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域 序号 姓名 录用形式 文章名称 省（市） 单位
领域一 1 朱浩铭 专题口头报告 南少林骨伤流派对运动筋肉损伤的价值探讨 福建 福建中医药大学

领域一 2 张烨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针灸在踝关节韧带损伤中的作用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一 3 张钧华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体质与大学生健康促进关系的运动干预研究 陕西省咸阳市 陕西中医药大学

领域一 4 张昊 专题口头报告 功能性训练在预防篮球爱好者损伤方面的应用研究-以膝关节为例 四川成都 成都体育学院

领域一 5 张峰 专题口头报告 太极拳运动膝关节疼痛医体融合诊疗策略 广东省湛江市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领域一 6 尹向前 专题口头报告 大成拳站桩养生功法防治中老年膝关节骨性关节炎临床研究 重庆 重庆引中堂中医馆

领域一 7 薛怡章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养生在体育健身中的现代应用与展望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一 8 肖孟勇 专题口头报告 针灸对于肌肉损伤治疗的相关研究进展 甘肃兰州 甘肃中医药大学

领域一 9 王静杰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药治疗运动性疲劳的研究进展 陕西省延安市 延安大学

领域一 10 孙一津 专题口头报告 重复经颅磁刺激联合中药熏蒸改善脑卒中所致上肢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广东省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领域一 11 石雪菲 专题口头报告 针灸在射箭项目的运动损伤及康复的实践探索 曲阜 曲阜师范大学

领域一 12 李雨 专题口头报告 冰雪项目青年运动员项目损伤特典及医疗预防研究致因 北京市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一 13 李净波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运动处方防治妊娠期高血压研究 四川省泸州市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一 14 李净波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传统运动疗法防治妊娠期高血压研究 四川省泸州市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一 15 李金怡 专题口头报告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远程康复在不同部位康复训练中的应用与展望 河北省石家庄市 河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一 16 康正鸿 专题口头报告 干针疗法在肌肉骨骼疼痛中的应用进展 湖北 武汉体育学院

领域一 17 黄明明 专题口头报告 羊肚菌在急性运动中抗疲劳能力的研究进展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一 18 代梦欣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下肥胖大学生减脂运动处方的设计与研究 吉林省 吉林体育学院

领域一 19 赵祥麟 墙报交流 肩关节脱位（运动损伤）的中医手法治疗 北京
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手法与健康研究专业委

员会

领域一 20 赵聪 墙报交流 静态姿势评估在社会体育专业学生运动损伤中的干预研究 云南 昆明城市学院

领域一 21 赵聪 墙报交流 按摩手法在柔韧性训练中的实效性研究 云南 昆明城市学院

领域一 22 张钧华 墙报交流 中等运动量改善高脂血症患者不同中医体质血脂水平的队列研究 陕西省咸阳市 陕西中医药大学

领域一 23 张慧 墙报交流 基于中医体质辨识的科学健身运动降低1级高血压患者血压的观察性研究 陕西省咸阳市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领域一 24 余快 墙报交流 针灸治疗在乒乓球运动踝关节损伤中临床上的应用研究 四川 成都体育学院

领域一 25 徐沣 墙报交流 针灸对中长跑运动员血中疲劳物质和炎症因子的影响研究 韩国 国立群山大学

领域一 26 肖美娜 墙报交流 基于中医药智能辅助运动康复系统的可行性和效果研究 上海 上海体育大学

领域一 27 吴园兵 墙报交流 中医外治技术治疗运动员腰肌劳损的研究进展 泸州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一 28 闻泽慧 墙报交流 体育融合背景下针灸疗法在肌肉损伤康复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河南省开封市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一 29 文青 墙报交流 中医体质和大学生健康促进的高校服务模式探索 陕西省咸阳 陕西中医药大学

领域一 30 王宇笛 墙报交流 肩关节推拿手法结合八段锦对肩峰撞击综合征康复效果的分析 四川 成都文理学院

领域一 31 王毅 墙报交流 一针治愈踝关节扭伤26例报告 宁夏 宁夏中宁县中宁消化病医院

领域一 32 孙硕 墙报交流 五行学说理论对不同运动损失的诊断和治疗研究 河北省秦皇岛市 燕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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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一 33 苏江堤 墙报交流 “医体融合”视阈下健身气功对气郁质人群的健康促进研究 上海 上海体育大学

领域一 34 时天鑫 墙报交流 近十年头针治疗脑卒中偏瘫的应用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一 35 戎杰 墙报交流 糖尿病运动处方改善偏颇体质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的队列研究 陕西省咸阳市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领域一 36 罗盛榆 墙报交流 探索中医药在预防运动损伤中的作用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一 37 刘梦婷 墙报交流 推拿点穴结合运动疗法治疗“骨盆前倾-腰曲增加”型CNLBP疗效观察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一 38 刘季蓉 墙报交流 利用五行学说指导慢阻肺患者的饮食调理与康复训练 贵州 贵州省职工医院

领域一 39 栗乾腾 墙报交流 葫芦巴提取物对运动表现的影响研究进展 上海 上海体育学院

领域一 40 李艳 墙报交流 2型糖尿病中医体医融合技术 武汉 武汉神农手眼开发技术有限公司

领域一 41 李海灵 墙报交流 从中医角度看运动处方与中国体质理论的结合——一种健康促进模式 福建 莆田学院

领域一 42 李方卉 墙报交流 推拿治疗慢性腰肌劳损功能康复的研究进展 四川省泸州市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一 43 李凡泰 墙报交流 针灸在促进运动员疲劳后恢复中的作用 河北省 河北师范大学

领域一 44 汲星徽 墙报交流 中医经典理论对现代慢性病康复运动处方研发的指导意义 山东 菏泽市三丰太极文化研究会

领域一 45 黄仕林 墙报交流 针灸推拿技术在运动康复中的应用现状分析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一 46 胡钰彤 墙报交流 推拿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的研究进展 四川成都 成都体育学院

领域一 47 龚俊潮 墙报交流 运动性疲劳的恢复策略——以针灸为例 四川省泸州市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一 48 段国旭 墙报交流 运动康复在慢性病防治方面的研究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一 49 陈梦 墙报交流 推拿结合康复训练在膝骨性关节炎治疗的研究进展 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体育学院



领域 序号 姓名 录用形式 文章题目 省（市） 单位

领域二 1 王梓富 专题口头汇报 体医结合视域下八段锦运动控血糖的机制研究 湖北 武汉体育学院

领域二 2 王东 专题口头汇报 个体效应与社会意义的耦合：“武医融合”健康社区服务模式研究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3 周淳浩 专题口头报告 基于中医“身心同调”理念论述八段锦改善青少年单纯性肥胖的价值与意义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领域二 4 金米加 专题口头报告 腧穴刺激对散打大负荷训练阶段代谢组学特征干预研究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5 陈金辉 专题口头报告 传统功法对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康复效果的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 福建 福建中医药大学

领域二 6 刘利容 专题口头报告 体育运动对老年性骨质疏松影响的Meta分析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

领域二 7 李双慧 专题口头报告 从”病治“到”未病先防“：体医融合在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应用研究 辽宁 沈阳体育学院

领域二 8 孙耀威 专题口头报告 同期力量和耐力训练对2型糖尿病人群糖脂代谢影响的meta分析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9 金米加 专题口头报告 有氧运动的不同强度对SD大鼠T细胞和NK细胞的影响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10 崔俊红 专题口头报告 社会支持和自我老化态度在老年人体育锻炼与社会幸福感中的链式中介效应—基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实证研究 重庆 重庆师范大学

领域二 11 李云 专题口头报告 有氧项目呼吸训练的作用机制及实践应用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12 蒋芬 专题口头报告 结合中医药情志理论浅谈运动对焦虑和抑郁等心理问题的缓解作用 湖南 长郡湘潭高新实验学校

领域二 13 苏坤霞 专题口头报告 高强度耐力运动对食源性肥胖小鼠肝脏CLK2、PGC-1α和PPARα蛋白表达的影响 河南 河南中医药大学

领域二 14 谭诗华 专题口头报告 基于生物信息学的高强度间歇训练改善心肌梗死的机制研究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

领域二 15 张宇 专题口头报告 结合情志理论探究运动处方对焦虑、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缓解作用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16 王加猛 专题口头报告 不同运动强度后对恢复期自主神经系统的影响 陕西 延安大学

领域二 17 魏琳嵛 专题口头报告 基于青少年时期的生理变化探讨中医药对运动前后的调理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18 魏琳嵛 专题口头报告 田径运动中常见损伤及如何在中医干预下训练康复的探讨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19 杨绪洁 专题口头报告 抑郁症运动处方研究进展 湖北 三峡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20 安秋 专题口头报告 健康中国背景下高校冰雪项目课程体医融合路径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二 21 李金莎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药融合推动积极老龄化研究 山西 山西大同大学

领域二 22 姚琴 专题口头报告 医体融合背景下中医联合运动康复对2型糖尿病的康复方案制定及研究 吉林 吉林体育学院

领域二 23 贾高婷 专题口头报告 传统功法八段锦的养生功效 天津 天津体育学院

领域二 24 唐勇 专题口头报告 针灸联合运动疗法治疗足底筋膜炎的可行性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25 贾苑遠 专题口头报告 拔罐疗法对缓解肌肉疲劳的即刻和延迟效应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26 张佳缘 专题口头报告 太极拳对心血管疾病代谢风险因素的meta分析 四川 四川警察学院

领域二 27 张嘉起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背景下乒乓球运动对高中生焦虑的干预研究 河南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28 何雅琦 专题口头报告 腰痛的运动疗法研究趋势与热点—一项可视化研究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29 方放 专题口头报告 当归补血汤对过度运动损伤抗氧化应激作用研究 吉林 长春中医药大学

领域二 30 陈均颜 专题口头报告 传统保健体育结合中医药养生理论提升睡眠质量意义探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31 谭自强 专题口头报告 八段锦对老年人身体机能训练的影响研究 河南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32 王佳雯 专题口头报告 太极拳训练和常规肌力训练对正常成年人平衡和下肢肌力的影响 甘肃 甘肃中医药大学体育健康学院

领域二 33 王大中 专题口头报告 安全运动健康社交，中国传媒大学开创老年脑力活动乒乓球项目的实践与研究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

领域二 34 王婷婷 专题口头报告 基于肠道菌群探讨有氧运动与针灸对代谢综合征—胰岛素抵抗的作用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35 郭丽微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养生功法在虚弱老年人中的应用效果探析 山西 山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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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二 36 张晓英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情志理论视域下健身气功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研究与实现路径 广东 广东医科大学

领域二 37 蒋维娜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背景下青少年体育健康治理的策略研究 辽宁 沈阳体育学院

领域二 38 刘祺祺 专题口头报告 老年人科学运动与健康老龄化-健身气功·八段锦对于老年人健康的作用 河南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39 刘旭 专题口头报告 太极拳对抑郁症的研究进展 安徽 淮北师范大学

领域二 40 邓蓉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视角下不同运动疗法对防治高血压的研究进展 吉林 吉林体育学院

领域二 41 刘丹 专题口头报告 针灸治疗对肌腱病的研究现状 山西 山西师范大学

领域二 42 倪光景 专题口头报告 游泳运动对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影响 广东 广东医科大学

领域二 43 施仪 专题口头报告 户外健身者运动行为对其心态的影响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二 44 梅亦如 专题口头报告 体育锻炼通过细胞外囊泡增进心理健康老等方面的扩张趋势-文献计量分析 上海 上海大学

领域二 45 冯亚博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药四季养生与运动适应性的协同机制研究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46 李嘉欣 专题口头报告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在运动健康管理中的研究进展——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二 47 江瑞珂 专题口头报告 健身气功锻炼对帕金森患者执行功能的影响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48 卞士荣 专题口头报告 太极干预老年人肌骨衰老的研究进展 浙江 杭州师范大学

领域二 49 刘祥瑞 专题口头报告 高强度间歇锻炼对心力衰竭患者的临床研究进展 山东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领域二 50 孟光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药结合运动对青少年青春痘的干预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二 51 李蕙芯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药在高强度运动中对免疫系统的调节作用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52 朱萍 专题口头报告 运动相关性脑震荡的识别、影响因素以及干预治疗研究 广东 广东理工学院

领域二 53 蔡辰星 专题口头报告 民族传统体育健身气功促进老年人健康的研究 湖北 中南民族大学

领域二 54 王倩 专题口头报告 基于大数据平台下青少年体质健康测试管理系统的优化与实证研究 辽宁 沈阳体育学院

领域二 55 苏磊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背景下老年人运动干预对体育锻炼协同促进路径研究 辽宁 沈阳体育学院

领域二 56 刘瑶 墙报交流 中医特色护理疗法在高原运动损伤中的应用与效果研究 甘肃 西北民族大学

领域二 57 白瑞嘉 墙报交流 中医推拿结合运动疗法在痉挛型脑瘫儿童康复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58 李泽 墙报交流 老年人运动与中医院在健康老龄化中的应用研究 湖南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领域二 59 李可 墙报交流 不同干预方式对高脂诱导SD肥胖大鼠精子质量的影响 江苏 扬州大学

领域二 60 李可 墙报交流 基于肠道菌群-脂代谢探讨12周中医食疗联合有氧运动改善肥胖青少年代谢紊乱的作用机制 江苏 扬州大学

领域二 61 雷迁 墙报交流 运动与中医干预相结合对抗衰老的影响研究 四川 阿坝师范学院

领域二 62 吴翰霖 墙报交流 中药结合运动干预对多囊患者疗效的分析 湖北 武汉体育学院

领域二 63 何袁 墙报交流 中医学机制下太极拳对高血压的疗效 四川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领域二 64 王雪晴 墙报交流 舞蹈运动改善轻度老年认知障碍（MCI）的可行性分析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65 王雪晴 墙报交流 舞蹈运动干预抑郁症患者效果的系统评价Meta分析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66 付芮 墙报交流 中医药饮食调理对高强度间歇训练引发的身体代谢改变的影响研究 上海 上海体育大学

领域二 67 付芮 墙报交流 医体融合视域下探索体育运动与中医药调理对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 上海 上海体育大学

领域二 68 刘利容 墙报交流 体育运动对老年性骨质疏松影响的Meta分析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

领域二 69 郭久聖 墙报交流 健康中国背景下探索运动在中医药四季养生策略指导下对不同季节身体适应性的影响 吉林 吉林体育学院研究生处

领域二 70 沈蓥皓 墙报交流 五禽戏对网络成瘾大学生认知功能的影响：基于FNIRS的研究 黑龙江 哈尔滨体育学院

领域二 71 唐雅薇 墙报交流 我国女高中生对经期参与体育锻炼的认知研究 湖北 中南民族大学

领域二 72 张雨宸 墙报交流 结合中医药情志理论探究运动对大学生焦虑状态的缓解作用 陕西 陕西中医药大学

领域二 73 王昊 墙报交流 体育专业大学生运动损伤的心理致因及防范对策研究 山东 聊城大学

领域二 74 王颖华 墙报交流 从情志探讨太极拳对老年人抑郁情绪的改善 陕西 西北师范大学



领域二 75 李岚 墙报交流 武术训练对小学生新陈代谢及心肺耐力改善的相关研究 湖北 汉江师范学院

领域二 76 李亮 墙报交流 八段锦对轻度认知障碍老年人认知功能影响的Meta分析 上海 上海体育大学

领域二 77 李亮 墙报交流 自然行步功对大学生睡眠、焦虑及手机依赖性影响的实验研究 上海 上海体育大学

领域二 78 姜佳音 墙报交流 从中医药学说分析青少年营养与生长发育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二 79 李芳馨 墙报交流 游泳运动和中医药代谢调控对治疗2型糖尿病的作用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

领域二 80 朱泓铭 墙报交流 红景天对大学生1500米自由泳运动员心肺功能的影响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

领域二 81 杨芳 墙报交流 不同训练强度的抗阻训练对大学生代谢率的影响 陕西 陕西中医药大学

领域二 82 温霄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视域下健身气功对高血压人群的调节康复研究 广东 广州体育学院

领域二 83 袁艺文 墙报交流 形体训练对中老年人身体形态的影响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84 黄章琪 墙报交流 健康老龄化视域下中医药对老年人运动康复的作用探析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85 高佳莹 墙报交流 高强度间歇训练干预肥胖儿童血脂代谢的研究——基于决明子饮用调理 辽宁 沈阳体育学院

领域二 86 郭锦明 墙报交流 中医传统运动对女性多囊卵巢综合征影响的研究进展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二 87 韩峰 墙报交流 弹跳型运动促进肥胖青少年体质健康路径优化策略研究 辽宁 沈阳体育学院

领域二 88 李涵玥 墙报交流 “健康中国2030”背景下中老年女性体能训练的影响因素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89 赵艺 墙报交流 八段锦对患上交叉综合征女大学生干预效果的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二 90 曾伟康 墙报交流 力量训练与淫羊藿的互补效能促进骨骼健康的现实价值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

领域二 91 徐树杰 墙报交流 八段锦对改善三亚市高职院校学生焦虑状况的探究 海南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领域二 92 丁亮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视角下儿童青少年不良体态的运动干预措施研究 云南 云南大学

领域二 93 杨建灵 墙报交流 敲击穴位法对高校学生运动焦虑的有效干预研究 北京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领域二 94 张应龙 墙报交流 长期有氧运动对心肺耐力的影响——以腰鼓运动为例 陕西 延安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95 余敏 墙报交流 有氧健身操对超重肥胖女大学生体质和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甘肃 西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96 黄章琪 墙报交流 医体融合下跑步对中年女性心脏健康的影响探析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97 任杰英 墙报交流 健身气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四川 吉利学院

领域二 98 苏磊 墙报交流 医体融合背景下运动对慢性病的干预效果研究 辽宁 沈阳体育学院

领域二 99 代俊龙 墙报交流 6周高强度间歇训练对国家优秀双人滑运动员心肺功能的影响—基于中医理论视角分析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二 100 王乃桐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背景下排球运动对提升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 北京 北京市第二中学

领域二 101 刘洪武 墙报交流 抗阻训练改善大脑认知功能的作用机制的影响研究 山东 山东华宇工学院

领域二 102 马卫宾 墙报交流 健康中国2030视域下“体+医”融合对青少年健康的探究 上海 上海金山区世外学校

领域二 103 聂浩 墙报交流 中医药情志理论视角下运动对疾病的预防作用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104 张泽鑫 墙报交流 茵陈蒿汤联合运动对高脂血症小鼠脂质代谢的影响 辽宁 沈阳体育学院

领域二 105 于洪 墙报交流 健康老龄化视域下体育运动对老年人身体健康促进研究 天津 天津体育学院

领域二 106 于洪 墙报交流 不同强度抗阻运动对老年人心血管功能和运动能力的影响 天津 天津体育学院

领域二 107 刘洋 墙报交流 健康中国视域下规律运动与突击运动对普通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领域二 108 刘洋 墙报交流 有氧结合抗阻训练对养老院肌少症老年人的影响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领域二 109 何静子 墙报交流 有氧运动联合姜黄素调控PI三等奖KAKTGLUT4信号通路改善IR干预PCOS的机制研究 陕西 延安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110 谭自强 墙报交流 八段锦对老年人跌倒风险影响研究 河南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111 范康帅 墙报交流 休息与康复对训练效果的影响——中医疗法促进恢复的措施 河南 河南大学

领域二 112 王佳宁 墙报交流 中医穴位按摩结合有氧运动对大学生睡眠质量影响 吉林 吉林体育学院

领域二 113 张宇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视域下体育健康教育与中医药融合路径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114 易欣悦 墙报交流 中医传统养生功法治疗失眠的研究进展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115 杨小晴 墙报交流 中医理论指导下四季养生之运动养生 广东 广州大学

领域二 116 王浩杰 墙报交流 中医药营养理论视域下运动对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影响研究 广东 广东医科大学

领域二 117 卓明川 墙报交流 中医养生功法促进老年人睡眠质量的内在机制研究 广东 广东医科大学

领域二 118 成佩佩 墙报交流 太极拳结合中医养生保健对延缓老龄化功效的研究 山西 山西师范大学

领域二 119 王童 墙报交流 中医养生理论视角下运动对睡眠质量的影响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120 李建鑫 墙报交流 积极老龄化视域下中医疗法对老年人运动康复的应用研究 黑龙江 哈尔滨工程大学体育部

领域二 121 赖明杰 墙报交流 八段锦对帕金森的影响研究 广东 广州大学

领域二 122 王代杰 墙报交流 PNF拉伸联合等速肌力训练对脑卒中偏瘫患者康复效果影响的实验研究 陕西 西藏民族大学

领域二 123 陈婧 墙报交流 中医传统运动对男性生殖健康的影响的研究进展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二 124 万静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视角下城市随迁老人身心健康路径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125 姜松 墙报交流 八段锦对研究生焦虑状态和睡眠质量改善效果观察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126 卢新伟 墙报交流 健身气功运动在不同季节对身体适应性的影响研究 四川 内江师范学院

领域二 127 刘丹 墙报交流 身体活动对青少年焦虑症身心健康的探究 山西 山西师范大学

领域二 128 韩曦 墙报交流 结合中医药分析运动对卵巢多囊综合症的影响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129 毛一岚 墙报交流 中医传统疗法在U24女队飞盘运动员备战与康复中的作用 上海 上海大学

领域二 130 杲雯萱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背景下八段锦运动结合明目轻身茶对青少年肥胖管理的应用及发展分析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二 131 李远辉 墙报交流 基于健康行动过程取向（HAPA）理论对中国Z世代大学生身体活动参与过程的验证性研究 安徽 江原国立大学

领域二 132 李静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视域下太极拳对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实践价值研究 河南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133 石超娅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背景下肌肉训练对老年人骨密度以及肌肉质量的影响研究 吉林 吉林体育学院

领域二 134 杨剑 墙报交流 中医小儿体质论与儿童体能 重庆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领域二 135 黄婕 墙报交流 结合中医药理论谈如何通过运动抑制氧化应激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二 136 邓宜健 墙报交流 民族传统保健运动在老年人跌倒预防方面的应用研究——以五禽戏为例 广东 广州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137 王加猛 墙报交流 云智能体适能检测与中医问诊数据平台构建研究 陕西 延安大学

领域二 138 高雅 墙报交流 中医药抗氧化理论在运动康复中的应用策略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二 139 白爽 墙报交流 高强度间歇训练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肌重构和心脏功能影响的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二 140 陈勇 墙报交流 太极推手干预膝骨关节炎的实证研究 广东 广州中医药大学

领域二 141 张春奇 墙报交流 游泳运动耦合中医药膳调理对青少年身体发育影响探析 河南 河南大学

领域二 142 杜杨 墙报交流  “中医药情志”视角--运动对心理健康的促进意义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二 143 闫琳旭 墙报交流 推拿治疗髂胫束综合征的综合性研究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

领域二 144 彭梦浪 墙报交流 中医饮食调理肥胖的研究进展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二 145 毕超群 墙报交流 太极拳运动应用于高血压患者的康复作用研究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领域二 146 贺红强 墙报交流 中职学校太极拳促进学生文化自信机制研究 四川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



领域 序号 姓名 录用形式 文章题目 省（市） 单位

领域三 1 邓芯越 专题口头报告 腹式呼吸训练联合手法松解颈部辅助呼吸肌对颈源性头痛的干预研究 四川 江阳城建职业学院

领域三 2 徐远航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拔罐技术对长期游泳人群湿气过重的身体调理案例分析 陕西 西安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领域三 3 康举 专题口头报告 体外冲击波治疗结合八段锦功法对颈源性头痛患者疗效观察 甘肃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领域三 4 石雪菲 专题口头报告 针灸治疗对射箭运动员肩关节损伤的临床疗效观察 山东 曲阜师范大学

领域三 5 林辉 专题口头报告 网球肘康复的运动处方——南少林武医功法 福建 福建中医药大学

领域三 6 龙李平 专题口头报告 针刺治疗中风后痉挛性瘫痪的研究进展 吉林 吉林体育学院南岭校区

领域三 7 王宇恒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药在大众体育领域的应用探讨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三 8 张梓器 专题口头报告  对于电针是否必要以及毫针留针时长的讨讨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三 9 鄢行辉 专题口头报告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运动处方开发——南少林武医功法 福建 福建中医药大学

领域三 10 王一凡 专题口头报告 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医药治疗肩周炎的临床研究进展 吉林 吉林体育学院

领域三 11 龙贵 专题口头报告 高强度间歇训练与脂肪燃烧机制：中医药饮食调理策略调控作用研究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

领域三 12 柯一壮 专题口头报告 浅论“医体融合”视域下中华韵健身养生形体艺术实践价值 浙江 温州市华韵健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领域三 13 柯一壮 专题口头报告 从《黄帝内经》浅论中华韵健身养生形体运动的中医思维 浙江 温州市华韵健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领域三 14 孙蕾 专题口头报告 中西医结合运动康复对动脉硬化疗效及代谢炎症的Meta分析 江苏 扬州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三 15 王合霞 专题口头报告 弘扬传统文化 践行体医融合 --中医学融入高校体育养生课堂的案例研究 北京 中国石油大学

领域三 16 李关冲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养生理论下食疗对武术运动损伤后恢复期的促进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重庆 西南大学

领域三 17 陈丹霞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背景下的中医特色体育教育模式研究 广东 广东医科大学

领域三 18 谭靓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对抗马拉松运动疲劳康复期应用前景的综合研究 四川 成都中医药大学

领域三 19 范岩枫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药与体育融合的高职学生健康管理实践和探索 吉林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领域三 20 张凯 专题口头报告 筋膜松解疗法联合加压训练对治疗髌腱炎的研究进展 江苏 南京体育学院

领域三 21 付春雨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推拿手法与功法结合治疗原发性痛经的价值探讨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领域三 22 晏冬麟 专题口头报告 关于中医药与大学生体质健康提升路径、方法和手段结合的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三 23 王坤 专题口头报告 核心力量训练与干扰电疗法对某校大学生慢性腰肌劳损的康复效果及其肌电特征对比分析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三 24 罗永娟 专题口头报告 新时期“医院-社区”联动下中医传统养生功法传授策略和效果 广东 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学顺德医院

领域三 25 侯艳玲 墙报交流 中医药对800米运动员运动性疲劳恢复方法的探讨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三 26 王弈阳 墙报交流 小针刀治疗技术对运动引起的肩颈腰腿痛的临床应用研究 湖南 湖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三 27 饶珂 墙报交流 新时代推动医体融合促进健康发展的困境与策略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三 28 徐文雅 墙报交流 针灸与按摩在海南省中学生举重运动员损伤康复中的运用 海南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领域三 29 段晞琛 墙报交流 中医情志理论视角下运动对青少年压力调节的机制研究 吉林 吉林体育学院研究生处

领域三 30 李珂凡 墙报交流 八段锦干预帕金森病患者精细运动、平衡及生活质量的研究 合肥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领域三 31 黄新雨 墙报交流 中医“疏通肝筋”针灸治疗手段对于运动肌肉拉伤康复治疗的探讨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三 32 蒋杰 墙报交流 中医健康管理模式干预慢性病人生活方式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三 33 王春云 墙报交流 “医体融合、共筑健康”的千年典范：八段锦的创编原则和编创过程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首届医体融合论文报告会录用论文名单（领域三）



领域三 34 苗壮壮 墙报交流 桃红四物汤加味内服合中药熏洗配合运动疗法对军人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患者康复的影响研究 黑龙江 哈尔滨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领域三 35 高兢望 墙报交流 传统中医药对肠道屏障病理生理以及治疗的影响 北京 解放军医学院

领域三 36 单志强 墙报交流 基于医体融合的运动康复对戒毒人员体质健康及戒断率的影响研究 海南 海南省三亚强制隔离戒毒所

领域三 37 李慧阁 墙报交流 藏红曲对高脂血症合并肝损害的安全降脂作用 河南 黄淮学院

领域三 38 沈蓥皓 墙报交流 舒筋活血汤加味内服合中药外敷联合功能性训练治疗军人慢性踝关节不稳的临床观察 黑龙江 哈尔滨体育学院

领域三 39 辜山 墙报交流 八段锦对老年人单侧髋关节置换术后身心康复影响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三 40 张强 墙报交流 中体医融合视域下中老年人健康促进的策略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三 41 班西芳 墙报交流 针灸结合不同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肩痛效果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三 42 班西芳 墙报交流 针灸治疗急性踝关节扭伤的临床研究进展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三 43 冯硕 墙报交流 针对老年人广场舞人群早期膝关节损伤的中医居家干预治疗研究 黑龙江 哈尔滨体育学院

领域三 44 罗秋燕 墙报交流 中医药在踝关节损伤康复中的应用研究 广东 广州大学

领域三 45 杨纬君 墙报交流 中医健康管理下的糖尿病逆转经验 福建 福建中医药大学

领域三 46 邓毅明 墙报交流 运动处方-食物调适-自主监测三位一体管控血糖的案例研究 北京 中国农业大学



领域 序号 姓名 录用形式 文章题目 省（市） 单位

领域四 1 刘旭 专题口头汇报 国内太极拳对抑郁症防治的热点分析及发展趋势——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安徽 淮北师范大学

领域四 2 张文翰 专题口头报告 我国医体融合政策问题与推进方向研究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四 3 宋晨星 专题口头报告 智能设备在中医体验与体育健康实践中的应用：超越传统，引领未来 辽宁 沈阳体育学院

领域四 4 李树一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药与体育健康融合发展的多维逻辑与影响因素分析 吉林 长春中医药大学

领域四 5 朱骏飞 专题口头报告 红外线热成像测定在体医结合中的研究应用 湖北 武汉体育学院

领域四 6 王萍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背景下提升高校学生体质健康路径的探索 四川 成都大学

领域四 7 刘聆钰 专题口头报告 近十年我国冠心病心脏康复相关研究的可视化分析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四 8 孙凯雯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视角下传统养生功法对慢性疾病防治的应用价值 黑龙江 牡丹江师范学院

领域四 9 孙凯雯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视角下FWS结合肌力训练对偏瘫患者上肢运动能力的效果观察 黑龙江 牡丹江师范学院

领域四 10 王琴 专题口头报告 经验与启示：体医融合健康服务模式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11 韩雅 专题口头报告 试论在习练太极拳过程中如何有效提高膝关节均衡性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体育教学部

领域四 12 杨书平 专题口头报告 骨健康视域下青少年脊椎侧弯防治研究 四川 成都体育学院

领域四 13 何紫凌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理念下高校体育健康课程改革的路径探索 四川 成都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四 14 孙楚宁 专题口头报告 医体融合视域下高校中医药与体育健康教育融合意义与路径探析 吉林 长春中医药大学

领域四 15 赵云龙 专题口头报告 新时期医体融合下健康理念的嬗变和健康行为的影响 吉林 长春师范大学

领域四 16 李鑫锐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治未病“思想对全民健身意识的影响探析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17 于澍杰 专题口头报告 必然与应然：贯彻体医融合扎根我国基层的路径研究 广东 北京师范大学

领域四 18 魏铭泽 专题口头报告 数智技术在体医融合领域的未来展望：应用场景、挑战与解决方案 吉林 吉林大学

领域四 19 刘禹 专题口头报告 传统功法在糖尿病中的应用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领域四 20 齐晓风 专题口头报告 运动及中医药减轻肥胖并发的骨关节损伤研究进展 甘肃 甘肃中医药大学

领域四 21 阮琳峰 专题口头报告 运动及中医药抗氧化应激的协同作用 甘肃 甘肃中医药大学

领域四 22 党瑞琴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传统疗法结合等速肌力训练在康复领域的应用现状 天津 天津体育学院

领域四 23 马璐瑶 专题口头报告 医体融合背景下我国大学生体质健康的提升路径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四 24 冯亚博 专题口头报告 运动科学视角下的中医体质辨识与康复治疗关联性研究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四 25 陈晨 专题口头报告 运动中补充姜黄素对身体健康的积极作用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领域四 26 朱永国 专题口头报告 北京市来广营乡体医融合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河南 河南大学

领域四 27 黄山鹰 专题口头报告 立基共生理论视域下我国医疗与体育服务共生探究 重庆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领域四 28 蒋采夏 专题口头报告 民族传统体育助力“健康中国”的核心价值与发展策略 重庆 空港佳园小学

领域四 29 茹凯 专题口头报告 浅谈“体医融合”对遏制“小眼镜”发展的理论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四 30 李明慧 专题口头报告 第五跖骨近端骨折的研究进展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31 谷希婕 专题口头报告 大数据分析在体医融合中的个性化推荐与定制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四 32 么朋会 专题口头报告 运动训练对于脑卒中患者康复及治疗研究 黑龙江 齐齐哈尔大学

领域四 33 李哲恒 专题口头报告 急性跟腱断裂修复术后快速康复的策略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首届医体融合论文报告会录用论文名单（领域四）



领域四 34 陈赞雄 专题口头报告 我国体医融合现行政策、理论、发展路径确认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四 35 杨蕙娜 专题口头报告 传统体育太极拳与中医学的融合对促进健康老龄化的研究 湖北 武汉体育学院

领域四 36 马璐瑶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背景下促进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现状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四 37 刘天宇 专题口头报告 基于功能神经影像学的太极拳对大脑结构与功能的影响评述 四川 成都中医药大学

领域四 38 刘江宏 墙报交流 医院健康管理纳入“运动治未病”服务模式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39 杨子岩 墙报交流 全日制体育硕士专业学位“体医融合”导向课程设置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40 丁照烜 墙报交流 基于中医体质学说探讨“湿热”表现下的运动系统损伤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领域四 41 杨哲 墙报交流 “医体融合”背景下高校体育教师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探讨及研究 天津 天津体育学院

领域四 42 张丁山 墙报交流
Application of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and resolving stasis in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a traditional

method gradually being reconsidered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学

领域四 43 鲁浩 墙报交流 数字赋能体医融合的作用机制与优化路径 吉林 吉林体育学院

领域四 44 张庆臣 墙报交流 国内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研究现状——基于文献计量学分析 河北 河北工程大学体育与健康工程学院

领域四 45 王钰鑫 墙报交流 智慧体育视域下科技设备在传统养生运动的运用探析 云南 昆明城市学院

领域四 46 段国旭 墙报交流 慢性病防治的体医融合服务模式探索 黑龙江 齐齐哈尔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四 47 曹巍 墙报交流 运动康复治疗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的研究进展 安徽 安庆师范大学

领域四 48 杨梓苓 墙报交流 社会文化与社会环境对马来西亚医体融合发展的影响分析与发展展望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四 49 丁雨欣 墙报交流 中医整体观念的预防论融入青少年体育健康教育的路径探析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四 50 李涵玥 墙报交流 在体医融合的背景下，优化全民健身运动处方的设计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51 林睿颖 墙报交流 气虚质人群的运动处方研究进展 上海 上海体育大学

领域四 52 王晓妍 墙报交流 基于文化自信背景下医体融合的路径选择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53 宗有智 墙报交流 应用现代运动原则解读“八段锦”动作模式要点及易错动作纠正策略 陕西 延安大学

领域四 54 刘妍彤 墙报交流 中医药理论融入体育健康教育的应用场景的实证研究——以二十四式太极拳教学为例 西安 西安培华学院

领域四 55 张金花 墙报交流 运动训练结合前臂支撑器对肱骨外上髁炎的效果观察 黑龙江 牡丹江师范学院

领域四 56 向洪刚 墙报交流 高等中医药院校体育健康教育发展路径研究-以成都中医药大学为例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57 薛亚东 墙报交流 体卫融合与健康政策：新时代下的综合性健康管理探析 陕西 延安大学

领域四 58 李晓兰 墙报交流 吐纳在现代运动康复中的意义及应用 陕西 延安大学

领域四 59 王琴 墙报交流 传统中医运动养生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实践路径探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60 郝震 墙报交流 太极拳在肿瘤病人中的应用 河南 河南中医药大学

领域四 61 王俊秋 墙报交流 基于网络药理学和动物实验探讨少阳生骨方对功能性踝关节不稳的治疗机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领域四 62 尹诗琴 墙报交流 中医浮针配合深层核心稳定训练对产后腹直肌分离的研究进展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63 赵明月 墙报交流 互联网在中医药与体育健康实践结合中的重大作用探析 湖北 三峡大学

领域四 64 陈一萃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视域下健康教育融入高校体育课程的路径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65 王维 墙报交流 浅析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对中医药与体育健康的融合影响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领域四 66 赵易凡 墙报交流 生存、生活、生命：寻绎“武医”融合的生发逻辑 四川 成都体育学院

领域四 67 漆巍 墙报交流 探究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医药与体育健康领域中的应用—以ChatGPT为例 安徽 安庆师范大学

领域四 68 黄敏 墙报交流 生命健康公共体视域下体育与中医药融合发展的探索论文 三峡大学

领域四 69 吴志勇 墙报交流 中国优秀散打运动员头部形态的中医学选材 湖北 三峡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四 70 何少华 墙报交流 健康中国背景下中医理论与体育健康教育共生发展模式研究 河南 河南大学



领域四 71 张耀东 墙报交流 健康中国视域下社会文化因素对体医融合的影响探析 河南 河南大学武术学院

领域四 72 罗秋燕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背景下全民健康发展策略研究 广东 广州大学

领域四 73 古玉龙 墙报交流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体医融合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四川 成都大学

领域四 74 古玉龙 墙报交流 “健康中国”背景下体医资源融合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 四川 成都大学

领域四 75 杨哲 墙报交流 “医体结合”背景下中医药理论对体育健康教育的改革研究 天津 天津体育学院

领域四 76 薛景云 墙报交流 中医文化融入医学类院校体育课程的意义与路径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77 李小颖 墙报交流 前交叉韧带损伤后平衡控制特点及大脑加工特征的研究 天津 天津体育学院

领域四 78 李博 墙报交流 新时代背景下医体融合的发展路径探析 河南 河南大学武术学院

领域四 79 李建鑫 墙报交流 医体融合助力高校大学生健康素养的时代诉求与路径建设 黑龙江 哈尔滨工程大学体育部

领域四 80 林秋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理念下高校公共体育教学改革策略研究 福建 福建中医药大学

领域四 81 游贵宣 墙报交流 传统导引养生功法在下肢关节运动损伤康复的应用现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四 82 张丽 墙报交流 热敏灸联合康复训练对膝关节半月板缝合患者术后康复作用研究 广东 广州大学

领域四 83 李华星 墙报交流 新时代背景下“医体融合”大健康产业的发展研究及对策 四川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

领域四 84 李瑞君 墙报交流 中医人类学视野下八段锦的发展困境与出路 云南 云南中医药大学

领域四 85 赵景林 墙报交流 全民健身背景下中医养生“形体锻炼”理念推广策略研究 上海 上海体育大学

领域四 86 李翠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背景下探讨中医学的运动康复作用 山西 大同大学

领域四 87 何雪 墙报交流 健康中国视域下中医药与全民健身融合发展的探索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四 88 王新萍 墙报交流 瑜伽结合中医五行调节女性情绪的训练方案构建及实践研究 沈阳 沈阳体育学院

领域四 89 赵录萌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视角下山西省普通高校游泳课程建设研究 黑龙江 东北石油大学

领域四 90 穆思彤 墙报交流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我国体医融合政策量化评价 河北 燕山大学

领域四 91 韩芳 墙报交流 内热针联合康复治疗技术治疗肩周炎的研究进展 湖北 武汉体育学院

领域四 92 江宇轩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视域下社区体育教育改革及发展对策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四 93 满忠伦 墙报交流 健康中国视域下中医药理论融入武术教育的实践路径研究 上海 上海体育大学

领域四 94 宋悦 墙报交流 悬吊推拿运动治疗慢性下腰痛的研究进展 湖北 武汉体育学院

领域四 95 黄蕾 墙报交流 慢性踝关节不稳功能表现与距骨软骨退变相关性的研究进展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四 96 茹凯 墙报交流 把医体融合的中医气功导引文化推向世界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四 97 张琴 墙报交流 体医融合视域下中医药理论融入高职院校体育健康教育的路径研究 四川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领域四 98 方美慈 墙报交流 医体融合背景下中医养生之道与现代体育健身结合的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四 99 张英建 墙报交流 全民健康和全民健身深度融合路径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 序号 姓名 录用形式 文章题目 省（市） 单位

领域五 1 胡良平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养生与体育旅游融合发展研究现状与趋势——基于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五 2 杨婷 专题口头报告 合作与共荣：体育明星代言中医药品牌的现实价值与进路研究 四川 西华师范大学

领域五 3 叶建宾 专题口头报告 体育健康产业与中医药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向--基于数字经济视域 天津 天津体育学院

领域五 4 周鸣岐 专题口头报告 如何发挥中医药在健康养老产业中的作用探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五 5 张定威 专题口头报告 体卫融合视域下体育与中医药耦合发展研究 陕西 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五 6 宋佳欣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视域下对大学生体质健康的提升路径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五 7 李宁 专题口头报告 太极养生小镇融合体医的旅游产业探索 陕西 西安体院

领域五 8 李宁 专题口头报告 融合AI的中医药教育平台在体育健康产业中的创新模式探索 陕西 西安体院

领域五 9 吝捷 专题口头报告 医体融合在体育健康产业中的角色与未来发展趋势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五 10 王浩 专题口头报告 中医运动养生对中青年体育健康产业的创新机制研究 北京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领域五 11 钟小康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健康服务模式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五 12 秦浩男 专题口头报告 健康中国背景下运动与康养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河南 河南大学

领域五 13 曾章渠 专题口头报告 体医融合背景下女性运动服饰与中药结合的跨界营销策略 上海 上海大学

领域五 14 李鑫 墙报交流 体育强国背景下中医药与体育赛事合作障碍与路径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五 15 李鑫 墙报交流 健康中国战略下拔罐疗法在国际体育赛事中的传播路径研究—以杭州亚运会为例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五 16 王书凡 墙报交流 中医药在线平台的内容整合设计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五 17 王书凡 墙报交流 探析中医药在健康养老产业中的发展路径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五 18 鲍润泽 墙报交流 体育健康产业研究趋势与热点分析 上海 上海大学

领域五 19 苗壮壮 墙报交流 传统中药六味地黄丸在现代健身补剂领域的应用可能性 黑龙江 哈尔滨体育学院研究生院

领域五 20 曾章渠 墙报交流 体育与康养产业耦合发展及驱动因素 上海 上海大学

领域五 21 李思寒 墙报交流 关于中医药与运动场馆有机结合的见解 河南 河南中医药大学

领域五 22 李恒鑫 墙报交流 体育健康旅游与中医药养生理念的融合价值与路径研究 陕西 西安体育学院

领域五 23 曹海燕 墙报交流 中医药与体育赛事合作发展的路径研究——以马拉松赛事为例+墙报交流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五 24 张平 墙报交流 体育健康产业中的中医药服务模式研究 辽宁 沈阳体育学院

领域五 25 叶建宾 墙报交流 互鉴与探问：医体融合驱动体育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考 天津 天津体育学院

领域五 26 唐东升 墙报交流 我国体育产业与大健康产业融合度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和耦合协调度分析 广东 深圳大学

领域五 27 朱莹博 墙报交流 医体融合背景下体育健康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河南 河南大学

领域五 28 茹睿睿 墙报交流 八段锦对退休旅居乡村老年人的康养辅助疗效与纾解 云南 云南师范大学

领域五 29 邢婉雨 墙报交流 基于SWOT分析法下医体融合对体育健康产业发展的现实路径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五 30 赵越 墙报交流 基于“体医融合”背景下如何推动体育品牌与中医药合作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

领域五 31 田智博 墙报交流 健康中国视域下体育健康旅游与中医养生融合发展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

领域五 32 李燕 墙报交流 健康中国建设中上海体医养融合“健老”模式的经验、现实挑战及对策研究 上海 上海大学

领域五 33 王佳宁 墙报交流 中医药对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机遇与实践路径 吉林 吉林体育学院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首届医体融合论文报告会录用论文名单（领域五）



领域五 34 刘璎乐 墙报交流 基于短视频APP平台体育明星代言中医药品牌的策略研究 四川 西华师范大学

领域五 35 郭丽微 墙报交流 中医药理念融入国际体育健康产业推动国际合作的发展困境和路径研究 山西 山西师范大学

领域五 36 邢金玲 墙报交流 体育明星代言对中医药品牌影响探究——以片仔癀为例 河南 河南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五 37 饶珂 墙报交流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体育产业与医疗产业共生发展研究 四川 西南医科大学体育学院

领域五 38 杨溶 墙报交流 中医养生视域下体育康养旅游发展路径研究 陕西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领域五 39 杨溶 墙报交流 医体融合背景下中医药产业与体育健康产业协同发展模式研究 陕西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领域五 40 王敏 墙报交流 基于SWOT分析的中医药品牌与体育明星代言合作 上海 上海大学

领域五 41 王敏 墙报交流 体育健康产业与户外运动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机制研究 上海 上海大学

领域五 42 李亚菲 墙报交流 中医药品牌与体育明星代言合作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五 43 董凯亚 墙报交流 智能健身与中医药结合：开创健康管理新途径 北京 北京体育大学

领域五 44 马璐丹 墙报交流 基于PEST分析法浅谈医体融合下河南地区的发展与展望 河南 河南大学

领域五 45 毛婉宁 墙报交流 医体融合背景下体育产业与健康产业融合路径研究 北京 首都体育学院

领域五 46 周佳敏 墙报交流 运动队队医中医药培训知识体系建构研究 上海 上海体育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