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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体育局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级运动队

营养保障工作的规定》的通知

云体发〔2019〕27 号

各训练单位、体科所：

经局办公会审定，现将新修订的《云南省省级运动队营养保

障工作的规定  》印发你们，望认真遵照执行。

云南省体育局

2019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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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体育局关于省级运动队

营养保障工作的规定

为鼓励省级运动队运动员及相关人员刻苦训练、认真备战、

力争在奥运会和全运会等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为国、为省争光。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运动员使用运动营

养补品暂行办法》及全国运动会竞赛规程相关规定，并结合我省

实际。经省体育局研究，决定加强省级运动队备战奥运会、全运

会工作的营养（营养品、膳食）保障工作，规定如下。

一、运动营养品

（一）原则、采购、使用、监管

1、原则

营养品采购、使用、监管必须遵循“合法、安全、有效”的

原则。

合法：省级运动队运动员运动营养品必须严格按照国务院

《反兴奋剂条例》和国家体育总局的“反兴奋剂三严方针”等相

关规定，以及省体育局对反兴奋剂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执行。

安全：运动营养品符合国家药品（保健品）管理标准和质量

控制要求，必须符合其公布的有效成份，必须符合国家反兴奋剂

的有关规定，不得含有任何国际奥委会禁止的兴奋剂成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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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检验合格证。

有效：运动员使用营养品须进行全过程监控，促进运动员有

效恢复，保护运动员健康，提升竞技水平。

2、采购

（1）各运动队营养品的需求由教练员会同科研人员或队医

根据运动员对营养品的实际需要和配给标准提出。各训练单位汇

总所属运动队需求，统筹安排采购计划。

（2）计划采购的营养品必须具备国家兴奋剂检测研究中心

出具的《保健食品禁用物质检测合格报告》，需从每年度《国家

队集中采购营养食品入围采购目录》中选取。

（3）各训练单位使用省体育局下拨的运动员营养品专项资

金，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办理采购手续；完成采购后将采购清

单报备省体科所。

（4）采购的营养品到货后，须由省体科所与训练单位共同

进行验收；省体科所反兴奋剂工作人员确认营养品安全、合法性，

并留取同批次样品后，各训练单位按程序进行发放使用。

3、使用

（1）教练员、科研人员或队医结合运动员训练计划和身体

机能参数，共同制定营养品使用计划，并对使用过程进行监督检

查；防止营养品使用的不良反应，杜绝浪费、滥用营养品现象。

（2）所属运动队应提前一周将营养品使用计划提交训练单

位。各训练单位根据运动队使用计划发放营养品，每批发放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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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品须具备发放人和领用人签字确认。

4、监管

（1）各运动队要建立运动员使用营养品登记表，记录营养

品品名、批号、指定专人妥善保管，便于进行运动营养品的效果

跟踪检查。

（2）各训练单位定期做好检查以及安全工作，防止污染、

过期变质。

（3）在使用运动营养品过程中，如发现运动员有不良反应，

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止造成不良后果。并将情况及时上报所属训

练单位、竞技体育处和体科所。

（4）科研人员、队医对运动营养品的兴奋剂检查报告、资

料等进行存档，以便今后检查。

（5）科研人员应对营养品的使用效果进行跟踪观察、监督

检查使用情况，并填写《运动营养品使用情况反馈表》，以便跟

踪观察、了解效果、及时调整。

（6）竞技体育处、体科所每年将对运动营养品的使用情况

不定期进行检查，对使用情况进行总结。

（7）严防兴奋剂问题的发生。严格禁止教练员、运动员通

过任何途径、以任何理由私自购买、使用运动营养药物。一旦发

生，将给予严厉处罚，造成兴奋剂事件的，将依照国家法律、法

规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二）保障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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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云南省在训的正式聘用运动员及试训运动员。

2、交流引进代表云南参赛的运动员，按全运会竞赛规程相

关规定与解放军实行军地共同培养的运动员可按协议约定享受

相应保障。

3、与相关省市根据全运会竞赛规程规定进行合作并代表云

南参赛的运动员按照相应类别保障。

在全运会期间已办理交流手续并代表其他省市参赛的运动

员不再享受相应保障。

（三）保障类别及标准

1、保障类别：

按照“突出重点、保障重点”的原则，在当届全运会周期内

根据上届全运会和年度成绩确定保障类别。对运动员实行以下分

类保障。

一类保障：在上一届全国运动会上获得前三名的在训运动

员；在当届全运会四年周期内参加锦标赛、冠军赛（总决赛、总

排名）获得第一名、或者连续两次获得第二、三名的在训运动员。

二类保障：在上一届全国运动会上获得四至八名的在训运动

员；在当届全运会四年周期内锦标赛、冠军赛（总决赛、总排名）

获得一次第二、三名、或者连续两次获得四至八名的在训运动员。

三类保障：未达到二类保障的正式聘用运动员及试训运动

员。

集体项目：主力队员（比赛上场人数）参照全运会竞赛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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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成绩规定，按照上述相应保障类别执行，其他运动员按照三

类保障执行。

2、保障标准：

（1）一类保障：每人每天 60 元，每月按 30 天计算；

（2）二类保障：每人每天 30 元，每月按 30 天计算；

（3）三类保障：每人每天 10 元，每月按 30 天计算。

（四）保障时间

全运会周期开始第一年的 1 月 1 日起至全运会结束当月止。

二、运动膳食

根据省体育局与各训练单位签订的任务责任书所确定的任

务进行运动膳食保障。运动膳食主要用于重点运动员、“复合型”

管理训练团队人员进行膳食补充。主要用于以增强体质、提高运

动能力，并经卫生、医药、食品部门批准生产的食品、补剂、中

成药等相关制品。

（一）保障对象

1、承担全运会任务的各训练单位重点运动员；

2、承担全运会任务的各训练单位“复合型”管理训练团队

人员；

3、凡交流引进（协议）代表云南参赛的重点运动员及“复

合型”管理训练团队人员，以及与解放军实行军地共同培养的重

点运动员及“复合型”管理训练团队人员按协议任务享受相应保

障。



云南省体育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X
云南省体育局发布

- 7 -

（二）保障类别及标准

1、保障类别：

（1）金牌任务的重点运动员及“复合型”管理训练团队人

员；

（2）奖牌任务的重点运动员及“复合型”管理训练团队人

员；

（3）名次任务的重点运动员及“复合型”管理训练团队人

员。

2、保障标准：

（1）非集体项目

金牌任务：每月 8000 元；

奖牌任务：每月 5000 元；

名次任务：每月 3000 元。

（2）集体项目

金牌任务：每月 15000 元；

奖牌任务：每月 10000 元；

名次任务：每月 6000 元。

（三）保障时间

全运会周期开始的第一年的 1 月 1 日起至全运会结束当月

止。

（四）保障形式

各训练单位须根据本单位任务实际制定“落实云南省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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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省级运动队运动营养保障工作规定的实施细则”。对重

点运动员、“复合型”管理训练团队以及军地共同培养、协议参

赛的重点运动员、“复合型”训练管理团队运动膳食进行动态管

理。各单位所采购的运动营养膳食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卫生、药

品、质量监督等有关管理办法的规定和标准、防止运动员食源性、

药源性兴奋剂事件。严格禁止使用含有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禁用

清单》的运动营养膳食及相关补品、营养制品。

三、运动营养品及运动膳食经费预算将与各训练单位年度备

战绩效考核相关联。

四、本规定解释权属云南省体育局。

五、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原《云南省体育局关于加强

省级运动队运动营养保障工作的办法》（云体发〔2015〕29 号）

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