摆臂、下蹲或将握力计接触身体； 

如果受试者分不出有力手，双手各测试两次。 

 



 

2．坐位体前屈 

反映人体柔韧性。 

使用坐位体前屈测试仪测试。 

测试时，受试者坐在垫上，双腿伸直，脚跟并拢，脚尖自然分开，全脚掌蹬在测

试仪平板上；然后掌心向下，双臂并拢平伸，上体前屈，用双手中指指尖推动游标平

滑前移，直至不能移动为止（图 5）。测试两次，取最大值，记录以厘米为单位，保

留小数点后一位。 

   

注意事项： 

测试前，受试者应做准备活动，以防肌肉拉伤； 

测试时，膝关节不得弯曲，不得有突然前振的动作； 

记录时，正确填写正负号。 

3．选择反应时 

反映人体神经与肌肉系统的协调性和快速反应能力。 

使用反应时测试仪测试。 

测试时，受试者中指按住"启动键"，等待信号发出，当任意信号键发出信号时（声、

光同时发出），以最快速度去按该键；信号消失后，中指再次按住"启动键"，等待下

一个信号发出，共有 5次信号。受试者完成第五次信号应答后，所有信号键都会同时

发出光和声，表示测试结束（图 6）。测试两次，取最好成绩，记录以秒为单位，保

留小数点后两位。 

注意事项： 

测试时，受试者不得用力拍击信号键。 

4．闭眼单脚站立 

反映人体平衡能力。 

使用秒表测试。 

 



 

测试时，受试者自然站立，闭眼，当听到"开始"口令后，抬起任意一只脚，同时

测试员开表计时。当受试者撑脚移动或抬起着地时，测试员停表（图 7）。测试两次，

取最好成绩，记录以秒为单位，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小数点后第二位按"非零进一"的

原则进位，如 10.11 秒记录为 10.2 秒。 

  

 

 

注意事项： 

测试时，注意安全保护。 

 



 

 

三、其他单项指标评分标准 

表 5 60-64 岁老年人其他单项指标评分表 

  

表 6 65-69 岁老年人其他单项指标评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