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项目公示内容

一、项目名称：我国老年人跌倒流行状况、预防策略和关键

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二、推荐单位（专家）及推荐意见：

推荐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推荐意见：跌倒是导致我国老年人髋部骨折、残疾和死亡的首要

原因，严重影响老年人健康和生活质量。本研究针对我国老年人跌倒

流行病学基础数据不足，跌倒风险评估技术缺乏，适合我国国情的老

年人跌倒预防和髋部骨折预防治疗关键技术缺失和有待优化的突出

问题，项目借鉴国际先进的老年人跌倒风险识别、预警、多维度干预

的研究经验，以中国老年人跌倒预防控制科学研究和实践需求为导

向，整合多学科理论和技术，构建了覆盖“数据融合—评估预警—综

合预防—防护救治”的全链条策略与关键技术，开展了多元老年人跌

倒关键基础数据采集和综合分析应用研究、老年人跌倒风险识别与主

动预警技术研究、多学科、多维度老年人跌倒预防关键技术研究、老

年人跌倒后自动保护和优化救治技术等研究。研发取得多项技术创

新，获得多个技术发明和 70多项专利，产出近百篇科研论文，其成

果在北京等十余个省份得到广泛推广应用，并为《“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等国家政策、标准、指南提供了重要科学证据，弥补了我

国老年人跌倒预防控制领域多项空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认真审核该推荐书各项内容，确保材料真

实有效，经公示无异议，同意推荐 2025 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

三、项目简介：(项目简要介绍，技术路线，创新点及项目

产出。）

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的背景下，老年人跌倒已成为重要的公共

健康问题。为应对这一挑战，我国老年人跌倒流行状况、预防策略和

关键技术的研究与应用项目针对跌倒预防领域数据碎片化、评估技术

薄弱、干预方式单一等难题，整合流行病学、运动医学、环境科学、

人体工程学等多学科技术，构建了“数据融合—评估预警—综合预防

—防护救治”的全链条老年人跌倒预防策略与关键技术，为老年人跌

倒预防提供了精准、高效的解决方案。

本项目历时近 20 年，取得以下重要成果：第一、首次系统评估

了我国 1990 至 2019 年 31 个省份老年人跌倒疾病负担状况及变化趋

势，明确了跌倒高风险人群和危险因素，揭示了各省老年人跌倒疾病

负担的时空差异。第二、开发了适用于中国社区老年人群的平衡能力

测试量表，解决了大规模人群快速筛查的技术难题，发明了基于步态

平衡的标准化跌倒风险综合评估方法，满足了跌倒风险精准分级的需

求，创新提出基于多模态姿态感知反馈的失稳评估系统及跌倒预警算

法，突破了跌倒瞬间数据捕获与实时预警的技术瓶颈。第三、研发了

传统健身功法训练姿态智能评估方法，为证明八段锦可改善老年人平

衡功能提供了高质量的中国证据，研发了多维老年人居家跌倒预防适



老化环境改造技术，健全了现有环境适老化改造技术体系；全国多中

心整群随机对照证实整合了以上关键技术的社区综合防跌倒干预技

术可显著降低老年人跌倒风险。第四、建立了髋部-囊体着地缓冲模

型，研发出髋臀一体化防护囊体结构，实现了跌倒瞬间髋部自动防护，

以减轻跌倒损伤程度；构建了多学科协作、院内外联合的老年髋部骨

折诊疗体系，显著降低了院内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

上述成果已在北京等 10 余个省市和 150 余家三级医院进行推广

与应用，显著降低了老年人跌倒风险、推动了适老化环境建设、改善

了跌倒后髋部骨折患者的预后，为推动老年人跌倒预防纳入《“健康

中国 2030”规划纲要》等重要政策，为相关标准、专家共识制定提

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基于本研究成果，第一完成人段蕾蕾作为中国唯

一代表担任了全球老年人跌倒预防指南指导委员会委员并参与撰写；

参与了 WHO《全生命周期跌倒预防与管理策略》的起草和审核，为完

善和推动全球跌倒预防和管理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综上，本项目立足我国老龄化社会现实，形成了体系完整、成果

丰硕的老年人跌倒预防策略及关键技术，并广泛应用于国内外政策制

定、技术推广和社会服务，在我国伤害防控科研与实践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全球伤害防控实践中做出了独到的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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