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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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GB 19079《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的第2部分。GB 19079已经发布了以下部分：

——第 1 部分：游泳场所；

——第 2 部分：卡丁车场所；

——第 3 部分：蹦极场所；

——第 4 部分：攀岩场所；

——第 5 部分：轮滑场所；

——第 6 部分：滑雪场所；

——第 7 部分：花样滑冰场所；

——第 8 部分：射击场所；

——第 9 部分：射箭场所；

——第 10 部分：潜水场所；

——第 11 部分：漂流场所；

——第 12 部分：伞翼滑翔场所；

——第 13 部分：气球与飞艇场所；

——第 19 部分：拓展场所；

——第 20 部分：冰球场所；

——第 21 部分：拳击场所；

——第 23 部分：蹦床场所；

——第 24 部分：运动飞机场所；

——第 25 部分：跳伞场所；

——第 26 部分：航空航天模型场所；

——第 27 部分：定向、无线电测向场所；

——第 28 部分：武术散打场所；

——第 29 部分：攀冰场所；

——第 30 部分：山地户外场所；

——第 31 部分：高山探险场所；

——第 32 部分：足球运动场所。

本文件代替GB 19079.2-2005《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2部分：卡丁车场所》，本文件以

GB 19079.2-2005《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2部分：卡丁车场所》为主，整合了GB 19197-2003

《卡丁车场所建设规范》和GB 19194-2003《竞赛类卡丁车通用技术条件》两项标准中涉及安全部分的

内容，与GB 19079.2-2005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a) 增加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GB/T 1000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第 4、9 部分标准

以及建筑照明、体育建筑设计标准、卫生环境要求的标准文件（见第 2 章）；

b) 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的标准状态（见第 2 章，2005 年版的第 2章）；

c) 增加了卡丁车场所开放的“基本原则”（见第 4 章）；

d) 更改了“场地、设施设备条件”部分的有关要求。将“场地、设施设备条件”更改为“场地、

设施设备要求”（见第 5 章，2005 版的第 5 章）。将“卡丁车场地”更改为“场地”，并增

加了相应的技术内容（见 5.1，2005 年版的 5.1），将“卡丁车”更改为“车辆”，增加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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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技术内容（见 5.2,2005 年版的 5.2），将“辅助设施设备”更改为“装备防护”和“设

施”两部分，并增加了相应的技术内容（见 5.3、5.4，2005 年版的 5.3）；

e) 删除了“场地、设施设备条件”中关于噪音的要求（见 2005 年版的 5.2.1）；

f) 删除了“辅助设施设备”中关于公共指示用标识的要求（见 2005 年版的 5.3.4）；

g) 将“从业人员资格”更改为“人员要求”（见第 6 章，2005 年版的第 4 章），并增加了从业

人员的“通用要求”（见 6.1）、“管理运营人员”的要求（见 6.2）、“后勤保障人员”的

要求（见 6.3）、“服务人员”的要求（见 6.4）；

h) 将“卫生、环境管理要求”更改为“卫生、环境要求”（见第 7 章，见 2005 年版的第 6 章）；

i) 增加了“卫生、环境要求”中“噪音”、“照明”的相关要求和“环境卫生”相关要求（见

7.3）；

j) 将室内卡丁车场所空气要求修改为应符合 GB/T 18883(见 7.3.3，见 2005 版的 6.2)；

k) 更改了“安全保障要求”中的内容（见第 8 章，2005 年版的第 7章）；

l) 增加了“标志标识”的要求（见第 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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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05 年首次发布为 GB 19079.2；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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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 19079《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是在全面、深入研究国内外体育场所的基础上，结合我

国的具体情况制定的，是对我国体育场所实行规范化管理的技术依据。该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为2005年发

布，标准的技术指标适用性需根据卡丁车运动发展进行更新和完善,因此对该项标准进行修订。

公共体育场所设施是实现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目标的基础物质性条件，制定本标准，目的在于通过各

类运动场所的开放要求进行规定，不断提高各类体育场所的服务水平，推动我国体育场所高质量发展。

GB 19079旨在确立体育场所的等级划分和评定的准则，拟由以下部分构成：

——第 1 部分：游泳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游泳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 部分：卡丁车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卡丁车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3 部分：蹦极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蹦极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4 部分：攀岩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攀岩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5 部分：轮滑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轮滑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6 部分：滑雪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滑雪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7 部分：花样滑冰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花样滑冰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第 8 部分：射击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射击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9 部分：射箭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射箭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10 部分：潜水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潜水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11 部分：漂流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漂流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12 部分：伞翼滑翔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伞翼滑翔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第 13 部分：气球与飞艇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气球与飞艇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

技术要求。

——第 19 部分：拓展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拓展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0 部分：冰球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冰球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1 部分：拳击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拳击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3 部分：蹦床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蹦床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4 部分：运动飞机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运动飞机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第 25 部分：跳伞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跳伞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6 部分：航空航天模型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航空航天模型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

基本技术要求。

——第 27 部分：定向、无线电测向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定向、无线电测向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

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28 部分：武术散打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武术散打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第 29 部分：攀冰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攀冰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要求。

——第 30 部分：山地户外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山地户外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第 31 部分：高山探险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高山探险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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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部分：足球运动场所。目的在于规定了足球运动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技术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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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 2 部分：卡丁车场所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卡丁车场所开放应具备的基本原则，场地、设施设备要求，人员要求，卫生、环境要

求，安全保障要求和标志标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向社会开放的各类卡丁车场所。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

GB/T 10001.1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4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4部分：运动健身符号

GB/T 10001.9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GB 14166 机动车乘员用安全带、约束系统、儿童约束系统和 ISOFIX 儿童约束系统

GB 14167 汽车安全带安装固定点、ISOFIX固定点系统及上拉带固定点

GB/T 14621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

GB 15603 常用化学危险品贮存通则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7093 室内空气中细菌总数卫生标准

GB 18352.6 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第六阶段）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9095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 19197 卡丁车场建设规范

GB/T 34311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总则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JGJ 31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4311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卡丁车 kart

以小型汽油机或电动机为动力，使用直径不大于350 mm的充气轮胎，总高度（不含座椅）小于650 mm，

两后轮导向，两后轮驱动，无差速装置，四车轮持久接触地面，由人驾驶的单座微型赛车。

卡丁车场所 karting 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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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人们从事训练、比赛、健身休闲等卡丁车活动需要的室内外卡丁车场所。

注册 homologation

卡丁车的车架、发动机等产品部件或设备按照国内卡丁车运动管理组织颁发的相应规则进行设计和

生产，通过国内卡丁车运动管理组织认可的第三方机构的检测，并在国内卡丁车运动管理组织进行备案

登记的过程。

注：经过社会团体管理部门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合法机构，并受到国际汽车联合会（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utomobile）授权，唯一有权在中国代表国际汽车联合会负责管理卡丁车运动的组织。

防护装备 safety、equipment

获得国际汽车联合会或国内卡丁车运动管理组织许可，在卡丁车运动中对车手起到安全保护作用的

服饰与配件。如：安全头盔、防护服、防护鞋等。

注：全球赛车（包含，卡丁车）以及汽车出行的管理机构，其成员单位均为各个国家地区的最高赛车以及汽车出行

俱乐部管理单位，简称为国际汽联。

4 基本原则

卡丁车场所组织机构应健全，设置合理，运营管理机制应满足经营需求。

卡丁车场所应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应急预案。

卡丁车场所应有车场平面示意图及疏散通道指示图,疏散标识醒目，位置合理，应急通道畅通。

卡丁车场所附属设施的建筑和设计应符合 JGJ 31 等相关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

室内卡丁车场的照明标准值及眩光值应符合 GB 50034 规定的要求。

卡丁车场所对外开放前，应对场地、设施设备等进行安全检查，确保场地、设施设备处于安全状

态。

卡丁车场所的建筑、附属设施和运行管理应符合国家颁布的有关消防、安全、卫生、节能、环境

保护等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卡丁车场所配备的各类从业人员应满足卡丁车运动开展要求。

5 场地、设施设备要求

场地

5.1.1 通用要求

5.1.1.1 卡丁车场地取得场地许可证且在许可证有效期内可举办相应类别的卡丁车赛事。

5.1.1.2 卡丁车场地在许可证到期前应按相关规定申请办理续期手续。

5.1.1.3 卡丁车场地的建设应符合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各项要求。

5.1.1.4 卡丁车场地应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如损坏或无法满足卡丁车竞技安全，应立刻组织维修或

更换。

5.1.1.5 卡丁车场地水平照度不低于 80 lx，照明设备的高度距跑道不低于 5 m。

5.1.2 跑道



GB 19079—XXXX

2

5.1.2.1 跑道线形应充分考虑卡丁车运动在竞技和安全方面的技术要求，场地的实际使用需求，场地

所在区域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地物地貌、地质水文，场地所在区域的城市气候、经济、文化、交通、

环境等条件及上位规划条件。

5.1.2.2 应以卡丁车在理想状态下的行驶轨迹作为赛道速度和各项安全设施设计和计算的依据。

5.1.2.3 竞速型卡丁车场跑道的路基、路面结构形式和材料选择应满足卡丁车竞技安全要求。

5.1.2.4 跑道区域为全封闭区域，应用安全网将跑道区域与建筑物和观众隔离。

5.1.2.5 跑道两侧应设有安全区。

车辆

5.2.1 通用要求

5.2.1.1 安全带性能符合 GB 14166 的要求。

5.2.1.2 安全带安装固定点符合 GB 14167 的要求。

5.2.1.3 卡丁车应取得符合法定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出具的产品检验合格证明。

5.2.1.4 卡丁车每年应经符合法定条件的专业技术组织检验合格后方能使用。

5.2.2 技术要求

5.2.2.1 竞速型卡丁车的设计、制造、维修应符合安全要求。不应存在对车手和其他人员人身安全造

成危害的缺陷。

5.2.2.2 竞速型卡丁车设计应考虑：

——防止车辆发生冲撞的保护装置；

——隔热装置和旋转部件的保护装置；

——与车手相关的车辆功能（与方向盘、踏板及车座相关的工效学）；

——安全部件（刹车、转向系统、踏板、车座、轮胎、油罐、保险杠等）。

5.2.3 检测与注册

竞速型卡丁车应实行注册制度：

——卡丁车注册包括车架、车身、发动机、轮胎注册；

——车辆注册在国内卡丁车运动管理组织办理；

——车辆注册有效期限为 3 年；

——车架注册信息标牌应牢固固定于车架后横梁的明显部位。

5.2.4 管理与维护

应按照车辆维护手册的提示定期对卡丁车辆进行维护使其处于良好的状态，检查内容应包括：

——制动部件；

——转向部件；

——轮胎；

——保护装置；

——隔热装置和旋转部件的保护装置；

——螺母和螺栓；

——安全警示部件；

——燃料（或者电池、燃气）系统。

装备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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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通用要求

5.3.1.1 防护装备的设计应能保证车手手臂、躯干、头部和脖颈的安全，并且不妨碍其正常活动。

5.3.1.2 防护装备的各部分应相互连接，并确保不施加明显外力的情况下无法任意拆卸。

5.3.1.3 防护装备的材料具有稳定性和坚固性，不易发生断裂，也不会产生可能损害穿戴者安全的锋

利边缘。其金属扣、金属铆钉、螺栓、卡扣、调节装置等均应具有防腐蚀性。

5.3.2 安全头盔

5.3.2.1 安全头盔应为配置有安全护目镜的全盔型头盔，且不影响车手的视野。

5.3.2.2 头盔内部应采用能够吸收撞击能量的必要附加措施，且不得有锋利边缘，必要时采用防护垫

覆盖突出物。

5.3.2.3 安全头盔所使用的材料具有稳定性，不会因受到光照、雨水、烟尘和极端温度等外部环境因

素而影响其正常使用。

5.3.3 防护服

5.3.3.1 防护服应完全覆盖上半身和下半身、脖颈，从手臂延伸至手腕处，从腿部延伸至脚踝处。

5.3.3.2 防护服应无任何可能造成穿戴者损伤或过敏的坚硬、尖锐物体。

5.3.3.3 防护服不应含有可能对穿戴者构成危害的物质，且松紧适度，确保穿戴者正常活动且不会对

穿戴者构成潜在危险。

5.3.4 防护鞋

防护鞋应能完全覆盖和保护整个脚部和脚踝。

5.3.5 防护手套

防护手套应能完全覆盖手部。

5.3.6 护肋

护肋装置应能完全覆盖住肋部，并能承受撞击从而有效减少可能给穿戴者造成的伤害。

设施

5.4.1 安全设施

5.4.1.1 安全设施的位置和结构形式应满足场地使用安全和竞技安全，安全设施包括：

——路缘缓冲带；

——缓冲区；

——专用路缘石；

——专用防护墙；

——专用防护网；

——其他安全设施。

5.4.1.2 安全设施的设置应充分考虑赛道本身的特性（如场地总体规划、赛道线形、横坡与纵坡、地

形地物、卡丁车行驶轨迹、赛道邻近区域的构筑物和建筑物等）和卡丁车理想行驶状态下在赛道上任意

一点的最大速度值。

5.4.1.3 卡丁车场地的安全设施产品应获得国际汽车联合会的认可或由国家权威部门出具产品合格证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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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功能性建筑设施

5.4.2.1 卡丁车场应配备满足卡丁车赛事需要和日常运营需求的功能性建筑设施，包括：

——维修区；

——指挥中心；

——医疗中心；

——计时中心；

——其他功能性建筑。

5.4.3 其他附属设施

5.4.3.1 卡丁车场应配备满足卡丁车赛事需要和日常运营需求的其他附属设施，包括：

——给水、排水设施；

——强电、弱电设施；

——围场；

——应急设备；

——其他附属设施。

5.4.3.2 应分设男、女更衣室。

5.4.3.3 应分设男、女卫生间。

5.4.3.4 应有广播、通讯设备，并保证联络畅通。

5.4.3.5 室内卡丁车场所应设置医务室，并与所在地有一定医疗条件的医院建立有效地联系。

5.4.3.6 室外普及类卡丁车场、竞赛类卡丁车场应配备医疗抢救人员和急救车辆。

5.4.3.7 竞赛类卡丁车场所应设置信号灯设施，室外普及类卡丁车场可根据需要来决定是否设置。

5.4.4 赛事设施

5.4.4.1 用于开展比赛的卡丁车厂应配备符合卡丁车竞赛要求和竞技安全的赛事设施，包括：

——标志标线；

——发令台；

——裁判站；

——专业计时系统、监控系统、转播系统；

——其他赛事设施。

6 人员要求

通用要求

6.1.1 卡丁车场所从业人员应统一参加岗位培训和学习教育活动，并取得在有效期内的、相应的资质

证书和执照，具有相应的业务知识和技能,并能熟练运用。

6.1.2 卡丁车场所从业人员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维护顾客的合法权益。

6.1.3 卡丁车场所从业人员应每年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并取得身体健康合格证明。

6.1.4 应统一佩戴工牌、着工服。

运营服务人员

6.2.1 应掌握卡丁车相关技术规则、运动规则，熟悉卡丁车的使用和维护要求，具备基本的急救、应

急疏导等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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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应制定卡丁车场所工作人员岗位职责、服务流程、行为准则等，并组织实施、监督。

6.2.3 应确保卡丁车场所各项服务活动的正常开展，满足顾客的需求。

后勤保障人员

6.3.1 应熟悉、掌握本领域内设施、器材、卡丁车车辆、场地的维护、保养和使用方法。

6.3.2 应保障卡丁车场所运营期间各类后勤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

7 卫生、环境要求

噪声

卡丁车场地环境噪声质量应达到GB 3096规定的等级要求，竞速型卡丁车噪声不应超过110dB。

照明

7.2.1 卡丁车场地内照明应保证较好的照明均匀度，无眩光。

7.2.2 照明方案应符合相关行业技术要求，并得到国内卡丁运动管理组织的认可。

7.2.3 举办夜间赛事，赛道照度不宜低于 200 lx，服务区不宜低于 150 lx。

环境卫生

7.3.1 卡丁车场所公共卫生区域应保持清洁、无污染。

7.3.2 卡丁车场所环境保护、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应符合相关规定。

7.3.3 卡丁车场地卫生、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7488、GB/T 18883 的规定。

7.3.4 卡丁车排气污染物应符合 GB/T 14621 的规定。

8 安全保障要求

通用要求

8.1.1 卡丁车场地应制定治安保卫、安全救护、卫生检查、设备维修制度、各类人员岗位服务责任制

和突发事件应急响应预案。

8.1.2 卡丁车场地应制定事故抢救操作规程及事故处理程序。

消防安全

8.2.1 卡丁车场地应建立完善的消防安全系统，宜包括火灾自动报警器、消火栓及附属设施、紧急广

播、安全出口及其他消防设施。

8.2.2 卡丁车场地应设置紧急疏散通道，设立疏散引导和标志、警示牌等。

8.2.3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应符合 GB 15630、GB 13495.1 的要求。

8.2.4 卡丁车场地应定期组织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演习。

8.2.5 卡丁车场地内所有安全应急设备应符合相关国家的法律法规，并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灭火器

和首要辅助套件应设置在显眼的位置，并确保能够正常工作。

人员安全

8.3.1 卡丁车场地应建立各级别赛事和青少年普及活动的人员安全管理制度，保障相关人员的人身安

全和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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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卡丁车场地应有配备齐全的急救药品和器械，并在有效期内，能正常使用，应摆在便于取用的

明显位置。

9 标志标识要求

卡丁车场所内外公共信息符号标志应符合 GB/T 10001.1、GB/T 10001.4、GB/T 10001.9 规定的要

求。

卡丁车场所各功能区、建筑物、内部道路的明显位置应设置引导指示牌。

具有危险因素的区域、设施设备，应设置安全提示标识和警示标志。

卡丁车场所应在服务大厅内或前台的明显位置设置以下标识：

——卡丁车人员须知，如驾驶须知、注意事项、错误动作示例等；

——安全须知；

——场地开放信息，如场地功能介绍、开放时间、活动安排、收费标准等；

——场地建设、车辆管理信息，如维护管理单位、维保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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