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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 的 建立基于健康体征信息的 有 氧耐力 训练指导方案 ，
以 提髙训 练 效率 、 减少运 动 损伤 、

控制 运动 心血管风险 提升军校体能 训练 的科 学性与 系 统性 。 方 法 随机择 位 男 性学 员
， 观测 个

月 。 行心血管风险评估 、 心血管功能 、 肺功能 、骨强 度和有氧耐力测试 收集健康体 征信息 并按照训练

前有氧耐力测试结果 分组 最差组 （ 最大摄 氧量最小的 、 较差组
（
最大摄氧量中 间 的 和 正 常

组 （ 最大摄 氧量 最大的 。 对最差组 和较差组进行 干预指导训 练 正常组按传统方案指导训练 。 结

果 训练后 个组心肺有 氧耐力 水平均显著提 髙 （ 而干 预指导 训 练的 两组 ，
有氧 耐力 提高 的 幅

度约是 正常组 的 倍 ， 次心 血管 功能 和肺功 能测试指标 变化 显著 （ 其 中部分指 标训练前

后有显著性差 异 （
运动 中 骨折 发生率 比正 常组低 。 结论 基于健康 体征信息 的 有氧 耐力 训练

指导方 案能显著 提高学员 的 有氧耐 力水平 并能减少运动损伤 。 训 练期 间可 考虑 以 心 血管和肺 功能 的

测 量 ， 间接评估心肺功能 的改善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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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弓 丨 言 通过问 卷调査收集学员 的一般人 口 学特征 、 疾

基础 性体能素质是军事 智 能 、 技能 高水平发挥 病史 、 心血管疾病相 关信息 进行运动 风险评估 。 对

的基础 与前提 新兵是刚 从地方进人部队 的特殊 没有运动禁忌证的学员进行心肺机能测试和
“

改 良

群体 ， 由 于周围 环境和生 活模式发生 变化 ， 再加上 严 方案
”

的运 动负 荷试验 对于有 运动禁忌证的

格而艰苦的体能训练 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 其心理和 学员 ，
现场 由 医务人员进行详细 的问卷调查

， 确定其

生理健康 。 新训时 间紧 、要求高 、 强度 大 ， 新训期 间 的 运动风险后决定 其是否 进行测试 。 在测 试过程中 ，

健康相关信息是科学施训的基础 ， 是健康的保证 。 有医务人员 全程监护 。 按照训练前有 氧耐力测试结

心肺耐力 是健康体适能评价指标体系 中 最重要 果进行分类 ， 对 心肺耐力 最差组 （ 最大摄氧量最小

和最有效的指 标 ，
所以 心 肺耐力 的提升对 于新学 的 和较差组 （ 最大摄氧 量 中 间 的 进行

员来说是首要任务 。 运 动可影响机体的心血管功 能 运动 和营养 （
主 要针对心 肺耐力 差中 的 超重者 ） 干

和肺功 能 系统 、科学的运动训 练可使心肺功能发生 预指导训练 正常组 （ 最大摄氧量最大的 仅测

良好 的变化 ， 反 之 则会对心 肺 功能 产 生 不 良 的 影 试不 干预 按照 传统方案指 导训 练 。 训 练前 、 中 、 后

响 。 因此 ， 科学的运动处方是关键 。 科学 的运动 进行心 血管和肺功 能测 试 并根据心 肺功 能监测结

处方需要以个体的健康相关信息 为基础 ， 本研究拟 果适当地调 整运动 和 营养处方 。 同时训 练前对所有

采用心肺功能监测 来追踪新学员 在体能训练过程 中 学员进行骨强度测 试 找出 骨折风险较大的人群 进

的健康状况 。 目前 国 内 外运动 心肺功能监测 主要用 行运动减负 和膳食补钙 干预 。

于运动 员运动强度及耐力 的评价 ， 国 内 仅见高 原部 研究设计路线 如 图 所示 。

队训练 中部分简 单测 试指标与 训 练关 系 的报道
，

仪器设备

至今未见用 于指导新学员体能训 练 。 心肺耐力 测 试仪器

本研究基本思路是 通过测 试 ， 搜集健康体征信 商用 电动跑步机 （ ， 西班牙 公

息 ， 对心肺耐力差 的给予干预 ， 分类指导训 练 。 其意 司 ）

一

台 、运 动 心肺机能检测仪 （ 美 国 麦加

义在于 通过军校新学员 心 肺功能 监测 评估干预指 菲公司 ）
一

台 。

导 方案的科学性 、 有效性 ， 科学 分类 、 干预 、 指导训 通过改变跑步机 的速度 与坡度来设定 不 同强

练 ， 控制 运动 心血管风险的发生 。 同时 军校体能训 度 ， 利 用运动肺功 能 测试仪 检测 测 试者在

练 中主要关注骨折为代表的运动损 伤 本研究用 自 不同运动强 度过程中 的呼 吸 气体情况
， 采用仪器配

助式超声骨强度仪对训练前新学员进 行测 试 找 出 置的心率带观测 心率变化 ，
得到 测试者 的相对最大

骨折风险高 的人群 训 练中 预防骨折 。 摄氧量 、最大心率等各 项指标来分析测 试者的 心肺

耐力 状况 。 其中运动 负荷实 验中 达到最大摄氧量的

研究对象与方法
判断标准

―
： ① 心率 （ 次 ② 呼 吸

研究对象 商 （ ③ 运动负荷增加 而
。
不再增 加或

某军校某系某旅大一新学员 中 随机抽 取 位 稍有下降 ；④ 受试者主观感 觉精疲力竭 ， 虽然 反复

学员 （ 年龄 岁 ± 岁
；
男性 ； 鼓励仍不能坚 持 。 具备 上述 项 中 的 项 即可 判

±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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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査
！ 干预方式

■前 剛 糾

髓細息 ：

首先 由 运动学 专家根据训 练 前的 、 测试 了
■ 个人基本難

心錢 肺能

学 辅助检査 心血督疾病风险 因
解学员 的心 市耐力 水 平 ， 给 出 分类训 练 指 导 方

■

案 。

体力活动适应能力问 问卷

有氧耐力

体力活动适应能力问 丨鴨
骨强度测试 （ 找 出骨折风

心血管疾病早期症状块血性脑卒中 盼茁 茔 、险商的学员
运动干预

早期症状

以学员 日 常课程计划 为 基础 ， 主 要 目 的是增 强

心肺功能 。 心 肺耐力 最差组和较差组的学员 均进行

：血

”
险评估 心肺耐力 干 预 其中 针对心肺耐力 差 并且肥胖的学

■

—— ▼

厂
员 同时进行减重干 预 。 减重干 预是运 动与膳食结合

平板 荷试驳 医纖

干预 ， 以超重 人群 比例 、 体重和 降低为判 定标

播中冊名 日 说 、 耐士 伯紛

——

准 ；
心肺耐力干 预为 运动干 预 ， 主要判 定标准为心肺

锁定服 目 墳强七、 力 减重 ）

耐力 和心肺功 能的提高情况 。 在教员 的体能训练指

专家根据类别给出运动处 和营养处方
（
减 、 补钙） 导 的基础 上 ， 将学 员按 照 长 跑 速度 （ 或

进行 训 练分组
，
便于 干 预方案 实 施 。 针对骨 折

干预计划实施 （
参考

：

强度雕 ， 预防骨折 风险高 的学员 训 练时减少负荷 ， 预防骨折 。

减重运 动 干 预 如 下 。 运 动 项 目 ： 慢跑 ； 运动 强
心肺 功能监拥 ：

度 ： 中低强度运动
；
运动 时间 由 此得 出

— 、 巾 、
；

运 动賴 ，运耐间平均 大于
训练前后彳姻负荷试验

心肺耐力 干预
—

运动 项 目 ： 变速跑 ；
运动 强度 ： 中 高强度运 动 ；

运

干预效果评估
动 时 间 间 歇变速跑

， 保证 每 次 运动 的强 度 和
图 研 究设计路线

效果

膳食干预

体质功能检测仪器 仅针 对减重和 补钙 ，
以 食堂 日 常食谱为 基础 进

自 助式心血管功能检测 仪 —

台 、 欧 行筛选 ，对心肺耐力 差中 的超重学员 制 定一对一 的

姆龙血 压计 一

台 、 自 助 式 肺功 能 检 测仪 膳食餐包 。 结合基础代谢率和体力 活 动水平计算出

—

台 、 自 助式超声骨强度 仪 — 学 员 的每 日 推荐能 量摄人
，

的学 员

台 ， 均 由 专业人员 操作 。 其中 ， 是
一种基 餐包每天 减掉 的能量

，
為

于脉搏波信号分析的心 血管 功能 检测仪 器 ， 实 现心 的学员每天减掉 的能量 。 以控制总油

率 、 射血分数 、 心 内 膜下心 肌活力 率等心 脏功 能 ，
以 脂 （ 主要为 饱 和 脂肪酸类 ， 如 肥猪 肉 ） 摄 人和 高 蛋

及左心 室 负 荷 、 增 长 指 数 等动 脉 功 能 的 客 观 评 白 、 高膳食纤维膳食为 总原则 ， 制 定 出 能 量餐包 ， 并

定 。 是一种 基于双 向 、 双流 量传 进行运动 与营 养膳食同步 干 预 ， 进行减 重管理 。 针

感器获取待测者的 呼气流 速 ， 根据 气 体流量与气体 对骨强度 测试中 的骨质少孔 和骨质疏松风险高的学

流速的关系 ， 得出 待 测 者 的用 力肺活 量 （ 员 进行膳食补钙 （ 如 鱼 虾 、 家禽 肉 类和禽蛋 、 奶及奶

和 第
一秒用 力肺 活 量 （ 等指 制 品 、 豆类及豆制 品等 ） 。

标 。 是基 于超声 换能器从跟骨 的一 在训 练干预和监控上
，
处方设计专 家根据教员

侧向 另
一侧发射超声波 通过传导 速度和振幅 衰减 原 先的训 练方案设计训 练干 预方案 并与教员 沟通

，

定量检测 骨矿 物 含量 和 骨 骼结构 及 强 度 ， 用 声速 教员结合 自 己 的训 练方案实 施训 练处方 ； 每周 教员

和 宽 频超 声 衰 减 综 合 出 定 量 超 声 指数 将训 练的 困 难和学 员 的主 观疲劳 度反馈给专 家 专

或 来评估 或骨强度
【

—

。 家 根据实 际情况适时改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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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指标 心肺耐力最差组 （ 最大摄氧量最小的 、

主要 包括体重 、 心 肺耐力 、 心血 管 功能 、肺功能 较差组 （ 最大摄氧 量中 间 的 和 正常组

和骨强度检测指 标 。 （ 最大摄氧 量最大的 。 其中 在正

心肺耐力 检测 指标 常组和最差组之 间 （ 、 正常组和较差组之间

最大摄氧 量 、 最大氧脉搏 、 最大心 率 ； 最大 氧脉 （ 存在统计学差异
， 且 常组的 比干

搏是最大摄氧量和最大心率的复合 与 心输 出 量 、 动 预两组小 干预 两组之间无差异 。

静脉氧差密 切相关 ； 定量 负荷的氧脉搏越 髙 ， 心 脏储 最后对心肺耐力最差组和较差组给予心 肺耐力

备和输出 功能就越强 。 运动 干预 正常 组不进行干 预 仅测 试 ， 按 照传统指

心血管功能指标 导方案训 练 。 在 干预组中 筛选 出 的超重人群 ， 同 时

包括心 脏功能 和血管状态相关指标 。 给予减重运动 和膳食干预 ， 进行 减重 。 训练后对所

心脏功能 有学员 和各组的心肺耐力 提高 水平进行评估 对其

射血时间 （ 心脏持续射血时间 占 心动 周期 的百 中 的超重学 的减童效
‘

泉进 行评估 。

分 比 ）
、 肌 活 力 率 （ 最大摄氣量

衡暈动脉系统满足心脏能量需求 能力 的
一个 相对摄 量 （

而言训 练前后最大摄氧

指标 。 降低意味着心 脏能量储备低 人体承受体力 量的变化更 用 于 比 较个体 在心肺功 能 方面的 差

活 动 的能力就降低 ） ； 安静心率 。 异 本研究 中 的最大摄氧量即为相对摄氧量 。

血管状态 最差组 ；

收缩压
； 舒 张压

；
中 心 压 （ 升 主动 脉 根部 收缩 ，

， 以训 等前心肺 力 排名 ，
最差 的 ， 干预后

压
， 该值越高 心脏负 荷越大 ） ； 增 长指数 （ 反 映 血管 比 干 前 显 著 提 高 了 干 预 前

僵硬度 ，是心 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影 响 因
±

、
干预后 ：

± 。

素 ） 。

一

， ‘

较差组 ，

；

肺功能指标 … 干预后 提高 了 干 预前 、
用 力肺活量 ） 、 第

一

秒用力 肺活量 ’

，
、

±
， 干预后

，
±

指用力 肺 活 量 第
一

秒 内 呼 出 的 气 量 ） 、
〗

°

—秒率 ，
医学上 将 其作为 判 定是否存在气流 土车 猫

■ 「 、

⑴ 比 坦 宜 了 不 辄 治

受限 ） 、
而觸

（
％ 獣 的 实赚与 预讓之

未干 预
， 训 练后 、 提 高 了 ⑶ （ 干 预 前

比 ， 结合 秒率用 于评估肺通气 功能 ） 。

°
±

’
干 预后

；

骨强度指标
。

“

骨 强度指 数和 值 （ 骨强 度指 数测量值与 年轻
比较结果

：

—

人相 比的偏 程度 ） 两者结合麵骨质状况 。

〒预的两组 干预前后 比
巧

进行干 预

资 料的 统计处理 的正常 组的 。 大 。 中 ：
最 组 正常组

数据处理 和 分析采 用 软件 。 次心 较差组 正 常组 。 由 图 可看 出 ， 最 差

肺功能测 试指 标之间 的差 异 比较采甩配伍设计资料 组的斜率最大 ， 其次是较差组 说明 干预是有明显效

的方差 分析 两两 比 较采用 法 ； 两次平板 负荷 果的 。

试验测试指标之 间 的差 异比 较采 用 配对 检验 ， 样 心 肺耐 力

本差异显著性检验选用 水平 。 总 体分析

根据 《 健康体适能 》 中 不 同年龄 （ 次选年龄组

结果与分析 岁 ） 男 性 的 心 血 管 适 能 （ 分 类标

总体样本两分析 准 、 完成训 练 的 人中 ， 心肺有氧 力水平在训

在候选的 位 学员 中 ， 人 因脚步受伤或项 练后有明显 的 提高 ， 其 中 心肺 耐力 很差率 （ 训 练 前

目暂停未 完成测试 人完 成两次试验 。
‘ 训 练后 、 差率 训 练前 训 练

按 照训练 前运动负 荷实验的心肺耐力 情况分为 后 、

一

般 率 （ 训 练 前 ； 训 练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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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降低 平 均 下 降

。

心肺功 能

七、 血 管功 能

所有学员训 练前 中后 次测试之间 的方差分析

得 出 ， 射血时 间 比 （ 心 脏射 血持续 的 时 间 占 心 动 周
刼

：

；
期 的 百 分 比

；
、 安 静 心 率 （ 次

十 最差组

较差组 、 心 内 膜 下 心 肌 活 力 率 （ 是 衡量 冠状

：

吻 正常组
动 脉供需平衡的指 标 ， 体现 了 动 脉 系统满 足 心脏 能

量需求 的 能力 、 收 缩 压
训练前 训练后

、 舒张压 （
尸

、 中 心压 （

图 分类训 练各组的 最 大 摄 氧 量 比 较
、

、 增 长指 数 （ 之 间 的 差 异 均有统

计学 意义 （ 除心 肌活 力 率有所增 加 外 ， 其

他各项 指标值训 练后 均有 不同程度 的下降 。 安 静心

均 显 著 降低
；

良 好率 （
训 练 前 ； 训 率 （ 训练 前中 训 练前后 、 舒 张

练 后 、 优 秀 率 （ 训 练 前 训 练 后 压 （ 训练 前中 户
， 训 练前后 比较

’

均显著增高 。

训练 中 和训 练后 均比训练前下 降 。 收缩压 次两两

由 表 可得
，
训 练后 最大摄氧 量 （ 。 、 最 比较均有 意义 ， 且 一直下 降 。 其他主 要指 标两 两 比

大氧脉搏 （ 。 、 最大心 率 （ 均 比训 练 较结果见图 。

前有显 著贿 ， 且均有断学意 义 。 训 练錢大 心
图 巾 均表示丽之间 比前统计学意

率的平均值 仅为 次 ，
而 训 练 后 提高 到

义
，

尸 可 见心 血 管功 能 的 主要 指 标变 化误差

图
： 射血时间 、 中 心 压 、 增 长 指数 训 练 中 和训 练 后均

比训 练前有 显著性的 降低 ， 且误 差图 中 均 数位置均

表 训 练 前后运动 负 荷试 验结果 的 比 较 下移 ， 说明 下降 程 度 较显著 。 而心 肌活力 率均数增

加 训 练后 的均 数 位置 上 移 ， 说 明 增 长 的 程度

较大
“

！ 肺通气功 能
测试 次 次

肺通 气 功 能 测 试主 要 指 标 用 力 肺 活 量

训 练前 ± ± ± 、 第
一秒用力 肺活 量 、 第 一 秒通气

训 练后 ± ± ± 比 、 用 力 肺 活 量 实 测 与 预 期 值 比

值 三次 结果 方 差分 析有 统计 学差 异

尸 值 且均有 不 同 程 度 的提 高 。 两 两 比 较 结

果 训 练前 中 ：
，

、

肥胖干预对象 （ 训 练 前 中 ：
， 变 化 ： 训 练 前 后

年国 民 体质监 测 报告表明 肥胖 学生 的 心 ， 变化 ：

￡￥ ￥ ： 训 练前 后 ：

肺 耐力 、 肌 肉 爆发力 和肌 肉 耐 力及柔韧 性呈 显 著下 ， 变化 ： 彳丫 ：作￥ 训 练前 中 』

降 趋势 ， 故对 于超重 的 （ 学员 通 过 变化 ： 。 因 比 提

结合减 重干 预来提高 心 肺耐力 ，
运 动 和营养膳食合 高 幅度 大 所 以 有提高 。

并 的减 重 效 果 明 显 。 训 练 前 超重 人群 ： 占 总 人 群 骨 强度

，
± 训 练 中 超 重 人 群 ： 占 主要 参考指 标为 骨强度 指数 和 ， 其数值与 骨

± 训 练 后 超 重 人 群 ： 占 质 强 度 成 正 比 。 有 人

± 训 练后 较训 练 前体 重 （ ， 表 明 存在 骨质少 孔的 可 能性 ；

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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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中不 同 年龄男性 的心血管适能 分类标准

的
“
一

般
”

水 平 ， 其 中 以 上的 学员 达 到 了
“

良

■ 好
”

的水平 。 骨折发生 减少了 。 说明 指 导系 统 的设

： 计和试点取得了预期效果 。

‘

从最大摄氧量 、 最大氧脉搏的 角 度 谈 ’ 心 肺耐力

确 实改善了 。 最大摄氧量 （ 、 是 反 映人 体在极

量运动 负 荷时心肺 功 能水平 高低 的重要指标 ，
主要

训练前 训练
反 映人体的最 大有 氧 能力 ， 包括心 肺对 氧的 转运能

力 和肌 肉 对氧的 吸收 、 利用 能力 。 干 预后干 预两
一一

一

组 （ 最差组 、 较差组 ） 最大 摄氧量提高 的 幅度 约 是未

： 干预组 （ 正常 组 ） 的 倍 。 最大氧脉搏是最 大摄
、

§ ！
！ 氧量 和最大 心率的 复合 与心 输 出 量 、 动 静脉氧差密

：

切相关 ； 定量负 荷的氧脉搏越高 心脏储备 和输 出功
一 ‘

‘— — ‘

能就越强 。 干预后学员 的最大氧脉搏 和最大心 率提

高程度最大 说明 心 脏储备和输 出 功能显著提高 了 ，

心血管功能 测试的评价结果也说明 了这点 。

从生理学机制谈改善的原因 。 最大摄氧量 的限

一

一

制 因 素 主要 包 括 个 方面 ： 呼 吸 能 力 、 最 大心 输 出

量 、 血液 携氧能力 、 运动系 统摄取和 利用 氧能 力 。

等的 研究 发现
， 最大心输 出 量 对最大摄 氧 量的

‘ ‘

限制 作用 占 到 了
，
后续的 许多 研究结果

也都支 持 出 等 这一 观点 。 本 研究 中 最 大摄

氧量的 增加 ， 伴随着 心 血管功 能的显著提高 ， 呼 吸能

力部分提高 ， 验证 了 心 脏功 能对最 大摄 氧 量增 加 的
毋

飞

￡ 丨 影响最大 。 从心 血管 和肺功 能 改善方面
： 由 于 训练

我 —
— — 一 — “

后学员 安静心率较低 并且心 脏的射血时间 降低 说

—

—— ■

；

—— ■

明心脏的休息 时间大 于工作 时 间 ， 使心 脏有 更大的
训 练前 训练 中 训练后

增长指数 储备能力 。 中 心压 ， 即 升主动 脉根 部的收 缩压 训 练

图 训 练前后射血 时 间 、 中 心 压
、
心 肌活 力 率 、

后 降低
， 说明 心 脏 的 负 荷 在 降低 。 心 内 膜 下 心 肌活

增长 指数的 误差 力 率 （ 是衡 量冠状 动 脉 供需 平衡 的 指 标 ，
体

现了 动 脉系 统满 足 心 脏能量需求 的 能 力 。 由

图 可 得 ，

心肌活 力 率明 显的增加 ， 说明 动脉系统满

足 心脏 的能力增高 。 增长指 数 反映血管的僵硬 度 ，

的 人 （ ，
表 明存 在骨质疏松 的 风险 。 对 于 训练后 变小说明 血管的 弹性变好 。 说明 体能训 练可

这些学员
， 在进行训 练 时要注意预 防骨折的发生

， 且 使心肌增强 ， 心 脏容积 增 大 。 由 于 心 肌 收 缩强 而 有

膳食时要注 意 多 吃 补钙 的食物 （ 如 鱼虾 、 家 禽 肉 类 力 ，
使 每搏输 出 量增强

， 从而 提高 人 体有 氧工 作能

和 禽 蛋 、 奶及奶制 品 、 豆类及 豆制 品 等 ） 。 力 。 是判 断 肺气道阻 塞 的最常 用指

、 、

标
，
训 练后 增加

， 说 明 肺部 呼 气 流

量和呼 气容积增 加
， 肺 呼 吸能力 增加 。 而本研 究中

本研究 中
，
干预训练后的最大摄氧量显 著增 加 ， 未测试血液携 氧能 力 、 运 动系 统摄取 和利 用 氧能 力

，

说明 干预后有 氧耐力 水平增 加 。 其中 ，
原本心 肺耐 所以心 血管功 能和 肺通气功 能分别对最大摄氧量的

力 较差 的 学 员 中 的 学员 达 到 了 《 健康 体适 提高 占 多少 比例还有待于进
一

步的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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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 动损伤是新学 员常见的 问题 ， 应尽量试避免 。

运动猝死是运动 医学界最严重 问题之
一

本研究
’

’

测试之前对心血管 风险进行了 评估 ， 训 练 中 避免运
动 医 学 版 北京 北京 大学 医

动猝死 。 新兵疲劳性骨折发生率 为 ， 通
— — — 。

过骨强度测 试找 出 骨折风险 高 的人 群 ， 进订运 动减

负和膳食营养干 预 ， 骨折发生 率仅为 说明 陈晓 霞 ， 陈晓玲
， 黄志超

，等 有氧运动对 医学 院校大学生心肺

基于健康信息的军校学员 心肺耐力训 练方法能减少

骨折发生
， 控制运 动心血 管风险 提高训 练效率 。

— —

跟踪很重要
， 能看出 是否取得预期 效果

，
是否需

；

要进行方案的修正 。 基于健康信息 的军校学员心肺
：

耐力训 练方法 中测 试心血管和肺功 能较容易 操作和 李雪情 张 永亮 郑莹 莹 等 基 于示 波法和 高斯拟合 的 血压

控制 ，而直接法测试最大摄氧量较难执行 尤其是对 ，

大样本人群 。 随着心肺耐力 的改善 心血管 、 肺功 能
’ ’

确实也改善 ， 月 这
一方法是可 行的 。 故 可 以 考虑

— 。

训 练方案实施期间 ， 用这两个参数 的 测量 间接评估
：

心肺耐力 的改善程度 。 黎秀龙 马祖 长 张永亮 等 基于波形分析的 多种 获取

通过本研究建立 了
一

个具有科学 性 、 可 操作 的
系统的设计 丨 生物医 学工程 研究 丨

新学员体能训 练指导系统 主要 的思路和方法是
， 通

° ‘

过对 位新学员 进行为期 个月 的试点 ，
取得 显

。 —

著效果 。 相关成果对于大学生军训 ，
军校 、 警校等新

学员 的训 练具有普遍参考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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