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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主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

2019 年度定向项目申报指南

本专项“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

的健康中国建设战略为指导，聚焦“以健康为中心”的战略转变

和“健康老龄化”的战略需求，以主动健康为导向，以健康失衡

状态的动态辨识、健康风险评估与健康自主管理为主攻方向，重

点突破人体健康状态量化分层、健康信息的连续动态采集、健康

大数据融合分析、个性化健身技术、老年健康支持技术与产品等

难点和瓶颈问题，开发一批主动健康促进关键技术和产品，引领

构建新型健康感知、辨识、干预与管理技术体系，发展适合我国

国情的科技养老服务标准及评价体系，建立示范推广基地与模式，

为促进健康保障转型升级，构建养老、康复、护理、医疗一体化

的老年服务体系，加快培育新型健康产业提供积极的科技支撑。

为支撑行业部门科技需求，2019年本专项拟在疾病临床前状

态（亚健康）方向设置定向择优项目，以亚健康队列为基础，全

面地结合常规健康数据、医疗数据、身体体征数据、组学数据，

并且将数据的检测和分析与多学科的临床目的紧密结合，以实现

对健康状态的追踪、评价，通过疾病前状态评估模型及重大疾病

预警模型，实现从“治疗已病”向“未病”预防的方向转化，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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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全民健康。拟支持项目 1个，实施周期为 2019年至 2022年。

本专项 2019年定向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1. 疾病临床前状态（亚健康）多学科定量分析及干预策略研究

研究内容：构建老年临床前状态（亚健康）队列，利用中医

诊断亚健康的优势，基于各类组学分析、细胞和免疫功能检测、

临床主要脏器功能和影像检查等临床数据，探索现代生物学与中

医辨证分型数据、体格体型特征的对应关系并结合现代生物学与

中医定义亚健康概念。研究此亚健康队列疾病前状态（亚健康）

向全因死亡相关急、慢性疾病转归或健康转归化相关的临床及生

物学动态变化规律，构建规范化多维数据库（包含遗传、环境、

饮食、生活习惯、个人感受等健康和医疗数据，以及基因组学、

转录组学、表观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口腔肠道微生

态、免疫水平分析、神经内分泌检测、细胞功能分析、食品营养

成分相关的维生素及微量元素、食品安全相关的农残及重金属研

究结果等全方位的数据）；发现、筛选并通过大样本（10000例以

上）临床试验验证老年亚健康状态向疾病发展转归的独立疾病风

险标志物；开发老年亚健康状态发展为向重大疾病转归的风险评

估体系；以标准化、定量化评价机体健康状态；通过随访研究疾

病前状态（亚健康）中、西医干预措施（包括运动、环境、食品

营养成分及食品安全等因素）对健康过程的影响与转归，探索个

体化临床前亚健康状态精准干预措施，为老年临床重大疾病预防

和疾病转归亚健康状态的纠正提供基于大数据以及多模态数据支



— 3 —

撑的干预与纠正体系。

考核指标：构建不少于 200例的老年（60~65岁以上）疾病前

状态（亚健康）队列和长寿人群队列并随访；整合来源于临床的

各类问卷调查、中医诊断、健康检查、医疗、影像、诊治信息、

多组学（包括基因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微生态组、免疫组、

内分泌组）等生物学数据信息，建立多维度的共享数据库；通过

动态队列样本的多组学数据分析与挖掘，并在大样本验证（10000

例以上）基础上，明确亚健康与重大疾病发生的生物学关系，探

索中西医理论内涵的关联规律。筛选并验证不少于 20项反映人体

各主要系统或功能处于疾病前状态（亚健康）的分子标志物和病

理生理特征；制定老年生物学疾病前状态（亚健康）标准，产出

不少于 3个系统的评价体系，解决老年人群亚健康状况的量化评

价和个体化预防的临床方案。

支持年限：2019年—2022年。

拟支持项目数：1项。

有关说明：由卫生健康委推荐建有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的

医疗机构牵头申报。本项目下设课题不超过 6个，参与单位总数

不超过 2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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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要求

1. 原则上项目须整体申报，覆盖相应指南研究方向的全部考

核指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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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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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本专项研究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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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

执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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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