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论文评审结果 

论文

编号 
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 题目 录用类型 

23 龚丽景, 付鹏宇, 杨贤罡, 胡扬 北京体育大学 Ghrelin 通路在低氧暴露影响大鼠胃组织炎症的机制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25 王广兰, 徐珊珊 武汉体育学院 茯苓多糖对运动员力竭运动后血清生化指标的影响 专题口头报告 

28 步政龙, 钱钰 成都体育学院 高原亚高原交替训练对世居高原中长跑运动员有氧运动能力影响的初步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29 高倩, 付全 首都体育学院 高海拔人群与低海拔人群的生理及遗传学差异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30 仰红慧, 王嘉镌, 宋闪, 吴遂能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 上海游泳运动员高原训练血氧饱和度和心率变化关系的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32 沈惠 上海体育学院 基于知识图谱的国内高原训练研究热点及前沿解析 专题口头报告 

33 李俊 福建师范大学 体适能对主动脉血管机能水平的影响 专题口头报告 

36 田广, 高徐 贵州理工学院 奥运会游泳项目冠军成绩竞技发展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38 庹伟, 肖文杉 成都体育学院 不同海拔对高水平田径运动员比赛成绩影响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44 
王敬茹, 陈琳, 宋秋喜, 王清, 

崔永辉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河北赛艇运动员两次高原训练效果分析 专题口头报告 

45 张凌双, 沈之聪, 陈亮 首都体育学院 我国引入身体运动功能训练理论的必要性——兼论运动员的“健康权”保障 专题口头报告 

47 王君, 陈亮, 中出了真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高原低强度训练对平原肥胖青少年体脂及血糖等指标生理的影响 专题口头报告 

52 朱永博 甘肃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SF_36 量表应用于亚高原地区公务人员的信度及效度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53 
杜霞, 藤井久雄,,苏青青, 马延

峰, 马福海 
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不同海拔高度低氧暴露及运动对大鼠氧传递能力的影响 专题口头报告 

54 朱永博 甘肃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第十二届全运会男子山地自行车决赛速度节奏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55 郝少伟 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高原低氧环境大强度运动后增压辅助方法对大鼠腓肠肌疲劳恢复的影响 专题口头报告 

56 

李亚南, 余小燕, 贺颖英, 苏青

青, 郝少伟, 杜霞, 樊蓉芸, 马

福海 

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高原低氧环境下增压辅助训练对 运动员血液氧运输能力的影响 

专题口头报告 



57 李鹏飞 甘肃体育科学研究所 
亚高原公职人群健身行为现状调查 专题口头报告 

58 刘一婷 甘肃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亚高原地区机关公务人员骨密度情况调查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59 陈耕 甘肃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对高原训练走向理性化的几点思考 
专题口头报告 

60 陈耕 甘肃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高原地区耐力项目运动员成才因素分析——以甘肃优秀中长跑、自行车运动员为例 
专题口头报告 

61 吕永忠 甘肃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甘肃省女子中长跑运动员训练比赛过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62 
苏青青, 祁继良, 樊蓉芸, 藤井

久雄, 杜霞, 马福海 
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不同模式低氧暴露与运动对大鼠肌纤维百分率的影响 

专题口头报告 

63 
苏青青, 樊蓉芸, 祁继良, 郝少

伟, 内丸 仁,马福海 
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不同模式低氧暴露与运动对大鼠体成分的影响 

专题口头报告 

64 

樊蓉芸, 苏青青,郝少伟, 祁继

良,杜霞, 樊超,马福海,  内丸 

仁 

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高原低氧环境复合健身运动对不同地区中年人血清酶的影响 

专题口头报告 

65 
樊蓉芸, 郝少伟, 苏青青, 祁继

良, 樊超, 马福海 
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高原环境下增压辅助对运动疲劳恢复的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67 杨贤罡, 刘阳, 陈寅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游泳运动员高原训练期间网织红细胞相关指标的动态变化 
专题口头报告 

71 崔英敏 北京体育大学 少年游泳运动员高原训练效果的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72 彭毅 成都体育学院 高原训练疲劳的恢复 
专题口头报告 

73 
李亚南, 余小燕, 祁继良, 贺颖

英, 郝少伟, 樊蓉芸, 马福海 
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高原低氧环境复合健身运动对高平原中年人血清补体 C3、C4含量的影响 

专题口头报告 

76 张培珍 北京体育大学 2 周间歇性低氧训练对低氧血症时氧平衡和心血管反应的改善作用 
专题口头报告 

77 李燕春, 张玮佳, 韩天雨 北京体育大学 低氧训练对雄性大鼠骨密度及血象指标的影响 
专题口头报告 

78 李玉章, 白连生, 杨文科 上海体育学院 50 公里竞走全运会冠军吴钱龙的高原训练特点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79 李玉章, 白杰 上海体育学院 移动低氧健身房的设计与开发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81 王志鹏, 蒋长好, 阎守扶 首都体育学院 
近红外脑光谱成像技术在低氧研究中的应用 专题口头报告 

82 王迪, 刘建, 梅晓涛, 黄德建 成都体育学院 世居高原青少年长跑运动员进行高原—亚高原交替训练的实验研究 
专题口头报告 

83 王迪, 谭泽芹, 何培林 成都体育学院 利用自然高原进行多梯度训练的实验研究 ——兼论建造四川省高原训练基地的可行性 
专题口头报告 

84 梅晓涛, 马咪, 刘彭超 成都体育学院 利用自然高原进行多梯度训练的实验研究 ——兼论建造四川省高原训练基地的可行性 
专题口头报告 

85 马咪 成都体育学院 
世居高原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赛前一年不同海拔梯度备战训练研究——以甘孜州重点业

余体校为例 

专题口头报告 



附件 2： 

第四届中国多巴国际高原训练与健康研讨会暨首届高原训练与体能培训班

日程安排 

日期/时间 内容 报告人 

8 月 2 日 

(星期二) 
全天报到 

8 月 3 日 

(星期三) 

08:30-09:00 开幕式 

09:00-10:00 
大会主题报告 特邀专家 

人类高原低氧环境与适应 吴天一  院士（中国） 

10:00-11:00 法国高原训练与实践 Prof. Bourrel Nicolas （法国） 

11:00-12:00 德国体育运动训练理论与实践 Prof. Dr. Ulrich Hartman（德国） 

12:00-14:00 午休 

14:00-14:30 高原低氧训练与减肥 冯连世 研究员（中国） 

14:30-15:30 日本高原训练与发展 朴泽泰治 教授（日本） 

15:30-16:00 高原抗阻练习与骨骼肌萎缩 胡扬 教授（中国） 

16:00-17:00 韩国国家队的高原训练研究 Prof.Song Hongsun（韩国） 

17:00-17:30 案例分析-低氧训练效果 杨明 教授（中国） 

8 月 4 日 

(星期四) 

08:30-12:00 专题口头报告 论文录用作者 

12:00-14:00 午休 

首届高原训练与体能培训班 

14:00-15:30 多元化的高原训练—组合与应用 胡  扬    教授 

15:30-17::00 高原训练与健康促进 马福海   研究员 

8 月 5 日 

（星期五） 

首届高原训练与体能培训班 

08:30-10:00 
高原训练的利弊博弈及其对运动

训练实践的启示 
陈小平   教授 

10:00-11:30 优秀运动员体能优化策略与实践   闫  琪   研究员 

下午 研讨交流（离会） 

8 月 6 日 

（星期六） 
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