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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运动健康量化需求

随着健康意识的提高，运动健康

量化成为研究热点，对指导科学

运动和预防运动损伤具有重要意

义。

多元热生理仿真技

术
基于人体热生理学和计算机仿真

技术，实现对人体运动过程中热

生理反应的模拟和预测。

系统实现与应用

开发基于多元热生理仿真的运动

健康量化系统，为运动员、教练

员和医学工作者提供科学、客观

的运动健康评估和指导。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在运动健康量化方面已

取得一定成果，但基于多元热生理仿

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发展趋势

随着计算机仿真技术和人体热生理学

理论的不断完善，基于多元热生理仿

真的运动健康量化方法将成为未来研

究的重要方向。



研究内容

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多元热生理仿真

模型，实现对人体运动过程中热生理

反应的模拟和预测，并开发相应的运

动健康量化系统。

研究目的

为运动员、教练员和医学工作者提供

科学、客观的运动健康评估和指导，

促进运动训练的科学化和个性化。

创新点

本研究首次将多元热生理仿真技术应

用于运动健康量化领域，实现了对人

体运动过程中热生理反应的高精度模

拟和预测。同时，开发的运动健康量

化系统具有实时性、客观性和可操作

性等优点，为运动健康评估和指导提

供了新的手段和方法。

研究内容、目的和创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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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热生理仿真模型构建



人体通过出汗、皮肤血流变化等方式调节体温，
保持恒定。

温度调节

人体通过产热和散热之间的平衡来维持正常体
温。

热平衡

人体对热环境的主观感受，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温度、湿度、风速等。

热舒适

人体热生理调节机制



综合考虑人体不同部位的热生理特征，建立多层次模型，
包括核心层、肌肉层、脂肪层、皮肤层等。

多层次模型

考虑多种因素对人体热生理的影响，如
环境温度、湿度、风速、辐射、服装等，
实现多因素耦合仿真。

多因素耦合

实现人体在不同运动状态下的动态热
生理仿真，包括运动强度、持续时间
等。

动态仿真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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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热生理仿真模型设计



实验验证

通过对比仿真结果与实验结果，验证模型的准确性和
可靠性。

敏感性分析

分析模型中关键参数对仿真结果的影响程度，评估模
型的敏感性。

不确定性分析

考虑模型中不确定因素对仿真结果的影响，评估模型
的不确定性。

模型验证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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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健康量化方法



实时监测心率、血压、呼吸频率等生理指标，评
估运动过程中的身体负荷。

生理指标监测

通过分析运动速度、加速度、运动轨迹等数据，
评估运动表现及运动能力。

运动表现分析

结合运动者的主观感受，如疲劳程度、舒适度等，
综合评估运动负荷。

主观感受调查

运动负荷评估



慢性疾病风险评估
通过分析长期运动数据，评估慢性疾病风险，为制定个性化运动处
方提供依据。

心理健康评估
关注运动者的心理变化，评估心理健康状态，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生理指标异常检测
实时监测生理指标，发现异常波动并及时预警，保障运动安全。

健康状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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