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6 
 

《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计划号：202004006-T-451）国家标准计划

安排和国家体育总局经济司转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 年第三

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特组织制定《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

国家标准。 

2、主要起草单位及分工安排 

本标准由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提出，中国登山协会组织起草，主要起草

单位为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北京山岳美途体育文化

有限公司。其中，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负责标准起草的组织、评审、

申报等工作，中国登山协会负责标准制定与实施政策的宏观管理与制定，北京山

岳美途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具体负责起草工作。 

 

二、标准制定目的和意义 

《全民健身条例》指出全民健身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是综合

国力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户外体育运动蓬勃开展，户外体育

活动日渐增多，登山运动作为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日益受到人民大众的

喜爱和欢迎，成为一种大众健身休闲的重要手段，在全国发展迅速。为满足群众

日益增多的登山健身需求，使登山健身步道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维护规范

化，保障人民群众登山健身活动安全健康开展，同时促进保护自然环境，各地迫

切希望在今后的登山健身步道建设工作中，国家层面应尽快推出系统、全面、科

学的登山健身步道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管理技术规范和标准。 

为满足各地对登山健身步道场地设施建设管理标准的上述需求，加强对当前

各类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管理的规范和指导，完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规划建设

的顶层设计，为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提供一系列科学的配套文件，

国家体育总局组织研制《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制定这一标准对于科学规划

“十四五”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发展、指导我国登山健身步道的建设运营、加快推

进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促进国民健康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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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化对象的概念和特点  

1、标准化对象的主流概念和特点 

登山健身步道是近年来中国登山协会根据全民健身发展趋势，结合群众的基

本登山健身需求和我国公共文化体育设施的现状特点提出的概念，是为群众提供

登山健身运动服务的露天开放式场所。登山健身步道连接起城市与乡村、文化与

自然、历史与现代，是一条健康之路、文明之路、富民之路、生态之路。建设登

山健身步道系统，对于促进我国“五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登山健身步道的特点是“安全性、环保性、科学性”。通过建设登山健身步

道，配置附属设施和配套功能，满足百姓群众的登山健身需求，推动全民健身活

动开展。 

 

2、登山健身步道的国内外发展概况 

（1）国外步道的发展及标准化情况 

欧美国家的步道系统，从建设之初就得到各国政府高度重视，制定了专门的

法规制度以保障国家步道发展。在立法保护层面，欧洲各国国家步道系统的立法

程序和管理体制与美国类似，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通过国家立法修建并管理

步道。 

在欧美，国家步道系统的发展与“市民体育运动”、“休闲体育”兴起密切相

关，国家步道网络的重要地位等同于高速公路和互联网，对国民健康生活、自然

文化遗产保护和推动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国的国家步道都是多用途

步道，最短超过 50 公里，最长达数千公里，有专门的标识系统，且不允许各种

机动车使用步道。目前，国际上的步道建设多以国家为单位、各自发展，其中以

西欧及南欧一带发展较为健全，以奥地利、法国、德国、英国及瑞士为代表。随

着徒步的日益流行，各国步道的链接以及国际性组织相继产生，人们在欧洲大陆

徒步旅行时，可非常容易地获得相关信息及服务。1968 年，美国国会于通过了国

家步道系统法案（National Trail System Act），正式开始国家步道系统建设。该法

案规定：“创建步道系统的目的是为促进公众保护、使用、享受和欣赏国家自然

和历史资源”，每条步道都需通过国家步道法案的法定程序予以认定，并由联邦

政府直接投资，农业部、土地管理局和内务部国家公园服务管理局联合执行管理，

并协调各行政机构与联邦各州之间的协作关系。 

（2）国内步道的发展及标准化情况 

2009 年，由中国登山协会主导，结合我国第一条登山健身步道——宁海登

山健身步道的建设，中国登山协会编写了《登山健身步道建设标准》，为我国的

登山健身步道建设发展提供了科学化、规范化的行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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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标准中对于登山健身步道的定义 

综合上述研究背景和概念参考，本标准从注重突出自然资源基础、突出户外

体育活动项目主要种类、突出登山健身步道的运动、健身、休闲等综合功能等角

度出发，在 3.1 条给出了如下定义：“登山健身步道是以登山为基本方式，在山

地上修建的、以健身为目的的步行道路。” 

 

四、主要工作过程 

2015 年 6 月，由中国登山协会和北京山岳美途体育文化有限公司共同成立

了标准起草小组，并进行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制定讨论，王勇峰、张志坚、董

范、聂建、吕晓燕等同志作为本配置要求制订的主要起草人。参加起草的技术人

员中有 3 位具有高级职称，1 位具有博士学位。小组中有登山户外运动专家，步

道设计工作者，也有多年从事户外运动相关活动的工作者。配置要求起草小组制

定了详细的制标工作计划。 

起草小组讨论了本配置要求起草的主要框架和具体内容，对起草任务进行了

明确的分工。有 3 位技术人员负责相关标准的搜集，3 位负责有关文献和相关书

籍的搜集，3 位负责收集整理全国步道现有资料，6 位熟悉配置要求起草的技术

人员负责配置要求草案的起草工作。起草组集中技术人员开始对近年来国内外步

道建设、管理及发展情况进行信息梳理。通过检索文献、查阅政策文件、借鉴相

关标准，结合目前国内登山健身步道的发展现状，多方征求从事步道建设、施工

单位和管理单位的工作意见，在 2015 年 11 月初步形成初稿，并通过召开相关

专业领域的专家会议形式对初稿进行审查，形成征求意见稿。2015 年 11 月将征

求意见稿发送国内各有关单位、专家征求意见。 

2015 年 11 月 18 日，起草组在中国登山协会怀柔基地组织召开第一次意见

征求会，科研、院校、行业协会、行政管理等方面的专家代表参会。会上，专家

组对本标准提出了体例、框架、内容、步道分级、重点提炼、细化标识系统、增

加维护与管理等方面的修改建议。根据专家组征求意见会的意见和建议，起草组

对本标准进行了细化、修改和完善。  

2016 年 1 月 7 日，起草组在山西省组织召开第二次意见征求会，科研、检

验、服务提供、行业协会、行政管理、院校等方面专家代表参会。会上，专家组

对于本标准的框架和主要内容给予肯定，在标准格式、语言措辞等方面提出了修

改意见。起草组根据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并形成标准送审稿。  

2016 年 7 月 20 日在北京市召开了由行政业务主管部门、标准化管理部门、

企业、科研及质量检验、高等院校等方面专家代表参加的评审会。会上，起草组

成员就标准的编写过程和编制说明进行详细汇报，专家审查组和与会代表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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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审稿的内容进行了逐条逐句审查和推敲，重点对标准中术语和定义、选址要求、

分类与分级、环境保护要求、安全救援系统要求、检测、验收提出意见。会后，

结合专家组意见，起草组认真、细致地修改了相关内容，完成了标准报批稿。 

2018 年 8 月 1 日在北京市召开了标准中期评估会，有行政业务主管部门、

标准化管理部门、企业、科研及质量检验、高等院校等各方面专家代表参加。会

上，起草组成员就标准的编写过程和编制说明进行详细汇报，专家和与会代表就

标准报批稿的内容进行了逐条逐句审查和推敲，重点对标准中的国标文件格式、

可操作性、具体参数补充说明等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结合评审组专家意见，

起草组认真修改了相关内容，从而形成最终的标准文件送审稿。 

2020 年 4 月 29 日，《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制定项目通过国家标准技术

审评中心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服务业领域推荐性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会。起草组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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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进行了《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国家标准文本修订。 

2021 年 6 月，《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国家标准文本起草完成。2021 年 9

月 24 日，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与装备中心标准处组织召开专家评审

会，起草组结合会议意见建议，形成《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初稿。 

 

五、标准名称、范围与主要内容 

标准名称为：登山健身步道配置要求。 

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登山健身步道场所。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本标准规定了登山健身步道的术语和定义、分级、技术

要求（包括基本要求、选址要求、设计要求、建设要求、路面分级技术参数、配

套设施要求、导视系统要求、智慧信息系统要求、环境保护系统要求、安全救援

系统要求）、检测要求、验收要求。 

 

六、编制原则和编制依据 

1、编制原则 

本标准规定的内容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公

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及《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 年）》的要求，

应具有科学性和适用性、可操作性。 

第一，秉持先进性原则。标准的制定结合和参考国内外最新的标准和登山健

身活动发展的规律，一方面考虑到登山健身步道及附属设施的要求，另一方面兼

顾登山健身步道的运动、健身、休闲、服务等综合功能的设施要求。同时，给出

必须达标项和可选项目，在标准制定的同时预留标准化对象的发展空间和服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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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空间。 

第二，秉持科学性原则。科学性原则主要体现在本标准开展了广泛的实地调

研，同时广泛征求了建设、使用、科研、院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2、编制依据 

本标准是在全面深入研究国内外登山健身步道现状基础上，结合中国登山协

会十年来主导建设登山健身步道的实践经验，依据相关政策和技术标准要求制定。

主要参考依据来自于政策性依据和技术性依据两个部分： 

第一，政策性依据和标准 

主要包括《全民健身条例》、《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全民健身计划 2011-

2015 年》等文件。 

第二，技术性依据和标准 

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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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1.2《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 2 部分：旅游休闲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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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主要技术要点和关键内容指标说明  

1、分级 

本标准在第 4 章中给出了登山健身步道的分级。 

本标准将登山健身步道分为 A 级、B 级、C 级三级，并给出了具体的分级原

则和相应的技术参数。 

2、选址与设计建设要求 

第一，本标准在第 5 章中提出登山健身步道的选址要求，从地形与海拔、避

开地质灾害区域、避免自然灾害、避开生态环境脆弱区域、避开动植物保护区、

保证群众健身的通达便利性等方面给出具体要求。 

第二，本标准在第 5 章中提出设计与建设要求，从应用环境容量和流量控制

原则进行设计、利用和改造原有路径、不同区域环境的因地制宜、难以避让的危

险区域的警示与安全防护、便于实施安全救援，以及步道路面材质、坡度、排水

系统修建等方面给出具体要求。 

3、环境保护系统要求 

本标准在第 5 章中提出环境保护系统要求，以维护当地自然环境、保护生态

平衡为原则，从流量控制、动植物保护、垃圾处理和污水排放等方面给出具体要

求。 

4、安全救援系统要求 

本标准在第 5 章中提出安全救援系统要求，从预警与救援两个方面给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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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包括移动电话信号覆盖区域、预警功能的实现、救援系统的建设内容、安

全应急预案、救援设备质量要求。 

5、其他 

本标准还提出了登山健身步道的配套设施要求、导视系统要求、智慧信息系

统要求、检测要求、验收要求。 

 

八、标准制定过程中主要意见分歧的处理情况 

详见《意见汇总处理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等内容） 

目前，国内尚无针对登山健身步道的正式标准。作为公共体育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登山健身步道很好地满足了全民健身事业发展和群众登山健身的迫切需

要，制定标准对其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发展的技术指导是十分必要的。建

议标准发布后，有关管理部门可组织起草单位编写标准宣贯读物、开展标准培训

活动，在政府性采购和转移支付过程中，采信本标准作为技术依据，更好地推动

本标准的具体实施工作。 

 

 

 

 起草组 

 2022 年 6 月 18 日 


