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97.220.99 
CCS   

 CSSS 

Y 55 

中 国 体 育 科 学 学 会 团 体 标 准 

T/CSSS 009—2024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要求 

 
Requirements of isokinetic muscle strength test 

 

 

 

 

 

2024-05-08发布 2024-05-31实施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发 布 



T/CSSS 009—2024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测试条件 ........................................................................... 1 

 测试环境 ....................................................................... 1 
 测试设备 ....................................................................... 1 
 测试人员 ....................................................................... 2 
 受试者 ......................................................................... 2 

5  测试流程和内容 ..................................................................... 2 

 概述 ........................................................................... 2 
 测试前的确认 ................................................................... 3 
 测试方案制定 ................................................................... 3 
 测试前准备 ..................................................................... 4 
 测试操作 ....................................................................... 5 
 测试后整理 ..................................................................... 6 

6  测试报告 ........................................................................... 7 

 报告信息 ....................................................................... 7 
 数据结果 ....................................................................... 7 
 报告示例 ....................................................................... 8 

附录 A（资料性）  测试方案示例 ......................................................... 9 

附录 B（资料性）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示意图 .............................................. 10 

附录 C（资料性）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报告示例 ............................................ 17 

参考文献 ............................................................................. 18 



T/CSSS 009—2024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大学、北京市体育科学

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水清、杨玮、汪洋、李玉章、马馨、郝卫亚、刘道满、李上校、肖丹丹、李

悦。 

 

本文件版权为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和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共同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

律或事先得到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的许可外，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文件

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联网及内部网络等。任何组织、个人使用本文件开展

认证、检验检测等活动应经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批准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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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速肌肉力量测试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人体等速肌肉力量测试的条件、流程和内容，以及测试报告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对12周岁及以上人群开展的人体等速肌肉力量测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等速肌肉力量  isokinetic muscle strength 

在特定设备上按照预先设定的恒定速度运动，肌肉对抗阻力的能力。 

 

关节运动方式  joint movement mode 

构成关节的骨与骨之间相对位置变化的形式。 
注：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中关节运动方式主要有屈、伸、内收、外展、旋转等。 

 

    重力补偿  gravity compensation 

平衡适配器和肢体的重力的措施。 

4 测试条件 

测试环境 

测试环境应明亮、安静、清洁，温度适宜。 

测试设备 

4.2.1 应采用等速肌肉力量测试设备（以下简称设备）进行测试。 

4.2.2 设备应有时间、力矩值、关节角度、做功、功率等相关数据输出。 

4.2.3 设备应有角度、角速度和力矩值等参数自校准功能。 

4.2.4 设备参数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1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设备参数 

参数 要求 

 

测试模式 

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等速向心测试； 

b）等速离心测试； 

c）等长测试 

单关节测试力矩量程                            ≥ 500 N·m 

腰背测试力矩量程                              ≥ 800 N·m 

力矩传感器精度                                ≤  1 N·m 

角度测试范围 0 °～360 ° 

角度灵敏度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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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要求 

测试角速度范围 0 °/s～450 °/s  

角速度调节分量                                ≤  10 °/s 

采样频率                                      ≥ 100 Hz 

4.2.5 设备应有紧急停止开关。 

4.2.6 设备应通过机械限位或软件控制，将关节活动限定在安全范围内。 

测试人员 

4.3.1 测试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操作。 

4.3.2 应定期对设备运转、紧急停止开关有效性进行检查。 

4.3.3 应及时更新设备易损配件。 

受试者 

4.4.1 受试者筛选 

不应进行测试的受试者包括但不限于： 

a） 测试关节或相关部位有开放性伤口； 

b） 运动损伤急性期； 

c） 手术恢复期； 

d） 怀孕或可能怀孕的。 

4.4.2 知情同意 

测试前应得到受试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未成年人应由其法定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 

4.4.3 知情同意书 

4.4.3.1 知情同意书应采用受试者能够理解的文字和语言。 

4.4.3.2 知情同意书应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a) 测试目的； 

b) 预期测试时间； 

c) 主要测试流程； 

d) 自愿参与声明、免责声明； 

e) 组织者和资助者的信息； 

f) 描述任何合理可预见的风险和不适； 

g) 描述对受试者的益处； 

h) 声明确保个人资料不被泄露及其保密措施； 

i) 测试和受试者权利的声明及其联系人； 

j) 声明允许受试者提问，并在不产生任何后果的情况下随时退出测试。 

4.4.3.3 知情同意书不应包含要求或暗示受试者放弃其获得赔偿权利的内容。 

5 测试流程和内容 

概述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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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流程 

测试前的确认 

5.2.1 检查设备 

测试前测试人员应进行设备检查，内容包括： 

a) 设备应外观结构完好，测试所需各类配件应齐全且完好； 

b) 启动设备后，动力头、座椅、辅助装置功能正常； 

c) 应在无受试者状态下至少进行一次设备空载测试； 

d) 应检查紧急停止开关能正常启动； 

e) 必要时，进行设备校准。 

5.2.2 告知受试者 

测试人员应在测试前至少提前24h告知受试者以下内容： 

a） 测试前被测相关部位肌群不应进行剧烈运动； 

b） 测试前 1h内不应进食； 

c） 未成年人应由其法定监护人或法定监护人的授权委托人陪护； 

d） 测试时宜穿适于活动的运动服和运动鞋； 

e） 受试者测量体重时，宜穿短衣裤或薄衣裤； 

f） 测试中有任何不适应终止测试。 

测试方案制定 

5.3.1 测试关节（肌群）和关节运动方式 

5.3.1.1 应根据测试目的，确定测试关节和关节运动方式。 

5.3.1.2 宜选择关节活动较为简单、测试可重复性高且易于测试的关节。 

5.3.2 测试模式 

5.3.2.1 根据测试目的及其所关注的关节运动方式，确定测试模式。 

5.3.2.2 对受试者进行力量评价，宜优先选择等速向心测试。 

5.3.2.3 关节某一角度肌群力量特征评估，宜进行等长测试。 

5.3.2.4 下肢肌群的超等长收缩能力评估，宜采用离心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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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测试速度和次数 

等速测试可以分为等长测试0°/s、慢速测试1°/s～60°/s、中速测试61°/s～180°/s和高速测

试>180°/s，宜以30°/s为分量设置速度。测试速度和次数选择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测试速度和次数选择 

测试目的 测试速度 测试次数 要求 

肌肉最大力量 慢速 每组 3 次～5 次（关节往复运动 1 次计 1 次） 允许时应重复测试 

肌肉快速力量 中速、高速 每组 4 次～6 次 — 

肌肉耐力 高速 每组 20 次～30 次 — 

特定关节角度肌群力量 0°/s 相应关节角度 1～5 个 单次等长测试不宜超过 30s 

5.3.4 测试方案示例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方案示例见附录A。 

5.3.5 多项测试的顺序安排 

同一受试者，进行多个关节、多个模式或多个速度的多项测试时，顺序安排如下。 

a） 同一受试者测试两侧同名关节时，宜先测试惯用侧。如受试者某侧测试关节有不舒适感或者伤

病，宜先测试健康一侧。如受试者某一侧为主要测试目标，宜先测试非主要目标侧。 

b） 同一受试者多个关节测试时，宜先测试近端关节再测试远端关节，上下肢关节可以交替进行。 

c） 同一关节多种测试模式时，宜先进行等速向心测试再进行等速离心测试。 

d） 同一关节多个测试速度时，宜先进行慢速测试，再进行中高速度测试。 

e） 同一名受试者多次测试时，每次测试顺序应一致。 

测试前准备 

5.4.1 设置测试参数 

根据测试方案设置测试参数，包括但不限于： 

a） 测试关节； 

b） 左右侧； 

c） 关节运动方式； 

d） 测试模式； 

e） 测试速度； 

f） 测试关节角度范围； 

g） 是否进行重力补偿。 

5.4.2  确认受试者状态及信息 

需要确认的事项包括以下内容： 

a） 存在伤病的受试者，需要提供相关医疗信息，判定可否进行测试； 

b） 每次测试前要和受试者确认其主观感受状态良好； 

c） 第一次测试开始前应充分告知受试者的测试信息，包括相对或绝对禁忌症、测试配合的要点、

测试目的、测试动作、紧急停止开关使用方法； 

d） 测试人员应向受试者讲解清楚测试目的、意义、测试过程、发力方式与动作等； 

e） 应在等速肌肉力量测试设备上录入受试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高、体

重、伤病情况；如是专业运动员，还宜记录其专项、运动等级、训练年限、惯用侧。 



T/CSSS 009—2024 

 

5 

 

5.4.3 受试者热身准备 

受试者上等速设备前，应进行热身活动，热身活动的选择遵循以下原则： 

a） 根据具体需要选择准备活动，准备活动包括一般准备活动（如 5min～10 min慢跑或功率自行

车骑行，心率达到 120b/min～140 b/min）、针对测试肌群的动态牵拉练习和受试者自由选择

的其他热身形式； 

b） 不宜采用长时间静态牵拉方式； 

c） 不宜采用在短时间内会造成受试者难以消除疲劳的热身方式。 

5.4.4 受试者上机准备 

5.4.4.1 固定测试位置 

5.4.4.1.1 根据测试关节及关节运动方式，调节设备位置。 

5.4.4.1.2 将受试者安置在测试装置上，调整座椅、靠背、绑带、把手等辅助固定装置位置。测试不

同关节肌群等速肌肉力量的设备位置、受试者体位和固定方式，见附录 B。 

5.4.4.1.3 将等速动力头和受试者适配器调整到合适位置，动力头转动轴心应与关节运动轴心一致。 

5.4.4.1.4 连接适配器与受试者测试部位。 

5.4.4.2 调节测试安全运动范围 

5.4.4.2.1 每名受试者的每项测试，应在安全的运动范围内进行。 

5.4.4.2.2 应根据确定的运动范围安装限位保护装置。 

5.4.4.3 重力补偿 

重力补偿过程包括： 

a） 受试者放松； 

b） 测试人员宜将适配器放置在水平位置，启动设备重力补偿程序； 

c） 测试人员摆动适配器，检验重力补偿正确。 

5.4.4.4 适应训练 

每项测试前，受试者应进行适应训练，并遵循以下原则： 

a) 使用正式测试的方案； 

b) 进行 3～5次递增负荷的亚极限强度运动，以自觉最大强度的 20%～80%运动； 

c) 至少完成一次最大强度运动； 

d) 适应训练过程中，如出现运动范围不够、发力不正确、姿势不对等问题，及时纠正； 

e) 至少休息 1 min后，以受试者自觉疲劳消除为准，开始正式测试； 

f) 对于伤病受试者，适当降低强度、增加适应训练次数。 

测试操作 

5.5.1 操作步骤 

5.5.1.1 一项测试的操作步骤如下： 

a） 测试开始阶段倒数 3s 提示，指令为“预备”“开始”，中间停顿 1s； 

b） 测试结束时告知受试者“停止”； 

c） 检查并存储数据； 

d） 进行下一项测试。 

5.5.1.2 测试时有以下注意事项： 

a) 正式测试前，宜让受试者了解个人既往最优测试成绩或优秀运动员的最好成绩，给予目标激励； 

b) 测试全程测试人员宜采用积极的语言鼓励受试者，如“很好”“加油”“非常棒”“用力”“加

把劲儿”“保持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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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伤病受试者测试时，应以受试者自我感受为主尽力完成测试，测试时不应造成受试者疼痛； 

d) 测试过程中不给予受试者数据反馈； 

e） 同一部位两次测试间休息宜大于 1 min，受试者自觉疲劳消除后，可以继续进行下一个测试。 

5.5.2 检查并存储数据 

5.5.2.1 确认测试结果 

将测试数值与以前同类受试者测试值或文献查阅到的数值比较，判断测试结果是否满足测试要求。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的力矩值曲线应为连续且平滑的曲线，以膝关节等速向心60°/s测试为例，测试曲线

基本形状见图2。测试关节、测试模式、测试速度不同，曲线的峰值和角度范围差异性较大。 

 

图2  膝关节等速向心 60°/s测试的力矩值曲线示意图 

5.5.2.2 确认受试者全力配合测试 

通过以下方式确认受试者是否全力配合测试： 

a） 测试后询问受试者主观感受，明确答复已发挥全力为宜；如受试者答复未尽全力，应重新检查

受试者固定位置和测试设置参数后，待受试者疲劳消除后重新测试； 

b） 通过观察受试者测试时的态度、表情、出汗程度、语言，以及测试后的反应，进行判断。 

5.5.3 打印测试报告 

每项测试确认测试结果后，可以打印测试报告，也可以全部测试完成后打印测试报告。 

测试后整理 

5.6.1 受试者整理活动  

结束测试后，解除适配与锁定装置，确认受试者状态，手扶受试者离开设备。受试者应根据训练习

惯对测试部位进行牵拉放松。 

5.6.2 测试数据检查 

检查测试报告与测试方案要求是否一致，并已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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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 设备复位 

测试完成后将设备和适配器调整到下一项测试的位置。全部测试结束后，设备恢复到初始状态，适

配器放回原位，关闭主机和电源。 

6 测试报告 

报告信息  

6.1.1 基本信息 

测试报告基本信息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测试日期，测试时的年月日（或设备提供）； 

b） 测试使用设备，测试设备的品牌、型号； 

c） 测试单位，测试机构或单位的名称； 

d） 测试人员，测试的主要人员姓名。 

6.1.2 受试者信息 

受试者信息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姓名； 

b） 出生日期或测试时的年龄； 

c） 性别； 

d） 身高，单位采用 cm记录； 

e） 体重，单位采用 kg记录； 

f） 运动项目，受试者从事的运动项目名称，以我国正式开展的体育项目名称为准； 

g） 惯用侧，左侧或右侧，如持拍（械）项目运动员持拍（械）侧、跳跃项目运动员起跳腿、运动

员惯用侧等； 

h） 伤病情况，测试时受试者的伤病状况；  

i） 特殊情况，女受试者是否为生理期，残疾受试者的残疾情况，或者测试过程中出现的可能影 

响结果的情况。 

6.1.3测试信息 

测试信息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测试关节，所测试的肌群相关的关节部位，如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肩关节、肘关节、腕

关节、腰背等； 

b) 左右侧，测试的肢体左侧还是右侧； 

c) 运动方式，屈/伸、内收/外展、内旋/外旋、跖屈/背屈等； 

d) 测试角度范围：测试过程中，测试动作起始和结束位置的角度，用“°～ °”表示； 

e) 测试模式，指测试肌群肌肉收缩的方式，包括等速向心、等速离心或等长测试； 

f) 测试速度，测试时的速度，用“°/s”表示； 

g) 重力补偿，测试过程中是否进行了重力补偿测试； 

h) 重复次数，指关节完成往复运动（屈/伸、旋内/旋外、外展/内收）的次数。 

数据结果 

6.2.1 结果参数 

主要结果参数应包括但不限于表3列出的参数。 

 



T/CSSS 009—2024 

 

8 

 

表3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主要结果参数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和缩写 参数释义 国际单位 

峰值力矩 peak torque (PT) 力矩曲线上最高点处的力矩值，代表了

肌肉收缩产生的最大肌力 

N·m 

平均峰值力矩 average peak torque (APT) 多次运动峰力矩值的平均值 N·m 

峰力矩时关节角度 angle of peak torque (AOPT) 峰值力矩出现时关节所处的角度 ° 

相对峰力矩 peak torque/body weight (PT/BW) 峰值力矩值与受试者体重的比值 N·m/kg 

力矩比 peak torque movement 1/ movement 2 

(M1/M2) 

动作 1 与动作 2 峰值力矩比值 无 

总功 total work (TW) 数次运动做功的和；功为力矩曲线的积

分值 

J 

最大做功 peak work  (PW) 数次运动做功的最大值 J 

平均功 average work (AW) 数次运动做功的平均值 J 

最大功率 peak power (PP) 单位时间做功量为功率，功率的最大值 W 

平均最大功率 average peak power (AP) 多次运动的最大功率平均值 W 

6.2.2  测试结果可靠性    

重复测试数据的组间相关系数ICC值宜大于0.75，证明测试结果可靠性较好。 

6.2.3 测试曲线图 

测试数据宜以连续曲线形式呈现，也可使用平均曲线图、柱状图、折线图等形式。 

报告示例 

测试报告示例见附录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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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测试方案示例 

测试方案示例见表A.1。 

表A.1 测试方案示例 

测试关节 动作方式 测试模式 等速向心测试速度 参考活动范围（0°为自然位） 

肩关节 

屈伸 向心 
60°/s 

180°/s 

坐姿：-30 °～70 ° 

仰卧：20 °～120 ° 

外展/内收 向心 
60°/s 

180°/s 
仰卧：50 °～130 ° 

内旋/外旋 向心 
60°/s 

180°/s 

肘90 °弯曲大臂垂直躯干：-20 °～90 ° 

肘90 °弯曲大臂与躯干同一平面：-70 °～90 ° 

肘关节 屈伸 向心 
60°/s 

180°/s 
40 °～150 ° 

前臂 旋前/旋后 向心 
60°/s 

240°/s 
-80 °～80 ° 

腕关节 屈伸 向心 60°/s 
平握手柄：-70 °～80 ° 

垂直握手柄：-30 °～20 ° 

髋关节 

屈伸 向心 
60°/s 

180°/s 
10 °～120 ° 

外展/内收 向心 
60°/s 

180°/s 
45 °～-30 ° 

膝关节 屈伸 向心 

60°/s 

180°/s 

240°/s 

10 °～90° 

踝关节 跖屈/背屈 向心 

30°/s、60°/s、 

180°/s 、

240°/s 

平躺：-20°～35° 

坐姿（膝90°弯曲）：-20°～50° 

躯干 

屈伸 向心 
60°/s 

0°/s 
-30°～30° 

旋转 向心 
60°/s 

0°/s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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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示意图 

B.1 肩关节测试 

肩关节测试示意图见图B.1～图B.7。 

           

图B.1 屈/伸（坐位）              图 B.2 屈/伸（仰卧位） 

            

图 B.3 外展/内收（坐位）           图 B.4  外展/内收（仰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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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5 内旋/外旋（肩 90°外展）       图 B.6 内旋/外旋（肩 90°屈曲） 

  

 

 

 

 

 

 

 

 

 

 

 

 

 

 

 

 

 

 

 

图 B.7 内旋/外旋（中立位）  

B.2 肘关节测试 

肘关节测试示意图见图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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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8 屈/伸  

B.3 腕关节测试 

腕关节测试示意图见图B.9～图B.10。 

           

图 B.9 屈/伸                     图 B.10 桡偏/尺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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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前臂测试 

前臂测试示意图见图B.11。 

 

 

 

 

 

 

 

 

 

 

 

 

 

 

图 B.11 旋前/旋后 

B.5 髋关节测试 

髋关节测试示意图见图B.12～图B.14。 

              

图 B.12 屈伸                  图 B.13 外展/内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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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B.14 内旋/外旋  

B.6 膝关节测试 

膝关节测试示意图见图B.15～图B.16。 

           

图 B.15 屈伸                       图 B.16 内旋/外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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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 踝关节测试 

踝关节测试示意图见图B.17～图B.19。 

              

图 B.17 屈伸（坐位）              图 B.18  屈伸（仰卧位） 

  

 

    图 B.19  内翻/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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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躯干测试 

躯干测试示意图见图B.20～图B.21。 

           

图 B.20  旋转                     图 B.21  屈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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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报告示例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报告示例见表C.1。 

表C.1 等速肌肉力量测试报告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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